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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序　言

四川省人大常委，四川音乐学院党委书记、教授　柴永柏

鉴历史、知兴替。

今年金秋十月，是四川音乐学院建校７５周年的日子，这是一个很有意义和值得纪念的时

节。７５年来，涛声不断、歌声不止，栉风沐雨、薪火相传。学院由昔日成都市郫县吉祥寺创

办建立的简陋的戏剧音乐学校，发展成为今天占地１１５６亩、在校生１４０００人，以艺术学理

论、音乐和舞蹈学、美术学、管理学、教育学等多学科综合协调发展的国内外知名的高等艺

术学府。

四川音乐学院取得的骄人成绩，令川音人倍感喜悦和自豪。这些成绩的取得，与每个川

音人的共同努力奋斗是分不开的。为祝贺学校建校７５周年，作为给母校的生日献礼，学校组

织川音老教授协会精心收集整理、编辑出版 《四川音乐学院百名老教授论文作品选集·论文

选集》（上、下）、《四川音乐学院百名老教授论文作品选集·声乐作品选集》、《四川音乐学院

百名老教授论文作品选集·器乐作品选集》，与广大校友和读者见面了。

一批在教学、科研、创作及管理工作岗位多年的老教授、老专家，在学校工作期间撰写

了许多创新艺术发展新理念的文章，总结了许多艺术实践的新经验，创作了不少脍炙人口的

好作品，为我国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为弘扬民族文化做出不懈努力和重大贡献。从这些作

品和论文中，我们可管窥到他们在学校各历史阶段在教学、科研创作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可

惜的是，随着岁月的流逝，一些老人和一些老作品逐渐淡出了后来人的视线……在四川音乐

学院７５周年华诞之际出版的 《四川音乐学院百名老教授论文作品选集》，可进一步总结、展

示这些作品的学术成就和影响力，弘扬老专家们的敬业精神，以期达到纪念、缅怀、传承的

目的。

忆往昔、峥嵘岁月；望未来、长风破浪。继承传统、开创未来。我们在传承川音人优良

传统的同时，将总结经验、发扬成绩、与时俱进。我们看到，四川音乐学院走过的７５周年历

程，通过艰辛奋斗与积累，一步一个脚印，一代又一代川音人的不懈努力，先后取得了包括

１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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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国家发明三等奖在内的省部级以上科技奖２００余项，音乐类国家 “文

华奖”、“金钟奖”，美术设计 “红点奖”，舞蹈 “荷花奖”、“桃李杯”等近３００项，其中国际

奖达１４０项。这些成绩令社会关注、令世人瞩目。值得总结、值得骄傲。

我们将以党的十八大精神为指导，努力践行 “为祖国歌唱、为社会奉献、建艺术高地、

走时代前列”的办学理念，充分发挥 “办学综合型、专业特色型”的办学特色，在创建四川

艺术大学的征程中齐心协力、振奋精神，自信前行。

２０１４年１０月９日

２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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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原四川音乐学院院长、教授，川音老教授协会主任　黄万品

