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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大学简介

山西大学是中国办学历史最悠久的高等学府之一，是国家“双一流”建设高校，

是教育部和山西省人民政府共同建设的部省合建大学。学校前身是创建于1902年

的山西大学堂，与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北洋大学堂（天津大学）一道开创

了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新纪元。其悠远的文脉可以上溯至明清时期的晋阳书院、

三立书院和令德堂书院。

学校现有19个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35个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24

个硕士专业学位种类、14个博士后流动站，6个目录外二级学科博士、硕士点，2

个交叉学科博士、硕士点。哲学、物理学入选国家“双一流”建设学科。科学技术哲

学、光学入选国家重点学科。学校承担国家重大科研项目的能力日益增强。“十三

五”期间，承担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等国家级重点项目14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项目444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和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306项。大力强化

产学研合作，推进科技成果转化，与国有骨干企业合作共建十多个产业技术研究

院，与山西省十多个地市建立了战略合作关系，学校入选教育部“首批高等学校科

技成果转化和技术转移基地”高校，山西大学科技园成为国家大学科技园。

山西大学坚守立德树人使命，得天下英才而育之。现有全日制本科生24155人、

全日制硕士研究生7366人、非全日制硕士研究生1550人，全日制博士研究生977人。

设有本科专业87个，涵盖文、史、哲、理、工、经、管、法、教、艺等10大学科

门类。国家级一流专业23个，省级一流专业19个。物理学专业入选教育部基础学

科拔尖学生培养计划2.0基地。大力加强创新创业教育，建有国家级实验教学中心3

个，国家级虚拟仿真实验教学项目2个，入选首批全国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示范高校、

全国创新创业典型经验高校50强。近年来，学生在“挑战杯”全国大学生课外学术科

技作品竞赛、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ASC世界大学生超算竞赛等比赛中屡

创佳绩，获得国家级奖项近130项。在奥运会、亚运会、全运会等赛事中先后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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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银铜牌十余枚。

山西大学把教师队伍建设作为一项重要的基础性工作。现有教职工3265人，

专任教师2083人，高级职称教师1228人，其中国家级人才百余人。拥有1个国家自

然科学基金创新研究群体、2个黄大年式教师团队、1个全国专业技术人才先进集

体团队、2个国家级教学团队、3个教育部创新团队、22个省级高层次研究团队。

山西大学目前拥有坞城校区、东山校区、大东关校区等三个校区，总占地面

积3008亩，建筑面积116.64万平米，是全国文明校园、山西省园林化单位和绿色学

校。学校现有教学、科研仪器设备资产总值13.56亿元，本科教学实验仪器设备达

到21259台（套）。学校图书馆是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馆藏图书230万册，电

子期刊110万册。

历经世纪沧桑，山西大学形成了“中西会通、求真至善、登崇俊良、自强报国”

的光荣传统和“勤奋、严谨、信实、创新”的优良校风，为国家和社会培育了一批又

一批优秀人才，为我国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在新的起点上，学

校坚定不移地走高质量内涵式发展道路，正向着建设高水平综合性研究型大学、

跻身中国优秀知名大学行列的目标奋进，谱写兴学育人的崭新篇章，为山西全方

位推动高质量发展，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中国梦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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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大学艺术学学科点简介

山西大学艺术学历史悠久，办学经验丰富，人才辈出，至今已有六十多年的

办学历史。前身为创建于1958年的山西艺术学院。1962年，山西艺术学院音乐和

美术专业并入山西大学，成立山西大学艺术系，开设艺术学系列课程。1990年艺

术系分设为音乐系和美术系，并于1996年扩建为音乐学院和美术学院。2000年成

立艺术学研究所，并获批艺术学二级硕士学位授权点。2007年本学科被评为山西

省重点建设学科，2011年升格为艺术学理论一级学科硕士学位点。2020年，响应

教育部《新文科建设宣言》，音乐学院、美术学院和文学院集中学科优势和师资

力量，共同设立山西省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艺术学理论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

点，涵盖艺术理论、艺术史和艺术遗产三个博士专业方向。2023年，积极申报设

立艺术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教学与科研相得益彰，建立系统完善的人才培养体

系和科研体系。

本学科师资力量雄厚，学缘、年龄和学历结构合理，教学与科研队伍稳定，

涵盖本学科各主要研究方向。本学科团队成员获中宣部“四个一批”人才、山西省“

三晋英才”青年优秀人才、“三晋学者”、拔尖创新人才等省级以上奖励20项；获山

西省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科百部篇论文奖等重要奖项25项；近五年，

在《文艺研究》《音乐研究》《哲学研究》等专业刊物上发表高水平学术论文249

篇，出版专著25部，承担科研项目共67项，主持召开国际国内重要学术会议10余

次，产生重要的学术影响。

山西大学艺术学设有艺术学研究院、教育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晋剧艺术传承

基地、国学研究院、语言科学研究所、书法艺术研究所、设计艺术研究所、风景

科学研究所、美术遗产研究所、美术创作研究中心、公共艺术研究中心、文化创

意研究中心等学术研究机构，有博士生导师10人、教授16人。同时，积极延揽人

才，聘请北京大学彭锋教授、中国传媒大学王廷信教授、南京艺术学院夏燕靖教

授等艺术学理论学科著名专家、学者为客座教授，为本学科建设提供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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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学科始终秉承“中西会通、知行合一”的办学传统，立足山西，面向全国，

