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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5日至30日，2018全球音乐教育联盟校长交流季在中国音乐学院举行，20所世界

顶尖音乐院校校长作为“全球音乐教育联盟”成员代表召开理事会，并举办专题交流、音乐会、

艺术采风等一系列内容丰富的学术活动。

2018 年 10 月 10 日

联盟带动学科建设
本届交流季系列活动由“全球音乐

教育联盟”秘书处学校——中国音乐学

院主办。与会代表参观了中国音乐学

院的校园、走进课堂，感受学校自联盟

成立一年来的变化。据介绍，联盟吸引

了国际顶尖学术团队、人才来中国音乐

学院任教、交流，为中国音乐人才的培

养拓宽途径，搭建高端资源平台。今

年中国音乐学院首次跻身全国“双一

流”大学，全院师生对未来的发展信心

满满。

在专题交流中，各院校代表围绕

“全球音乐教育联盟课程对接方案”

“联盟院校间互联网远程开放课程的

教学方案及可操作性设计”等议题进

行研讨。

在全球音乐教育联盟成立一周年

庆典音乐会上，中国音乐学院师生、紫

禁城室内乐团、中国乐派交响乐团精彩

呈现了《百鸟朝凤》《福德祠》《平沙落

雁》等中国经典作品以及男高音独唱歌

剧《弄臣》《微笑王国》选段、《第四“意大

利”交响曲》等世界音乐作品，展现了跨

越地域与时空的音乐魅力。

9月27日至30日，部分联盟成员代

表还赴贵州进行文化艺术采风，深入了

解了中国音乐之多样魅力，体验中国文

化的丰厚土壤。

首次开启
国际联合人才培养机制

目前，“全球音乐教育联盟”在国

际音乐院校合作方面取得了瞩目成

绩，高端、高效的工作带动了中国音乐

学院以及整个联盟国际影响力的提

升，吸引了美国、加拿大、芬兰、意大

利、奥地利、韩国等国驻华大使、参赞

到访中国音乐学院，展开对话与合作。

全球音乐教育联盟主席、中国音乐

学院院长王黎光表示，联盟着力于以

全球优质音乐教育资源的整合提升中

国音乐学院的国际品牌地位，促进全

球音乐教育文化的交流，在中国传统

文化的基础上，通过师资队伍、课程体

系等方面的建设，办出世界一流院校

的特色。

“众多国外知名音乐院校愿意与我

们合作，主要看重‘中国乐派’所代表

的中国文化，而中国音乐学院是惟一

独立自主建立中国音乐教育体系的院

校，这种模式不可复制。”王黎光介绍，

“全球音乐教育联盟”为学院学生提供

了世界各地优质的教学资源，今年首

次开启国际联合人才培养机制，中国

音乐学院与联盟成员展开“2+2”本科

项目——学生在中国音乐学院完成前

两年课程，在联盟成员院校完成后两

年课程，两校学分互认，对达到毕业标

准的学生颁发两校的学士学位证。目

前中国院与英国利兹音乐学院合作，

有30名学生报名，其中4名学生通过利

兹音乐学院面试，将开始中外交流融

合课程、特色课程。

“1+1+1”研究生联合人才培养项

目，目前已与约克大学音乐学院正式开

展合作。学生在中国音乐学院完成研

究生一年级课程和研究生三年级的选

修课程，在联盟成员院校攻读一年制研

究生学位课程，第三年返回中国音乐学

院撰写毕业论文。两校学分互认，对达

到毕业标准的学生颁发两校的硕士学

位证书。

“4+2/4+1”本硕连读项目，目前已

与旧金山音乐学院正式开启合作。学

生须在前三年修满本科全部学分，在联

盟院校完成后两年的硕士课程，两校学

分互认，对达到毕业标准的学生分别颁

发中国音乐学院本科学位、学历证书和

联盟院校硕士学位证书。

联盟总部基地
落户北京

交流季期间，全球音乐教育联盟在

中国音乐学院召开了第一次理事会。

审议通过了九项决议，其中包括：全球

音乐教育联盟总部基地落户中国北

京；联盟成员学校选拔优秀学生组建

“中国乐派”交响乐团；设立全球音乐

教育联盟“学院奖”；联盟统一各大洲、

各国语言考核标准，为在校学生解决

语言考核和学习瓶颈问题；通过联盟

网络课程及网络教学平台建设方案；

制定联盟成员学校教师互访常态化机

制等。

审议通过32 所新加入联盟院校名

单，包括：斯坦福大学音乐学院、西北大

