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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纳最新前沿研究 构建中国音乐学科体系
关键词 中国音乐 学科体系 出版物

○刘沐粟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深入实施

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

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培育壮大哲

学社会科学人才队伍。”为新时代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指明

了前进方向，确立了行动指南，提供了根本遵循。

“中国音乐学文库”是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

化建设的背景下，由人民音乐出版社组织撰稿的一套以

构建新时代中国音乐学科体系为目标，

跨学科、多视角梳理整合中国传统音乐

研究，学界认可的兼具中国音乐理论研

究和教学权威的原创性科研丛书。全套

丛书由《中国传统音乐概论》《中国传统

乐律学》《中国传统乐学》《中国古代音乐

美学史》《中国音乐考古学》《中国音乐文

献学》《中国传统音乐结构学》《中国传统

音乐乐谱学》《中国音乐图像学概论》9种

著作组成，被列入“十三五”国家重点出

版规划项目。

早在 2000 多年前中国就已出现了

《乐记》《吕氏春秋》等音乐学的代表性著

作。在相传为公孙尼子撰写的《乐记》

中，论及了有关音乐本原、音乐美感、音乐的社会作用、乐

和礼的关系等，是为音乐哲学的滥觞性著作。由战国末

期秦相吕不韦集合门客共同编写的《吕氏春秋》，则留下

了有关远古音乐、音乐与自然、社会、政治关系，尤其是音

律方面的记载。此后，在各朝各代的志书中都有《音乐

志》（或《礼乐志》），全面介绍当时的音乐制度、乐律、乐

队、乐曲和礼仪规范等内容。另外在音乐美学方面，出现

了儒家、道家、墨家的音乐美学思想，如嵇康的《声乐哀乐

论》、周敦颐的“淡”“和”、朱熹的“中和”和徐上瀛《谿山琴

况》等音乐美学观和美学著作。在乐律学研究方面，有京

房的六十律、钱乐之和沈重的三百六十律、何承天的新

律、荀勖的笛律、蔡元定的三分损益十八律、朱载堉的新

法密率（十二平均律）等。在宫调理论方面，早在春秋战

国时期就有旋宫理论和调式运用，汉代民间音乐中有“相

和三调”，魏晋南北朝有清商三调、笛上三调，隋唐时期有

八声音阶、燕乐二十八调、八十四调和犯调、移调理论，宋

代有“为调式”“之调式”系统，元代的北曲十七调、南曲十

三调，明代的九宫，清代的南北曲各十二宫调等。在词调

音乐、琴学、表演艺术理论和音乐百科全书式著作方面，

有：张炎《词源》、沈括《梦溪笔谈》、王灼《碧

鸡漫志》、刘向《琴说》、朱长文《琴史》、陈旸

《乐书》、燕南芝庵《唱论》、周德清《中原音

韵》、徐大椿《乐府传声》等。以上这些文人

及其著作都曾对中国传统音乐的乐学、律

学、宫调理论、美学等规律作过论述，为我

们留下宝贵的遗产。

进入新时代以来，科学社会主义在 21

世纪的中国焕发出新的蓬勃生机，构建中

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旨在推进

用中国理论阐释中国实践，用中国实践升

华中国理论，掌握历史主动，着力打造融通

中外的话语体系。该套丛书作者王耀华、

王子初、修海林、李枚、周耘等10余位专家，

都是在各自领域辛勤耕耘数十年的教授、研究员，代表了

我国音乐研究的最高水准，大家共同打造的“中国音乐学

文库”正是着眼于新的时代条件下优秀民族音乐的保护

和传承，以高度严谨的科研水准和丰富翔实的图片、谱例

论证，通过对中国传统音乐研究各层面的梳理、整合，对

我国几千年优秀传统音乐文化进行跨学科、多视角的研

究和总结，对中国音乐学的新进步、新进展进行系统化的

综合研究，拓展、完善中国音乐学的学术建设，增强中国

传统音乐理论话语体系的研究基础，为中华民族音乐文

化的传承发展提供理论支撑。

“中国音乐学文库”王

耀华主编/人民音乐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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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接数字文明
关键词 数字经济 数字化转型 数据力

○梅 宏

就人类社会发展大势而言，数字化转型已

成为必然，数字经济作为继农业经济和工业经

济之后的一种新的经济形态，正处于成型展开

期。在我国，实施国家大数据战略，建设数字中

国，发展数字经济已成为战略选择。

“数字经济时代已然开启”已是共识，然而，

如何认识这个时代却略有差异。它是工业革命

的新阶段？还是一种颠覆性的全新形态？

考察数字经济概念的起源，最早出现于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主要描述互联网对世界各

