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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理论】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音乐美学学科从无到

有，从最初的原始收集到研究成果累累，从个别单位

的研究发展到全国各地的音乐研究机构，从两所学

校的教学开始延伸到全国所有的音乐院校和综合艺

术院校以及数十所综合大学。回顾中国音乐美学学

科的建设和发展，我们可以得出三个基本认识，第

一，中国音乐美学科的发展主要体现在改革开放的

四十年中；第二，中国音乐美学的学科建设主要体现

在高校的学科建设中；第三，中国音乐美学学会在学

科发展过程中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

一、改革开放四十年学科发展概述

中国音乐美学学科的建设与发展虽然有前期积

累，但十分有限。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后留存下来

的文献主要是前苏联和东欧学者的研究成果。比较

有代表性的著作是波兰卓菲亚·丽萨《音乐美学问

题》(廖尚果等译)。从高校的教学来说，1960年于润

洋从波兰留学回国首先在中央音乐学院开设《西方

音乐美学史》课。之后，由于历史原因该课停开，直

至1978年，张洪岛、于润洋、何乾三、张前、蔡仲德等

为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学系78届学生开设《音乐美学》

专题讲座。可以说中国音乐美学学科主要是改革开

放以后发展起来的。

1980年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学系建立音乐美学本

科专业，并成立音乐美学教研室。开始着手音乐美

学文献的积累。一方面通过翻译国外音乐美学经典

文献，了解该学科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张洪岛、

于润洋、何乾三、金文达、张前、俞人豪等老师联合音

乐研究所编译室张洪模、杨洸等研究人员及附中教

师叶琼芳老师翻译了有关音乐美学学科介绍和发展

历史的资料以及部分经典文献。由于当时的出版业

比较落后，这些译稿均以手刻钢板油印的形式装订

合成，配以蓝色的油印封面，俗称蓝皮本。这些蓝皮

本在我国早期音乐美学的研究中起到了十分重要的

作用，不仅对中央音乐学院的音乐美学学科建设起

到重要作用，而且对推动全国音乐美学的研究产生

重要影响。另一方面，教研室的老师系统收集已有

的西方哲学、美学著作中译本中有关音乐美学的资

料和中国古代文献中有关音乐美学思想的文献资

料。教研室的教师在从事音乐美学教学工作的同

时，分工着手编写音乐美学教材。张前、王次炤负责

《音乐美学基础》，蔡仲德负责《中国音乐美学史》，何

乾三负责《西方音乐美学史》，于润洋负责《现代西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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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哲学》。这些教材后来都陆续完成并式出版，成

为全国音乐美学教学的通用教材。与此同时，上海

音乐学院音乐研究所也开始着手音乐美学的研究和

教学工作，焦杰、叶纯之、蒋一民等老师开始着手编

写音乐美学教材，经过几年努力《音乐美学导论》正

式出版。

1981年，中央音乐学院和上海音乐学院以及中

国艺术研究院获得硕士学位授予权，1984年这三个

院所又同时获得博士学位授予权。这意味着这两所

学校一所研究机构开始了音乐美学硕士和博士层次

的人才培养。2008年在中央音乐学院的努力下，音

乐学博士后流动站首先在中央音乐学院、上海音乐

学院和中国艺术研究院建立。这预示了音乐美学学

科已经与全国人文社会科学各学科方向开始并驾齐

驱。随着我国学位制度的不断完善，音乐学的博士

点不断扩大，南京艺术学院、南京师范大学、福建师

范大学、首都师范大学、湖南师范大学、中国音乐学

院、华南师范大学等院校相继设立音乐学博士点，其

中多数学校也开始招收音乐美学专业的博士生。此

时，音乐美学硕士研究生已经在全国9所音乐学院和

6所艺术学院以及数十所师范大学和综合大学招

生。这充分显示了我国音乐美学人才培养工作已经

全面展开。2012年在中央音乐学院牵头下联合全国

艺术院校，并通过全国政协教科文卫体委员会，向国

务院学位委员会递交了“关于艺术学上升学科门类”