原四川音乐学院院长、教授，川音老教授协会名誉主任　易　柯

从四川郫县吉祥寺的 “四川省立戏剧音乐实验学校”一路走来，四川音乐学院风雨兼程，

已经走过了７５个春夏秋冬。７５年来，学院已发展为占地１１５６亩、教职工１４００余人、学生

１４０００余人，拥有新、老两个校区的新川音 （综合艺术大学规模）。学院共有３０个专业教学

系 （院）、２８个本科专业、１２５个专业方向，作曲与作曲技术理论、音乐表演及音乐学专业先

后被评为省级特色专业和重点学科建设项目，作曲主科教研室和钢琴主科教研室被评为四川

省首届省级团队建设单位，学校拥有艺术学理论、音乐学、美术学及舞蹈学等专业硕士学位

授予权。学院拥有建筑面积１６０００平方米、图书文献１１６万余册的全国艺术院校最大的音乐

图书馆；建有独具特色的西南少数民族乐器陈列室，收藏有２００余件 （套）各种乐器及珍贵

文物。

建校７５年来，学院为国家培养、输送了各类艺术人才，他们当中不乏蜚声国内外的佼佼

者，如：著名作曲家常苏民、罗忠镕、宋大能、李忠勇、黄虎威、高为杰、黄万品、敖昌群、

易柯、何训田、贾达群、宋名筑、朱世瑞；著名指挥家熊冀华、邱正桂、李西林；著名钢琴

教育家但昭义、杨汉果；著名小提琴教育家胡惟民；著名旅美男高音歌唱家范竞马、旅德歌

唱家赵登峰、青年歌唱家霍勇、青年歌手张迈；著名演员刘晓庆；著名青年钢琴家李云迪、

陈萨、吴驰；著名小提琴家宁峰、文薇；２００５年超级女声大赛全国总冠军李宇春、获奖者何

洁；中央台电视歌手大奖赛获奖者谭维维、王铮亮、魏晨；获意大利国际工业设计 “ＩＭＭ

奖”的美术学院老师贺承、周东，连续两年获德国国际工业设计 “红点奖”的刘锐、贺承。

据不完全统计，学院共有５０００名师生在全国乃至世界各级各类比赛中获奖４６００多人 （次）。

学院成立以来，党和国家领导人及各级领导给予了极大的关怀和支持，历任川音的各级

领导呕心沥血，全院师生上下齐心、共同努力，铸造了学院如此辉煌的今天。在庆祝学院７５

周年华诞之际，在党委和行政的领导和鼎力支持下，由川音老教授协会发起，编辑出版了

《四川音乐学院百名老教授论文作品选集》（四册），即 《论文选集》上、下两册、《声乐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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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集》一册、《器乐作品选集》一册，共约３００余万字、１３０多部作品，以此献给母校建校７５

周年。

编辑出版 《四川音乐学院百名老教授论文作品选集》系列图书的初衷，一方面是对这批

老教授多年来所取得的教学成果的回顾、展示和纪念，另一方面也便于后辈学习、师承和借

鉴。自２０１３年６月征稿以来，得到了离退休老教授的积极响应，从刚刚退出教学岗位的老师

到年近百岁的老人，从海外、北京、香港的校友到已故老专家的亲属、朋友，他们纷纷奔走

相告、心情急切地拿出自己心血结晶的作品、论文，踊跃投稿 （不少作品是国际国内获奖

的），并认真修改和校对作品，热情关注此书的进展情况，积极配合编委会的工作，使整个编

辑出版工作得以顺利进行。在此，向支持关心参与此书的各位老教授、老专家们表示崇高的

敬意，谢谢你们啦！

由于篇幅有限，每位投稿者只限报２～３篇 （首）论文和作品，这些作品不乏精品，是这

批老艺术家教学水平的集体亮相。从整体来讲，《四川音乐学院百名老教授论文作品选集》系

列图书是四川音乐学院弥足珍贵的无形资产、精神财富和艺术营养，并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和

较高的学术性，将在我院历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华丽篇章。

川音老教授协会自２００８年４月成立以来，在四川省老教授协会和川音党委的领导下，建

立了组织，成立了 “老教授艺术团”，审批和通过了３７名正教授和２名副教授，开展了艺术

培训工作，真正做到了 “老有所为、老有所乐”。我们相信，在院党委和行政的领导支持下，

老教授们将继续发挥老骥伏枥的 “精、气、神”，为学院的更大发展献计出力，为川音美好的

明天继续做出贡献。

２０１４年１０月

４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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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柴永柏

（１９５６．８—　）四川音乐学院党委书记、教授、博士生导师，省人大常委，

中国音乐文学学会副会长。

关于我国建立艺术大学的思考

党的十七大报告强调，当今时代，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

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丰富精神文化生活越来越成为我国人民的热切愿望。文化艺术的发展与繁

荣，不仅能推动人民文化生活的进步，更能提升民族素质，铸就时代风尚，打造和体现国家 “软

实力”，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高等艺术教育有责任肩负起文化建设与发展这一历史重

任，积极主动、义无反顾地大力推进文化艺术的理论创新和体制机制创新，把文化建设体系融入

到国民教育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全过程。在新的历史时期，站在新的历史起点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

力，培养和积累文化艺术人才，积极创造条件尽快建立一批在国内有影响，在世界有竞争力的综

合性高等艺术大学，是适应和促进经济、文化、社会发展的需要。

一、建立综合性艺术大学的必要性

第一，为我国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提供强力支撑。建国６０年来，我国社会、经济全面发展，

拥有１３亿人口的中华民族已基本解决温饱问题，正在全面实现小康社会，人们对精神文化的需求

已成必然。文化热、艺术热已不仅仅是人们追求时尚的一种表现，更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仅

