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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森   收稿日期:2002-12-11 

传时代之音，播四海之乐—“首届全国音乐传播学术研讨会”综述 

     内容提要：2002年12月在北京广播学院和中央音乐学院召开了"首届全国音乐传播学术研讨会"，这

次会议标志着音乐传播这一学科在全国的正式确立。本文介绍了音乐传播这一学科的基本情况及与会代表

对这一新学科的观点和看法。  

     关键词：创新； 音乐传播 ； 艺术管理  

     中图分类号：J60-05 文章标识码：A  

   2002年12月7-9日武汉音乐学院与北京广播学院、中央音乐学院、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等单

位在北京共同主办了"首届全国音乐传播学术研讨会"。我院彭志敏副院长担任了本次会议组委会副组长，

音乐学系汪森老师担任了筹委会副组长。这次会议得到了全国几十家音乐艺术院校及传媒单位的积极响应

和参与，来自全国各地的代表近百人与会。其中有的在音乐或艺术院校从事音乐传播教育，有的在报纸杂

志、出版社、广播电台等传媒单位从事音乐传播实践工作，也有的在音乐著作权协会、艺术咨询公司从事

与音乐传播相关的法律工作，还有来自一线的唱片企划人、音乐经纪人等。 

  大会设定的议题方向有：国内外音乐传播的历史与现状、音乐传播教育考察、音乐传播媒介研究、艺

术市场的运作与管理、音乐经纪人素质及要求、音乐风格与传播形式研究、音乐传播现象的文化及社会意

义等。除开幕式外，大会在研讨议程上分六个单元，由专题发言和论文宣讲组成。每个单元设一名主持

人，掌握每篇论文演讲的时间，对宣读的论文进行点评，并安排一定的自由问答时间，让参与讨论者对宣

读的论文提问或发表自己的意见，以形成深入探讨的良好氛围。 

  在第一天的大会开幕式上，我院教务处长胡志平教授代表武汉音乐学院做了重要发言，中央音乐学院

党委书记郭淑兰、北京广播学院副院长苏志武、中国音乐学院副院长朱卓健、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

副所长韩宝强等领导均到会讲话，对大会的召开表示祝贺，对"音乐传播"这个新兴学科的发展寄予了厚

望。 

  音乐传播在当代社会文化艺术的生产活动中，已成为起组织作用的中心环节，它已成为一种全方位的

商业化产业。这种新兴的朝阳产业急需各种受过专业训练的从业人员。不断发展的社会实践给我们提出了

新的要求，在带来挑战和压力的同时，也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和空间。 

  当代音乐传播活动借助于现代媒体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迅猛展开，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和传播业界的广

泛关注。对于音乐传播的现象和规律进行考察和研究，催生了一个崭新的学科--"音乐传播学"。音乐传播学

既是社会实践的迫切需要，又体现了传播学的发展趋势。音乐传播以传媒为依托，以音乐在现代传媒中的

多元组合方式和传播管理为主要对象，是包括音乐策划、音乐制作、音乐传播、音乐产品营销等新型音乐

应用门类的应用型、复合型专业。 

  作为一个成功的音乐表演者或音乐教育者，不仅需要掌握音乐表演技术和教育艺术，同时也应该具备

必需的音乐传播知识。音乐传播与商务课程已经成为美国大学和学院内发展最迅速的课程之一。近年来，

音乐传播教育在我国也渐成勃兴之势。目前，我国至少有包括武汉音乐学院、中央音乐学院、北京广播学

院、上海音乐学院、天津音乐学院在内的近20所大学开设了与音乐传播或与艺术产业管理相关的专业。 

  这次大会正是在我国音乐传播事业日新月异，音乐传播实践和教育领域空前活跃，并积累了一定经验

的背景下召开的。也正是基于音乐传播实践和教育的飞速发展，我院参与发起并主办了这次全国性的大

会，力争在音乐传播教育领域抢占发展先机，扩大这个有特色的新学科的社会影响。这次会议致力于奠定

音乐传播研究的学术基础，推动我国音乐文化建设，同时，也希望通过广泛的论文征求和深入的学术讨

论，为音乐传播理论积累第一手资料，加强各院校之间的联系，推动音乐传播教育事业的进一步发展。 

当代中国传媒实践和传播学研究的发展已到达一个新的阶段，全方位地与其他学科融合，更深入地与社会

实践契合，已成为大势所趋。专家指出，我国目前的传播学教育不应局限在新闻学、广告学和公共关系教

育等方面，传播学的发展趋势是研究方向的分支化和研究内容的专业化，要从社会实践出发，搞分支化研

究，大力加强传播学应用学科的建设。 

  在这次大会上，修海林先生以他1993年发表于《中国音乐》第2期上的论文《音乐学领域中的传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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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做了专题发言，他首倡把传播学这种新的研究方法和角度引入传统的音乐学领域，探讨了音乐传播

学的研究对象、方法和理论模式，指出音乐传播学是一个音乐学诸学科必经的"十字路口"，具有重要而不

可替代的学科地位。中国音乐学院李西安先生对音乐传播学这个新兴学科的基础理论建设提出了几点有益

的思考。中国音乐学院音乐学系主任陈铭道先生从社会发展实践和音乐教育改革的角度阐释了音乐学系为

什么要办音乐传播事业，揭示了发展音乐传播学科的必要性。天津音乐学院艺术管理系主任杨雁行先生强

调应确立本学科所特有的学术范畴，同时介绍了天津音乐学院成功创办艺术管理系的有关情况和做法，为

组建音乐传播专业提供了宝贵经验。 

  北京广播学院曾遂今先生提交的《从音乐的自然传播到技术传播》系统地论述了音乐传播不同方式的

阶段性的历史发展，认为音乐传播从原始的自然传播发展到现代的技术传播，随着媒介的因素和作用在逐

渐增强，音乐原始自然的透明性在递减，音乐的商品性在递增。北京广播学院何晓兵先生以电视剧《激情

燃烧的岁月》中的音乐为分析样本，对其音乐元素和其它元素的关系进行分析，试图归纳出影视音乐价值

判断的基本标准。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薛艺兵先生提交的《音乐传播的符号学原理》从符号学的角