的申请报告，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研究，全体委员投

票通过了艺术学上升学科门类的决议。从此，艺术

学成为第13个学科门类，音乐与舞蹈学由此上升为

一级学科。这也意味着音乐美学随着艺术和音乐学

科地位的提高，更加稳固了它的自身发展。

四十年来，音乐美学研究的领域不断扩大，研究

成果丰硕，取得了十分显著的成绩。从最初基础性

的资料建设和学科介绍，到后来基础性的研究和前

沿问题的关注，一直到原创性成果的不断出现，充分

说明改革开放以来，音乐美学学科在科学研究上取

得的显著成绩。从最初的教材出版，到一系列专著、

译著和文集的出版以及大量学术论文的发表，充分

体现出从事音乐美学研究和教学的教师和研究人员

对学科建设的极大热情和敬业精神。就教材建设来

看，继叶纯之、蒋一民《音乐美学导论》和张前、王次

炤《音乐美学基础》之后，陆续出版了许多教材。①四

十年来，音乐美学专著、文集、译著和论文层出不穷，

其内容从最初对西方传统音乐美学的研究，到当代

西方音乐美学前沿问题的研究；从对中国古代音乐

美学思想的研究到近现代当代音乐美学思想以及中

国传统音乐的美学问题研究。②还有许多成果是以

课题研究的形式或学术会议汇集的形式集体完成，

由课题负责人或会议组织者担任出版成果的主

编。③还有很大一部分专著是在博士学位论文或在

博士学位论文基础上修改增补完成的。④

有不少音乐美学研究者通过文集的形式出版了

他们多年来积累的成果。还值得一提的是，作为学

术研究的基础，四十年来文献翻译工作也取得了很

大的成绩。音乐美学领域发表和出版的译文和译著

数量十分可观，除散见于各种学术刊物的译文和自

由翻译的译著以外，有关学术机构还以文库和译丛

的形式翻译出版国外音乐美学著作。比如：教育部

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学研

究所资助，于润洋、张前主编，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

的《20世纪西方音乐学名著译丛》；上海高校音乐人

类学E—研究院资助，洛秦主编，人民音乐出版社出

版的《外国音乐学术经典译著文库》；上海音乐学院

资助，杨立青主编、杨燕迪、洛秦副主编，上海音乐学

院出版社出版的《上音译丛》；杨燕迪主编，华东师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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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六点译丛》等。在这些文库和译