贯彻特色化、创新性、内涵式发展理念，坚持理论研究与艺术实践结合、教育教

学与科研应用并重的发展道路，以师资队伍建设为重点，以教学科研水平为中心，

充分发掘山西艺术文化资源，积极发展跨学科专业优势，本科硕士博士一体衔接，

音乐美术文学综合融通，培养知识结构完善、专业素养突出、具有国际视野、中

国情怀的艺术学研究和艺术实践的高层次人才，努力建设高水平、有特色、国内

一流、在国际上具有一定影响力的教学科研型艺术学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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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办单位

主办单位

中国艺术学理论学会

山西大学

承办单位

山西大学艺术学研究院

山西大学音乐学院

山西大学美术学院

山西大学文学院

协办单位

山西省文艺评论家协会

《艺术学探索》集刊

媒体支持

《民族艺术》期刊

《艺术百家》期刊

《艺术评论》期刊

《民族艺术研究》期刊

《艺术探索》期刊

《艺术传播研究》期刊

《艺术学研究》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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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主题与分议题

大会主题：

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华传统艺术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分议题：

1、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华传统艺术思想

2、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华传统艺术的创造性转化

3、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华传统艺术的创新性发展

4、中国式现代化与中西艺术的交流互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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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 程 安 排

7月14日 报到

时间 主要内容 地点

8:30-21:00 论坛报到，领取材料 学术交流中心

7月15日 开幕

主持人：梁晓萍（山西大学音乐学院）

时间 开幕式

8:30-8:40 山西大学副校长 孙岩教授致辞

8:40-8:50 中国艺术学理论学会会长、北京大学教授 彭吉象博士致辞

8:50-9:20 合影留念

7月15日上午 第一场报告（每人15分钟）

主持人：赵崇华（四川音乐学院）

时间 报告人 报告题目

9:20-9:35
彭吉象（中国艺术学理论学会

会长、北京大学教授）

《弘扬中华传统艺术精神，

推进中国艺术学理论体系建设》

9:35-9:50
王廷信（中国传媒大学艺术

研究院教授、院长）

《中华传统艺术的传承与创新在中国式

现代化建设中的价值》

9:50-10:05
夏燕靖（上海交通大学人文艺术

研究院、南京艺术学院教授）
《传统史学与“新”艺术史研究的拓展》

10:05-10:20
杜学文（山西省文艺评论家

协会主席）
《中华传统艺术现代化转化的若干路径》

10:20-10:35
孙伟科（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

研究所教授、所长）
《红学的“双创”之路》

10:35-10:40 茶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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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5日上午 第二场报告（每人15分钟）

主持人：刘维东（山西大学美术学院）

时间 报告人 报告题目

10:40-10:55 田川流（山东艺术学院教授） 《城乡文化融合发展的基本理念和路径》

10:55-11:10 段友文（山西大学文学院教授）
《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黄河流域农事图

像叙事的农本意识》

11:00-11:15
车文明（山西师范大学戏研所

教授）

《传统戏曲冤案剧的现代解读—兼论官

僚主义与主观主义的危害》

11:15-11:30
张金尧（中国传媒大学教授，兰

州文理学院教授、副院长）
《关于文化传承的几点体会》

11:30-11:45
薛晋文（吕梁学院教授、党委副

书记、校长，山西省文艺评论家

协会副主席）

《央视节目探索中西文明互鉴的实践

与思考》

11:45-15:00 午餐、午休

7月15日下午 报告（每人15分钟）

主持人：卫才华（山西大学文学院）

时间 报告人 报告题目

15:00-15:15
刘维东（山西大学美术学院教授、

院长，山西省文艺评论家协会副

主席）

《中国气论思想在书画美学中的范畴

衍生及其现代意义》

15:15-15:30
吴衍发（安徽财经大学艺术

学院教授、副院长）

《先秦艺术传承的组织形式与共生

机制分析》

15:30-15:45
梁晓萍（山西大学音乐学院教授、

副院长，山西省文艺评论家协会

副主席）

《在关系中理解中华传统艺术的当代

传承》

15:45-16:00
卢文超（东南大学艺术学院

副教授、副院长）
《当代艺术创作的社会学转向》

16:00-16:15
李雅君（山西大学美术学院

教授、教研室主任）

《武周时期涅槃变的图像、风格与信仰

内涵》

16:15-16:30 杨阳（山西大学音乐学院教授） 《稷益庙明代戏台中的哈斯效应研究》

16:30-18:00 参观校史馆

18:00-20:00 晚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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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6日 专题讨论（每人10分钟）

