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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世纪80年代初，民族音乐学进入中国。
本书不讨论中国的民族音乐学，而是介绍它的本源——西方民族音乐学。
2006年3月1日，新疆师范大学正式邀请我到该校作特聘教授。
九个月后，即2006年12月15日，中国音乐学院党委批准我到新疆支教。
2007年2月25日，我与内子到达乌鲁木齐。
此后五个月，我在新疆师大工作，每周三次课：给本科生上亚洲音乐；给研究生讲民族音乐学英语经
典文献；每周为音乐学院的老师们做一个民族音乐学讲座。
在新疆师大工作的五个月期间，该校领导、教师和同学对我十分关怀、照顾，我很感动，一心要用我
自己的方式予以回报——这就是你手里的这本书。
本书根据当时的十六个讲座整理而成。
既是讲座，那就不能太枯燥，把听讲的人讲得逃之天天；既是讲座，就得找冷僻处下刀，讲一些人家
多半不讲的东西；既是讲座，就不能撒大网，面面俱到，凉水泡茶，炊沙作饭；既是讲座，虽说提纲
挈领，但仍得言之有据，知识点不能有错；既是讲座，亦当务求明白畅达，力避深奥枯涩；但是，既
是讲座，则难免挂一漏万，疏密不当；既是讲座，说话难免表现个性，忽略科学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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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西方民族音乐学十讲：历史、文献与写作》讲一些中国学生不太熟悉的学科历史，想让年轻的
学子们明白，一个学科的建立，需要几代人的努力；学科的规范，在它自己的时代，囿于整个科学和
人文的大环境，是一种必然的存在；《西方民族音乐学十讲：历史、文献与写作》，对学术活动施以
人文关怀，让年轻的学者们明白，研究人类音乐的学者，首先是他们自己时代的一个人，他们的学术
史，也就是他们的生命史；《西方民族音乐学十讲：历史、文献与写作》，实话实说，读者将发现很
多会心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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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陈铭道，四川成都人。
1966年到四川省西昌市阿七人民公社插队：1972年到西昌市文工团工作；1978年考人西南大学音乐学
院；1982年考人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生部；1984年到中国音乐学院工作；1987年任《中国音乐》副主
编；1989年辞职，到美国匹兹堡大学音乐系留学；1992年回国，到中国音乐学院工作，历任音乐学系
副主任、系主任等职；2003年获文化部“区永熙优秀音乐教育奖”；2004年1月评为博士研究生导师
；2005获北京市优秀教学成果一等奖；2008年获北京市政府民族团结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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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第一篇 政治哲学重温《德意志意识形态》列宁晚年对社会主义的再认识自觉把握世界历史进程从祝
福意识走向忧患意识——对十年改革思维模式的反思邓小平的爱国主义忧患意识解读论20世纪我国反
封建主义的深入发展(1919-1986)政治体制改革长远目标中民主化问题的哲学思考坚持和发展的辩证统
一：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解放思想、实事求是——马克思主义创立和发展的方法论精髓“解放思想、
实事求是”的哲学底蕴党要永远走在时代的前列——关于“三个代表”思想内涵的时代解读内涵解读
：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科学发展观精神实质初探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科学发展观是一个辩证的有机整体第二篇 文化哲学重视“历史闪光期”的研究社会发展的重要视阈
——历史转折的文化动因探析世界级城市形态的价值标准“三大创新”托起文化大都市公共空间与城
市雕塑的挫败如何积极有效地推动文化公益事业的发展——上海经验的启示先进文化：社区党建的灵
魂社区党建与社区文化融合——塘桥社区党建工作新载体的启示事件经济和事件文化——市场机遇与
挑战从事件经济的视角解读中华元素的时尚表达第三篇 经济哲学哲学为经济“号脉”——张雄教授访
谈融智比融资更紧要政府决策与专家建议的辩证关系中国学派：经济学值得反思的问题经济正义，被
定义了的话语——关于经济全球化的德性反思公民道德建设中的企业家责任当代老年人问题——哲学
与经济学解读人的生命质量是经济学最根本的价值前提中国企业家精神现象问题的哲学透视新的社会
阶层：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力量上海从“流量经济”中突破坚持快速发展与可持续发展相结
合——浦东开发开放十周年的思考邓小平的发展观与浦东开发开放重视研究市场经济中的非理性行为
市场欲望盲目驱动的原因透视第四篇党建哲学共产党人必须具备“超越物我，实践目标”的崇高精神
境界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党建工作面临的现状及其对策：浦东新区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党建工作的创新与
启示当前我国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党建工作值得深入思考的四个问题建立党员服务中心——夯实党的执
政基础，创新基层组织管理创新：在历史与未来之间论始终保持党的先进性梅园社区阳光驿站四个专
业委员会功能开发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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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斯当普夫生于1848年4月复活节前的星期五，一天后，即复活节那天他受洗。
斯当普夫是老七，他前面已有三个哥哥和三个姐姐。
他的父母是法医，家境尚可。
斯当普夫家族书香门第，家学渊源：他爷爷是著名的巴伐利亚的历史学家，同时担任几个学会的院士
；不过，在他出生以前，爷爷就去世了。
斯当普夫的姥爷，是格洛左芬的法医，酷爱法国文学和德国哲学，在他的书房一直保存着自己阅读康
德和谢林哲学著作的提纲和注释。
姥爷退休后，和斯当普夫一家住在一起，斯当普夫一直到进大学都跟姥爷学拉丁语。
姥爷的家族成员，大多是著名的医生。
在这样的环境成长，斯当普夫从小就充满热爱自然科学的激情。
当时富裕人家的孩子，都要学点音乐，斯当普夫也不例外，他7岁开始学小提琴，10岁已能作曲。
他的第一首作品是给男声三重唱填词。
此后，斯当普夫跟韦柏等著名作曲家学和声及对位法，他最后的作品是弦乐四重奏。
斯当普夫的作曲水平并没有跟理论学习的天赋同步发展，上大学后，他完全放弃了音乐创作。
不过，音乐在他的脑海中留下不可消除的影响。
17岁，斯当普夫上大学，苦读康德的《判断力批判》，康德成为他的明灯，他爱上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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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西方民族音乐学十讲:历史、文献与写作》是由上海音乐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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