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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将共和国52年的音乐艺术思想、语言、风格以及历史发展变化了系统的梳理
和叙述。
作者以音乐创作、音乐理论与思潮的历史发展及其风格和观念的演进变迁为主线，将广大音乐家在创
作、表演、教学、理论研究等方面的曲折发展历程，以丰富的史实和首次公披露的史料为依据，对新
中国音乐史上若干重大而敏感的历史事件作了系统的梳理，就其历史功过进行了初步的总结和评述。
    本书以大量篇幅记载了新中国不同历史时期出现的代表作曲家、歌唱家、演奏家、指挥家、音乐学
家和音乐教育家的代表性作品以及他们的创造业绩，同时亦详略不等地记叙了歌曲、交响音乐、大合
唱、民族管弦乐、室内乐、艺术歌曲、歌剧、舞剧、电影音乐等各类音乐体裁在新中国的发展轨迹，
重点评述了其中的经典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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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居其宏，男，1943年生于上海。
1961年免试直升本科，1969年本科毕业。
1973年被分配到上海歌舞团，从事音乐表演，兼事创作及评论。
1978后考入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生部攻读音乐理论研究生，1981年获硕士学位。
同年分配到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从事当代音乐研究及批评、歌剧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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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论第一章 朝气蓬勃的创作年代（1949-1956）  第一节 音乐创作：为新中国放声歌唱  第二节 音乐表
演艺术：草创时期的初步繁荣  第三节 专业音乐教育：新中国音乐家的摇篮  第四节 传统音乐：新条件
，新局面  第五节 新中国乐坛第一次思潮大碰撞：关于贺绿汀《论音乐的创作与批评》的讨论  第六节 
“双百方针”和“全国音乐周”第二章 在曲折中前进（1957-1963）  第一节 “反右”和大跃进中的音
乐现实  第二节 “大跃进”和“反右倾”气候下的音乐思潮  第三节 三年困难时期的音乐繁荣  第四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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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戏曲改革的新成果  第四节 舞剧音乐创作的新生面  第五节 大批判中的音乐思潮与理论研究第
四章 “文革”中的音乐现实（1966-1976）  第一章 兽性与神性的双重竞奏：“文革”早期音乐  第二章
“革命样板戏”：奇特的音乐文化现象  第三节 三分实绩，七分虚名：“文革”中的器乐创作  第四节 
复苏之后的再堕落：“文革”中后期的歌曲创作  第五节 疯狂向左：“文革”音乐理论与思潮第五章 
改革开放中的阵痛与转型（1976-1988）  第一节 复苏时期：起步于止步之处  第二节 “新潮音乐”：崛
起的一群  第三节 流行音乐：大潮汹涌挡不住  第四节 音乐创作：高唱多元多样的主旋律  第五节 “回
顾与反思”：历史经验不能忘却第六章 回复时期的音乐思潮与创作（1989-1992）  第一节 “反对资产
阶级自由化”运动中的音乐思潮  第二节 “回复”中的音乐创作第七章 当代音乐的再生与腾飞
（1992-2000）  第一节 “南巡讲话”之后的中国音乐界  第二节 多元发展的音乐创作  第三节 欣欣向荣
的音乐表演艺术  第四节 百家争鸣的理论研究  第五节 面向新世纪的音乐教育附录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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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三、高等师范音乐教育的大繁荣我国的师范音乐教育，自共和国成立之日起，便受到中央政府和各级
人民政府的高度重视，北京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西南师范大学、西北师范大学、华南师范大学
、华中师范大学、上海师范学院、南京师范大学、山东师范大学、哈尔滨师范大学等著名师范院校中
都有音乐系的设立，并聚集了许多高水平的师资，培养出大批合格的音乐教师，为新中国学校音乐教