丛中，音乐美学相关文献占有很大的比例。

应该说，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音乐美学学科

的建设和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绩。

二、中国音乐美学的学科的发展主要体现在高

校的学科建设中

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音乐美学学科的建设，无

论是学科创立、科学研究，还是人才培养、学术影响，

都主要依附在高等学校的学科建设上。1980年中央

音乐学院首先把音乐美学纳入学校的学科建设之

中，成立了专门的教学机构—音乐学系音乐美学教

研室。该教研室有一支很强的研究和教学力量，以

于润洋、何乾三、张前、蔡仲德、潘必新、王次炤为代

表的中央音乐学院音乐美学学科的奠基者从最初的

学科介绍、文献积累、编写教材、开设课程，一直到到

人才培养、专题研究、学术研讨、发表论文、出版著作

和教材，都做了大量的工作。1992年该教学集体六

名教师荣获北京市优秀教学成果一等奖，1993年该

集体荣获全国高等学校优秀教学成果国家级一等

奖。1985年4月1日至6日，为了进一步推动对中国

古代音乐美学思想的研究，并在全国范围内推动音

乐美学学科的发展，中央音乐学院和中国音乐家协

会理论委员会联合主办，在北京中央音乐学院召开

为期一周的“《乐记》《声无哀乐论》学术讨论会”。中

央音乐学院原领导、中国音乐家协会负责人吕骥、赵

沨、李凌和学校当时的领导吴祖强、于润洋、陈自明

都参加了这次会议。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有

关《乐记》《声无哀乐论》的专题讨论会，四十多位音

乐界的研究人员和文、史、哲各界专家学者参加了会

议。同年12月中央音乐学院于润洋、何乾三等教授

联合中国音乐家协会理论委员会李业道等专家在福

建漳州召开的全国音乐美学学术研讨会上成立了中

国音乐美学学会。何乾三教授在学会的筹备工作中

联络各方，为学会的成立立下汗马功劳。1991年中

央音乐学院参与组织了在北京召开的第四届全国音

乐美学学术研讨会，会议讨论了“音乐美学研究对象

及其哲学基础”问题。1993年 4月该院和中国音乐

美学学会在北京中央音乐学院举行“作为社会文化

现象的流行音乐”专题研讨会。《中央音乐学院学报》

1993年第 3期发表了此次会议参会代表的 8篇专题

文章。此后，中央音乐学院多次组织召开有关音乐

美学问题的学术研讨会，直至 2015年 6月组织召开

了第十届全国音乐美学学术研讨会，这次会议既是

对改革开放以来音乐美学学科建设和发展的总结，

也是对中国音乐美学未来发展的展望。会议就“基

础理论问题研究”“应用理论问题研究”和“中国音乐

美学史”与“中国传统音乐的美学问题研究”等问题

进行广泛讨论，并提出许多建设性的意见。1994年
在中央音乐学院的推动下，王次炤主讲的《音乐美

学》(王次炤、周海宏、邢维凯撰稿)被列为中国电视大

学的影视课程。2002年王次炤主讲的《音乐美学基

本问题》被列为中央音乐学院现代远程音乐教育的

网络课程。中央音乐学院通过电视和网络教育的平

台，使音乐美学走进大众教育的视线之中。除此之

外，中央音乐学院在音乐美学人才培养上也作出了

突出的贡献。该校所培养的音乐美学博士成为当代

中国音乐美学学科的一支中坚力量，韩锺恩、宋瑾、

谢嘉幸、苗建华、周海宏、邢维凯、何宽钊、李晓冬、叶

明春、陈燕婷、柯扬、高拂晓等在音乐美学基础理论、

中西音乐美学史和中国传统音乐的美学问题等领域

都取得了十分显著的成绩。为此，于润洋、张前、王

次炤所申报的《音乐美学博士研究生培养》成果荣获

2014年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学会研究生教育成果

二等奖。这是全国艺术院校和高校艺术类专业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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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项获奖成果。此外，中央音乐学院教师出版和

