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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欧洲经典音乐也常被人们称为欧洲古典音乐。
我之所以称之为经典音乐，不仅是为了避免与18世纪中叶至19世纪初的古典主义音乐相混淆、更得要
的是想强调它的久盛不衰，百听不厌，能给人以美的享受，有助于提高人们的文化修养和精神文明的
境界。
同时，欧洲经典音乐的基本理论和作曲技巧，也是其他音乐包括现代民族音乐发展和提高所需要借鉴
的。
我国的民族音乐有悠久的历史和独特的魅力，但它的发展和提高，也需要吸收和借鉴欧洲经典音乐的
精髓，这样才能在世界乐坛上产生更大的影响。
这是我们常常强调的：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先进文化，既要继承和发展我国民族文化的优良传统，又要
吸收其他民族一切先进文明成果。
我国当代音乐文化的发展和繁荣，正是我国音乐工作者遵循这个原则辛勤努力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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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第一乐章亨德尔（1685-1759）篇传略札记 伦敦——没有本土大作曲家的音乐中心作品选介 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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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常识与名词解释后记出版者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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