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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见证音乐:音乐周报精品文选(1979-2009)》内容简介：编辑工作已近尾声，回想当初怎么动意做音乐
周报文选的？
其实这个念头始于本报2003年举办千期纪念之时。
在策划出版千期纪念专版时，我提议由记者王爽、王欢和已经离休多年但仍多年坚持为本报校对的吴
扬三人一同整理本报大事记。
这在当时是个开创性的工作，大事记的核心内容都是依据本报记载，时过境迁，很多事情难免遗漏。
从那时起我就想必须早点着手收集音乐报的有关史料，否则将来就有可能没人说得清楚了。
中国音乐界能有这样一份音乐史般的文字记录，是音乐报创办人贡献给中国音乐界的一份财富，我们
理应珍视，更应当给后人研究中国音乐报刊留下一点可资借鉴的材料。

2008年3月，我把整理音乐周报文选的想法先对编辑部的同志——陈志音、刁艳、房巍、孙利娟说了，
她们一致认为这是个必要的工作，志音同志更是很快将她的思考整理成文——就做音乐周报30年新闻
精品选读——这也形成了这本文选的雏形。
随后我又一一电话告之退休在家的老总编金仁平、周国安，得到他们热情的肯定和支持。
随后文选策划、初选工作相继展开，长达半年的时间里大家献计献策，回忆当初的、收集照片的、提
出建议的，几经策划最终形成了《见证音乐:音乐周报精品文选(1979-2009)》的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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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音乐报》是怎样创刊的？
音乐报是音乐事业发展的需要这份报纸应成为报道全国音乐生活的中心1000与1与“改革开放”同行一
二三，开步走风云人物《五月的鲜花》和它的作曲者阎述诗谈刘德海和他的琵琶演奏最佳电影音乐奖
获得者王酩介绍作曲家施光南萧友梅先生四十周年祭访著名音乐家H·齐佩尔博士介绍著名指挥家严
良堃迪蕾教授访华讲学启示访黄友葵教授介绍铜管乐教育家夏之秋访著名民歌演唱家王玉珍访江定仙
教授《义勇军进行曲》的第一个配器者记嗓音研究科学家林俊卿访吉诺·贝基先生令人怀念的歌唱家
黄源尹访丁善德教授著名民族音乐家——阿炳人民音乐家张贞黻二三事台湾作曲家江文也及其创作访
日本著名音乐家团伊玖磨陈志的心愿帕瓦罗蒂，令人尊敬的歌唱大师士心的旋律勤奋的作曲家田丰歌
星费翔的骨肉情看马友友演奏，太舒坦了！
通俗歌曲作家黎锦光世界一流的声乐教师沈湘记青年作曲家郭峰访青年业余歌手刘欢记张肖虎从事音
乐工作55周年纪念活动徐沛东素写音乐教育家萧淑娴访谈译配大师邓映易火车晚点十分钟苏联指挥家
杜马舍夫：我这次来华年轻了许多张权二三事记青年钢琴家孔祥东记四川音乐学院但昭义教授雷振邦
电影音乐道路给人的启示郎朗钢琴独奏音乐会听后絮语查阜西与琴学忆刘明源大师悼念王云阶同志汤
沐海妈妈谈汤沐海家外评委家内贤妻赵方幸薛范和他的译歌生活指挥台下的陈燮阳⋯⋯热点事件诸子
百家小方呼声乐苑书屋朝花夕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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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1959年寒假开学后，有消息传来，丁院长已经说服了陈钢，参加我们的创作，我们很
高兴。
为了保证作品的顺利产出，我的第一个合作者丁芷诺发扬了风格，宣布自动退出。
1959年2月，我和陈钢开始合作了，当时乐曲的内容已有初步设想，爱情主题和小快板主题也有了，需
要解决的是用什么曲式来概括。
在陈钢的建议下，我们对乐曲重新进行构思，即把故事的内容和西欧传统的奏鸣曲式有机地结合起来
。
既适应中国百姓艺术欣赏的思维习惯，又符合音乐的陈述规律，这样就把原来的构思进一步规范化了
，根据这个构思，乐曲由我一段一段写下去。
我先写完旋律，用小提琴拉给陈钢听，他提出看法，提出参考意见，定下来后，陈钢根据旋律写伴奏
（钢琴）。
再到丁院长课上，听取指导。
说实话，我非常高兴找到一个合适的伙伴。
我觉得，陈钢对音乐的感觉很灵敏，每听完一段，会引起他的共鸣，很快就会作出反应。
我从他的意见中得到很多启发，使我写得更完美。
比如，我拉“楼台会”一段给他听时，他马上就建议第二段写成复调。
用小提琴和大提琴对答，塑造“梁祝”共同倾诉的形象。
我擅长旋律，陈钢学过曲式，并弹得一手好钢琴，我们之间的合作很愉快，从未有过争论。
使我感到特别高兴的是在展开部的写作中，我没有用“动机模进”、“调性变化”等西欧常用手法，
而大胆用京剧倒板和越剧嚣板来表现人物的思想感情。
这些戏曲中富有民族特色的紧拉慢唱手法，不但使老百姓听起来更觉亲切，而且使整首乐曲更有中国
特色。
我的这些探索和尝试都得到丁院长的认可和陈钢的默契配合。
所以仅仅两个多月的时间，我们就基本上完成了全曲创作，并由陈钢执笔配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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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见证音乐:音乐周报精品文选(1979-2009)》是由同心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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