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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自1985年进入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生部、1988年毕业留在中国音乐研究所从事研究工作算起，至
今已经25个春秋。
从走进恭王府的那一刻，似乎一生的精神就此定下来了，与这座“侯门一入深似海”的王府连在一起
的传统文化景观，如不解之缘，成为岁月“照影”的“旧池台”。
由此，二十余年的写作与采风，也从那一刻开始断断续续、不绝如缕。
那年是而立之年，转眼之间，已像我第一次步入恭王府时遇到的老师一样到了知天命的“头如雪”时
段。
　　文集中的文字跨越了20余年，对于发表过的东西，都因这次编辑成书作了一点加工和修订。
过去尚未有现行的学术规范，引文难免不讲究，也算岁月留下“照影”中的荫翳吧。
大部分文稿都发表过，只有少量写于20世纪80年代末的文稿未曾发表，那是一家出版社约写的书稿，
后因变故中止，稿件也就压了下来。
随着岁月流逝似乎也流逝了勇气，不知道该不该拿出这些有点年岁的东西示人。
　　翻检旧文，常颂“惜福”。
倘若没有思想解放进入恭王府跟随迄今无人企及其精神境界的黄翔鹏先生这样的导师，没有改革开放
时代才有机会常驻香港四年的学习经历，没有打开国门踏出世界乃至坐在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
圆形会议室代表国家行使学术仲裁权的经历，没有传统文化复兴及在“后现代”语境下对“非物质文
化遗产”重新定位的思考，就不可能产生这些文字，凡是30年来重要历史事件激发的变革以及与国家
命运紧密相联的个人学术经历中的“协奏交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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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倘若没有进入恭王府跟随黄翔鹏先生这样的导师，没有打开国门踏出世界乃至坐在巴黎联合国教科文
组织总部圆形会议室代表国家行使学术仲裁权的经历，就不可能产生这些文字，凡是三十年来重要历
史事件激发的变革以及与国家命运紧密相联的个人学术经历中的“协奏交响”，都对本书中既是学术
、又是历史的个人化写作产生了直接或间接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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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振涛，1955年生于山东济南。
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博士研究生导师、《中国音乐学》主编。
1987年获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生院文学硕士学位、1995年获该院文学博士学位、2001年获香港中文大
学哲学博士学位。
 
    曾任香港中文大学助理研究员(2001)、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口头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国
际评委(2005)、“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家委员会”委员(2006)、国家新闻出版署“政府奖”评委
会委员(2007)、全国社会科学基金文艺学项目评委(2009)。
 
    著有：《笙管音位的乐律学研究》、《冀中乡村礼俗中的鼓吹乐社——音乐会》、《诸野求乐录》
、《风声入耳》，发表论文百余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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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谜　串珠集珍  合零成整 　 ——写在《中国音乐文物大系·湖北卷》出版之际奏鸣曲　中国第一首
“跑了调”的歌  　——十二音体系和罗忠镕的《涉江采芙蓉》　寄情山水放歌边陲  　——中国当代
交响乐启示录之一　构思与标题  　——中国当代交响乐启示录之二　黑白心潮　世界乐坛上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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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他的学术人生    《黄翔鹏文存》编后记　百岁学人缪天瑞　曹安和先生生平及学术成就　我的钢琴
老师　木卡姆——周吉的心醉之源　风起田野  ——杨荫浏与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的民间音乐
考察　怀满铿锵  ——中国乐器收藏与李元庆的学科意识三重奏　享受历史  ——《中国音乐学》创
刊20周年暨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  　《中国音乐年鉴》第九届年会致辞　对得起这样的书名  　——《
中国音乐年鉴》20卷感言　我们的传统  　——《音乐文化》2008卷发刊词　心怀敬畏  　——《音乐
文化》2009卷发刊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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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字象征的历史文化记忆，就是所有面对它的城市人心头感到沉甸甸的原因。
经过民族记忆中断的极端年代，老谱本本身就是一种象征，代表着传统文本守护者的文化品格以及田
园风光、牧笛悠扬的温存记忆。
　　赵讽是部长级干部、全国政协委员，最令乐师自豪，也最令当地干部无奈。
他几乎年年来，总是带上两瓶好酒，与乐师们痛饮两杯。
部长级干部对民间乐社的关注在当地产生了巨大影响。
他的头衔对于地方官来说具有震慑作用。
他都来了，别人不能不来？
再推脱“日理万机”也说不过去呀。
他给冯月池写下的“天下第一钹”的墨宝传为名句。
这位在学术上、政治上有点让年轻一代接受不了的领导人的是非功过这里不予评价，但他对这家民间
乐社的深厚情感和坚定支持，着实另人刮目相看也令人感动（2007年，乐社在赵沨诞辰90周年、去世
五周年的纪念日，采用传统方式到中央音乐学院演奏，以报知遇之恩）。
　　中国的地方官员十分清楚，对于不是直属的上级领导，即使是京城高官，其指示对仕途的影响，
不能说完全不起作用，也是基本不起作用。
京城高官不能直接制裁他们。
但地方官员又希望结交一批京城高官，因为那些鼎鼎大名以及与他们的合影，都是向当地官员和同事
显耀的资本。
结交名流是历代官员的通识，为了显示身份、文化修养和若隐若显的背景，这种资源就成了资本。
如果把京城官员的话都置若罔闻，也就把自己的路给堵死了。
　　正是与职位或高或低的城里人打交道的经历，使林中树逐渐认识到农民身份的有利与不利，并充
分利用其两面性。
有利的是，他是一个普通农民，嘴里说出的话可以没轻没重。
他的朴实憨厚，使提出的任何要求都让城里人觉得合理，只要不难办，都应该给予帮助。
城市人认为能够给予满足的，不会拒绝其要求。
修路的要求固然很高，但即使是这项要求，从他嘴里说出来也恰如其分，属于官员认可的范围。
虽然回应要求不是一个人所能够决定的事，但一群憨厚农民年复一年不断提及，自然给当地政府无形
压力。
双方的交流逐渐发生着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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