发表的数十种专著、教材和论文曾荣获国家级和省

部级优秀成果奖。毫无疑问，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

央音乐学院在中国音乐美学学科的建设和发展中起

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上海音乐学院也是最早建立音乐美学学科的院

校之一。该院音乐研究所于1980年成立音乐美学研

究室，叶纯之担任研究室主任，并着手编写一本音乐

美学概论性的教材，该教材由叶纯之和蒋一民负责

编写，焦杰负责组织工作。1983年初，叶纯之首次在

上海音乐学院开设《音乐美学概论》课程，为本院音

乐学系进修生以及部分研究生试讲一年后，于 1984
年列为选修课，之后成为音乐学系本科学生必修课

程。继叶纯之之后，对上海音乐学院音乐美学学科

建设作出重要贡献的教师有林华、韩锺恩、杨燕迪、

郭树荟等，他们分别在音乐审美心理、音乐美学原

理、中西音乐美学史和中国传统音乐美学研究等领

域取得十分突出的成果。2007年，韩锺恩创建了音

乐学写作工作坊，每学年选择一个与音乐美学有关

论题，通过课堂讨论、专题笔会、学院论坛直至编辑

出版，以此推动上海音乐学院音乐美学乃至整个音

乐学学科的建设和发展。工作坊的教学形式一直延

续到 2020年，期间也数次从上海音乐学院延伸到其

他高校，开展校际之间的学术论坛。比如2009年11
月，上海音乐学院音乐美学与音乐批评方向硕士、博

士研究生与有关教师专程赴北京与中央音乐学院音

乐美学硕博研究生和教师共同研讨《悲情肖邦一肖

邦音乐中的悲情内涵阐释》的阅读体会以及有关肖

邦其他问题的专题讨论，取得了很好的效果。2008
年11月上海音乐学院和中国音乐美学学会联合在上

海召开第八届全国音乐美学学术研讨会。来自全国

各地的与会代表一百五十余人，共提交论文摘要104

篇，就音乐美学与音乐哲学的关系，音乐感性体验与

表达，20世纪中国音乐美学研究及相关学科建设等

问题展开讨论。会议取得了空前成功。自2016年以

来，上海音乐学院举办了一系列与音乐美学有关的

学术研讨会，诸如“音乐美学与当代音乐研究教学、

科研与学科建设博士论坛”“音乐艺术本原与当代

音乐文化批判”“音乐美学学科发展问题专题研讨

会”等等。2018年以来，在韩锺恩的主持下上海音

乐学院创办了艺术学理论暑期研习班，诸如“临响

乐品——音乐的听与美学的说”“音响诗学——置于

美学与艺术学之间的音乐美学”“诗去史来——美学

问题在音乐学范畴与音乐史进程中的学科定位”

等。上海音乐学院所举办和创办的一系列学术活动

无疑对中国音乐美学学科的建设和发展起到至关重

要的作用。⑤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除了中央和上海两所音乐

学院以外，还有其他院校的同仁为中国音乐美学学

科的建设和发展作出重要贡献。⑥南京艺术学院对

中国音乐美学学科建设的贡献也很大。学科带头人

茅原所写的一部著作和三部文集是当代中国音乐美

学研究的重要文献。在他的带领下，南京艺术学院

形成了一支很强的音乐美学队伍。居其宏的歌剧美

学研究、居其宏和冯小刚的音乐批评理论、刘承华的

中国音乐的美学思考、范晓峰的声乐美学研究等都

具有开创性意义，无疑为中国音乐美学学科的建设

提供了重要财富。星海音乐学院是继中央上海两院

后，较早开展音乐美学教学和研究的学校，1984年罗

小平开设《音乐美学》课程，之后，在她的努力下该校

开设了一系列有关音乐美学的课程。音乐美学元老

赵宋光调入该校任院长后，极大地提升了该校音乐

美学学科在全国的地位。赵宋光关于美育和“立美”

的论述无疑给音乐审美教育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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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音乐学院自 1988年罗艺峰调入后，音乐美学学