主持人：王廷信（中国传媒大学艺术研究院）

时间 报告人 报告题目

8:30-9:10

吴衍发（安徽财经大学艺术学院

教授、副院长）

“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华传统艺术的创造性

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专题讨论

梁晓萍（山西大学音乐学院

教授、副院长）

卢文超（东南大学艺术学院

教授、副院长）

陶小军（上海戏剧学院创意学院

教授）

9:10-9:20
周锦（南京信息工程大学雷丁

学院副教授、副院长）

《数字经济下传统艺术的文化产业价值

链创新研究》

9:20-9:30
耿钧（南京林业大学艺术设计

学院视觉传达系副系主任）

《在争议中赓续：形式分析方法在美国中

国艺术史研究的展开与承继》

9:30-9:40
陈天一（中国传媒大学艺术研究

院博士研究生）
《共生理论视域下非遗传承人时代生境》

9:40-9:50
孙美棋（山西大学音乐学院

硕士研究生）
《日本传统艺术的当代传承战略研究》

9:50-10:00
崔杨柳（安徽师范大学文艺学

博士研究生）
《国家艺术基金组织传承的效能研究》

10:00-10:10 茶歇



“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华传统艺术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学术论坛

10

7月16日 专题发言（每人10分钟）

主持人：梁晓萍（山西大学音乐学院）

时间 报告人 报告题目

10:10-10:20
侯秀华（山西大学音乐学院作曲

系副教授）
《传统音乐作品的中国范式蠡测》

10:20-10:30
刘佳（山西大学音乐学院

副教授）

《20世纪上半叶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礼

乐体系建构实践史研究》

10:30-10:40
张雁（山西大学音乐学院美声系

讲师）

《传统戏曲进入高校通识教育

课程体系研究》

10:40-10:50
逯璐（山西大学音乐学院理论

作曲系讲师）
《20世纪晋剧传统唱腔音律研究》

10:50-11:00
许晓云（山西大学音乐学院

舞蹈系讲师）

《山西经典舞蹈作品的当代审美创作

模式研究》

11:00-11:10 山西大学音乐学院院长 金曼教授致辞

11:10-12:00 参观校园

12:00-15:00 午餐、午休

15:00-18:00 文化考察

7月17日 专家离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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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介绍
彭吉象，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艺术学院

原书记兼副院长。兼任美国密执安州立大学等多所高

校客座教授，中国艺术学理论学会会长，新一届教育

部艺术教育委员会常委，国务院教材委专家委员会艺

术学召集人等。中宣部、教育部 “马工程” 重大攻关

项目《艺术学概论》首席专家。长期从事艺术学等学

科的教学、科研工作，已出版或发表了500多万字的

专著和论文。承担多项国家级、教育部、省部级重大

课题，先后8次荣获国家级、省部级的科研奖或优秀

教学成果奖。

王廷信，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中国传媒大学

艺术研究院院长。现兼任教育部艺术学理论专业教学

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副会

长、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理事、《艺术传播研究》杂

志主编、《中国文化传播》集刊主编等职。主要从事

艺术理论、艺术传播、戏曲艺术研究。主持并完成多

项国家和省部级科研项目，现主持一项国家社科基金

艺术学重大项目，著有《中国戏剧之发生》等著作，

主编《艺术学的理论与方法》等著作和教材。

夏燕靖，上海交通大学人文社科特聘教授，南京

艺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七、

八届学科评议组成员，教育部马工程重点教材审议委

员会专家组成员，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理论专业委员

会委员，中国艺术学理论学会常务理事，中国艺术学

理论学会艺术史专业委员会会长。发表论文百余篇，

主持国家社科艺术学重大等科研项目多项。

田川流，山东艺术学院教授，南京艺术学院、哈

尔滨音乐学院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艺术学理

论学会艺术管理专业委员会会长。主要研究方向为艺

术美学、艺术管理学。历年来完成国家级科研课题3
项，国家级教材课题2项、省部级科研课题6项。个人

独立撰写或作为主要作者出版的著作25部，发表论文

210余篇。主要著作有：《艺术美学》《艺术学导论》

《艺术与创意》《文化艺术管理学》《艺术批评学》

《艺术管理学概论》《中国当代艺术管理思想研究》

《当代文化建设的理论和实践》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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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伟科，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艺术研究院红

楼梦研究所所长。《红楼梦学刊》主编，兼任中国红

学会会长、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生院艺术学系主任。

研究领域涉及红楼梦研究、美学、艺术学等。出版《艺

术与审美》《艺术美学导论》等著作6部，并在多种

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200余篇，多次荣获优秀科研奖，

获奖论文有《鲁迅身后不寂寞》《审美现代性与〈红

楼梦〉的意蕴阐释》等。

张金尧，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传媒大学原艺

术研究院党委书记、副院长，现挂任兰州文理学院副

院长，兼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八届艺术学理论学科

评议组成员、秘书长，国家一级协会中国电视艺术交

流协会副会长兼视听教育专业委员会主任，《当代电

视》特约副主编，《电影评介》杂志社专家委员会委

员，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重大项目首席专家。在

《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艺研究》等刊物上发

表学术文章100余篇，出版著作《中国影视文学史》

《中美影视文化关键词》等8部。获得过“星光奖”“飞
天奖”“金鹰奖”“啄木鸟奖”等奖项。

段友文，山西大学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

民间文学博士点学科带头人，民俗文化与俗文学研究

所所长，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兼任中国

民俗学会常务理事，山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专家委员

会副主任。发表学术论文50余篇。代表著作有：《汾

河两岸的民俗与旅游》，撰写了“黄河文化丛书”《民

俗卷》，参加《民俗学概论》《民间文学教程》《民

间文学导论》等多种国家级教材的撰写。先后承担多

项国家级和省级社科研究项目。

车文明，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山西师范大学

戏曲文物研究所所长，山西师范大学副校长。兼任首

届全国高校美育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傩戏学研

究会顾问，曾任中国戏曲学会常务理事、政协第十一、

十二届山西省委员。首批“三晋学者”，享受国务院特

殊津贴。主持国家社科重大项目一项，主持并完成国

家社科项目两项，出版学术专著编著12部，发表学术

论文70余篇。获教育部奖、省社科奖多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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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学文，山西省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原山西省