育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新时期以来，特别是党和政府提出“科教兴国”战略和“素质教育”方针之后，高等师范音乐教育被
提高到关系国家前途和全民族整体素质的战略地位上来，受到中央和各级地方政府的格外重视。
国家对高师教育投入的加大，人民教师社会地位的提高、生活条件和工作条件的改善，都使高师音乐
教育获得了空前发展的大好机遇。
而“教育产业化”和“教育市场”概念的提出，又使我国高师音乐教育面临着国内外同行之间激烈的
市场竞争。
因此，如何在现行教育体制、办学模式、培养目标等方面进行深层次的改革，以适应这一急速发展的
整体形势，不仅令大学校长们绞尽脑汁，也是全社会热切关注的焦点话题之处在新老世纪交替之际的
我国高师音乐教育，出现了整体大繁荣的喜人局面。
综观其整体格局，大致有如下几个特点：一、传统的重点师范院校，采取各种有力措施，加强了音乐
系的建设和投入。
据不完全统计，西南师范大学、上海师范大学、南京师范大学、福建师范大学、湖南师范大学、内蒙
师范大学等单位，均把原有的音乐系升格为音乐学院，并且采取“扶上马，送一程”的办法，出资金
，给政策，在师资配备、教学软硬件设施、教材和科研建设、办学规模等方面给予积极有效的扶持，
因此呈现出生机勃勃的景观，其势锐不可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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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本书的写作，从到出版社领受任务的那一天起，我便一直处于亢奋和惶恐的状态之中。
之所以亢奋，是因为“新中国音乐史”这一极具挑战性的课题深深吸引着我，常使我的学术激情不能
自已；之所以惶恐，乃是担心自己学力不济，在纷乱无序、错综复杂的音乐现象面前理不出头绪，抓
不住要领，糟践了这么好的一个选题。
原以为一年完稿之期不算太紧，谁知一旦进入实际写作过程，方知收集各类史料之难，梳理历史线索
之难，探知事实真相之难，无不超出我的预料。
其间经历了一次由北京到南京的工作调动，为谈判签约而穿梭于京、宁之间，最终两度搬家、两度装
修；后又参加了三次实在推不开的学术会议，从预备到扫尾，费时近两个月。
从与出版社订立《约稿合同》算起，已有一年，实际上真正用于收集资料、研究和写作的时间，前后
不足8个月。
后3个月更是日夜兼程，马不停蹄。
临近扫尾、正待核对资料时，又逢我的原单位——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大搬家，图书馆，所有
资料全部装箱入库，半年内不能动用。
这些无法预期的事情增加了本书写作的难度。
因此，当本书最终得以如期付梓之时，回首这一年的写作经历，真有恍然若梦之感。
此时此刻，我要说的一句话是：若不是我的师友亲朋和学生们的鼎力相助，本书便不可能完成。
首先要衷心致谢的，是上海音乐学院戴鹏海教授和湖南师范大学王安国教授。
前者是我的良师，后者是我的益友。
两人都是当今音乐理论界的大忙人。
就在本书临近定稿前，王教授邀戴鹏海教授和我一起到湖南师大音乐学院讲学。
两位出于友情和责任，乘便对书稿作了从头到尾的审读。
他们不但订正了书中许多史实错误，亦对诸多评价失当、分析失准、详略失调、脉络不清之处，以及
重要疏漏、行文、遣词、用语等方面，均提出了大量极为宝贵、极为中肯的意见。
尤其是72岁高龄的戴鹏海先生，回到阔别十余年的故乡长沙，竟然“不近人情”地谢绝一切应酬和探
亲访友活动，花了整整13天时间逐字逐句审读书稿，并一一写下详细的意见和修改方案。
审读之后返沪，又花了大量时间和精力帮我查找相关资料并逐字逐句亲笔抄录。
还怕我认不清他的手书，命我在上海的学生申林打印出来，经他亲自校对无误后通过电子邮件发给我
。
其严谨学风和诲人不倦的精神，实在令我深受感动。
可以说，正是戴、王两位教授的无私帮助与严格审读，方使书稿中原有的许多错讹之处得以纠正。
当然，由于各种主客观原因，他们还有不少很好的意见未能在书稿中得到落实，只有待到来日再作修
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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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新中国音乐史(1949-2000)》是一本对建国以来新中国音乐发展历史进行系统而全面的描述的史学著
作。
作者以丰富的史实和鲜为人知的第一手资料，对新中国音乐史上若干重大历史事件的来龙去脉作了系
统的梳理，就其历史功过及宝贵的经验教训进行了初步的总结和评说，并对纷繁复杂的音乐现象以冷
静、客观的分析方法，还历史事实以本相。
从而使读者对新中国音乐的发展轨迹有一个全面而清晰的认识，具有非常实用的文献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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