从艺术教育这个方面看，近些年全国各艺术院校招生量都大幅增加。以四川音乐学院为例：１０年

前在校生规模在２０００人左右，到２００９年在校生规模已达近１．５万人，加上独立学院３５００人，１０

年之内翻了近１０倍。每年报考人数在４～５万，实际招生数仅在３０００人左右，可见生源之广，需

求之大。从毕业 （包括研究生）分配来看，一次性就业率连续１０年达到８５％以上，其余部分是

灵活就业，基本上实现了全就业。然而，到中小学工作的毕业生还不到５％，更多的是在大中专

院校、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或文化团体工作。近些年有相当一部分毕业生考入到国家公务员行

列。艺术院校的考生只要进入面试阶段，９０％都会被录用，因为他们较其他毕业生相比，多了一

技之长的综合素质优势。

第二，合理配置教育资源的需要。在艺术热兴起的同时，人才培养质量、教育资源的合理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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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是亟待解决的问题。截至２００８年，在全国７４０所普通高校中有５２０所设有艺术类专业，在校生

人数达到１２５万人。而独立设置的艺术院校 （包括艺术职业学院和军艺）共８５所，在校生２４．７

万人。在艺术高校中独立设置的音乐学院９所，在校生３．６万人。独立设置的美术学院９所，在

校生５．１万人。独立设置的戏剧舞蹈学院５所，在校生近１万人。独立设置的艺术学院７所，在

校生４万余人。从这些数据分析可以看出独立设置的艺术院校在校生不到２０％。可是优质的教学

资源、优越办学条件和悠久的办学底蕴大多在独立设置的３０所专门艺术院校中。而 “有高校就有

艺术教育”的现象必然造成教学资源的一定浪费，影响合理的资源配置，不容易形成在国内国际

上的综合办学和竞争优势。

二、国际艺术高等教育发展的趋势

在世界发达国家和文化悠久的国家和地区，均有相当规模和影响的艺术大学，以适应社会需

要。

在美国已有６０余所综合型艺术大学或艺术学院，近２０万在校生。主要专业设置是表演类、

设计类和传媒类。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位于美国宾夕法尼亚费城市中区的美国艺术大学，这所学

校是２００４年在原来的旧金山艺术学院基础上更名而来的。该校专门培养表演艺术、艺术设计和传

媒三大领域富于创造的人才，在校生达到１２０００人，授学士学位与硕士学位。

俄罗斯的文化艺术学院创建于１９３０年，１９９９年改为文化艺术大学，在校生６０００人、５２０名

教师，其中有１２位院士、８５位教授、２７５位副教授，拥有１３个系、４个学院。主要设有社会文

化活动系、声乐系、民间艺术文化系、舞蹈系、管理系、乐队系、经济系等。该国还有东西伯亚

国立文化艺术大学和别尔哥罗德国立艺术大学，可授予学士和硕士学位。

就是在我们认为学科门类较为单一的白俄罗斯也建立了国立艺术大学，这所大学是１９７５年在

原明斯克文化学院的基础上成立的。该大学分４个学院７个系，主要是音乐类的管弦系、流行音

乐与轻音乐系、合唱与指挥系、音乐理论系、舞蹈系、民乐系、传统歌曲系、地方舞蹈系和文化

学院、表演学院、图书信息学院等。

不到７５０万人口的奥地利拥有６所著名艺术大学。以维也纳音乐表演艺术大学为例，在校生

３０００人 （其中有一半为韩日学生），设有９个系，分别是作曲、键盘、弦乐、管乐和打击乐、音

乐教育、声乐歌剧、表导演、电影电视。而位于萨尔斯堡的格拉茨音乐表演艺术大学在校生只有

１５００人，分别来自４０多个国家，也只设有传统的人文艺术、作曲、指挥、演唱、表演、艺术理

论和电脑和声专业。

只有４０００万人口的台湾地区有三所著名艺术大学，分别是国立台湾艺术大学、国立台北艺术

大学和国立台南艺术大学。台湾艺术大学创立于１９５５年的艺术学校，１９６０年改制为台湾艺术专

科学校，１９９４年升格为台湾艺术学院，２００１年改名为台湾艺术大学。在校生４８００人，面积９公

顷。设有美术、设计、传播、表演 （音乐、舞蹈、戏剧）四个学院。

仅有４３００万人口的韩国首尔艺术大学，前身是１９６２年创办的韩国戏剧培训研究所，１９７８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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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制更名首尔艺术专业大学，１９９８年变更为首尔艺术大学。学制四年，占地２４万平方米，在校

