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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5日，由中国音乐学院教

授王黎光作为首席专家承担的

2019 年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重大

项目《中国乐派研究》和王士魁教

授作为首席专家承担的《中国声乐

艺术研究》开题论证会在中国音乐

学院举行。

当日上午举行的《中国乐派研

究》项目开题论证会上，中国音乐

学院院长王黎光介绍，《中国乐派

研究》将全面梳理中国音乐文化

的历史积淀和当代发展，构建中

国主体性的音乐话语体系，为中

国音乐的创新发展提供方向和动

力；《中国声乐艺术研究》将研究

以郭兰英为代表的民歌传唱，到

以金铁霖、邹文琴为代表的民族

声乐，再到以彭丽媛为代表的中

国声乐的发展阶段，在新时代探

寻中国声乐的发展战略，将其树立

成为与意大利声乐、法国声乐、德

国声乐、俄罗斯声乐相对应的又一

声乐学派。

中国艺术科技研究所所长王

丰回顾了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项

目自1984年设立以来的发展历程，

从项目管理角度对中国音乐学院

重大项目研究提出了新的要求与

期待。《中国乐派研究》项目首席专

家王黎光代表课题组进行了总体

汇报。报告对“中国乐派”概念的

由来、已有研究的评述、课题重点

难点、创新之处、预期成果等 5 个

层面进行解读，着重阐述了近现代

以来中国音乐发展中的中西关系、

土洋之争及传统与现代的矛盾等

问题。

中国音乐学院音乐研究所副

所长刘嵘教授就研究团队、课题实

施方案、保障措施等进行了具体汇

报。5位子课题负责人分别介绍了

子课题研究计划和内容框架，课题

组学术顾问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

授高丙中从社会科学研究角度进

一步解读了课题研究思路。

开题论证专家组听取了课题

组汇报后，充分肯定了《中国乐派

研究》项目的创新意义和理论原创

性，认为课题组研究思路清晰，研

究目标与当前国家文化发展战略

要求高度一致，具有极高的学术价

值和实践意义。5位专家结合课题

组的汇报及课题申报书，针对课题

元理论研究、总体框架与子课题之

间的关系、子课题的内容分配等方

面提出了建设性的意见。项目组

表示将认真总结专家意见，在后续

研究进程中加以吸收和落实，完善

研究计划和研究方案，以高质量严

要求完成项目。

当日下午进行的《中国声乐艺

术研究》项目开题论证会上，中国

艺术科技研究所全国艺术科学规

划项目管理中心主任邱邑洪认为，

本课题将有效推动国家文化艺术

事业的健康发展，集中学术力量对

艺术学科发展中的关键问题进行

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社会

价值。他同时对课题研究过程和

成果质量提出了具体要求，希望该

项目能够扎实开展，深入推进，按

计划高质量完成阶段性成果，最终

能够为中国声乐艺术的发展起到

推动作用。

《中国声乐艺术研究》项目首

席专家王士魁代表课题组从研究

定位、研究思路、研究的难点和重

点，以及人员团队等四个方面汇报

了项目总体情况。他汇报本课题

将系统总结中国声乐艺术的成就、

经验与发展态势，梳理蕴含中国文

化特质与价值取向的中国声乐学

派理论话语体系，为中国声乐的未

来发展战略与中国声乐学派的建

设探寻道路。

项目协调人徐天祥就课题的

研究架构、各子课题的研究主题和

逻辑关系以及最终成果形式，向与

会专家作了补充汇报。项目组各

子课题负责人分别介绍了子课题

的研究计划和内容框架，细化阐

释了课题的研究思路。中国社会

科学院陈建樾研究员同时进行了

补充说明。开题论证专家组听取

课题汇报后，认为《中国声乐艺术

研究》项目创新性很强，子课题设

计框架结构基本合理，逻辑清晰，

探讨深入。中国声乐在历史进程

中不断成长、发展与完善，具有鲜

明的特性。专家建议项目未来研

究要紧密结合中国传统文化，找

准切入点，对于研究的相关概念

要界定清楚，在学术观点和认识

上进一步明确子课题之间的关

系。项目组在与开题论证专家充

分交流后表示，将认真听取专家的

宝贵意见，在未来研究中进一步完

善课题内容，按时高质量地完成研

究任务。

李澄

11 月 5 日至 9 日，由上海音乐

学院、上海东方艺术中心主办，上

海音乐学院管风琴艺术中心承办

的“2019上海音乐学院国际管风琴

艺术周暨第二届上海音乐学院国

际管风琴比赛”将在上海拉开帷

幕。此次艺术节盛会包含了5场管

风琴专场音乐会，5 位欧美管风琴

大师的8场大师班与专题讲座，尤

其令人瞩目的还有重要的管风琴

国际比赛。

此次“第二届上海音乐学院国

际管风琴比赛”依然对标国际最高

规格的管风琴比赛，全球仅选拔 6