科发展十分迅速，无论是教学还是科研都取得了十

分显著的成绩。罗艺峰是改革开放以来最早进入音

乐美学领域且成果卓著的学者，在他的带领下，西安

音乐学院形成了一支包括叶明春、夏滟洲、李西林等

在内的音乐美学队伍，成为西北地区音乐美学教学

和研究的强大力量。西北地区还有两位极有影响的

音乐美学学者，也都是出自高校。一位是西北民族

大学的李明，另一位是兰州大学的牛龙菲。李曙明

提出的“音心对映论”曾引发音乐美学界很长时间的

讨论。哈尔滨师范大学是东三省较早开展音乐美学

教学和研究的大学，修金堂和马卫星是该校两代学

科带头人。马卫星就现代西方音乐美学，尤其是阿

多诺的音乐美学思想发表了一系列有价值的学术见

解，无疑对推动我国西方现代音乐美学的研究起到

重要的作用。吉林艺术学院音乐美学专业始建于

1989年。学科带头人孙佳宾不仅研究成果卓著，发

表了不少有独到见解的音乐美学论文，而且还培养

出许多音乐美学优秀人才。位于广州的华南师范大

学依托多学科优势，从音乐符号学、音乐心理实证研

究的角度对音乐美学的意义问题和审美心理机制问

题进行跨学科的研究。尤其是黄汉华在符号学音乐

美学领域完成了多项成果，成为国内研究音乐符号

学理论的代表人物。总之，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音

乐美学学科的建设和发展主要体现在高校的学科建

设之中。

三、中国音乐美学学会在学科发展过程中起到

重要的推动作用

中国音乐美学学科的学术建设在很大程度上受

到中国音协理论委员会及其下属学会中国音乐美学

学会的推动。⑦1979年12月中国音乐家协会在广州

召开全国音乐理论工作座谈会。会议由吕骥主席主

持，李业道等音协负责人参加。来自全国各地的音

乐理论工作者八十多人与会。这是“文革”结束后第

一次召开的全国性音乐理论工作座谈会。会上讨论

的议题较多，其中涉及到音乐的形式功能与表现功

能、丽莎音乐美学思想、艺术的阶级性、汉斯立克音

乐美学思想以及社会生活、音乐美、音乐欣赏、音乐

的特殊性等有关音乐美学的问题。故此，音乐界把

这次会议认定为第一届全国音乐美学会议。这次会

议的重要意义在于，中国音乐界第一次把音乐美学

作为音乐理论的重要问题单独列出来讨论，由此引

发了 1982年在江西南昌举行的全国音乐美学座谈

会。座谈会是继广州会以后，第一次独立召开的音

乐美学座谈会。会议由中国音乐家协会主办，与会

者近四十人，他们是来自全国各地的音乐理论工作

者。会议的议题涉及理论联系实际、音乐审美教育、

音乐的阶级性、标题音乐与非标题音乐、音乐形象问

题以及音乐美学研究的对象与内容、如何建立具有

民族特点的音乐美学体系、对中国古代音乐美学思

想与西方音乐美学思想的评价、音乐表现的特点、音

乐的娱乐性等问题。讨论的内容十分广泛，几乎把

当时音乐理论界认识到的音乐美学问题都囊括其

中。鉴于音乐理论界把1979年广州会议视为第一届

全国音乐美学学术研讨会，故把南昌会议认定为第

二届全国音乐学学术研讨会也就顺理成章了。这次

会议奠定了音乐美学在中国音乐理论界的独立地

位，并把重视音乐美学研究的信号通过与会者传播

到各大音乐学院和艺术研究机构，以此推动中国音

乐美学学科的建设和发展。

1985年 12月第三届全国音乐美学学术研讨会

在福建漳州召开。会议由中国音协理论委员会、音

协福建分会、天津市文联联合主办。来自全国各地

的代表约七十余人与会。本次会议主要围绕五个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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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进行讨论，分别是“音乐的本质”“音乐形象”“音乐