生２８００人，正副教授４３人，专任教师２３人，聘用教授４６人。主要有１４个系科，即电影、戏

剧、广播、设计、舞蹈、音乐、国乐、创作、广告、数码、表演、室内设计、文艺创作等。首尔

艺术大学已成为韩国大众文化艺术培养的摇篮，是最近几年广受世界，特别是亚洲各国关注和好

评的韩国大众文化 （“韩流”）的源泉。

三、加快建立我国艺术大学的对策思考

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要求， “勇于变革，勇于创新，永不僵化，永不停滞，确保党在世界形

势深刻变化的历史进程中始终走在时代前列”。

我国著名的科学家钱学森曾语重心长地讲： “大学要有创新精神。加州理工学院之所以出那

么多杰出科学家，是因为整个学校的一个精神就是创新，创新弥漫在整个校园。鼓励理工科学生

提高艺术素质。一边学研究火箭，一边学习绘画和音乐。这些艺术上的修养不仅加深了对艺术和

人生哲理的深刻理解，也学会了艺术上大跨度的宏观形象思维。我认为，这些东西对启迪一个人

在科学上的创新是重要的。科学上的创新光靠严密的逻辑思维是不行的，创新思想往往开始于形

象思维，从大跨度的联想中得到启迪，然后再用严密的逻辑加以验证。”这是多么精辟的分析。

可见文理艺兼通是培养大科学家的典型特点，艺术教育在社会进步和科学创新中分量应有多重。

拥有１３亿人口、两千多年悠久历史文化的伟大中国，高等学校已达到１９０８所，在校生近

１９００万名。建立几所综合艺术大学是弘扬中华文化，传承中华文明，宣传中华精神的迫切需要。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高校增加在一倍以上，从专科升为本科，从专门学院升为综合性大学的占

３０％以上。可是从新中国诞生，到改革开放，以至２０世纪末大批高校更名的时期，仍然没有诞生

一所艺术大学。从目前国家对高校名称的条件限制，学院升为大学一般必备７个条件 （１００名以

上正教授；８０００名本科生；三大学科门类，每门有三个以上专业；１０个以上硕士点；国家基金

项目获奖２０项以上；教师硕博比占４０％以上；科研经费在６００～２０００万元）。而这７个基本条件

是在前些年大批学院更名为大学后制定的，也是在没有更名一所艺术大学的条件下诞生的。这些

条件对艺术教育发展显然具有局限性。

在全国上下都在认真贯彻落实十七大和十七屇四中全会精神，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今

天，笔者特提出如下建议：

第一，中国不但要建艺术大学，而且从需要和分布上讲应建立１０所左右艺术大学。在我国综

合性大学的布局中，按一级学科命名也只缺 “艺术大学”这个门类了。教育行政部门和综合艺术

院校应认真思考。

第二，科学设置学科门类和学位建设。学科是在科学发展中不断分化与整合而形成和发展

的，是科学研究发展成熟的产物。目前，我国高校本科专业共有１１个学科门类 （除军事外），它

们是哲学、经济学、法学、教育学、文学、历史、理学、工学、农学、医学、管理学。１１个门类

共计有７１个一级学科、２４９个本科专业。可艺术学作为文学门类下的一个一级学科，而本科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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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２０个专业、４０多个专业方向，仅研究生教育就有２０多个研究方向。艺术学科已经成为一个较

为庞大的学科体系。从国际上主要国家和地区学科分类来看，艺术学科均与文学并列为一级学科

门类。美国将所有学科分为３８类，艺术学是独立的一级门类。英国、日本、德国、俄罗斯等均是

如此。从就业角度看，众多高校开设了艺术专业，每年有数万名毕业生，学位证却是文学学士或

文学硕士，引起社会的广泛质疑。

第三，在建立和更名一些专门艺术院校过程中，是否应具备三个一级学科门类应值得研究。

根据艺术教育的特殊性，艺术大学的建立也应有别于综合大学的条件。

第四，建议艺术大学必备的７个主要条件应修改为：本科教学水平评估应是 “优秀”学校；

在校本科生应在５０００人以上；占地面积６００亩以上；教师中硕博比３０％以上；有两个以下硕士

点 （毕业生应在１０屇以上）；有国家科技进步三等奖以上或省部级二等奖以上获奖项目；科研课

题经费近五年每年应在５００～１０００万元以上。

综上所述，在我国高等艺术教育的发展上，必须尊重艺术教育规律，坚持与时俱进，坚持科

学发展，努力适应和促进社会经济文化发展需要。充分调动广大艺术教育工作者的积极性、主动

性和创造性。积极推进教育创新和体制创新，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艺术大学，努力形成推动我国

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强大动力。

原载 《中国高等教育》２０１０年第５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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