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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包·达尔汗和和云峰主编的《学者与学统》内容介绍：“中国少数民族音乐学科发展论坛暨田联韬教
授八十华诞庆典”于20lO年11月5—7日在北京召开，由中央民族大学音乐学院、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学
系、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学研究所、中国音乐学院音乐学研究所、中国少数民族音乐学会共同主办，旨
在总结学科建设经验、回顾学科开拓者所做的贡献，进而推动中国少数民族音乐学科的全面健康发展
。
本论坛主要从中国少数民族音乐学科发展再认识、高等教育与中国少数民族音乐学科建设、中国少数
民族音乐学科建设中的人才培养、中国少数民族音乐学科体系与分支体系工作经验（包括音乐学、作
曲、表演）以及田联韬教授等学科带头人与少数民族音乐研宄等五个方面展开讨论。

《学者与学统》从本论坛学者论文中遴选而成，比较完整地反映了论坛与庆典的全貌以及有关学科发
展、学术研讨的新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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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曲
中央民族大学校长致辞
国家民委教育科技司副司长致辞
中国音乐学院院长致辞
中央音乐学院副书记致辞
中国少数民族音乐学会会长致辞
老友致辞
老友致辞
感青
打开学科制度的围城——中国少数民族音乐学科发展的再认识
音乐学会组织的学术研讨活动也是学子研究成果的展示平台——兼谈老前辈时学会的关心和对在校学
子的培养
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学系少数民族音乐研究方向教学、科研
工作回顾(1985—201O)
对少数民族音乐文化研究的点滴思考
关于当前我国民族音乐研究“两张皮”现状的思考
保护开发少数民族音乐资源之思考
关于少数民族音乐走向专业化与国际化道路的几点看法
少数民族音乐学科跨学科硕士人才培养的一点探索与实践
浅议少数民族音乐学科建设中的人才培养
浅析少数民族地区艺术学科建设中的人才培养问题
课程—人才—学科“三位一体”的学科建构设想——以中国少数民族音乐学科为例
试析民族音乐学与文化产业相结合的发展模式
我国民族声乐多元化发展的思考
谈少数民族的声乐教学体会
视唱练耳课程中少数民族音乐资源的开发与利用
试论多元文化背景下的音乐教育——民族高校视唱练耳教学的思考
高等院校少数民族音乐教学探讨
高等院校少数民族音乐教育模式案例分析——以中央民族大学音乐学院少数民族音乐教育为例
“浩林潮尔”简论
四川省凉山彝族民间音乐舞蹈概述
田联韬学术研究的几个关键词
田联韬与中国少数民族音乐研究
少数民族学生的朋友和知心人——我所知道的田联韬老师
学高位师身正为范——贺田联韬先生八十华诞暨从事中国少数民族音乐工作印年
多姿多彩的民族音画——论田联韬教授的音乐创作特色
田联韬教授对藏族音乐研究的贡献
引我走进音乐殿堂的领路人——田联韬老师与我的师生情缘
高山景行博学严正——田联韬教授少数民族音乐研究的学术思想与成就
半世耕耘半世情——田联韬先生少数民族音乐事业耕耘轨迹
中国少数民族音乐研究的华彩乐章——《中国少数民族传统音乐》述评
田联韬先生从事民族音乐学事业60周年回顾总结
向田联韬教授学习促进少数民族音乐学科建设——“中国少数民族音乐学科发展论坛暨田联韬教授
八十华诞庆典”学术总结
承继学统开拓未来——“中国少数民族音乐学科发展论坛暨田联韬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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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十华诞庆典”侧评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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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少数民族音乐事业包括了很多音乐领域，单从研究队伍来说，所谓“逐渐壮大”，除了参与的总
人数有了较多的增长之外，还包含了年龄层次、学历层次和民族成分三个方面。
从年龄层次来看，老一辈的学者，如田联韬教授等等，继续在学科的前沿领跑；中年学者已逐渐成熟
，并已成为学科建设的中坚力量。
近年来，青年学者踊跃加入，为我们的队伍增添了朝气和活力。
总体上说，我们已凝聚了一支有志于少数民族音乐事业的、具有研究实力的、老中青梯队齐全的研究
队伍。
从学历层次来看，随着我国研究生教育的蓬勃发展，一大批音乐学专业的硕士生、博士生投入到了少
数民族音乐的研究行列。
最近几年，加入少数民族音乐学会的年轻人，大多数即是各高等音乐院校的硕士生和博士生，他们的
加入，改变了我们队伍原来的学历结构，并使研究课题的选择更加多样，学术视野更为开阔，这一队
伍结构的变化，也反映在学会的领导成员上，在中国少数民族音乐学会副秘书长以上的人员中，多数
都有着博士学位。
再从民族成分上来看，原来从事少数民族音乐研究的，多为汉族学者，少数民族学者较少，现在情况
已有了可喜的改变，随着接受高等音乐教育机会的增多，许多少数民族音乐学者迅速成长，在我们学
会的610名会员中，少数民族学者有272名，占会员总人数的四成有余。
以民族成分来说，就有蒙古、藏、白、布朗、布依、朝鲜、傣、侗、鄂伦春、鄂温克、哈尼、哈萨克
、回、景颇、黎、满、毛南、仫佬、苗、畲、瑶、纳西、羌、撤拉、水、土家、维吾尔、彝、壮等29
个少数民族的音乐学者。
中华民族的音乐由中国各民族的音乐学者共同参与研究，标志着中国各民族的平等、团结与和谐，也
标志着中国民族音乐事业的兴旺发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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