作家协会主席，著名文学评论家。曾任山西省省委宣

传部副部长，中国作家协会第九届全国委员会委员。

出版著作有《何以直根：漫谈山西与中华文明》、《人

民作家西戎》、《中国审美与中国精神》等。主编作

品有《聚焦山西电影》、《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山

西抗战文学》等。获中国文联文艺评论奖、中国金鹰

电视艺术节电视艺术论文奖、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优秀

成果奖，《长江文艺》双年奖、《文学报▪新批评》

优秀评论奖等。

薛晋文，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吕梁学院党委

副书记、校长。国家“万人计划”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

才，全国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国家“万人计

划”青年拔尖人才。担任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视听艺

委会副主任，中国高校影视评论专委会副主任，中宣

部外宣作品评审专家组成员，山西省文艺评论家协会

副主席。代表著作有：《中国农村题材电视剧研究》

《影视艺术与文化强国战略研究》等，在《文艺研究》

《当代电影》等刊物发表论文多篇，主持国家社科基

金重点项目、一般项目多项。

赵崇华，二级教授，硕士生导师，四川音乐学院

艺术学理论与管理学院院长、党委书记。中国现代史

学会常务理事、中国艺术学理论学会常务理事、艺术

史专委会副会长、四川省音乐文学学会秘书长。教育

部高等学校艺术学理论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

四川省学术技术带头人。先后主持、参与国家级、省

部级、省厅级课题，在中文核心期刊、CSSCI来源期

刊发表多篇学术论文，出版著作、主持编写教材等。

获得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三等奖

等。

刘维东，教授，美术学博士，现任山西大学美术

学院院长、书法艺术研究所所长，主要从事中国书画

史论与创作研究。兼任国家艺术基金项目评审委员，

中国书法家协会教育委员会委员，山西省文艺评论家

协会副主席，山西省书法教育研究会副会长等职。专

著有《学古有获：晚清大学士祁寯藻的书法生活》《张

大千》《隶书入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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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晓萍，教授，博士生导师，山西大学音乐学院

副院长，山西大学艺术学研究院院长。中国艺术学理

论学会常务理事，中国艺术学理论学会艺术理论专委

会副会长，山西省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主持国家、

部、省级项目十余项，发表论文60余篇，出版学术专

著编著《中国古典戏曲品评观念研究》《中国古典戏

曲批评范畴研究》等7部。专著《中国戏曲美学史》

被遴选为2020年国家社科基金中华学术外译项目推

荐书目；获山西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百部

篇”工程一等奖等多项。

吴衍发，教授,硕士生导师。安徽财经大学艺术

学院副院长,兼任安徽省美学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

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理事，中国艺术学理论学会会

员，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主持国家社科基金艺

术学项目3项，出版学术专著《皖北文化创意产业园

区理论与实践研究》《新时期地方高校研究生培养与

专业建设研究与实践》《当代美学与文化创意产业发

展》等7部，发表学术论文100余篇。

陶小军，上海戏剧学院创意学院教授，博士生导

师。上海致公书画院副院长，中国艺术学理论学会艺

术史专业委员会理事，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主要从

事艺术史与理论研究。先后出版著作3本，教材2本。

在CSSCI学术期刊发表论文39篇，主持国家社科基金

艺术学一般项目2项。获教育部第八届高等学校科学

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三等奖一项，省部

级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三等奖三项。

卫才华，山西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

京师范大学民俗学博士，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

心博士后，山西省高等学校优秀青年学术带头人，山

西省“三晋英才”青年优秀人才。曾在日本庆应义塾大

学、华东师范大学民俗学研究所做访问学者。主持完

成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北方移民民俗变迁与地方社会

重构——以近代山西移入民村落为中心》、国家社科

基金项目《太行山说书人的生活史与礼俗社会互动研

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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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文超，副教授，博士生导师，东南大学艺术学

