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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展现在读者面前的这本著述，是中国传媒大学和南京艺术学院主办、南京艺术学院流行音乐学院
和中国音乐家协会音乐传播学会承办的“第三届全国音乐传播学术研讨会”论文选集。
笔者作为与会代表之一，有机会在会后继续对选集论文逐篇阅读，可谓受益匪浅、感触良多。
　　音乐传播理论研究和音乐传播学学科建设，在中国整个音乐学领域中属于起步较晚但发展较快的
“热门”学科和方向，这自然是由当代视听传媒技术、网络传媒技术以及高等教育领域相关专业迅速
兴起的势态所激发。
各院校纷纷建立与“传媒”、“传播”主题相关的专业与学科，着实让当下音乐传播基础理论学科建
设陷于紧跟不上但又不得不紧跟的处境。
已经连续三届召开的“全国音乐传播学术研讨会”，就是相关院校面对这一处境所进行的认真应对，
同时也是广大音乐传播理论工作者学术热情和所做不懈努力的一份彰显。
　　本人之所以对音乐传播研究和音乐传播学学科建设产生特殊的学术共鸣，可以说至少有以下两方
面原因：　　一是因为在我从事的民族音乐学理论与方法论研究中，音乐传播是其观察和研究的重要
领域之一。
人类群体在没有进入文字社会之前，绝大部分的生存技能和知识理念都只能依靠音乐或音声作为“语
义”性信号载体来进行交流与传播，全世界无论哪个民族群体都概莫能外。
例如，学者观察到在非洲和南美洲部落群体中，打击乐器鼓常常被用来作为传递消息的工具，鼓声被
编制和组合成一整套“鼓语”，“它使居民点之间能正常地互通消息”①；中国西南地区民族，早在
宋代就已采用鼓声作为群体防卫的聚散信号和聚居点之间的“语言”通讯，其鼓点就有所谓“集人鼓
”、“犒设鼓”这样的语义性分类②；还有藏、彝、苗、白诸民族的古歌和史诗传播，在族群中所发
挥的知识传播作用和民族凝聚力功能，也可谓是难以量比⋯⋯　　直到今天，我们甚至还在诸如《茉
莉花》之类民歌的传播结果和传播规律认知方面，在大量音乐产品进入现代传媒实体中商品属性凸现
的特质和特征认知方面，因不同立场、不同态度而众说纷纭，在本论文选集中，就收录有多篇在内容
和主题上与此相关的论文和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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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展现在读者面前的这本著述，是中国传媒大学和南京艺术学院主办、南京艺术　　学院流行音乐
学院和中国音乐家协会音乐传播学会承办的“第三届全国音乐传播学术研讨会”论文选集。
笔者作为与会代表之一，有机会在会后继续对选集论文逐篇阅读，可谓受益匪浅、感触良多。
　　音乐传播理论研究和音乐传播学学科建设，在中国整个音乐学领域中属于起步较晚但发展较快的
“热门”学科和方向，这自然是由当代视听传媒技术、网络传媒　　技术以及高等教育领域相关专业
迅速兴起的势态所激发。
各院校纷纷建立与“传媒”、“传播”主题相关的专业与学科，着实让当下音乐传播基础理论学科建
设陷于紧跟不上但又不得不紧跟的处境。
已经连续三届召开的“全国音乐传播学术研讨　　会”，就是相关院校面对这一处境所进行的认真应
对，同时也是广大音乐传播理论　　工作者学术热情和所做不懈努力的一份彰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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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音乐传播理论新探音乐传播的时空关系研究流动的声音景观——音乐传播与地域分布研究方法新探论
音乐传播中的现场互动行为——多重音乐语境中的比较视野音乐传播论音乐传播调查方法初探论流氓
学视野中的音乐传播对社会音乐生产结构中音乐职业与媒介互动关系的初探解读西蒙·弗里斯《表演
的仪式：论大众音乐的价值》音乐产业市场与传播媒介考察中国演艺业宏观管理改革中政府角色的重
新定位试论数字时代新技术媒体对音乐传播的影响整合营销传播理论在音乐产业中的应用研究我国流
行音乐产业环境分析及其发展商业环境下的音乐传播3G音乐手机传媒——麦克卢汉媒介理论的音乐媒
介诠释音乐传播活动中侵权现象思考科技与版权夹缝中的音乐产业——从P2P技术所带来的音乐侵权
问题谈起传统音乐的传承与传播江南丝竹的传播曲牌音乐的传播方式与途径“作曲包揽制”、非繁衍
性传播与中国戏曲声腔的“太监化”苗湖书会传统音乐传播之研究南高洛古乐本土受众的观演及听闻
状况之田野观察邓志勇民歌的“流行地”并非都是“发祥地”——从《茉莉花》的传播谈起弦歌不辍
海峡情——论台湾歌仔戏与漳州芗剧双向形成过程中的时空交互谈戏曲传播数字化的趋势音乐传播视
野中的中国传统音乐文化的传承与保护音乐传播形态与特征研究广场式音乐传播活动的价值分析与未
来展望中国叙事风格MTV叙事维度建构的理论思考传统音乐文化传承的现代选择——浅论民歌的电视
传播WEB2．0时代的网络音乐传播《2006中国民族民间歌舞盛典》的原生态传播类型化生存——当代
中国音乐广播的发展趋势音乐传播媒介与原生态文化保护对网络音乐传播的反思音乐文化传播与学科
构建音乐传播中的雅俗移易：经济学语境论现代媒体对中国钢琴音乐消费市场的影响古典音乐与偶像
——从“2007年北京第十届国际音乐节”郎朗的八场音乐会票房谈起试论网络音乐传播中的“潜音乐
教育”再谈音乐传播学的学科建设实践是一个新兴学科核心理论成长过程中的必走之路——谈艺术管
理学科在中央音乐学院的成长历程音乐传播学的学科建设构想——兼谈南京艺术学院流行音乐学院音
乐传播专业办学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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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音乐传播的时空关系研究　　波兰学者卓菲娅·丽莎曾在音乐美学问题的论述中说：“音乐的物
质材料是声　　音，这个特点，也赋予了音乐作品的另一特性：即音乐作品是在时间中发展的；它不
像美术作品那样在时间中持续不变，而是在时间中进行着，通过整体的各个组成部分的陆续呈示而发
展着，直到最后一个部分呈示完毕之后才为听者提供出该作品　　的整体形象。
⋯⋯音乐具有时间上的连续性和变动性，但却没有空间性。
在音乐中，是不可能直接地提供空间性的，而建筑作品、雕塑作品却能为我们展示出空间　　性。
”①以上，在讨论音乐的特殊性问题上，尽管笔者已感觉到其观点的缺陷，但学者卓菲娅·丽莎起码
已经涉及了我们面对的时间和空间。
　　在文化人类学的研究中，美国学者威廉·A·哈维兰描述了如下的现象：原始　　民族卡拉哈里
的朱瓦西人的疾病治疗方法——在巫医的策划下，巫医和“那母”们　　以长时间的歌唱和舞蹈引来
患病者的热血沸腾。
音乐、激烈的舞蹈、火的烟和热，　　形成了神医们出神人化的工具，这个工具就是在时间和空间中
流动和舞动的音乐。
　　威廉·A·哈维兰看到的，正是音乐作品陈述时所具有的、缺一不可的时空特性。
②　　尽管音乐的声音在时间中流动，但音乐形成的基础却是空间距离的变化、人的情感　　外在表
现（肢体空间运动、脸部肌肉空间运动）上产生的。
其实，多年来人们证实的原始艺术“歌、舞、乐”的综合，就是最早的音乐表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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