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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改革开放以来，政治环境的改变使中国社会逐步开放重新与外界建立的联系使中国的音乐家们有机会
接触到世界上各种不同的创作技法与风格，以及许多新的音乐思潮，这一现象最终促成了“新潮音乐
”的出现。
从运用20世纪创作技法来加工民族音乐素材的方面来看，“新闻音乐”作品与之间的中国音乐作品在
音响概念、乐曲构思、美学观念等方面有很大的区别。
在涌现的一批具有创新精神的“新潮”作曲家当中，陈怡是阳具代表性的人物之一。
本书通过对陈怡的生平及她的一些代表作品的介绍，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音乐大潮中一个流派的发
展。
　　本书的写作始于2000年笔者在美国北德克萨斯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期间。
本书力求将内容建立在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因此很多内容都来自于笔者本人与作曲家之间的通讯往
来，包括电子邮件、电话交谈等，具有绝对可靠性。
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作者还参考了许多前人的研究成果，在书中作为第二手资料的来源。
书中对第二手资料的引用都作了一一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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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黎颂文，博士，钢琴家，现任广州星海音乐学院钢琴系副主任、副教授及研究生导师。
1986年间获全额奖学金　赴美国路易斯安娜州立大学深造师从杰克格里（Jack Guerry）博士，期间获
路州大学协秦曲比赛第一名及路易斯安那州美国全国音乐教师协会钢琴比赛第一名，并于1994年获该
大学钢琴演奏专业硕士学位。
1994年起获得全额助教奖学金进入美国北德克萨斯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师从国际著名钢琴演秦及教育
家约瑟夫班诺维茨（Joseph Banowetz）教授。
除钢琴演奏外，黎颂文还对其它音乐领域，如交响乐、歌剧、室内乐等方面进行了广泛探索，并同时
学习乐队及合唱指挥，师从著名乐队指挥家安舍尔布鲁斯罗（Anshel Bruslow）及合唱指挥家亨利吉本
斯（Henry Gibbons）教授。
黎颂文于2001年以全优成绩获北德大钢琴演奏博士学位。
他的博士论文《中西合璧－－陈怡钢琴独奏作品中的中国民族主义风格》受到专家学者的广泛好评。

　　黎颂文积极参与各种演奏及学术活动，在国内外多处，包括广州、深圳、北京、奥地利Eisenstadt
市、香港举办了个人独奏音乐会及学术讲座。
所有艺术活动均受到各地同行的积极评价。
从2004年开始已应邀每年夏季在欧洲历史最悠久、由奥地利维也纳音乐与表演艺术大学主办的大师班
任教。

　　除积极参与各种演出活动外，黎颂文还在学术研究方面努力开拓。
他的学术文章已经在美国高度专业性的音乐杂志“Journal of Music in China”（《音乐中国》）和《星
海音乐学院学报》上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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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引言第一章　1949年至80年代中期的历史背景以及音乐在社会中起的作用第二章　20世纪70年代末
至80年代中期民族音乐风格的发展　一、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民族音乐风格　二、“新潮音乐”和它
在开拓民族风格上不同的追求第三章　“新潮音乐”作曲家陈怡　一、陈怡生平介绍及她的艺术成长
道路　二、陈怡部分作品简介第四章　陈怡的作品《多耶》、《八板》、《宁》中的民族音乐素材　
一、《多耶》　二、《八板》　三、《宁》　结论附录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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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1949年至80年代中期的历史背景以及音乐在社会中起的作用    1949年1O月1日，新成立的中华人民
共和国的领袖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向全世界宣布：新中国成立了!它标志着几千年中国封建、半
封建与半殖民地历史的结束以及一个统一的、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央政府领导下的新中国的开始。
全国人民以及在世界各国的华人对这一历史时刻欢呼雀跃。
他们似乎已经看到了一个能与其几千年历史相配的繁荣富强的现代化中国即将出现，而将这一梦想变
成现实将是他们最伟大的责任。
正是这种信念使人们史无前例地团结在一起。
    建国初期的文化发展经历了前所未有的繁荣。
新中国的成立使人民在思想上心理上获得了极大的振奋，人民终于成为了自己命运的主人。
并且国家在文化发展上提倡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大大地刺激了音乐家们的创作热情。
在此期间，一批优秀的音乐作品被创作出来，如丁善德的管弦乐曲《新疆舞曲》、李焕之的管弦乐曲
《春节序曲》、马思聪的管弦乐曲《森林之歌》、马可的歌剧《刘胡兰》等。
这些作品得到党和政府以及广大群众和专业工作者的充分肯定。
    从1957年开始，由于一些政治运动的开展，一些知识分子被错划成“右派”，同时有大量的知识分
子被送到工厂和农村去接受“再教育”。
在如此的政治背景下，音乐为政治服务的作用，体现在大量为宣传政治运动而创作的音乐作品的出现
。
然而，这类作品似乎都是从同一个模子中铸造出来的，之前几年在作品中体现的创造性、活力和多样
性几乎完全消失了。
尽管如此，一些音乐家们还是努力创作出了一些有很高艺术水平的作品，如刘诗昆和黄小飞的《青年
钢琴协奏曲》、张敬安和欧阳谦叔的歌剧《洪湖赤卫队》、吴祖强和杜鸣心的芭蕾舞《美人鱼》及何
占豪和陈钢的小提琴协奏曲《梁山伯与祝英台》等。
这一批音乐作品在当时是深受欢迎的。
    从1961年到1964年，是一段社会相对平和的时期，社会生活逐渐恢复正常。
一些被错划的“右派分子”获得平反。
但是好景不长，随即而来的政治冲击波打破了稳定发展的文化气候，某些音乐领域被扣上了“封、资
、修”的帽子，并被抨击为背离了文化发展道路，凡是“鬼”的作品内容(包括已故音乐家的古典音乐
作品)，都受到严厉批判，被称为没有“为工、农、兵服务”。
大批判的影响马上全方位地渗透到整个音乐创作领域。
在音乐风格内容上，德彪西和法国印象派作品被特别点名为所有极端反动和颓废的形式的源泉及所有
最腐朽的艺术表达形式的根源。
从此之后，西方音乐惟一可以接受的只能是以贝多芬早期到中期的音乐作品中所表现出来的风格与内
容。
应该说，从建国后至“文革”前的17年，音乐艺术(包括音乐作品)所呈现出来的繁荣景象是空前的，
但由于不断掀起的极左浪潮以及半封闭的对外文化交流政策，干扰着音乐创作的更大发展。
P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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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的音乐文化在如何保留自身原有传统又同时适应时代的发展问题上进行了许多的探索，并取得了
丰硕的成果。
在涌现的一批具有创新精神的“新潮”作曲家当中，陈怡是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之一。
本书通过对陈怡的生平及她的一些代表作品的介绍，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音乐大潮中一个流派的发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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