院副院长。兼任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副秘书长，理事，

中华美学学会青年美学学术委员会理事等。入选国家

级青年人才，江苏省333工程高层次人才培养对象等。

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一项及国家级课题多项，专著

有《作为互动的艺术：霍华德·贝克尔艺术社会学理

论研究》，译著有《艺术界》等多部，在《文艺研究》

等刊物发表论文数十篇。获“啄木鸟杯”中国文艺评论

年度优秀作品、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等各

类奖项多次。

李雅君，教授，博士生导师，山西大学美术学院

美术与设计史论教研室主任，艺术学理论学科带头

人，山西大学云岗学研究院研究员。发表CSSCI论文

十余篇，主持1项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项目，3项省部

级课题项目，参与国家社科基金项目2项、省部级项

目7项，主持参与横向课题多项。《山西岩山寺壁画

艺术研究》课题项目获山西省社科联二等奖；论文分

别获2018年度山西省“百部篇”工程三等奖、2019年度

山西省“百部篇”工程二等奖等。

杨 阳，教授，博士生导师，山西省高校中青年

拔尖创新人才、青年学术带头人，三晋英才计划“拔
尖骨干人才”。全国艺术科学规划项目评审专家、中

国科技史学会物理学史分会委员、传统工艺研究会理

事，中国声学学会理事，中国声学学会建筑声学分会

委员。发表学术论文20余篇；获授权中国专利6项，

专利转化1项；出版专著1部；主持国家级课题4项，

省级课题13项。获山西省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奖、第九

次山西省社科研优秀成果一等奖等。

周 锦，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南京信息工程大

学雷丁学院副院长。主要从事文化产业经济学研究。

主持国家社科基金、省社科基金等课题十余项，以第

一作者或独著在《现代经济探讨》《江海学刊》《南

京社会科学》《现代传播》《农村经济》等期刊发表

相关学术论文20余篇。兼任南京大学长三角文化产业

发展研究院特聘研究员，江苏文化产业研究基地副主

任，《文化产业研究》（CSSCI来源集刊）副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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耿 钧，讲师，东南大学与美国西北大学联合培

养博士，南京林业大学艺术设计学院视觉传达系副系

主任。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江苏省学校美育协会会

员。目前主持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青年项目、江苏省

社会科学项目各一项，完成江苏省文化和旅游厅项

目、江苏省教育厅项目各一项，参与国家社科基金艺

术学重大项目、国家艺术基金项目各一项，在《装饰》

等CSSCI、北大核心杂志发表论文十余篇，一篇论文

被人大复印资料全文转载。

侯秀华，山西大学音乐学院作曲系副教授，硕士

生导师。主要从事作曲及作曲技术理论、艺术学理论

研究。发表论文多篇，其中南大核心期刊5篇。主持

省级课题5项，《视唱练耳》获批为省级精品课程。

参与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课题《大学音乐“学科

核心素养”构建及其人才培养研究》。获“全国艺术高

校视唱练耳与乐理试题设计大赛”乐理优秀设计一等

奖。

刘 佳，山西大学音乐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山西省管乐协会副会长，山西艺术研究创作中心研究

员、创作员。近年发表CSSCI论文6篇，主持并完成

国家级课题2项，主持省级课题4项。

张 雁，山西大学音乐学院美声系讲师，硕士生

导师。主要研究方向音乐教育、民族声乐教学与研究。

在《中国音乐》《中国高等教育》《比较教育研究》

《教育理论与实践》 《山西大学学报（哲社版）》等

国家级与省级核心刊物发表论文数十篇，主持多项省

级以上课题，并获多项省级奖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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逯 璐，山西大学音乐学院理论作曲系讲师，文

学博士，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律学专业博士，主要从

事作曲技术理论、律学及音乐鉴赏教学工作。《音乐

名作欣赏》课程获2022年山西省一流课程立项，主持

并参与多项山西省及山西大学教改课题；主持2022
年山西省艺术科学规划项目《晋剧唱腔音律研究》，

出版专著《中西弦式音高标准器的历史演进研究》。

许晓云，山西大学音乐学院舞蹈系讲师，硕士生

导师。美国杜克大学访问学者，山西舞蹈家协会会员，

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会

员。主要研究领域：民族舞蹈学、舞蹈教育、舞蹈国

际比较。曾在《舞蹈》《艺术评论》等核心期刊发表

论文十余篇，出版专著两本，主持省部级课题3项。

曾获中国舞蹈家协会“中国舞蹈评论年度推优”优秀

论文奖、新加坡舞蹈节金奖、指导的舞蹈作品曾登上

央视《舞蹈世界》节目并多次获得省级舞蹈大赛“优
秀指导教师奖”。

陈天一，中国传媒大学艺术研究院博士研究生，

师从王廷信教授，主要研究领域有艺术美学、艺术传

播学。曾任《中国文艺评论》杂志编辑，发表《“伊
玛堪”传承路径研究》《电影声效的美学价值及其生

成》《现代筝曲的古典美》等文章十余篇，参加“20
22生态理念视域下中华传统艺术的当代传承学术研

讨会”并发言。

崔杨柳，安徽师范大学文艺学博士研究生。曾获

2022年中国艺术传播国际高峰论坛暨中国数媒创艺

与元宇宙发展专题研讨会一等奖；中国现代美学家郭

因学术思想研讨会暨安徽省美学学会2021年年会一

等奖；地方文化传承、创意产业与区域经济发展论坛

暨2021年安徽省经济文化研究会年会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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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美棋，山西大学音乐学院2021级硕士研究生，

被评为山西大学2021—2022学年“优秀研究生”。获得

2021—2022学年研究生三等学业奖学金、2022—202
3学年研究生二等学业奖学金。在《天工》杂志发表

论文《传统艺术技艺的“守正”与“创新”——以平遥推

光漆器技艺的当代传承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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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须知