学音乐学院、旧金山音乐学院、欧柏林

音乐学院等6所北美音乐院校，德国汉

堡音乐学院、挪威音乐学院、意大利罗

马音乐艺术国际学院、威尼斯音乐学院

等 22 所欧洲的音乐学院，沈阳音乐学

院、四川音乐学院、星海音乐学院、武汉

音乐学院4所国内院校。

本报记者 徐丽梅

《音乐理论人才培养》
项目课程论文研讨会举行

近日，2018 国家艺术基金《音乐理论人才培

养》项目课程论文研讨会在上海音乐学院举行。

经过两个月的集中培训，项目结出了丰硕的成果

——来自全国高校的30位专业教师学员高效地

完成了中、英文论文。项目特邀全国知名和声专

家、复调专家、音乐分析专家分别做出现场点评。

第一组学员的论文包括：杨静《谭盾多媒体音

乐〈女书〉中的叙事结构对位》、罗林卡《2018抽象

音高运动形态推演》、朱婧燕《音高元素与结构比

例的组织方式》、刘健《试从民歌〈洗菜心〉分析谈

对前沿分析理论的几点看法》、孙熠《“十二循环音

对”理论与技法的应用——以沃恩·威廉斯〈第六

交响曲〉为例》。

上海音乐学院特聘教授、作曲家陈晓勇点评

道：“杨静的论文对作品的介绍居多，理论分析的

篇幅较少，应当给予更多的音乐分析。罗林卡的

论文以纯理论的方法构建抽象音高的组织与关

系，其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是在发明一个理论体系，

而不是在进行学术研究。”

陈晓勇表示，在当代的音乐分析中，一个

显著倾向便是把重点放在音高上，一个音乐现

象如果进行过于复杂的音高分析一定会更说

明问题吗？音程本身是中性的一个存在，它没

有任何文化背景，不同国家、不同流派、不同作

曲家在创作中因为不同的音程使用手法才赋

予了其风格特征。如果说一部作品采用了一

种核心的音程加以发展而成，仅仅从音程的角

度分析显然会有一定的局限性。以听觉规律

等要素为基础，再结合理论总结的分析会更容

易被人理解。

浙音牵头唱响文化遗产
9月26日，一场以“潮”为中心，通过潮流艺术

形式唤起大众对古老文化的记忆，重新阐释艺术

和遗产结合的“六和潮文化之夜晚会”在钱塘江畔

的六和塔下举办，由此展开了杭州唱响文化遗产

系列活动。晚会由中国新闻社浙江分社、浙江音

乐学院、杭州西湖风景名胜区管委会共同发起，吸

引了各行各业的弄潮儿与市民代表前来观看。

当晚，浙江音乐学院师生用古筝、舞蹈、独唱、

吹打乐等多种表现形式呈现了精彩节目。吹打乐

《龙腾虎跃》表现杭州人民奋勇前进的风貌，舞蹈

《碇步桥水清悠悠》演绎了岁月抹不去的乡愁，古

筝重奏《梦回临安》表现了壮志未酬、满腔惆怅的

悲愤之情。此外，融合了戏曲、电子、摇滚、R&B的

男生独唱《天上掉下个林妹妹》，琵琶、古筝、箫三

重奏《春江花月夜》、女声独唱《在水一方》、男声独

唱《望江阁》等曲目，既唤醒了观众记忆深处的熟

悉旋律，又展现了与时俱进的创新风采。

杭州唱响文化遗产系列活动还将在“西湖十

景”苏堤春晓、平湖秋月、雷峰夕照等多个文化遗

产点举办多种形式的艺术活动。

勃拉姆斯音乐节在西音举行
9月23日，由德国吕贝克音乐学院与西安音乐

学院联合举办的勃拉姆斯音乐节在西安拉开序

幕。为期一周的音乐节由两校近30名教师和百余

名学生共同演出5场音乐会以及多场公开课。

音乐节开幕式音乐会由两校师生共同呈现，

独奏由康拉特·艾瑟尓（钢琴）、乌尓夫·蒂施比列

克（大提琴）、田晖（小提琴）担任，侯颉指挥，西安

音乐学院交响乐团担纲协奏。

勃拉姆斯音乐节由德国吕贝克音乐学院于

1992年创办，至今已有26年历史。9月21日，德国

吕贝克国立高等音乐学院院长里科·古布勒尔到

访西安音乐学院。双方就联合举办勃拉姆斯音乐

节相关事宜和下一步合作进行了会谈。里科·古

布勒尔表示，在18年的交流合作中，两校在教学科

研、艺术实践等多方面取得了很好的成绩，也为吕

贝克国立高等音乐学院了解中国文化发挥了桥梁

作用。举办本届音乐节是两校继共同演出歌剧

《魔笛》《唐璜》之后的新合作，在增进了校际友谊

的同时促进了中德文化交流。

与全球院校
共同培养音乐人才

全球音乐教育联盟首次理事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