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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怀着难以言表的激动心情捧读《中国大提琴发展史》，这是我企盼已久的我们大提琴界自己的书
。
大提琴作为音乐领域表演艺术中的一个小小项目，史学家们在修音乐史时不可能太多的关注和涉猎到
我们的问题。
然而，作为这一专业的从业者，为了事业的繁荣和发展，以至对个人特点的分析和确认，能了解本专
业的发展史和传承关系，将有利于总结经验教训正确评估成就和得失，以收到“以史为鉴”的好效果
。
　　万事开头难，要撰写前人从未触及的一部跨越近三百年历史长河的专史真是谈何容易！
这是一项十分严谨细微、耗时耗资的艰巨工程，尽管如今是信息时代，但仍需要从调查研究搜集资料
人手，要查找线索、采集资料、专访取证，不少事情还必需亲临其地才能有所收获。
刘欣欣、刘学清为写此书不畏艰辛，耗费大量资金，多次往返，行程几万里，投入全部业余时间，经
常不分昼夜，不顾疲劳地反复查证核实、梳理、归类各种资料。
他们只要发现一点儿线索，就想方设法予以扩大，穷追到底，从不轻易放弃。
记得有一次，学清向我咨询一位同行的情况和去向，我当时认为他已改行了，下落已不太清楚，要找
到他会很费周折，建议不必再花功夫了。
但学清说：“我是为了找到他好核实与他曾同时工作的其他两位的情况，其中一位已去世了，因而尽
可能找到另一人证实才放心采用这个资料，因这是口述的材料。
”这种认真负责的精神使我十分感动，也使我增强对他们所用材料的可信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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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大提琴艺术发展史》共分12章，内容方面以时间为经，以人物、事实为纬进行叙述。
从1711年大提琴传入中国开始写起，一直写到2008年大提琴在我国当下的发展。
在讲述大提琴艺术在我国发展的同时，还记录了我国著名大提琴演奏家和大提琴音乐出版和乐器制作
的情况。
　　《中国大提琴艺术发展史》是刘欣欣、刘学清兄妹二人耗时8年多的时间，在广泛搜集资料、采
访当事人的基础上写作而成的。
该书史料扎实、叙述完备，丁孚祥、李德伦、廖辅叔等五十余位音乐界及大提琴界专家、学者接受了
作者的采访，并为该书写作提供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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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二章 民国时期大提琴事业发展情况（1911～1949）　　一、大提琴艺术在哈尔滨　　俄国人在
哈尔滨建立“黄色俄罗斯”的同时，他们也将西方音乐文化输入到了中国。
哈尔滨的西方音乐文化由小到大逐渐向专业化发展。
据俄文版《铁路工商指南》记载：1912年哈尔滨人口为68，549人，其中不含其他国侨民，仅俄侨就
有43，091人，占总人数的62％。
到了俄国“十月革命”后，据1922年统计，在哈尔滨的380，206万人口中，俄侨人数是196，510人，占
总人口数的51.69％。
随着哈尔滨俄侨人数的不断增加，俄侨的音乐文化需求日益迫切，于是，许多俄罗斯音乐家纷纷来到
了这块异域的土地上。
据不完全统计，在这一时期到哈尔滨开大提琴独奏音乐会的演奏家有亚·维尔日比洛维奇、利维延、
博古米尔·西科拉等人。
西科拉的演出时间是在1911年夏季的一个淋雨日，地点在商业俱乐部（商务会馆）的前厅。
亚·维尔日比洛维奇在哈尔滨的演出受到当地侨民的热烈崇拜，他的演奏地点在达尼洛夫斯基影剧院
。
侨民们称他为俄罗斯的“大提琴之王”，并认为他的演奏完美绝伦。
1905～1928年，彼得堡音乐学院由格拉祖诺夫任院长期间，彼得堡音乐学院里形成了著名的里姆斯基
一柯萨科夫的作曲教育学派，列舍季茨基和叶西波瓦的钢琴艺术教育学派，奥尔的小提琴教育学派，
达维多夫和亚·维尔日比洛维奇的大提琴教育学派，尼先·萨洛曼和埃韦拉尔季的歌唱教育学派。
这些教育学派的建立巩固了俄罗斯艺术的世界性声誉。
亚·维尔日比洛维奇做为世界上重要的俄罗斯大提琴教育学派的创始人，演奏艺术炉火纯青，被哈尔
滨俄罗斯侨民称为“大提琴之王”，当属名副其实。
　　亚·维尔日比洛维奇是彼得堡音乐学院的大提琴教授、大提琴之父达维多夫的学生、俄罗斯大提
琴学派的开创者之一，他把达维多夫的艺术思想与技巧融会贯通，形成了自己的演奏风格。
　　⋯⋯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大提琴艺术发展史>>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