 会议时间

2023年7月14日至7月17日

 会议地点

山西大学会议中心第四会议室

 报到时间、地点及住宿地点

报到时间：7月14日全天

报到地点：山西大学学术交流中心（山西大学北门附近）

住宿地点：山西大学学术交流中心

 会议用餐时间、地点

7月15日 午餐、晚餐：山西大学学术交流中心

7月16日 午餐：山西大学学术交流中心

 会务组及联系方式

马鸿奎：18235821182

霍英泽：19135189616

杨 慧：18234736737

王玉坤：15834144762

张 茹：133134328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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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务组名录

会务顾问：金曼 刘维东 郑伟

会务筹备领导小组组长：梁晓萍

会务筹备领导小组副组长：李雅君 卫才华 杨阳

会议文案与宣传负责人：马鸿奎

会议后勤与外协负责人：冉令江

专家接待组：霍英泽 刘佳 张茹 杨慧 王玉坤 刘舒文 张颖

财务与摄像负责人：阴紫璇

会议计时负责人：王玉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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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原市简介

太原，山西省省会，简称并，别称并州，古称晋阳，亦称“龙城”；始建于公

元前497年的春秋时代，历史上曾是九朝古都，大唐王朝发源于此，城市历史已有

2500多年，素有“控带山河，踞天下之肩背”“襟四塞之要冲，控五原之都邑”之称

誉。太原市位于山西省中部、晋中盆地北部地区，地理坐标为北纬37°27′～38°25′，

东经111°30′～113°09′。北、东、西三面群山巍峙，北靠系舟山、云中山，东据太

行，西依吕梁，南接晋中平原，汾水自北向南纵贯全境。冬无严寒，夏无酷暑，

山光凝翠，川容如画，自古有“锦绣太原城”的美誉。

古往今来，太原是我国中部地区的军事、文化重镇，也是重要的能源基地与

工业基地。全市总面积6988平方公里，中心城区建成区面积400平方公里，辖六区

三县一市，人口500余万。太原历史文化积淀深厚，唐代诗人李白曾经盛赞太原“

天王三京，北都其一”“雄藩巨镇，非贤莫居”。不仅有着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如

“晋祠”园林，称得上是华夏文化的一颗璀璨明珠；建于明代的永祚寺，“凌霄双塔”

是我国双塔建筑的杰出代表；龙山石窟是我国最大的道教石窟，被专家传为世界

之最；始建于北齐、堪与巴米扬大佛和乐山大佛相媲美的蒙山大佛；以及隋末唐

初建造的佛教名刹崇善寺和富有民族特色的道教寺宫纯阳宫、多福寺等文物古迹。

还出现了狄仁杰、王昌龄、白居易、温庭筠、杨业、罗贯中、傅青主等一大批历

史文化名人。同时，太原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也不胜枚举，有锣鼓艺术（太原锣鼓）

、晋剧、莲花落、风火流星、老陈醋制作技艺、月饼传统制作技艺（郭杜林晋式

月饼）、六味斋酱肉传统制作技艺、中医养生（药膳八珍汤，即“头脑”）、庙会

（晋祠庙会）、砖雕（山西民居砖雕）、清徐彩门楼抬阁（徐沟背铁棍）等，其

中莲花落，风火流星，老陈醋制作，六味斋酱肉，清徐彩门楼为太原独有。

太原以包容、尚德、崇法、诚信、卓越为城市精神，并凭借丰厚的历史人文

资源，相继获得中国优秀旅游城市、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国家园林城市、中国美

丽城市、全国美好城市等荣誉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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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原十大博物馆

一、山西博物院简介

山西博物院的前身为1919年创建的山西教育图书博物馆，新馆于2005年对外

开放，占地168亩，建筑面积5.2万平方米，展览面积1.3万平方米，文物库区1.2万

平方米，总投资4亿元，迄今已有101年的历史。山西博物院是全省最大的文物征

集、收藏、保护、研究和展示的公共文化服务机构，承担着传承中华文明和山西

历史文化的职责使命。

山西博物院现有藏品50余万件，其中，珍贵文物40282件（组），包括一级文

物2129件（组），另有图书古籍11万余册。藏品主要来源于20世纪20年代以来的

考古出土和百年来的征集积累，尤以青铜、瓷器、石刻、佛教造像、壁画、书画

等颇具特色。山西博物院的基本陈列以“晋魂”为主题，由文明摇篮、夏商踪迹、

晋国霸业、民族熔炉、佛风遗韵、戏曲故乡、明清晋商等 7 个历史文化专题和土

木华章、山川精英、翰墨丹青、方圆世界、瓷苑艺葩等5个艺术专题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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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国煤炭博物馆简介

