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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论文集编入了60余篇论文，涉猎的学术领域较宽，跨越的时间较长，不仅囊括了20世纪60年代至今不
同时期教师的学术思想，而且也是中央民族大学音乐学院学术发展历程的真实见证，包括民族音乐篇
、西洋音乐篇两个部分。
     本论文集汇集了中央民族大学音乐学院教师的科研成果。
论文作者既包括了学校现在任职的中青年教师，也包括曾经在民大工作多年的老教师。
虽然论文集包含的内容，仅是教师们多年来积累的学术成果中的一小部分，但是文集里辑录的数十篇
论文，清晰地展示出音乐学院学术研究的传统、基本方向、发展脉络、学术视野和理论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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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孟新洋，男，满族。
1956年12月生。
中央民族大学音乐学院院长、声乐教授、硕士生导师、中国声乐家协会常务副主席、中国音乐家协会
民族音乐委员会副主任、中国民族声乐艺术研究会副会长、中国少数民族声乐学会常务副会长、北京
音乐家协会副主席。
曾多次担任文化部“文华奖”全国声乐大赛评委；第十届、第十一届“孔雀杯”全国少数民族声乐大
奖赛专家评委；2008年担任第十三届中央电视台“青年歌手电视大奖赛”决赛专家评委；2008年担任
文化部“文华奖”第八届全国声乐比赛评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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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七、与扬琴有关的改革与创新　　1．琴竹，也称琴笕，它是扬琴不可缺少的演奏工具，早期中
国传统扬琴所用的琴竹质地较软，20世纪30年代辽宁盖县民间艺人赵殿学改革自制了硬质琴竹从而发
展出了颤竹、颤竹滑弹等技术技巧，应用于其编曲的《苏武牧羊》中流传至今，而今这种硬质琴竹已
非东北扬琴学派一家专用，它已经普及为中国扬琴普遍使用的演奏工具了。
　　由沈阳音乐学院张学生创制的双头琴竹在项祖华创作的扬琴独奏曲《林冲夜奔》部分章节中使用
后，给乐曲增加了感染力，取得了很好效果。
　　为了适应宽音域扬琴的演奏需要，本人创制了一种“403琴竹”，其琴竹的头部粗细不等，高音区
用前端，低音区用尾端，中音区则用琴竹头的中部击奏，这样能使各音区声音达到平衡统一音色悦耳
。
另外，本人还创新了一种三笕头琴竹，单竹单击时可奏出单音、双音和三个音，双竹齐奏时可奏出完
整的三和弦、七和弦等，在本人所创作的扬琴独奏曲《三月大理行》等乐曲中使用时，为乐曲增色不
少。
　　2．滑音指套，扬琴是一种固定音高的乐器，奏一音发一音，奏不出滑音、抹音等婉转如歌的声
音效果，20世纪60年代郑宝恒新创了一种在扬琴弦上滑弦的工具——滑音指套，利用扬琴余音较长的
优势，运用滑音指套在弦上滑奏可奏出类似古筝的压音、拉弦乐的抹音和电吉他滑音的效果，这种在
演奏工具上的创新和发展扩展了扬琴在演奏领域中的深度和广度，提高了乐器的表现能力。
　　3．制音器，要制止不必要的余音混响，要提高演奏效果和质量，就应该重视安装制音器的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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