类事务运行模式，特别是商业行为所带来的影

响。随着互联网近 30 年的

大规模商用和高速发展，已

经广泛延伸到人类社会的

方方面面并深度应用，引发

了一场社会经济“革命”，深

刻地改变了人类社会。20

多年的积累和储备，数据资

源大规模聚集，其基础性、

战略性凸显，数字经济作为

一种新经济形态，进入成型

展开期。数字经济将涉及

对社会经济各行各业的全

覆盖，成为“以数据资源为关键要素，以现代信

息网络为主要载体，以信息通信技术融合应

用、全要素数字化转型为重要推动力，促进公

平与效率更加统一的新经济形态”。无疑，以

互联网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带来的这场

社会经济革命是颠覆性的，在广度、深度和速

度上都是空前的，在很多方面都远远超出了我

们在工业社会所形成的常识和认知，也远远超

出了我们的预期。就此意义而言，数字经济将

是在农业经济、工业经济之后全新的颠覆性的

经济形态。事实上，在当前的数字经济研究和

实践中，已经面临诸多无法用工业经济理论解

释和指导的问题。

我以为，数字经济存在大量的开放性议题

值得深入探索和实践，诸如，数字经济内涵与外

延的界定，数字经济的测算方法与统计口径；数

据的权属架构及认定、价值评估与利益分配机

制；数据流通交易的体制机制，数据要素市场的

培育和配置；数据安全和隐私保护、相关的数字

立法、数字时代的伦理治理；数字经济发展和数

字监管的统筹平衡；数字经济基础设施与生态

的构建，包括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和传统基础设

施的数字化；数字经济发展核心关键技术的研

发创新；数字经济对经济、管理、金融、社会治理

等传统学科的影响，以及传统学科对数字经济

研究实践的支撑；等等。显然，数字经济是一个

涉及多学科、多领域、多层级的复杂系统。如果

我们认可数字化转型是对传统行业的颠覆，是

新一代信息技术带来的一场社会经济“革命”，

那么，用工业时代的思维去推进和研究数字经

济或许并不完全妥当。现行的市场监管法律法

规能否直接用于数字经济？用工业时代的框架

和术语解释数字经济，仅仅在传统名词、术语前

冠以“数字”或“数据”，能否能真实地体现数字

经济的实质、刻画数字经济全貌？我们有必要

“解放思想”和“转换观念”，跨出既有模式，通过

基本观念和实践方法的根本改变，尝试构建全

新的数字经济理论体系。我们需要认识到，在

新一波的信息化浪潮中，信息技术将扮演“主

导”角色，“引领”社会经济的转型发展，这是信

息化的一次“范式变迁”！

从人类历史全局视角和

全球大格局层面进行大跨度

的审视，我们可以看到，数字

经济这一新经济形态对人类

社会结构甚至人类文明都将

可能带来长远和深刻的影

响，也许，我们已经站在了数

字文明的门口。

《数字迁徙》一书立意很

好，从人类文明发展的视角，

接续人类历史上已经发生过

的5次人口迁徙，以“迁徙”来定位和描述这一轮

社会经济大变革，将数字化转型视为人类历史

上第6次“迁徙”——迈向数字文明的一次迁徙，

有高度，也颇有新意。书中不乏独到观点，并辅

以不少好的案例，文笔流畅，通俗易懂。

《数字迁徙》把“数据力”作为这个时代的新

生产力，这是对数字经济时代发展较为深刻的

认识。著名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认为，所谓

创新就是要“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就是要

把一种从来没有的关于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

“新组合”引进生产体系中，包括：引进新技术、

引进新产品、开辟新市场、控制原材料或半成品

新的供应来源等。在数字经济时代，数据作为

一种新的生产要素（参数），构建了新的“生产函

数”，也就催生了这个时代的新生产力。

《数字迁徙》的作者想告诉我们时代脉搏在

如何跳动？谁是数字革命的推手？大国正如何

抉择、企业正如何探索？数字化转型是什么、转

什么、通向何方？数字迁徙之后的数字空间是

什么景象？这些都会带领我们进行更深层次和

更有价值的思考。这是一个充满了不确定性的

新时代，我们更需要把握趋势、转换观念、创新

实践、锐意进取，像该书作者一样，直面数字化

转型带来的新机遇和新挑战，做一个时代变革

的思考者、实践者和推动者。

（本文作者是中国科学院院士，本文系《数

字迁徙》序，版面所限，略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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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援疆情，一生兵团人
关键词 大学教师 援疆 日志

