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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书是为高等音乐艺术院校、艺术学院及高等师范院校中的音乐院系、艺术职业学院中的音乐专业本
科、专科学生编写的当代音乐史教科书，同时亦可作为中国近现代、当代音乐史方向硕士生和博士生
的专业教材或参考教材之用。
在开卷之初，有必要将本书撰写与教学的相关问题阐述如下。
一、本书的性质与任务本书的性质既然是一本当代音乐史教科书，与其他在当代音乐史方面的个人学
术著作既有共同点，也有相异处。
两者都必须坚持史实第一性的治史原则，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秉笔直书、不虚美、不掩过的史学精神
——这便是它们的共同点。
在这个总前提下，由于个人学术著作所承载的是学者独创性成果，因此不但允许而且提倡史学家对同
一历史现象有不同的解读和个人创见；而历史教科书所承载的则是学界已有共识的知识性成果，因此
并不主张史学家将过分个人化的结论写进历史教材，以免误导学生——这便是两者的相异处。
有鉴于此，本书努力遵循历史教科书的写作原则，尽可能对作为历史描述对象的音乐现象做客观公正
的记叙。
当然，历史教科书不是史料、史实的简单罗列，史家的历史评价和经验总结永远无法回避。
对此作者采取的应对原则是：凡属学界已有共识的结论，则如实采纳之；凡学界对同一对象存有不同
看法者，则采取诸说并存的方式处理；当学界对某个对象迄无一说时，则尽可能提供作者的一得之见
，以备学界同行及各校师生参酌。
本书既名为《共和国音乐史》，顾名思义，它的任务是记叙1949年共和国成立至2008年我国音乐艺术
各领域的发展历史，将60年来的各个历史阶段，我国音乐家在音乐创作、音乐表演、音乐理论与批评
、高等音乐教育等各个主要专业领域的代表人物、代表作品及其主要成就和历史经验按照历史递进顺
序忠实记录下来，并通过一定时段的教学，让学生对共和国60年的历史上我国专业音乐艺术所走过的
光辉而曲折的历程及其来龙去脉有一个基本的了解，熟悉其中有较高成就或产生过重要影响的的作品
、人物、事件和文献，并鼓励学生对书中关于正反两方面历史经验的诸多思考和结论持有各自的独立
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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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共和国音乐史（1949-2008）》是为高等音乐艺术院校、艺术学院及高等师范院校中的音乐院系
、艺术职业学院中的音乐专业本科、专科学生编写的当代音乐史教科书，同时亦可作为中国近现代、
当代音乐史方向硕士生和博士生的专业教材或参考教材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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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主要论域及论点第三节 对“回顾与反思”的回顾与反思第六章 回流时期的音乐思潮与创作第一节 
回流时期的音乐思潮第二节 回流时期的音乐创作第五编 后新时期的音乐繁荣(1992——2000)第一章 "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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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观与新挑战(2001——2008)第一章 新世纪音乐创作的灿烂景观第一节 大型器乐曲第二节 民族管弦乐
曲第三节 声乐作品第四节 歌剧音乐剧第五节 舞剧音乐创作第二章 新世纪音乐创作思潮的激情碰撞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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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谱例之编号、曲目与页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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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在建立正规化、专业化剧场艺术使命的感召下，音乐表演艺术家怀着为新中国放声歌唱的激情
，不断提高自身的政治、思想、艺术素质，增强音乐修养，锤炼表演技能，在各个领域涌现出一批卓
有建树的表演艺术家；在他们的共同努力下，缔造了共和国创建初期音乐表演艺术的初步繁荣。
1.声乐表演艺术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活跃在乐坛上的歌唱家，主要有三部分人组成：其一是解放前后从
海外留学归来或解放前在国内随外国声乐家学习的美声歌唱家，如在解放前便以中国声乐界“四大名
旦”著名的喻宜萱、黄友葵、郎毓秀、周小燕，以及应尚能、蔡绍序、满谦子、李志曙、楼乾贵、朱
崇懋、张权、高芝兰、邹德华、姚牧等人；其二是来自解放区的以民族唱法为主的歌唱家，如李波、