中国煤炭博物馆地处山西省太原市，位于美丽的汾河公园西岸，是我国唯一

的国家级煤炭行业博物馆，是全国煤炭行业历史文物、标本、文献、资料的收藏

中心，是煤炭工业的科普教育机构、科学研究机构和宣传教育机构，是崇尚科学

和文明的象征。中国煤炭博物馆由于其特殊的功能和地位，被国家文物局授予“

国家一级博物馆”、国家旅游局授予“国家AAAA级旅游景区”“全国工业旅游示范基

地”的称号、中国科协授予“全国科普教育基地”。

中国煤炭博物馆收藏有我国煤炭行业从古到今与煤的生成、发现、开发、利

用相关的文物、标本、史料、文献数千件，并以其精美的陈列向您叙述着华夏民

族煤炭开采几千年的历史，讲述着煤炭本身的许多奥秘。其永久性展览内容包括“

煤海探秘游”及山西古代壁画精品展。

“煤海探秘游”是中国煤炭博物馆历时多年精心打造的大型煤炭科学技术永久

性科普展览。10000平方米的空间里，以现代化的表现手法，浓缩了我国悠久的煤

炭历史。“煤海探秘”基本陈列总体规划为“七馆一井”：煤的生成馆、煤炭与人类

馆、煤炭开发技术馆、当代中国煤炭工业馆、煤炭艺术馆、煤炭文献馆、中外交

流馆和模拟矿井。在全国煤炭工业的两个文明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全国行

业博物馆的建设和发展中走出了一条全新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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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晋祠博物院简介

晋祠，位于山西省太原市西南25公里的悬瓮山麓、晋水发源处，是集中国古

代祠祀建筑、园林、雕塑、壁画、碑刻艺术为一体的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也是

世界建筑、园林、雕刻艺术中7世纪至12世纪间极为辉煌壮美、璀璨绚烂的篇章。

晋祠是祭祀西周初晋国第一任诸侯姬虞的祠堂。晋祠文化遗存极为丰厚，有宋、

元、明、清时期的殿、堂、楼、阁、亭、台、桥、榭等各式建筑100余座，宋元以

来雕塑100余尊，铸造艺术品30余尊，历代碑刻400余通，诗文匾联200余幅，古树

名木96株，其中，上千年古树30株。在一处文化遗产中保存有如此众多的文物精

品，实属罕见。1961年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1年被

国家旅游局评定为第一批国家AAAA级旅游景区。

晋祠的历史、艺术、科学和鉴赏价值，使其成为古代宗祠与造园艺术相结合

的且跨越历史最长又最具代表性的实例，是中国古代文化和人类建筑艺术宝库中

一份弥足珍贵的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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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山西省民俗博物馆简介

山西省民俗博物馆，位于太原市文庙巷文庙内，成立于2003年10月10日，直

属于山西省文物局。文庙建于清光绪八年（1882年），占地31000平方米，现中轴

线基本保留了文庙原有建筑格局，自南而北依次为照壁、六角亭、棂星门、大成

门、大成殿和崇善寺，前后三进院，1996年被公布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五、晋商博物院简介

晋商博物院，位于山西省太原市杏花岭区府东街101号，占地面积约10万平

方米，建筑面积约3万平方米，展览面积约1.8万平方米，是以山西督军府旧址为

依托建立的一座集文物古建、园林景观、展览展示于一体的地方人文历史博物馆。

晋商博物院，曾是山西省人民政府所在地。2017年9月，山西省政府搬迁并

改建为“晋商博物院”；2020年12月28日，晋商博物院试运行；2021年8月，晋商博

物院被中国侨联确认为第九批中国华侨国际文化交流基地。晋商博物院集收藏、

展览、议事、接待、外联等多项功能于一体，展示内容以晋商历史以及晋商创造

的商业文化为主。截至2022年1月，博物院收藏有与晋商历史相关的账册、器物、

汇票、地契、钱币等共12万余件。御书楼藏有从明清到民国出版的古籍善本1.2万

余册，近4万卷，包括经史子集和三晋名家大作，呈现了中国雕版印刷史的最高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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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博物院主要分为三个区域：东区为民国生活情景展示区，西区为游客休闲服

