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榆林城区的东边到东北边一带地势较高，城墙之外

被当地人习惯称为“东沙”或“红山”，榆林师

范学院、榆林中学都曾经汇集于此。近年来，随着榆林市

工人文化宫、张季鸾纪念馆、季鸾公园相继建成，东沙一

带昔日的文化气息又开始重新聚集。

2018年5月23日，在金沙路与红山路十字东北角，总建

筑面积约11000平方米的陕北民歌博物馆正式对外开放，在

陕北地区祖祖辈辈传唱的陕北民歌，终于有了属于自己的

“家”。

一位老音乐人的梦想

82岁的乔建中教授记忆力惊人，许是与他一生所经历

和长年还在教学一线有关。追忆往事，他能对当年参加的

各种学术活动细节以及诸多国内音乐历史相关的事件、人

物、典籍一一细数出来。

2001年，乔建中从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所长的

职位上退休，后来相继担任中国传统音乐学会名誉会长、

香港中乐团顾问等职。而作为博士研究生导师，他还被中

国音乐学院、上海音乐学院、西安音乐学院特聘为教授。

从2018年5月起，他又兼任了榆林市榆阳区陕北民歌博物馆

的终身名誉馆长。

很多人好奇一个问题，像乔建中这样一位殿堂级别的

音乐理论家和教育家，怎么会屈就接受一个市区级博物馆

名誉馆长的职位？

乔 建 中 的 人 生 轨 迹 是 这 样 的 ： 1 9 5 0 年 代 他 从 榆 林 考

入西安音乐附中，后北上京城读本科，毕业后留京工作。

1981年研究生毕业后就接手了《中国民歌集成》的编撰工

作。1985年，他担任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副所长，

1988年担任所长。

这样看，他的人生轨迹与榆林与陕北民歌博物馆的交

集线条就出现了。而很多人并不知道，其实乔建中的心中

一直深藏有一个关于音乐博物馆的梦想。

一 提 起 陕 北 民 歌 博 物 馆 ， 乔 建 中 的 话 题 直 接 就 引 到

了他曾经被夭折的音乐博物馆梦想。“1990年代我们音乐

研究所曾经筹备成立一个音乐博物馆。当时我们所已经有

五十多年的历史，积累了2000多件中国各民族的乐器，收

藏 有 7 0 0 0 多 小 时 的 音 响 、 音 频 资 料 ， 还 有 1 5 万 册 音 乐 理

论书籍，上万张唱片等等相关的能代表中国音乐发展进程

的藏品。单就我们所自己的积累，完全就有可以支撑起一

个中国音乐博物馆的基础。”提起往事，乔建中不断地感

喟：“当时各个部委坐在一起进行的可行性讨论会都已经

都通过，可惜由于种种原因，直到我2001年退休时都没能

建起来。”他叹息道：“后来就不了了之啊，这个事就成

了存在我心里最大的遗憾。”

退休后的一段时间里，乔建中游历了世界很多著名的

音乐博物馆。他发现，从英国到瑞士，从法国到意大利，

再 到 俄 罗 斯 ， 有 些 国 家 甚 至 有 两 到 三 家 国 家 级 音 乐 博 物

馆。“我们这么大的一个国家，有这么丰富的本土民族音

乐，影响了全世界，却没有能建起一座专门的国家音乐博

物馆！”

对乔建中来说，建设一个专业的音乐博物馆，是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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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北民歌博物馆正式开放四年间，严格按照国际博物馆协会对博物馆的定义和要求，成

为一座向公众开放，进行社会服务的非营利性常设机构。通过研究、收藏、保护、阐释和展

示与陕北民歌有关的物质与非物质遗产，让普通大众非常近距离地接触到这门民间艺术，并

能融入到陕北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中，促进了陕北民间音乐传承发展的多样性和可持续性，在

陕北民歌专业性收藏和教育方面为大众提供了教育、欣赏、深思和知识共享等多种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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