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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陈洪先生（1907-2002年）是我国著名的音乐教育家、音乐理论家、翻译家与作曲家，中国现代高等音
乐教育的创立者之一。
陈洪先生1907年生于广东海丰县。
祖父是读书人。
父亲是秀才，参加过辛亥革命，曾担任过县长等职。
陈洪先生小学、中学皆在教会学校学习，学校有许多外国教师，皆用英文课本，所以在英文方面功力
深厚。
他叔父留美，几个堂兄留德、留法，受当时留法学音乐归国的堂兄陈宏的影响，1922-1923年在原籍跟
堂兄学习音乐。
后考入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学习美术和音乐（1923-1925年），19251926年在上海学习法语，1926年考上
法国巴黎那特安音乐学院，1927-1929年人法国南锡音乐学院学习，师从巴什雷（Bachelet）、艾克
（Heck），在巴黎师从奥别多菲尔（Oberdoeffer）等教授，学习作曲和小提琴（与马思聪同学）。
1929年秋回国后，在广东戏剧研究所从事音乐研究与教学工作。
1932年与马思聪合作成立广州音乐院，创立起初任副院长，负责校务工作，后任代理院长，全权负责
。
1937年8月，应萧友梅之邀请，在上海“八一三”事变前夕，陈洪先生毅然如约来到上海，任上海国立
音专教务长、教授，此后还任上海新华制片厂音乐主任、上海中华电影公司音乐副主任。
1946年8月任南京国立音乐院教授、管弦系主任，1947年11月兼任南京中央大学艺术系教授，1949年8月
任国立南京大学艺术系教授、音乐组（不久独立为音乐系）主任，1950年9月兼任南京金陵女子大学教
授，19521983年任南京师范学院（1983年成立南京师范大学）音乐系教授、系主任，19832000年任南京
师范大学音乐系教授、名誉主任。
2001年5月，陈洪先生荣获首届中国文联和中国音乐家协会颁发的最高荣誉——金钟奖终身荣誉勋章。
陈洪先生一生专注于中国音乐教育事业，许多著名的音乐家、教授都是他的学生，如黄贻钧、钱仁康
、章彦、陆仲任、陈传熙、高芝兰、李德伦、吴乐懿、段平泰、吴祖强、韩中杰、方应暄、陈自明、
王子初等。
陈洪先生集音乐理论研究、音乐教育与实践、翻译与作曲等于一身，是中国近现代音乐教育的开拓者
之一，是中国专业音乐教育的先驱者之一。
陈洪先生在中国近现代音乐史上的开创性贡献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一、新音乐思想青年时代的陈洪
先生深受“五四”运动的影响。
“五四”运动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延续和发展，促进了全国民众的思想解放，使提倡新思想新文化成
为一种风气，同时也使中国科学和教育的发展进入了一个崭新阶段。
陈洪先生正是领悟了这种时代精神来进行他音乐事业的思考和实践活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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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为隆重纪念陈洪先生诞辰100周年，南京师范大学发起了对陈洪先生生前所作文论、音乐作品及著
作进行整理和汇编的工作。
这项工作的意义是极其深远的，因为它不仅对陈洪先生本人一生所从事的音乐事业是一个极好的总结
，对于中国近现代音乐史料的积累与研究也是一个极有价值的补充。
 在开拓中国现代音乐教育的伟大事业中，陈洪先生无疑是一位产生了重大影响的人物。
从广州，到上海，再到南京，可以说，他的一生都站在了中国高等音乐教育的第一线，可谓成果累累
，桃李满天下。
此次南京师范大学准备较全面地收集整理陈洪先生存世的文论、音乐作品及著作，我们大家从中能更
加感受到他对中国音乐教育事业所倾注的心血和取得的巨大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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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音乐思想武器艺术论艺术与技巧艺术与道德音乐与恋爱音乐革新运动的理论与实际——为广东戏剧研
究所管弦乐队第七次音乐会作音乐革新运动的途径——为广东戏剧研究所管弦乐队第八次音乐会作假
洋鬼子与中国新音乐新音乐运动与青年音乐家——陈洪君对中大附中歌咏团演讲辞一个错误观念的纠
正西洋音乐浅释——在广东民众教育馆演讲国乐的定义新国乐的诞生关于中国新音乐的技术问题刍见
略谈音乐运动广州市第一届音乐座谈会前言广州市第一届音乐座谈会宣言广州市第一届音乐座谈会纪
