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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这本《音乐史话》主要讲述自1840年鸦片战争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间100余年的中国近
代音乐发展的简史。

　　中国音乐历史的长河，在鸦片战争以后进入了一个极其艰难、曲折和缓慢的时期。
从1840年到19世纪末的60年间，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封建制度的腐朽，都形成了对中国传统音乐和民间
音乐的严重摧残。
直N20世纪初，由于民族的觉醒和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中国音乐才被注入了新的源流，才产生了新的
变化，也才逐渐掀起了壮阔的波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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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梁茂春，中央音乐学院的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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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百年间中国民间音乐的发展
 1.反映鸦片输入中国的民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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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王洛宾1913年生于北京，1931年人北京师范大学音乐系，选修声乐和钢琴。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他离开北京到山西，参加了丁玲领导的“西北战地服务团”，到火线上去向
人民群众宣传抗战。
这时他创作了《风陵渡的歌声》、《老乡，上战场》等抗战歌曲，由“西战团”在各地巡回演唱。
　　1938年他到兰州参加了“西北抗战剧团”，随西北抗战剧团在甘肃各地宣传时，开始接触到西北
各少数民族的音乐，并深深地被迷恋了。
在兰州，他从一位维吾尔族司机的口里记下了吐鲁番民歌《达坂城》；在酒泉，他从维吾尔族小商贩
那里学会了《掀起你的盖头来》和《青春舞曲》；在民乐县，他到哈萨克族人民中间记录了《流浪之
歌》、《我等你到天明》。
1939底王洛宾到西宁组织“青海抗战剧团”，在青海他又接触到了蒙古族、藏族等更多的少数民族歌
曲。
由于语言的隔阂，所请的翻译也不能逐字译出原民歌的歌词，王洛宾只能“半译半编”，开始根据意
译的歌词编配汉语歌词，他决心将这些优美、独特的民歌介绍给内地的汉族兄弟，力求使译配的汉语
歌词不但在节奏、情绪上与原民歌曲调相配合，还要符合汉语的韵律和语气，唱起来朗朗上口，表现
出汉语的声韵美。
王洛宾发挥了一座桥梁的作用：经过他这座桥梁，西北各民族的优秀民歌，得以通向全国各地。
王洛宾的这个历史功绩是不应被埋没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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