务区。展示区域内有我省非遗产品代表推光漆、瓷板画、木雕、壁画、麦秸画、

珐华瓷、澄泥砚等，尽现山西传统厚重的文化积淀。

中区则为“天下晋商”展。从极具历史研究价值的展品中，游客能看懂晋商精

神对晋商形成与发展所起的引领、推动、淳化和升华作用，也能理解晋商精神为

中国商业文化的构建和发展作出的重大贡献，更能感知晋商精神是一笔财富、一

块丰碑、一座灯塔，是代代晋商砥砺前行、以商报国的强大力量。

六、太原博物馆简介

太原博物馆位于山西省太原市长风文化商务区中央文化岛上，前拥汾河，后

依内河，北邻山西大剧院，东邻山西省科技馆。博物馆主要建筑为5个相对独立又

相互连通的椭圆倒锥体块连接组合而成，以中国红和青铜色为建筑外墙主色调。

工程结构形式为钢框架结构，建筑形式为局部地上四层、地下一层。成线状排列

的五个椭圆锥体，锥顶扎根于地下，消失在土壤深处；锥体向上拔地而起，并舒

展开来，锥体的悬挑为广场形成遮蔽，同时与平台相脱离。“两组锥体色彩不同，

分别由中国红和青铜色组成，锥体表面由彩色金属板构成，垂直于表面的是烟熏

色的从下而上、由深变浅的玻璃页片，其灵感来源于中国北方城市的热情、勇敢、

开朗、浑厚。

太原拥有 2500 多年的建城历史，作为三朝京华，五代陪都，曾经是唐尧故



27

地，战国名城、太原故国、北朝霸府、中原北门、九边重镇、晋商故里。太原市

地上、地下历史文物遗存和出土文物有库存文物20余万件，有陶器、青铜器、瓷

器、书画等20多个种类。

太原博物馆将以展示太原历史、揭示晋阳文化内涵为主体，以太原历史脉络

为主线，突出以“晋阳崛起”和“走向盛唐”为重点进行展陈，使之成为展示太原历

史、文化、艺术等内容的综合性博物馆和高雅的文化艺术殿堂。

七、山西地质博物馆简介

山西地质博物馆隶属于山西省自然资源厅，位于太原市滨河西路，迎泽桥北，

毗邻山西博物院、太原市图书馆、中国煤炭博物馆，占地面积31000平方米，陈列

面积11811平方米，2017年5月1日起正式对公众开放，是山西省唯一一家普及矿产

资源和地球科学知识的专业科技类博物馆。博物馆收藏了具有山西本土特色的岩

石、矿产、古生物化石珍品及世界各地矿物珍品瑰宝，共有藏品5.1万多件，藏品

丰富、种类齐全、稀有性和独特性俱佳，其中发掘和收藏的山西山西鳄、王氏鳄

等化石，在全世界也是独一无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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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太原美术馆简介

太原美术馆（太原画院）是太原市文化和旅游局所属事业单位，机构规格为

副处级，公益一类事业单位。2020年12月，太原美术馆与太原画院合并。

太原美术馆，位于太原市长风商务区文化岛东北角，有10个展厅及学术报告

厅、少儿艺术天地等多种配套设施，是承担美术作品展览、收藏、教育推广、学

术研究、对外交流和休闲服务的现代美术馆。

太原画院是新中国后山西组建的第一座画院，其中有高级职称的画家18人，

全国美协会员18人，在职专业面家7人。画院以中国画（人物、山水、花鸟）为主，

同时设有油画及版画等画种，美术创作一派繁荣，成为太原文化的重要名片。

九、山西艺术博物馆简介

山西省艺术博物馆位于太原市五一广场起凤街纯阳宫内，成立于2003年10月

10日，直属于山西省文物局。纯阳宫，元代名“玄都万寿宫”，后更名“纯阳宫”，

俗名吕祖庙，原为供奉吕洞宾的庙宇，因吕洞宾道号纯阳子，故名。

山西省艺术博物馆占地面积约10000平方米，五进院落，主要建筑有四柱三

楼式木质牌坊、硬山顶式原宫门、吕祖殿、方形单间回廊亭、灵宝洞、潜真洞、

玉皇阁等。四周建配房及砖券窑洞，宫内总计殿堂70余间。后两院为楼阁式建筑，

高低错落，曲折回旋。既是道教宫观，又有古典园林建筑特色，突破了北方官式

建筑布局宏大、庄重风格，整体布局紧凑，高低错落，曲折回旋，组合巧妙。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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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求桂诗“嚣尘不到处，碧洞可栖霞”，极赞其景色之美。1996年被公布为省级重

点文物保护单位。

艺术馆收藏文物以历代佛教造像为重点，展厅面积800平方米，20余间展室，

布置有“石刻艺术展”，展出从汉到清的石刻造像；“道教文物展”，展出道教雕塑，

从一个侧面介绍道教发展史；“沧海遗珍展”，展出1970年代太原铜厂拣选青铜器

珍品；“陶瓷艺术展”，展出历代馆藏陶瓷器。

十、山西省科学技术馆简介

山西省科学技术馆位于中国山西省太原市长风商务文化区广经路17号，占地

70亩，建筑面积3万平方米，建有4层展厅，共有 280多个展项。山西省科学技术

馆是省直机关首批“十佳文明窗口单位”，是山西省委、省政府确定的“山西省爱国

主义教育基地”，是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确定的“全国科普教育基地”，曾被中国科协

评为“全国先进科技馆”，被国家科委和中国科协命名为“全国先进科普工作集体”。

山西省科学技术馆是面向公众的科技活动场所，是实施科技兴国战略、普及

科技知识、反映当代科技与经济发展的公共科学教育设施。全馆占地面积32亩，

总建筑面积一万余平方米。2700m2展厅内“探索馆”和“水族馆”常年向社会开放，

并经常举办各类科普展和科技成果展，还组织省内巡回展览。科技培训中心常年

开设计算机、职业技能和少儿文化教育培训班。馆内还设有科技电影院、声像演

播室和图书资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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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科学技术馆是开展科普教育的社会公益场所，其工作职责是举办科普

展览、开办科普培训、进行学术交流、组织科普讲座及各类科普教育活动。科普

展览分常设展览、临时展览、巡回展览。常设科普展厅包括《科学奥秘探索》展

览和儿童科学乐园，常年对外开放。临时主题科普展厅可接待大型主题展览，巡

回科普展每年要到农村、厂矿、军营等地巡回展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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