录随笔：1.战时音乐2.好景象3.出马啊！
4.我们不要大佬倌！
随笔：1.演奏家2.第二部小提琴3.牛马颂随笔：1.音乐应有的转变2.音乐与集团生活中国新歌剧的创造
关于译名必也乎正名音乐教育与音乐生活部定初中音乐课程标准检讨广州音乐院第九次音乐会引言—
—民国二十四年五月十一日下午八时在长堤青年会开会第九次音乐会乐曲略释四年来的广州音乐院市
府交响乐团与露天音乐会固定唱名法与移动唱名法的难易问题谈学习视唱让我们更多地关心中小学音
乐教育上音校庆有感随笔——祝上音七十周年校庆给高师音乐系科同学的一封信改进和加强中、小学
音乐教育努力把我校办成名副其实的师范大学愿业余音乐小学之花开遍全中国——介绍南京鼓楼区业
余音乐小学歌曲、伴奏与和声——高师音乐系科教学改革的一点意见能否给孩子们一点自学音乐的时
间师范院校的钢琴教学应面向中学——兼评徐雅琴的《钢琴实用教程》给校友詹天来同志的一封公开
信音乐家及作品研究一、外国部分洛可可音乐贝多芬小传贝多芬作品介绍拾零贝多芬的小提琴协奏曲
试论贝多芬的进步性与局限性《英雄交响曲》第一乐章研究贝多芬交响曲的故事浪漫派文学与音乐《
幻想交响曲》——名曲介绍之钢琴诗人——音乐天才肖邦的一生传奇与现实华格纳与乐剧玛勒和他的
《尘世之歌》谈印象派音乐介绍《圣城》犹太人与乐坛二、中国部分梁红玉伤感萧友梅先生五年祭忆
萧友梅先生与抗战初期的上海国立音专校庆声中忆萧故校长友梅我与萧友梅博士介绍马思聪作品演奏
会忆马思聪发刊词、序言、编后记等《绕圈集》自序《广州音乐》发刊词《林钟》创刊号编后《曲式
与乐曲》序《对位化和声学》自序《音乐杂志》创刊号发刊词祝艺术科学研究工作空前繁荣——艺术
科学座谈会上的发言《小提琴教学》前言《视唱练耳》前言《速成视唱教程》序《怎样写歌曲的钢琴
伴奏》前言为《中小学音乐之友》题词钦佩与祝贺《黄自遗作集文论分册》序祝贺《音乐教育》创刊
《基本乐理教程》序《钢琴实用教程》序《钢琴实用教程》再版序其他楚辞与音乐唐代的燕乐和绝句
诗词与音乐留声机与唱片我爱名城南京写在少年儿童钢琴、小提琴比赛的前面祝寿会上的答谢词附录
附录1 纪念、研究文章纪念陈洪先生缅怀陈洪教授在陈洪先生八十寿辰庆祝会上的贺信陈洪先生往事
钩沉追念陈洪老师陈洪先生——我的恩师，我的引路人忆陈洪怀念陈洪先生——浅谈其音乐创作深深
怀念陈洪先生陈洪编著《视唱教程》读后札记师恩难忘——纪念陈洪老师100周年诞辰执著的追求——
为庆贺陈洪先生八十寿辰而作还历史本来面目——20世纪中国音乐史上“个案”系列之一：陈洪和他
的《战时音乐》胸怀淡泊志高远晴秋晚枫红愈深——陈洪教授传略学者风范敬业爱生——纪念陈洪老
师100周年诞辰朴实无华的学术风范超然物外的人生追求——纪念陈洪先生百年诞辰忠实于客观忠实于
音乐——纪念陈洪先生诞辰100周年我们要有与国立音专共存亡的决心——记抗战前期萧友梅的得力助
手陈洪先生父亲陈洪在上海的岁月曾经压抑在父亲心中的两件事无价的遗产教师的楷模——纪念陈洪
先生百年诞辰现代师范音乐教育的光辉旗手——陈洪的音乐教育理论与实践由“为师之道在于慈”所
想到的——谨此献给陈洪先生百年诞辰之时师生情谊永存陈先生是我一生的楷模（附詹天来：给陈老
的回信）纪念陈洪先生逝世五周年我的恩师——献给陈洪先生诞辰100周年与陈洪先生的琴缘一份尘封
了半个多世纪的珍贵史料——陈洪《绕圈集》解读附录2 陈洪著述、音乐作品年表（初稿）附录3 复兴
国乐我见编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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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音乐思想艺术与技巧艺术是否有用？
如果无用，值不值我们去研究它？
这是根本问题，我们今天暂且不讲。
就连“今日之所谓艺术是不是真正的艺术？
”也不讲，因为时机还没有到，现在姑承认艺术（今日之艺术）有相当的价值，站在这个立场来论艺
术与技巧。
艺术是个人的情绪，用合理的方法向外表现。
这情绪是内容，即题材；向外表现的方法是外形，即技巧。
艺术是什么呢？
用算式写出来如下：题材+技巧一艺术观上式可知技巧是艺术之成分之一而不是艺术，艺术则包含题
材与技巧；这是很容易明白的。
然则，只有题材而乏技巧不成艺术，只有技巧而无题材自然亦不成艺术；这也是很容易明白的。
没有技巧，艺术便没有外形，所以不为我们所看见、听见。
没有题材，艺术便没有内容；但是如果技巧存在，即外形存在，依然能为我们看见、听见。
就因为题材是看不见听不见的东西，技巧是看得见听得见的东西，所以题材容易为人所忽略而技巧容
易为人所推崇。
学艺术的人，天天练习技巧，仿佛技巧即艺术！
我从前有一个朋友，他是画家，专门画老虎下山，天天画一只老虎下山。
但他起初很不满意，因为画不出老虎彳亍下山的姿态，一直画了五年，才能将这姿态很巧妙地表现出
来，于是他欢喜，自以为艺术成功了，因为技巧成功了：简直技巧即艺术！
我也读过许多艺术批评，批评家们也都不大理会题材，而特别注意技巧。