度讨论了音乐的符号特性、音乐传播的概念及其核心论域。南京师大新闻传播学院李南和姚杰从图像视觉

的角度讨论了音乐传播新方式的可能性及其现实趋势，余朗天的《传播学的发展趋势与动态》从新闻传播

学的角度论证，与具体专业相结合是中国传播学发展的必由之路，创建音乐传播学符合传播学的发展趋

势。 

  美国迈阿密大学音乐商业与娱乐工业管理硕士、中央音乐学院宗晓军先生提交的《音乐商业管理在美

国的发展现状》介绍了国际上与音乐传播有关的最新动态。北京音乐台张树荣先生提交的《音乐电台媒介

运作与管理》提供了很多实践中的操作案例和经验。子曰乐队经纪人沈晨介绍了乐队实际运作的有关情

况，同时指出目前演艺市场中存在的不规范现象和问题。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屈景明先生就我国目前音乐

著作权的现状和协会的工作情况作了发言，北京柏月河文化艺术咨询有限公司的辛力、马旌提交的《音乐

版权的使用与管理》、余朗天提交的《音乐版权与著作权的区别》均从法律方面探讨了与音乐传播密切相

关的法律法规问题。 

  大会特邀嘉宾、云南丽江纳西古乐会的宣科先生提交的《纳西古乐的传播与运作》介绍了在国际上推

广中国少数民族音乐的成功经验。中国音乐家协会冯光钰先生提交的《中国民族音乐的传播变迁与"同

宗"现象》深入探讨了民族音乐独特的传播方式和现象。资深乐评人、《人民音乐》的金兆钧先生提交的

《10年来中国流行音乐的传播特点》总结和回顾了近十年以来大陆流行音乐的历史发展。星海音乐学院曹

光平先生提交的《论新东方音乐在21世纪的兴起与传播》从20世纪世界音乐变革所显示出的多元、互补、

交融等新迹象，展望了21世纪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共同构筑世界现代文化的传播前景。上海音乐学院陶辛

先生提交的《古典音乐的传播学视角研究》讨论了古典音乐欣赏的审美心理中有关传播机制与原理。武汉

音乐学院汪森提交的《音乐传播学的一二三四五》明确指出音乐传播学不应仅限于流行音乐，应同时注意

到民族音乐与古典音乐特有的传播方式，并从“学”（史、论）、“术”（技、艺）、“业”（商、法）

三个层面建构了音乐传播学科的结构体系，得到了与会代表们的一致赞同。我院音乐学系教师刘正维教授

提交的《戏曲音乐五个发展时期的珍贵经验》具体论述了戏曲声腔的发展与传播历史。我院宋祥瑞副教授

以《大众音乐传播学的教学与研究》做了发言。我院孙凡老师也介绍了武汉音乐学院《音乐编辑学》课程

的有关情况。此外，还有代表就音乐传播教育、音乐类型研究和音乐传播实践等方面发言。大会共收到数

十篇有价值的论文并已印制成集。 

  大会第三天，会场由北京广播学院移至中央音乐学院，中央音乐学院有关领导致欢迎辞，袁静芳教授

阐述了远程教育作为音乐传播手段的价值与意义，于润洋教授指出了传统音乐学理论与现代应用型学科之

间的关系，梁茂春教授强调音乐传播是一种科学研究，应冷静思考、理性规划，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学系主

任张伯瑜介绍了中央音乐学院音乐传播专业的办学情况与发展方向。曾田力教授代表北京广播学院发言，

建议音乐学院加强学生对现代电子视听语言的学习和掌握，陶辛先生代表上海音乐学院发言，表示上海音

乐学院非常重视音乐传播这一新的学科生长点，正在筹划准备成立新的相关专业。武汉音乐学院学报《黄

钟》副主编田可文教授代表武汉音乐学院发言，肯定了音乐传播学专业这一新兴专业的重要地位，并强调

了音乐期刊在音乐传播中的地位与作用，指出音乐院校理论专业学生应加强文体写作和文字编辑方面的学

习。最后，大会讨论并通过了成立"中国音乐传播学会"的决议，我院音乐学系主任汪申申教授当选学会筹

委会委员，汪森老师任秘书处成员。与会代表相信，在学会的有效组织和领导下，音乐传播事业将迎来更

加广阔的发展前景。 

  目前，音乐传播及其相关学科在全国各艺术院校都已引起了足够的重视。武汉音乐学院、中央音乐学

院、北京广播学院、上海音乐学院、天津音乐学院、四川音乐学院等院校都设立了此专业以及相关专业。 



  在当今市场经济形势下，教育必须改革以适应社会需要，艺术教育同样如此。音乐学院在未来能有多

大的生存和发展空间，这是我们应该时刻具备的危机意识。敏锐地捕捉时代的脉动，主动地顺应时代发展

态势，才不会在竞争中被淘汰。创新已成为当今时代的要求和呼声，积极寻找和把握新的学科增长点，加

大扶持投入和建设力度，如何争取在竞争中保持来之不易的微弱优势，这也许是这次会议给我们带来的新

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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