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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音乐四哭、呜呼！
词章！
论小学校唱歌科之材料、《和平进行曲》附录、《雅乐新编·初集》绪言、关于国民音乐会的谈话、
国乐改进社缘起、听过上海市政厅大乐音乐会后的感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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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明言，1962年10月出生。
1998年人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学系攻读博士学位，2001年获文学博士学位，2004年人中国艺术研究院博
士后流动站，2006年完成研究出站并获得人事部博士后资格证书。
现任天津音乐学院教授，中国音乐评论学会秘书长，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中央音乐学院音乐
学研究所专职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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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一、理论总结纪录百年批评驱动世纪音乐——20世纪中国音乐批评史料问题概观透过文本看人物—
—20世纪中国音乐批评人物鸟瞰二、范文导读中国音乐改良说《乐典教科书》自序告诗人《国学唱歌
集》序日本之音乐非真音乐音乐四哭呜呼!词章!论小学校唱歌科之材料《和平进行曲》附录《雅乐新
编·初集》绪言关于国民音乐会的谈话国乐改进社缘起听过上海市政厅大乐音乐会后的感想《音学》
自序音乐与人生我亦来谈谈所谓国乐问题新国乐的建设我对×书店乐艺出品的批评《梅兰芳歌曲谱》
编者序对于大同乐会拟仿造旧乐器之我见音乐短论中国歌舞短论最近一千年来西乐发展之显著事实与
我国旧乐不振之原因乐评丛话一年来之中国音乐中国新音乐的展望十年来音乐界之成绩关于我国新音
乐运动所谓新音乐中国新音乐的路向我们应该怎样来理解新音乐与新音乐运动——并答陆华柏先生音
乐批评关于音乐批评论礼乐为现代当务之急儒家礼乐设教的几种理论从一个作品看一种倾向新情况，
新问题从广播音乐谈到介绍西方音乐问题对有关器乐问题的几点意见我对音乐中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
理解论音乐的创作与批评——中华全国音乐工作者协会全国委员会扩大会上专题发言作曲家要有自己
的个性和独特的风格关于音乐理论批评工作中的几个问题——根据在中国音乐家协会第二次理事会(扩
大)会议上的发言改写论对星海同志一些交响乐作品的评价问题漫谈音乐创作集体创作要与个人独创精
神相结合风格杂谈民族器乐的新发展交响音乐创作的技巧“卡”不可畏论音乐批评杂谈从小提琴协奏
曲《梁祝》想到的几个问题关于器乐塑造形象的几个问题从“千音同声，万音同形”谈起个人艺术风
格的发展京剧《红灯记》的音乐革新革命的芭蕾舞剧好得很——喜看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试论音
乐革命化和民族化、群众化的关系戏曲音乐推陈出新的好样板——谈京剧《红灯记》音乐的几点革新
器乐创作的艺术规律抒情歌曲杂谈音乐的社会功能问题关于音乐文化建设问题关于我国音乐文化落后
原因的探讨音乐的美与审美观在变化抒情歌曲随谈关于器乐作品创作问题我国钢琴音乐创作的发展我
国音乐创作“新潮”纵观观念更新及其自觉意识论音乐批评的自觉意识建国以来音乐评论中的若干问
题风云际会抒狂狷——“中青年音乐理论家座谈会”述评归来兮，批评之魂——中青年音乐理论家对
音乐批评的反思与呼唤音乐批评的历史反思崛起的一群迷惘的一群——评音乐新潮关于当代音乐史的
思考关于音乐新潮理论的思考关于音乐基础理论研究的反思音乐理论的历史反思对我国流行音乐历史
的思考八十年代器乐曲创作掠影来也匆匆风雨兼程——通俗音乐十年观四十年来我国音乐理论建设的
回顾中国当代音乐理论概貌三议音乐创新之路究竟应该怎样走——从谭盾作品音乐会说起音乐学人的
现实生存、历史责任与分化转型应以开放意识观照“谭盾”现象——兼与蔡仲德先生探讨从寻觅到宗
教——对《黄孩子》、《阿姐鼓》文化意蕴的读解音乐何需“懂”——重塑音乐审美观念关于西方音
乐特征的历史透视和反思在音乐教化和艺术审美的广阔空间——中国(大陆)当代音乐创作的多元发展
态势及复合文化品位对现代音乐的美学思考引文、注释和参考文献目录应该进一步规范化——关于音
乐论文写作的通信之三文献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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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三、基本对象从史料层面上看：如果按照一般的艺术批评的学理来理解，只有将音乐批评作为
一种严肃而神圣的事业，相对独立而客观地从事于批评实践、批评理论的建树工作的文论，才可以被
视为20世纪中国音乐批评的相关史料。
但是，由于中国特殊的国情，从若干历史时段上看，音乐家的音乐批评活动一直是被社会主流意识形
态牢牢地“笼统”着的，甚或经常有政治家、政客等出来撰写音乐批评文论，以此训导社会音乐艺术
实践、实现个人政治意图。
从社会效果上看，他们的这些批评也或多或少地产生过一定的社会影响力。
所以，在当代音乐批评史料的甄别与遴选时，还应该将领袖的有关讲话、政客（如江青等）的有关指
示、党和政府及有关职能部门（如中宣部、文化部、中国文联、中国音协等）的有关政策法令（尤其
是在建国初期和“文革”时期）视为音乐批评的背景性（二级的）史料；也需要将“文革”时期的“
两报一刊”社论、评论员文章（针对“样板戏”）等视为直接（一级的）的音乐批评史料。
除了前面所提到的特殊的历史时期之外，对其他几个历史时段上的批评史料将尽量地按照一般的艺术
批评学理的标准来甄别与遴选。
从人物层面上看：首先，从一般意义上来看，对批评家的甄选要求（特殊时段例外），是他们应具有
理论个性、批评特色、学术建树，他们的批评理论对社会的音乐活动直接或间接地产生影响（正面的
或负面的）。
其次，一个不能忽视的现象就是：从20世纪中国音乐批评历程上看，专业的音乐批评家比较少，绝大
多数的音乐批评文本是由音乐家（作曲家、演奏家、音乐活动家、音乐教育家等）来完成的，所以本
文在这里所言的“批评家”，不是仅限于专业批评家范围之内。
其三，特殊时期（诸如“文革”时期、建国初期等）的特殊人物，诸如：江青、姚文元、初澜、梁效
、丁学雷等，应当纳入关注范围，因为他们的批评文论在当时的音乐现实发展具有主导性的推进作用
。
从媒体层面上看：20世纪中国音乐批评的承载媒体主要有两类——有形媒体与无形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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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20世纪中国音乐批评文献导读》由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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