批评文艺的第一，便谈修辞、语法；批评绘画的第一，便论色调、笔触。
记得从前某君在上海某展览会里出过一张很有讽刺意味的肖像画，有一位批评家批评道：“这真是一
幅好东西，你看，不特面孔完全是某君的神情，就是手中的纸烟也简直是燃着一般的。
而且用深红色的背景衬出淡紫色的长袍，用色之和谐、新颖，可谓绝无仅有。
”这是大批评家的话，次焉者的鉴赏家的标准更简单，他们遇到可以清楚地看出汽车、洋房、行人，
或山、水、树、云的画，便齐声喝彩日，“很像！
很像！
真好！
真好！
”遇到画得模糊一点或色泽不大鲜明的，他们便同声叹道：“这不大像！
不很好！
”至于作品的内容，这不成问题，有技巧便够了，技巧已经是艺术，技巧就是艺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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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陈洪先生是20世纪中国高等音乐教育开基创业者之一。
他集作曲、指挥、著文、翻译等于一身，一生从事专业及师范音乐教育，为祖国培养了几代优秀的音
乐家和无数音乐教育工作者，在中国音乐事业发展中作出了突出贡献，堪称一代宗师。
为了隆重举办陈洪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活动，南京师范大学音乐学院于2007年3月委托我们两人编选《陈
洪文存》，最初定在三个月内完成。
当初我们考虑到自己的学养有限和时间紧迫，恐难以胜任；但是又想到陈洪先生虽在逝世的前一年
（2001）以94岁高龄获得了中国音乐《金钟奖》——“终生荣誉勋章”，然由于历史及其他多种原因
，他的学术成就并未被音乐界许多人所了解和认同，甚至还被人贬低，因此，我们认为承担此任务是
十分必要的。
陈洪先生在20世纪30-40年代时的音乐著述甚多，而目前能见到的极为有限。
如1982年中央音乐学院中国近现代音乐史教研室编的《中国近现代音乐史教学资料》（油印本），中
国音乐学院张静蔚教授1989年编的《五·四以来音乐论文选集》（油印本）和2004年正式出版的中国
近现代音乐文论选编《搜索历史》（上海音乐出版社），都仅仅选编了具有代表性和标志性的《战时
音乐》等随笔4篇。
俞玉滋（姿）、张援编的《中国近现代学校音乐教育文选》（上海教育出版社2000年）原选有陈洪先
生有关音乐教育的文论3篇、译文1篇，出版前夕又因故撤掉，至今留下遗憾。
特别是近期出版的《20世纪中国音乐史论研究文献综录》丛书之一：《中国近现代史卷》（汪毓和、
胡天虹编著，人民音乐出版社2006年版），其“文献摘要”和“文献选登”两项重要内容中，竟然没
有陈洪的一篇文章。
因此，看来编选《陈洪文存》客观上确实有社会的需要。
这些史料的发掘、积累，不仅有助于后人对陈洪作出公正、客观、全面的历史评价，还原历史真相，
而且也有助于中国近现代音乐史学科的建设，为“重写音乐史”这个大工程作点基础性的实际工作。
我们是从事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研究的专业人员，又是陈洪的学生和晚辈，编辑文选是义不容辞的工作
，这也是对敬爱的陈洪先生最好的纪念。
经过三个月的努力，我们搜集到陈洪的音乐专著6部（不包括后来找到的《绕圈集》1部）；译著6部（
其中2部是合译稿）；音乐作品共24首，其中歌曲15首、合唱曲5首、钢琴曲4首；各类文论119篇，译
文14篇，除个别篇章外，均选自20世纪30年代至90年代公开出版的报刊杂志。
这次搜集的文章，有些为首次发现的鲜为人知的珍贵资料；有的选题、论述属国内音乐界首创，如《
中国新歌剧的创造》、《关于中国新音乐的技术问题刍见》、《楚辞与音乐》、《介绍马思聪作品音
乐会》等。
陈洪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创作的《冲锋号》等抗日救亡歌曲，1937年“七七”全面抗战爆发前
后发表的一系列论述“战时音乐”如何发展、音乐家在抗战时期应有的态度等文章，充分表明先生是
一个为抗战呐喊、充满激情，走在时代前面的爱国音乐家，一位富有崇高信念、博学多才的学者，及
为中国“新音乐”而努力奋斗并终其一生的实践者。
这些文章和后来发现的专著《绕圈集》就像考古界的出土文物一样，令人惊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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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现代音乐教育的开拓者陈洪文选》由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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