位选手进入上海的决赛，这 6 位

决赛选手要在上海东方艺术中

心进行的两轮决赛中演奏涵盖

巴洛克到近现代时期的 8 首作

品，近 90 分钟的比赛曲目。应该

说，这是演奏家级别的比赛。比

赛邀请了作曲家、上海音乐学院

何训田教授与被欧洲管风琴学

术 界 称 之 为“ 泰 斗 级 ”人 物 、德

国斯图加特音乐学院管风琴系

主任卢德格尔·卢曼教授联合担

任评委会主席，与其他 4 位来自

法国、美国、英国的音乐学院教

授共同组成强大的评委阵容进行

评审。

此次艺术周期间还将举办5场

音 乐 会 ，包 括“ 致 敬 管 风 琴

（三）——上海音乐学院第二届国

际管风琴艺术周开幕音乐会”、“第

二届上海音乐学院国际管风琴比

赛获奖选手音乐会”、“经典重现

——卢德格尔·卢曼独奏暨闭幕音

乐会”、“至高之处——高胜涵管风

琴独奏音乐会”、“天籁容华——容

蓉管风琴独奏音乐会”。艺术周开幕

式的音乐会，将由上海音乐学院管风

琴艺术中心与欧美大师共同献演。

由作曲家、上海音乐学院教授张旭儒

创作的管风琴、人声与打击乐交响诗

《拂云鸣钟》也会再次奏响。此次推

出的上音附中及本科学生的独奏音

乐会，展示了上音 10 多年来的教学

成果。

担任音乐周活动执行的“上海音

乐学院管风琴艺术中心”于 2015 年

成立，由上音多年来送往欧美著名

音乐学院深造管风琴专业的归国

人才所组成。2016 年上海音乐学

院在国内音乐院校中首设管风琴

专业，并创建了新型的团队教学模

式，使每位专业学生在每个学年都

面对不同的专业教师，以接受来自

于世界各国的管风琴教育理念和

文化的熏陶。此外上音还坚持“请

进来、走出去”的国际化道路，每年

定期邀请国际著名的教育家和演

奏家前来上音授课，同时也把我们

的师生送到国际著名的管风琴艺

术节参与演出和活动。2017 年－

2018 年间，上音的师生把“致敬管

风琴(二)——上海音乐学院管风琴

专业全国巡回音乐会”推向了全国

十所拥有大型管风琴的大剧院。

2017 年，第一届上海音乐学院国际

管 风 琴 艺 术 周 获 得 了 巨 大 的 成

功。国际评委们对赛事组织及进

入决赛选手的演奏水平给予一致的

肯定与称赞。德国科隆音乐学院管

风琴教授蒂埃里·米希尔说：“我确

信，管风琴艺术在中国的发展前景一

片光明。管风琴音乐必将在中国收

获鲜活的艺术果实。”

西安音乐学院举行
建校70周年纪念大会

10月18日，西安音乐学院校园鲜花锦簇，在

艺术中心音乐厅举行了推进“双一流”建设暨建校

七十周年纪念大会。陕西省人民政府、中国音协、

陕西省教育厅、陕西省文联的相关领导，中央音乐

学院等13家国内兄弟艺术院校代表，长安大学、

陆军边海防学院等省内 19 家兄弟院校代表以及

英国北方皇家音乐学院等 9 所国外艺术院校代

表，与各界人士、西音在职教职工和学生代表千余

人参加大会。

陕西省人民政府副省长方光华在致辞中表

示，西安音乐学院是陕西和西北地区培养音乐人

才的摇篮，历史悠久，办学特色鲜明，在人才培养、

学科建设、科学研究、服务社会和文化传承与创新

方面取得了显著成绩。他希望，未来西音以陕西

得天独厚的历史文化和人文优势为依托，深入生

活、扎根人民，创作出更多具有陕西特色，具有中

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文艺精品。中国音乐家协会

分党组书记、副主席韩新安表示，70年来，西安音

乐学院坚持传承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创作出了

一批特色鲜明的优秀作品，培养了一批优秀的音

乐人才，在中国音乐高等教育体系中占据着举足

轻重的地位。

西安音乐学院院长王真回顾了学校建校 70

年的办学历史，西音人在弘扬民族音乐艺术、普及

世界优秀音乐作品、提升国民音乐素质、助力脱贫

攻坚方面做出了应有的贡献，3万余名毕业学子把

母校的优良传统发扬光大。

兄弟院校代表、中央音乐学院党委书记赵旻

表示，希望两校继续携手并肩，为中国高等音乐教

育事业做出更大贡献。作为国外友好院校的代

表，克利夫兰音乐学院院长保罗·霍格尔表示，将

继续开拓与西安音乐学院之间未来的合作，包括

远程学习班、大师班、演奏会和个别指导等。校友

代表、作曲系80级学生、星海音乐学院雷光耀教

授以一首词衷心祝愿母校更加壮丽与辉煌。

大会上，校方特别为266名离退休老同志制作

了建校70周年园丁荣誉纪念牌，16位工作40年以

上的教师、教辅人员和工勤人员代表全体离退休

老同志上台领取了园丁荣誉纪念牌。一场洋溢着

蓬勃朝气的“双一流”成果汇报暨校庆庆典音乐会

将庆典活动推向了高潮。 田风

《中国乐派研究》《中国声乐艺术研究》项目开题

构建中国音乐话语体系

2019上海音乐学院
国际管风琴艺术周将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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