的形式与内容”“音乐社会学”和“马克思主义与新方

法论”。此外，还有对中国古代音乐美学思想的考

察、对西方音乐美学思想的评介和西方价值论的音

乐美学探讨以及对音乐创作、表演实践中美学原则

的分析等等。这次会议与前两次会议相比，与会者

中增加了许多中青年学者的面孔，这意味着音乐美

学的学科队伍开始补充新鲜血液。会议的另一收获

是在中国音乐家协会理论委员会的主持下成立了中

国音乐美学学会。学会由李业道任总干事，何乾三、

焦杰任副总干事。从此，中国音乐美学学会开始履

行学会职责，组织和引导全国音乐美学学术活动的

开展。

1991年4月第四届全国音乐美学学术研讨会在

北京平谷县教工疗养院举行。这次会议由中央音乐

学院、中国音乐家协会理论委员会、中国艺术研究院

音乐研究所联合主办。来自全国各地的会议代表五

十余人，围绕“音乐美学研究对象及其哲学基础”这

个主题展开讨论。

与会代表提交近四十篇论文，内容涉及：音乐美

学对象和方法、音乐美学的哲学基础及其反映论与

主体论问题、音乐美学论域、音乐的存在方式、中西

音乐美学思想史、中西音乐美学观的比较研究、音乐

创作本质、音乐感性鉴赏力的审美生成、音乐风格、

音乐形象、意境、传统音乐中的美学问题、音乐与其

他艺术的比较研究等等。本次会议还进行了学会换

届工作，通过选举产生理事9名，并推选于润洋为会

长，赵宋光、王宁一为副会长。本届理事会任职 10
年，组织召开了两届全国音乐美学学术研讨会和多

次专题讨论。1996年5月，由学会发起，中央音乐学

院、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和山东淄博师专联

合主办的第五届全国音乐美学学术研讨会在山东淄

博师专举行。会议代表五十余人，提交论文四十余

篇，以“音乐存在方式”为主题展开讨论。2000年 8
月本届理事会在兰州西北民族学院组织召开第六届

全国音乐美学学术研讨会。来自全国各地六十余名

与会代表，提交论文五十余篇，围绕“中西音乐文化

关系”这个主题展开讨论。发言者以美学作为理论

基点，针对跨世纪文化发展的中西音乐文化关系进

行回顾与思考，并通过创作、表演、理论、教育等实践

路径切入，畅谈中西音乐文化的未来发展。1993年9
月本届理事会和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山东

胜利油田师范专科学校在山东联合主办《当代/20世
纪中国音乐美学志述》课题研讨会。1994年12月以

中国音乐美学理事会成员为主体的13名学者赴香港

大学亚洲研究中心参加《中国音乐美学研讨会》。会

议以专题与综合的方式探讨中国古今音乐美学及其

影响中国音乐美学思想的海外美学思潮。与会代表

还有来自香港、台湾和旅居海外的音乐学者。这是

一次大陆与海外华人共同研讨中国音乐美学问题的

学术聚会。本次会议提交的发言论文与讨论记录汇

集成《中国音乐美学研讨会论文集》，由刘靖之主编

在香港出版。

2001年 3月 27日，中国音乐美学学会在北京举

行第四届理事会会议，经协商选举产生新一届学会

负责人：赵宋光任会长，王次炤、张前任副会长。

2005年 11月本届理事会在广州星海音乐学院举行

第七届全国音乐美学学术研讨会。会议由中国音乐

美学学会和星海音乐学院联合主办，与会代表一百

余人，是历届全国会议规模最大的一次。会议就 20
世纪以来音乐美学新发展(西方现代以来音乐美学

研究、中国现代音乐美学研究、世界各民族当代音乐

美学研究)、传统音乐美学研究(西方、中国、世界其

他)和音乐美学学科建设问题研究(方法论、学科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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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学科交叉或综合、前景构想)等问题展开广泛