○王瑞书

2017年，已经在工作岗位上兢兢业业20多

年的石红梅，做出了她人生中一个重大决定

——援疆。而在她做出这个决定的时候，兵团

对她来说，仍然是一个遥远而又陌生的地方。

2017年9月，石红梅作为教育部第九批援疆教师

中的一员，和援友们一起踏上新疆这片祖国最

为广袤的大地，走进了带着深深历史烙印和传

奇色彩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此后的3年，她先

后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援

疆办、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援

疆工作处任职，她怀揣热

情，肩负使命与担当，在祖

国的西部边陲，为祖国的繁

荣、民族的团结写下了一段

精彩的篇章。

繁忙的工作之余，石红

梅用真诚、质朴的文字，将

她在新疆工作和生活的点

点 滴 滴 忠 实 地 记 录 了 下

来。她的这本名为《我与兵

团有个约定》的援疆日志，由江苏凤凰教育出版

社出版。

在这本援疆日志中，石红梅不仅细致记录

下了自己从做出决定到启程赴疆，从最开始的

水土不服、思念家乡到离疆时恋恋不舍的心路

历程，更记录了她所遇到的一个又一个援疆教

师，用她真挚的笔触，绘出了一幅援疆教师群像

图——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的李老师，援疆期间

帮助石河子大学形成了比较完整的“葡萄与葡

萄酒全产业链”专业人才培养体系；武汉大学计

算机系的邹老师，协调塔里木大学信息工程学

院组建联合科研团队……一批批援疆教师，在

各自的工作岗位上发挥所长，为新疆建设作出

了巨大贡献。

援疆日志中，石红梅用自己的亲身感受，

向我们讲述新疆建设兵团的历史与精神。从

20 世纪 50 年代开始，军垦战士们一手拿枪，一

手拿镐，以屯垦戍边为使命，在戈壁荒漠和环

境恶劣的边境沿线，白手起家，艰苦创业，在茫

茫戈壁上建成了一个个绿洲生态经济网。以

“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艰苦创业、开拓进取”为

核心的兵团精神，在石红梅 3 年的援疆工作

中，成为她精神上的向导。正是凭借这种精

神，石红梅在艰苦的工作条件下，积极推进各

类援疆项目落实落地，发挥专业优势，取得良

好的工作业绩。

更令人动容的，是石红梅对“民族团结一家

亲”活动的记录。“结亲”活

动是援疆工作中的一项重

要任务，石红梅下沉南疆，

和玉苏甫哥哥一家结为亲

戚，并无数次走进维吾尔族

老乡的家。在与维吾尔族

乡民同吃同住的日子里，乡

亲们的淳朴热情深深感染

着石红梅，她与新疆这片热

土结下更深刻的情谊。“要

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

护民族团结，像珍视自己的

生命一样珍视民族团结，要像石榴籽那样紧紧

抱在一起。”石红梅的这部援疆日志，正是一曲

民族团结的赞歌。

谈到该书的意义，石红梅在后记中说，“我

所记录的都是自己三年的所见所闻，都是自己

的一些细微感受，讲的都是遇见的普通的兵团

人、援疆人，都是些混着泥土的普通故事。它们

于我而言，就像一颗颗散落一路的珍珠，这次写

书就是为了走回去，把它们给捡起来，串起来。

如果说这本书还有些意义，那就是透过我这滴

水珠，折射出太阳的光辉。”恰恰是石红梅的这

些细微感受，让我们每一个普通人，都能跟随

她，那么深切地、身临其境地了解新疆，了解前

赴后继的一代代兵团人，了解一批又一批援疆

人。也恰恰是透过一个个普通的兵团人、援疆

人的故事，我们才能那么真实地感受中国援疆

工程之伟大、援疆精神之可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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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满智慧的故事
关键词 智慧教育 儿童天性 行为养成