王昆、郭兰英、管林、任桂珍等人；其三是解放后从民间歌手中涌现出来的歌唱家，如黄虹等人。
周小燕，女高音歌唱家。
早在40年代初便进入上海音乐学院学习声乐，不久赴法国深造，并在欧洲乐坛上以“中国之莺”闻名
。
新中国成立前夕归国，任教于上海音乐学院，同时亦经常在国内外音乐会上演唱，努力用自己的歌声
为工农兵听众服务，并在国际乐坛上为新中国赢得友谊和赞誉。
其嗓音纯净透明，花腔玲珑自如，歌唱时注重作品风格和意韵的表达。
因通晓欧洲多国语言，演唱法国、德国及意大利等国艺术歌曲造诣尤深。
张权、邹德华是建国初期在音乐会和歌剧演出中均十分活跃的女高音歌唱家。
前者在40年代即在中国歌剧《秋子》中成功地扮演女主角而蜚声乐坛，后留学美国。
共和国成立不久即归国，进人中央实验歌剧院，曾主演过意大利歌剧《茶花女》等。
后者在40年代后期曾就读于美国著名的朱丽亚音乐学院。
共和国成立之初归国，在中央实验歌剧院主演过意大利歌剧《茶花女》、《蝴蝶夫人》及中国歌剧《
草原之歌》等。
王昆，在延安时代即以优美歌声闻名，1945年因首演中国歌剧《白毛女》、成功塑造了喜儿形象而成
为陕北根据地家喻户晓的歌唱家。
解放后仍经常在音乐会上演唱。
李波先以在延安演唱《翻身道情》而闻名，后又成为《白毛女》中黄母一角的首演者。
郭兰英，原是山西梆子演员，后投身革命文艺队伍。
她在歌剧《白毛女》中所扮演的喜儿，因其唱演俱佳而更具艺术感染力。
解放后，在拍摄的同名电影中担任喜儿（角色由田华扮演）的主唱。
被公认为喜儿这一艺术形象的经典阐释者。
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央实验歌剧院担任主要演员，曾主演《小二黑结婚》、《刘胡兰》等多部中国民族
歌剧，因其表演真实自然、演唱声情并茂而成为共和国成立初期最著名的歌剧表演艺术家之一。
此外，亦经常在音乐会上演唱民歌或根据民歌音调编创的创作歌曲，如《南泥湾》等。
其嗓音甜美亮丽，吐字清晰圆润，行腔细腻婉转，民族风格醇厚，歌声极具个性魅力。
她为电影《上甘岭》录制插曲《我的祖国》所达到的动人动听的艺术境界，至今无人能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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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本《共和国音乐史》是在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总编辑俞人豪同志的一再邀约与紧
逼之下完成的。
早在5-6年前，即我的《新中国音乐史》出版之后不久，他就对我说，应该在这本书的基础上，按教学
要求和教科书体例，为高等音乐院校和师范院校音乐专业本科生、硕士生编写一本教科书《共和国音
乐史》，在历史时段上与《民国音乐史》相衔接，共同构成“20世纪中国音乐史”的大框架，以满足
各院校教学之需。
鉴于他的这个设想很好，我当时就将这个任务接了过来。
未曾想，此后数年间一直被各种科研和教学任务紧紧缠住，令我分身乏术，不得已将这件事情延宕下
来。
此后俞人豪同志几次见到我，非但对此事紧追不放，同时又提出在这本教科书中增配一盘多媒体课件
的新构想。
从方便教学的角度说，这当然是一个绝妙的创意；然而对我这个电脑智商很低的人来说，无异又在头
上压了一座大山。
尽管如此，我知道这是必须完成、无法推卸的任务，于是便将这个任务交给了当时还在南艺攻读博士
学位的韩启超同学，并在2008年7月毕业、到浙江师大报到前已经完成了课件的初稿。
然而由于其他繁重的科研和教学任务迫在眉睫，本书的文字部分却迟迟未能启动。
一晃就到了2009年1月。
这是共和国成立60周年的大庆之年，这本《共和国音乐史》已经不能再拖了。
于是我问俞人豪：如果这本书在5月底交稿，出版社能否保证在国庆前见书？
谁知他答日：这是重点图书，要给编审和修改留出足够时间，因此，如要在国庆前出版，就必须在3
月底交出初稿。
此言一出，顿时令我大汗淋漓，立马放下手中一切工作，将全身心变成一架开足马力、高速运转的机
器，争分夺秒对原稿进行增删修改，一天也未休息，时刻不敢怠慢——如此这般，便将我的整个寒假
和春节统统搭了进去，并在紧赶慢赶之下，如期在3月底将本书初稿交到俞人豪同志手里。
我知道，俞人豪本人就是国内著名的音乐学家，在此前几本书的合作中，他的审稿尺度之严、态度之
细我是领教过的；这本《中华人民共和国音乐史》由他本人担任责任编辑，在初稿交给他不到10天，
就给初稿的历史分期问题、音乐创作与理论批评详略关系的处理问题以及作者评价的公正性问题提出
了一系列重要的商榷意见和修改建议，同时在征得我的同意后又将书稿送到戴嘉枋、梁茂春两位同行
案头，请他们提出审读意见。
这种严肃认真的编审作风，在令我感动之余，更为本书写作与编审质量的提高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
因此，本书之所以能够以现在这个面貌出版，首先要衷心感谢俞人豪、戴嘉枋、梁茂春三位同行，若
没有他们真诚、坦率、中肯的意见和建议，本书势必留下更多遗憾和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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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共和国音乐史(1949-2008)》是由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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