讨论。会议后举行学会换届选举，理事会推选韩锺

恩为会长，宋瑾、罗艺峰为副会长。本届理事会于

2006年和 2008年分别在上海音乐学院和西北民族

大学举行《20世纪中国音乐美学问题研究》和《音心

对映论争鸣》专题笔会。并于2008年11月在上海音

乐学院举行第八届全国音乐美学学术研讨会。本次

会议人数达到一百五十余人，充分显示出音乐美学

学会成立23年以来我国音乐美学学科队伍的不断壮

大。此次会议围绕音乐美学与音乐哲学的关系、音

乐感性体验与表达和20世纪中国音乐美学研究及相

关学科建设三个议题展开讨论。2011年 11月学会

与西安音乐学院联合主办第九届全国音乐美学学术

研讨会。此次会的规模依然庞大，与会人数超过一

百五十人，与会者就现代性进程、多元化语境、跨学

科策略与当代中国音乐美学，音乐美学基本问题与

相关实践问题，改革开放以来音乐美学学科的发展

以及于润洋、赵宋光、蔡仲德、茅原、王宁一、张前等

著名音乐美学家学术思想展开讨论。

第十届全国音乐美学学术研讨会召开之前，学

会理事会组织召开了多次专题笔会。2012年 12月

在广州华南师范大学举行《音乐美学学科资源考掘

与身体在音乐审美活动中的作用》专题笔会，2013年
11月在南京艺术学院音乐学院举行《中国古典与传

统音乐美学问题研究》专题笔会，2014年9月在吉林

艺术学院音乐学院举行《音乐的意义与价值问题研

究》和《音乐的理解与诠释问题研究》两个议题的专

题笔会。之后，2015年6月，在中央音乐学院建院75
周年之际，第十届全国音乐美学学术研讨会暨中国

音乐美学学会成立30周年庆活动在北京中央音乐学

院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与会代表一百余人，就学

会成立 30周年及学科发展近百年的历史回顾与前

瞻、基础理论问题研究、应用理论问题研究(包括表

演、教学、美育等等)、中国音乐美学史与中国音乐的

美学问题研究等问题展开广泛讨论。会议气氛空前

活跃，学术成果最为丰硕。2016年以后学会组织结

构发生较大变化，宋瑾担任会长，副会长由5人组成，

分别是孙佳宾、叶明春、杨燕迪、范晓峰和黄汉华，理

事成员也扩大为35人。他们继续为中国音乐美学事

业的发展做出努力。

毫无疑问，中国音乐美学学会在中国音乐美学

学科的建设和发展过程中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由

于历届学会的主要负责人大多出自高等学校，因而，

中国音乐美学学会的工作也主要在高校学者的推动

下完成的。还需要强调的是，中国音乐家协会理论

委员会始终是学会工作的坚强后盾，中国艺术研究

院音乐研究所和全国各地艺术研究所同样有不少学

者为中国音乐美学的学科建设作出重要贡献。回顾

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音乐美学学科的建设与发展，

成绩可喜。深切期望中国音乐美学事业能有更好的

未来。

注释：

①(按出版顺序排列)王次炤主编《音乐美学》(高等教育出

版社 1994年版)、蔡仲德《中国音乐美学史》(人民音乐出版社

1995年版)、罗小平、修海林《音乐美学通论》(上海音乐学院出

版社 1999年版)、于润洋《现代西方音乐哲学导论》(湖南教育

出版社 2000年版)、张前主编《音乐美学教程》(上海音乐出版

社 2002年版)、何乾三《西方音乐美学史稿》(中央音乐学院出

版社 2004年版)、林华《音乐审美心理学教程》(上海音乐学院

出版社 2005年版)、冯长春编《音乐美学基础》(南京师范大学

出版社 2008年版)、宋瑾《音乐美学基础》(上海音乐出版社

2008年版)、王次炤《音乐美学基本问题》(中央音乐学院出版

社 2011年版)、韩锺恩《音乐美学与音乐作品研究》(上海音乐

学院出版社 2012版)、刘承华主编《音乐美学教程》(高等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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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2016年版)等。

②(按出版顺序排列)比如：蔡仲德《〈乐记〉〈声无哀乐论〉

注译与研究》(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 1997年版)、孙星群《音乐

美学之始祖〈乐记〉与〈诗学〉》(人民出版社 1997年版)、茅原

《未完成音乐美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居其宏《歌剧

美学论纲》(安徽文艺出版社 2002年版)、龚妮丽《音乐美学论

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2年版)、马卫星《音乐艺术本体

论》(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2004年版)、修海林《中国古代音乐美

学》(福建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刘承华《中国音乐的神韵》(福
建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张前《音乐欣赏、表演与创作心理分

析》(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 2006年版)、张前《音乐二度创作的

美学思考》(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 2007年版)、于润洋《悲情肖

邦一肖邦音乐中的悲情内涵阐释》(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09
年版)、叶纯之《音乐美学十讲》(中国文联出版社2010年版)、修
金堂《音乐美学引论》(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 2010年版)、林华