○孙昌源

我有一个可爱的2岁多女儿，所拥有和阅读的图书已

经不少了。现在她在睡觉前后，坐交通工具的时候，也常

常离不开书。儿童图书最初都是需要家长来讲解的，渐

渐地要让他们学会独立阅读了。

面对这么多儿童图书，我经常要整理更新，也会常

常思考，这些图书究竟能给女儿的

成长带来什么益处？她为什么喜欢

读这本书，不喜欢那本书？当然，女

儿看过的图书，也有米吉卡的儿童

故事书。

最近我看了米吉卡的新作《系红

围巾的猫》，说的是巫婆和小姑娘，共

同渡过风雪之夜所发生的故事。这

样的故事，能给我女儿的成长带来什

么启发呢？对这本书我有一个总体

的初步判断，文本中的关键词：巫婆、

小木屋、森林风雪之夜、美丽的小姑

娘、红色的围巾、未知的猫。难道又是一个惊险或美丽的

童话故事？我反复阅读之后，得出了自己的认识：这是关

于儿童智慧的故事。

2位作者——文本是米吉卡，她有着很强的呈现精炼

故事的能力；插图是于彤彤（猫屋），有着敏锐的色彩和构

图能力，典型的儿童视角呈现。在两位作者共同努力下，

呈现了《系红围巾的猫》——在遥远的森林，有孤独的木

屋，一个风雪寒夜，有巫婆惊险的阴谋，有为躲避大自然

灾害而送上门来求助的小姑娘。故事的结局，可以用这

样一句话来描绘：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从这本儿童图

书的特色，可以猜到山东教育出版社的出书理念，其中一

定包含“智慧教育”的部分。

猫，它在哪里？猫将诞生于巫婆的阴谋当中。当小

姑娘按照自己生命的本能，在温暖和温饱之后进入了梦

乡，老巫婆在阴谋着一场“变猫”的行动，她熬着魔法汤

……年老丑陋的巫婆面对一个纯真可爱的、又暂时依靠

着她的小生命，想到用“变猫”的阴谋，达到把“暂时变长

期”的目的。书中及时出现了反转：老巫婆忽然萌发出一

种人类特别的感情：“隔代亲”！巫婆居然有了人类那种

美好的老祖母或老外婆的“母爱”……

天下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

有无缘无故的恨，这句话在这是非

常有用的。促使巫婆能够产生这种

美好的情感的，我认为是来自于小

姑娘独有的“儿童的智慧”。这种智

慧有着天赐的部分，比如“儿童的天

真无邪”；也来自于后天教育所表现

的行为，比如“感恩之心”“勤劳善

良”。故事中的小姑娘都具备了，我

认为她具备了“儿童的智慧”。

一位中国哲人说过：“智慧是用

来保护自己的”。小姑娘在故事中

两次脱险。第一次躲开了恶劣的风雪之夜。第二次逃避

了巫婆的阴谋。第一次之所以能够躲避自然灾害，来自

于生命与大自然关系的本能“避祸”，她果断地敲响了小

木屋的门；第二次是后天的智慧救了她，小姑娘处事行

为，是那么的自然友好，感恩戴德，勤劳善良，让阴谋诡计

化于无形，让巫婆也愿意与美好的生命常相伴。

《诗经》云：投之以木瓜，报之以琼琚。匪报也，永以

为好也。

以上这些认识和解读，不知道是不是道出了两位作

者的某些创作本意？《系红围巾的猫》值得家长与儿童一

起阅读，共同品味。让家长知道，什么是儿童天赐的智

慧，应该注意保护，并长期拥有；也要知道，什么是后天的

智慧，及时教育培养，重在行为养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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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书发布

《当我们谈论爱与性：李银河问答集》让所有女性都有勇气做自己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讯 近日，女性主义

的话题频频被讨论，热度持续上涨，作为研

究社会学的李银河也在近期出版了与女性

主义话题相关的新书《当我们谈论爱与性：

李银河问答集》。这是李银河的第一部问答

集，由北京时代华文书局出版发行。

该书是李银河40余年来对爱情、婚姻、

两性关系研究的集大成之作，也是对两性关

系研究做的一次全面而系统的总结。李银

河说她最喜欢的就是与读者对谈，这本书就

是以她的微博问答、社交平台的后台提问，

以及现场活动的读者提问为主要内容的一

本集子。该书是以读者的真实提问为基础，以一问一答

的形式娓娓道来。书里谈到恋爱、交友、婚姻、性别平

等、生育问题、亲子关系，也聊女性、社交、写作、人生。

李银河不仅以她专业、独到的见解帮助大众破解现实中

关于爱情、婚姻及两性关系的困惑，而且她还关注到在

这些问题出现时女性面临的困境和难题，她

会给女性读者更贴心的建议和意见，让她们

能更有勇气打破传统思想对女性的束缚和

禁锢，从而选择更自由的人生。

在李银河身上，我们能看到传统知识分

子的纯真和执著。而这一切，皆源于她的

独立人格和赤子之心。李银河也是孤独的

战士，她的“语出惊人”，也在潜移默化地改

变当下中国女性的生活。

正如她强调的那样，我们要把自己从

陈规旧俗和成见中解脱出来，比起羡慕别

人的神仙爱情，破除自己头脑之中枷锁，

主动寻求人际关系中的圆融才是更接近幸福之门的

道路。 （穆宏志）

《当我们谈论爱与性：李银河问答集》李银河著/北

京时代华文书局2023年4月版/59.80元

ISBN：97875699461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