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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对中国现代音乐发展研究的关注，我早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就已经开始。
1990年我与陈永连、徐士家、朱代红等同志合写的一本教材《中国现代音乐史纲》(1949--1986)由北京
华文出版社出版。
2006年应高等教育出版社之约，又编写出版了一套《中国近现代音乐史》(近代、现代上下两册)。
前者是当时国家教委博士点课题之一的集体成果，比较适合专业院校开设这一选课作为参考教材；后
者是专门为一般高校音乐史共同课所编的教材，按照各学期的课时要求，在内容选取上作了较大删节
。
在这期间，上海音乐学院陈聆群和中央音乐学院梁茂春等同行也在这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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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汪毓和，中央音乐学院研究员、教授、博士生导师。
1929年出生于苏州(吴县)。
1955年毕业于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后留校任教，并参与筹建我国高等教育领域首创的新学科“音乐
学系”，先后跟随德国音乐史家哥德施密特教授、苏联音乐史家康津斯基博士等人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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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师范音乐教育在我国的历史比较长。
上世纪20年代以来成立的，中国专业教育机构（如上海专科师范学校、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北京
大学附设音乐传习所、私立上海美术专科学校、上海国立音乐专科学校、中央大学教育学院音乐系等
）实际上开始都是属于或偏重于师范性的音乐教育机构。
许多著名的音乐前辈（如吴伯超、李惟宁、萧淑娴、贺绿汀、刘雪庵等）最初就是从师范音乐教育的
机构培养出来的。
而且，在建国以前，不少从专业音乐艺术院校毕业的不同专业的音乐家也都曾在师范院校和中小学中
担任过普通音乐教师。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当时的教育行政领导及音乐界的领导将音乐教育事业的建设重点放在尽快发
展专业音乐教育这一方面，而对师范音乐教育没有给予充分关注。
如在一开始就留在师范学校任教的、有经验的老教师当中，能够一直坚持在师范教育岗位的只有刘质
平（他早年曾是李叔同在杭州两级师范学校的弟子，并在李叔同的资助下赴日本深造，回国后曾先后
在私立上海美术专科学校等校任教，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长期在山东师范大学任教）、陈洪（长期
任教于南京师范学院）、曾雨音（一直在福建师范学院音乐系任教）、杨树森（开始在华东师范大学
音乐系任教，后随该系多数教师转入西北师范大学音乐系任教）、刘已明（一直在湖南师范学院、湖
南师范大学音乐系任教）等人；而有些教师后来由于种种原因又被抽调到了专业音乐院校，如应尚能
和刘雪庵（他们开始先后在华东师范大学音乐系任教，后调任北京艺术师范学院音乐系，至1964年后
均转人中国音乐学院）、钱仁康、张隽伟和洪达琦（他们开始在华东师范大学音乐系任教，1956年即
调入上海音乐学院任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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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现代音乐史纲(1949-2000)》：中央音乐学院“十五”“211工程”教材建设立项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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