《音乐审美与民族心理》(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 2011年版)、李
小诺《审美心理视野下的西方音乐体裁》(上海音乐学院出版

社 2011年版)、罗艺峰《中国音乐思想史五讲》(上海音乐学院

出版社 2013年版)、林华《音乐审美的符号操作与艺术解释》

(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14年版)、杨赛《中国音乐美学原范畴

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5年版)、王次炤《音乐的结构

与功能》(人民音乐出版社2017年版)等。

③(按出版顺序排列)王宁一、杨和平主编《二十世纪中国

音乐美学》文献卷(1900-1949)(现代出版社2000年版)、于润洋

主编《音乐美学文选》(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 2005年版)、韩锺

恩主编《音乐存在方式》(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 2006年版)、韩
锺恩主编《20世纪中国音乐美学问题研究》(上、下册，上海音

乐学院出版社 2008年版)、韩锺恩主编《音乐美学基础理论研

究》(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 2008年版)、罗艺峰主编《协和的同

唱：西安音乐学院音乐美学硕士论文选》(太白文艺出版社

2009年版)、罗艺峰主编《无穷的探索：音乐美学研究论文集》

(太白文艺出版社2010年版)、黄汉华主编《符号学视角中的音

乐美学研究》(暨南大学出版社 2012年版)、王次炤主编《于润

洋学术思想研究》(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2012年版)、王次炤主

编《西方新音乐学背景下的音乐美学》(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

2017年版)、宋瑾主编《西方现代音乐美学》(苏州大学出版社

2019年版)、王次炤主编《中国传统音乐的美学研究》(人民音

乐出版社 2019年版)、黄汉华主编《音乐互文性研究》(暨南大

学出版社 2020年版)、黄汉华主编《流行音乐文化研究》(暨南

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等。

④(按出版顺序排列)韩锺恩《音乐意义的形而上显现并及

意向存在的可能性研究》(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 2004)、宋瑾

《西方音乐—从现代到后现代》(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 2004年
版)、黄汉华《抽象与原型：音乐符号论》(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

2004年版)、周海宏《音乐与其表现的世界》(中央音乐学院出

版社 2004年版)、邢维凯《情感艺术的美学历程——西方音乐

思想史中的情感论美学》(上海音乐出版社2004年版)、谢嘉幸

《音乐的语境—— 一种音乐阐释学视域》(上海音乐学院出版

社 2005年版)、苗建华《古琴美学思想研究》(上海音乐学院出

版社 2006年版)、高拂晓《期待与风格一迈尔音乐美学思想研

究》(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 2010年版)、李晓冬《感性智慧的思

辨历程(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2011年版)、范晓峰《音乐理解现

象研究》(安徽文艺出版社 2011版)、徐昭宇《演奏型态的分析

与音乐意义的追索——从“原真演奏”引发的音乐释义学方法

思考》(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 2013年版)、柯扬《有限的相对主

义：论音乐的价值、质量及其评价》(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 2014
年版)、崔莹《后现代音乐及其美学问题研究》(安徽文艺出版

社 2014年版)、王维《“无中生有”与“心声合一”——魏晋与晚

明时期的士人乐论思想研究》(黑龙江大学出版社 2014 年

版)、王晓俊《中国竹笛演奏艺术的美学传统》(光明日报出

版社 2016 年版)、王学佳博士的《分析美学视野下的纯音

乐理解专题研究》(人民音乐出版社 2017年版)、何宽钊《哲

学-美学视野中的西方和声演进》(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

2020年版)等等。

⑤以上关于上海音乐学院的材料主要参考刘雨矽《上海

音乐学院音乐美学学科发展志述》，韩锺恩提供。

⑥以下内容参考范晓峰、罗小平、罗艺峰、马卫星、孙佳

宾、黄汉华提供的资料。

⑦本节内容主要参考韩锺恩、罗艺峰提供的关于学会工

作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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