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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马长春音乐史学文集：历史的批判与批判的历史》收录了作者近十年有关中国近现代音乐史学
的主要代表作，涉及音乐史学本体论、音乐家研究、音乐思潮研究、音乐专题史研究和音乐史学批评
等几个方面。
新史料、新视角、新观点，成为本文集鲜明的学术特色。
特别是作者在中国近现代音乐思潮领域的研究，被学界评价为“不仅为治中国近现代音乐史者所不可
不读，对洽中国近现代文化史者也有很高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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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冯长春，1971年生，山东临沂人。
先后于1999年、2005年在中国艺术研究院获音乐美学方向硕士学位、20世纪中国音乐史研究方向博士
学位，2008-2011年在上海音乐学院博士后流动站从事中国近现代音乐史专题研究。
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音乐史和音乐美学的教学与研究。
发表论文六十余篇，出版专著、译著、编著六部，参与撰写学术著作多部，主持完成教育部人文社科
规划课题《现代中国音乐思潮研究》。
科研成果多次获省部级奖项，专著《中国近代音乐思潮研究》获第二届国家新闻出版总署“三个一百
”原创图书奖。
现为华南师范大学音乐学院教授、音乐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中国音乐史学会副会长，中国音乐
美学学会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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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自序
一、音乐史学本体论
历史的批判与批判的历史——由“重写音乐史”引发的几点思考
新时期中国近现代音乐史学研究观念的更新与实践
二、音乐家研究
黄自是否了解西方现代音乐理论？

萧友梅音乐教育思想管窥——从萧友梅有关音乐教育的几项提案谈起
乐坛夫子学苑师范——贺缪天瑞先生百岁华诞
一份尘封了半个多世纪的珍贵史料——陈洪《绕圈集》解读
如何历史地评价青主的音乐贡献？

音乐是上界的语言——位诗人作曲家的音乐观
三、音乐专题史研究
两种新音乐观与两个新音乐运动——中国近代新音乐传统的历史反思
中国近代新音乐文化的滥觞——辛亥时期音乐文化巡礼
豪情壮志的音乐年代——“大跃进”时期的音乐文化
“文革”音乐的“样板”——革命样板戏的前因后果及其本质特征
四、音乐思潮研究
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国粹主义音乐思潮
新音乐的理论基础——以救亡音乐思潮为背景
分歧与对峙-20世纪三四十年代有关“学院派”的批判与论争
“新音乐”与“战时音乐”——关于音乐与抗战的论争
中国近代科学主义音乐思潮探析
“土嗓子”与“洋嗓子”的对唱——20世纪中叶的中西唱法论争
被禁唱的领袖颂歌——建国初期对《毛泽东之歌》的批判
五、音乐史学批评
在批评中构筑历史——居其宏著《新中国音乐史》读后
明珠翠羽乐话西中——读20世纪30年代《音乐周刊》廖辅叔音乐文论
中国新音乐史的宏大叙事与深度批判——刘靖之著《中国新音乐史论（增订版）》读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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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934年，张吴发表了《从音乐艺术说到中国的实用主义》一文，文章的主旨，用文中最后两句话
可以概括：“为着中国民族的前途我们要求人民的精神生活与物质生活平衡，艺术建设与科学建设机
会平等。
在小学、初中、高中以及大学的艺术教育与科学教育之设施平等。
”吕骥在读到这篇文章后，旋即对其提出了尖锐的批评。
不过，吕骥对这篇文章主旨的把握显然是有偏差的，这不但表现在他并没有就张昊提出的“实用主义
”问题展开论辩而是抓住文中顺便提及的“复古”一词展开了尖锐的批判，并且由此引申出这样的句
子：“从这里可以看到汀石君是怎样的一个自由主义者、怀古主义者”，“事实上他已经是比六朝五
代元清还不如的现代中国的音乐专科学校的学生”。
吕骥的批评文章发表后，张昊随后撰文进行答辩，对吕骥所针对的“毒害音乐”、“复古”以及“比
六朝五代元清还不如的现代中国的音乐专科学校的学生”等论点给予反驳。
　　吕骥文章中所出现的“比六朝五代元清还不如的现代中国的音乐专科学校”一句显然是不妥的，
它不仅令张昊本人难以接受，同时也引起了国立音专校友的不满，署名“东正”的批评短文即是针对
这一点的。
东正的文章认为，吕骥不应因反对张昊的观点而诋毁其本人也曾几次就读过的国立音专，恰恰相反，
在东正看来，国立音专“对于世界音乐艺术在理论技巧两方面的研究努力与成功，已获得社会的定评
”，吕骥的批评是不符合事实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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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在对历史的批判中构筑批判的历史，不仅是音乐史学的研究要求使然，一切历史的研究都是如此
。
以批判意识和百家争鸣的史学姿态面对音乐史学特别是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的研究，是这一学科得以向
纵深发展的必由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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