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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为了全面回顾我国交响音乐艺术近百年来的进展和所取得的成就，今年音乐界隆重举办了一系列纪念
和庆贺活动，其中包括由中国音乐家协会主办的“百年交行。
世纪交响——中国交响乐世纪回顾暨第一届中国交响音乐季”，这个大型展演活动由作品音乐会、交
响乐回顾展、交响乐论坛、辞书出版发布会等多项活动组成。
《中国交响音乐博览》由梁茂春教授负责主编并主要执笔，从全书总目录便可看到这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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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为了全面回顾我国交响音乐艺术近百年来的进展和所取得的成就，今年音乐界隆重举办了一系列
纪念和庆贺活动，其中包括由中国音乐家协会主办的“百年交行。
世纪交响——中国交响乐世纪回顾暨第一届中国交响音乐季”，这个大型展演活动由作品音乐会、交
响乐回顾展、交响乐论坛、辞书出版发布会等多项活动组成。
《中国交响音乐博览》由梁茂春教授负责主编并主要执笔，从全书总目录便可看到这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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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西方管弦乐队在中国出现的最早记载，大概是1778年在北京乾隆皇帝的宫廷中表演意大利歌剧
时的伴奏乐队了。
此前的三十多年，即1742年前后，乾隆皇帝传旨让官员了解在北京的外国人中懂得音乐的情况，又让
宫中司库检查所藏的西洋乐器。
得到的回答是：在京西洋人中明于音乐的有德理格、魏继晋、鲁仲贤三人；从洋人那里得到的乐器计
有琵琶一件、弦子六件、小拉琴十件、大拉琴一件、长拉琴一件、西洋箫大小八件等等。
于是又传旨：“着交西洋人认看，收拾得时即在陆花楼教小太监。
”o据廖辅叔教授的考证，这里所说的“小拉琴、大拉琴”即是小提琴、大提琴，“西洋箫”大概是
指单簧管、双簧管、英国管之类。
乾隆皇帝看来是想让懂得西洋音乐的外国人来教内廷小太监，以便组建一个西洋乐队班子。
到1750年，又有武备院等宫内承做各种器物的登记档案中记载：有官员传旨为“西洋乐人十四名着做
衣裳十四份”。
这里的“西洋乐人”有可能是指演奏西洋乐器的人，即由外国人培训出来的小太监们。
1778年（乾隆四十三年），意大利耶稣会士在北京宫廷演出了意大利歌剧作曲家皮钦尼“的喜歌剧《
好姑娘》。
“耶稣会士演出这部歌剧得到了乾隆皇帝的许可，并特别指令组织一支乐队配合歌剧的演出，同时特
别搭建一座舞台，并按剧中各个不同的场面制作相应的幕景，以便尽量做到绘声绘影，既能悦耳，又
能醒目。
这在中国戏曲史上大概也算得上是前无古人的盛况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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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我非常喜欢写“后记”。
因为写“后记”的时候，常常有一种非常愉悦的好心情，有一种如释重负的轻松感，还有一种完成工
程之后的成就感和即将可以潇洒一下的感觉。
当我写这本《中国交响音乐博览》的“后记”时，除了以上的种种好心情之外，还有一种特别强烈的
心情——对我们这本书的写作团队中的各位作者以及编辑部同仁的满腔感激之情，因为我深深知道写
作这本书的难度。
我将这批作者称之为“青年突击队员”，因为他们（主要是一批年轻的博士生、硕士生）都是在百忙
的学习与工作之余，以“突击队员”的精神来为《中国交响音乐博览》写稿的。
而我和高为杰教授，则成了“青年突击队”的老队长了。
由于本书的出版时间是定死了的，不得延期，而工程真正的启动却相当晚。
因此主要的问题在于写作时间的匆忙。
从3月到9月，半年中间不断埋头地突击写作，来不及细致地思考和深入地琢磨，甚至连一些重要的作
曲家、作品、指挥家和乐团都没有能够收进我们的书中，使我们存在着遗珠之憾！
好在我们的书是开放性的，可以五年一小改，十年一大改，有些缺漏，可以在修订版时再补充进来，
遗漏的珠宝，也还有机会被收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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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交响音乐博览》由人民音乐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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