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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文集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上音人和相关校友致力于外国音乐研究事业的可喜业绩——课题内容的
覆盖之广与研究开掘的程度之深，以及参与其中的研究队伍的力量之强，均给人以深刻印象。
老一辈音乐家，身体力行，筚路蓝缕，为后代的音乐家与研究者树立楷模与范式。
贺绿汀老院长的“怀念齐尔品先生”一文，以自身的亲历为素材，为后人留下这位西方作曲家在中国
生活工作的可贵史料。
沈知白先生、陈洪先生、廖辅叔先生，这几位在中国音乐（理论）界享有崇高威望、大名如雷贯耳的
大师级学者，虽斯人已去，但影响长存。
本集所收他们的论文和译作，既反映出他们对相关西方音乐体裁和名作的关注，也表达了我们后人对
他们的学术纪念。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沈知白先生作为学贯中西的大家，在解放后长期主持上音音乐研究室的工作，除
亲自从事相关西方音乐和中西音乐比较的研究课题之外，还发起并指导相关西方音乐理论著述的翻译
和引介，为奠定上音的外国音乐研究基础、培养相关的音乐翻译人才，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纵观本集中的研究文论，可看到类型和兴趣之多样与多元，这也反映出上音学术传统兼容并蓄的
特点。
如，谭冰若先生在致力普及古典音乐研究与普及的同时，也倾力排除对流行音乐的误解和偏见，其“
流行音乐——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一文对流行音乐进行公正合理的评价，在当时曾引起很大社会反
响。
廖乃雄先生八十年代初留学德国，对国内音乐界打开视野、了解世界功不可没，其“卡尔·奥尔夫及
其儿童音乐教育体系”是当时国内最早引介奥尔夫教育体系的论文之一。
罗传开先生和赵佳梓先生长期注重日本及东南亚诸国的东方音乐研究，开当前正方兴未艾的“世界音
乐”研究潮流之先河。
而作曲家则出于作曲与作曲技术理论学科的西方艺术传统根源，往往主动介入外国音乐研究。
杨立青先生的“现代音乐记谱法的沿革及其分类问题”一文，以历史眼光通摄记谱法的沿革和当代新
发展，既是对西方音乐史一个重要侧面的梳理，也是对当代创作实践的指导和反思。
林华先生的“中国与西方传统音乐的创作思维比较”，则全面剖析了中西两种不同文化传统制约下的
音乐思维体制差异，既有宏观的全景式思考，也不乏微观的具体分析。
　　在西方音乐研究的中心区域（如作家研究、作品分析、音乐史风格研究等），上音的学者教授和
相关校友被公认处于这些子学科领域的前沿地带，并引领着相关学科发展的航向。
沈旋教授（论德彪西）、朱建教授（论潘德列次基）、孙维权教授（论中世纪复音音乐）、钱亦平教
授（论回旋曲）、王晡教授（论新的音乐分析方法）、范额伦教授（论巴洛克时期的小提琴艺术）⋯
⋯本文集收入的他们的相关论文，以翔实的资料、扎实的分析和鲜明的论点，传承和体现了上音最优
良的学术传统。
而在改革开放之后成长起来的新一代学者，则在更为开放的平台与更为宽松的环境中，继续并推进上
音具有雄厚传统的外国音乐研究事业。
他们或是引入更具人文性和反思性的研究视角（杨燕迪论莫扎特，周凯模论西方音乐研究中的中国立
场），或是探索以前少有人触及的全新领域（谷文娴论奥加农形成中语言的作用，陶辛论前调性时期
音高的组织逻辑，孙国忠论前古典时期的音乐风格，彭永启论柏格森与德彪西，王丹丹论音乐与诗歌
），或是更加深入具体地剖析作家作品（方之文论勋伯格与斯特拉文斯基，何平论科普兰，陈鸿铎论
利盖蒂，梁晴论梅西安，邹彦论贝尔格），显示了更为活跃的思维态势与更加开放的研究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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