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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02年12月，首届全国音乐传播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广播学院召开。
　　这次会议由北京广播学院、中央音乐学院、中国音乐学院、武汉音乐学院、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
研究所等单位联合主办，并得到了中国音乐家协会、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中国音像协会、电视音乐
协会等机构的支持，来自全国各艺术类院校、音乐出版机构、媒介传播机构、文化企事业单位、音乐
音像制作出版部门以及音乐文化管理部门的100多名代表到会并发言。
　　会议旨在为广大关心音乐传播的同仁们提供一个对于音乐传播全面审视、各抒己见的开放性平台
。
从提交论文和发言讨论的情况看，比较集中的议题包括音乐传播学科构架、音乐管理与市场运作、音
乐经纪人素质、音乐传播个案研究、音乐传播教育研究、音乐传播的历史与现状、音乐传播与流行音
乐等基础理论方向，为跨世纪的音乐传播写下了总结性的一笔。
但另一方面，尽管到会对象涵盖了包括音乐编辑、音乐经纪人、音乐策划、音乐监制、音响设计以及
与音乐作品营销、音乐机构的管理、音乐项目运作的相关人士.但这部分一线经营运作者人数过少，未
能形成有冲击力的深入探讨。
是为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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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这次会议由北京广播学院、中央音乐学院、中国音乐学院、武汉音乐学院、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
研究所等单位联合主办，并得到了中国音乐家协会、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中国音像协会、电视音乐
协会等机构的支持，来自全国各艺术类院校、音乐出版机构、媒介传播机构、文化企事业单位、音乐
音像制作出版部门以及音乐文化管理部门的100多名代表到会并发言。
　　会议旨在为广大关心音乐传播的同仁们提供一个对于音乐传播全面审视、各抒己见的开放性平台
。
从提交论文和发言讨论的情况看，比较集中的议题包括音乐传播学科构架、音乐管理与市场运作、音
乐经纪人素质、音乐传播个案研究、音乐传播教育研究、音乐传播的历史与现状、音乐传播与流行音
乐等基础理论方向，为跨世纪的音乐传播写下了总结性的一笔。
但另一方面，尽管到会对象涵盖了包括音乐编辑、音乐经纪人、音乐策划、音乐监制、音响设计以及
与音乐作品营销、音乐机构的管理、音乐项目运作的相关人士.但这部分一线经营运作者人数过少，未
能形成有冲击力的深入探讨。
是为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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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前言序：迎接新世纪大众传媒的挑战——写在首届全国音乐传播学术研讨会后音乐传播学科建设对音
乐传播学科建设的几点理论思考音乐传播学的历史使命和任务音乐传播学的一二三四五音乐学领域中
的传播学研究音乐传播的文化及社会意义音乐传搔的形式与特征研究音乐创造的灵感：从音乐的自然
传播到技术传播草原音乐传播形态与特征研究从音乐的视觉化传播看新民乐的走势第四媒体与音乐广
播网络在音乐传播中的优劣势论音乐大众传播载体中国民族民间音乐的传播中国民族音乐的传播变迁
与“同宗”现象论传统音乐文化的传承与传播管窥2500年孟姜女音乐之传播珍贵的经历经验——论戏
曲音乐传播与发展的五个时期1840～1949年福建音乐向南洋传播的主要方式音乐市场与管理音乐产品
市场运作中的两个重要问题对音乐传播学的一点具体感念及其与中国文化产业发展的必然联系研究音
乐的价值规律强化音乐文化的市场运作品牌化——《同一首歌》的运作之道音乐版权音乐著作权与音
乐传播中的权益保护音乐作品的版权与著作权版权音乐的使用与管理艺术院校的音乐传播教学有感于
音乐学院设立音乐传播专业大众音乐传播学的教学与研究从三所院校的教学计划看我国音乐传播的学
科建设音乐传播中的文化思考中国新时期流行音乐传播的观察与思考影视剧音乐的文化价值取向契合
：电视剧音乐的价值支点——电视剧《激情燃烧的岁月》音乐分析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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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对音乐传播媒介的研究还有许多特殊的方面，例如音乐艺术的审美价值判断。
在专业声乐教学、演出与比赛中，传统的做法是不用电声设备，这是为了避免因使用此传播媒介而导
致人声的失真，也是为了达到和体验到最佳声乐艺术效果的目的。
从科学的意义上讲，由自然噪音产生的人声与经电声设备“过滤”、“变异”了的人声，在音质上是
不同的。
使用电声设备，固然可以增大音量、降低演唱的难度、弥补或掩盖许多不足，但是对于表达更为细腻
、富于人情并富于艺术魅力的声乐作品讲，在许多时候，使用电声传媒不仅不会增加、反而会削弱包
括其声音的光质在内的种种艺术魅力。
当然，更重要的前提仍是这种艺术要求主要是就专业声乐教学的考试、比赛或某些歌剧的演出而言，
在娱乐圈的声乐表演不会提出这种要求。
因此，一定的音乐传播方式与传播媒介的使用，也相伴着一定的音乐审美价值观念。
尤其在专业声乐教学中，即使是高保真的音响传播装置也是不能允许的，这是由其传播行为的专业性
所决定的。
相反，在娱乐圈或者在一些主要担负大众娱乐功能的声乐表演中，其传播行为因传播对象的大众化，
就可以借助电声传媒装置（例如广场式的音乐活动）。
随着音乐传媒（电声装置）的普及与音响质量的越来越高，无论是专业圈还是娱乐圈的声乐表演，都
会因音乐传播行为与媒介的改变而大量采用电声装置，而与此同时，在专业声乐领域也因其艺术审美
的自身要求而追求声乐艺术的自然谐和的完满。
在不同的音乐传播行为中，这两者可以各自存在并不发生冲突，只有在行为参与的前提与审美观念、
艺术要求不一致的情况下，才会产生冲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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