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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届中国现代音乐创作研究年会隆重开幕并举行第一场学术报告会

记者：柯俊 宋长茹 王辰辰

  作为2007武汉国际新音乐节重要板块之一的第二届中国现代音乐创作研究年会，于

10月14日上午9时，在滨江校区学术报告厅开幕。组委会在“年会”召开之前，将全国征

集的论文编订成集，并分发给各位参会代表。 

年会开幕式由沈阳音乐学院作曲系主任曹家韵教授主持。 

  武汉音乐学院赵德义教授、匡学飞教授和首都师范大学音乐学院王安国教授以

“1985青年作曲家交流会”发起人的身份，分别为“年会”致辞。赵德义教授讲到：从

85年召开第一届青年作曲家交流会至今，对我国新音乐的迅速发展他感到十分欣慰。并

寄望于未来中国音乐的中坚力量们，希望年轻一辈能做到“一个珍惜，两个不忘，三个

憧憬”——即珍惜目前的大好学习、研究、创作环境；不要忘记新音乐“探索，创新”

的核心价值、不要忘记音乐要打动听众的基本功能；憧憬中国新音乐越来越繁荣，憧憬

今后从事新音乐创作研究者越来越多；憧憬新音乐能尽快融入大众生活；憧憬中国新音

乐的发展能一直勇往向前。王安国教授的发言中谈到了他对中国新音乐的三点认识：一

是中国新音乐从宏观角度看在国民文化生活中只占据了很小的一部分，作为人类智慧结

晶的新音乐需要进入国民教育体系中；二是在做新音乐研究时，要怀有包容、宽容的精

神；三是提出了对于新音乐的研究，一定到注重文本研究。 

  随后年会论文报告第一场在热烈的掌声中开始，分别由上海音乐学院作曲系尹明五

教授和天津音乐学院作曲系主任顾之勉教授主持。武汉音乐学院郑英烈教授宣讲其论文

《民歌主题与无调性和声的巧妙结合——贺桑桐钢琴曲〈在那遥远的地方〉创作60周

年》。郑英烈教授在报告中以桑桐钢琴曲《在那遥远的地方》为根据，简要对“怎样为

民歌配和声”这个问题做了回答，并且在指出如何学习近现代音乐的问题上引用了桑桐

先生的“要多阅读近现代音乐的书籍，多看近现代音乐的作品以及要多听近现代音乐的

唱片”这句话。宣讲之后，大家认真欣赏了这部于上世纪40年代创作的新音乐作品。接

下来作论文宣讲的依次是西安音乐学院夏滟洲的《音乐评论：理论与技术的二重奏》；

上海音乐学院王中余的《集合复合型的理论实质、分析应用及效能》；北京联合大学师

范学院卢璐的《两个音阶，一种思念——高为杰混合室内乐〈雨思〉赏析》；沈阳音乐

学院吴家军的《继承传统、扎根民族、中西融合——对陈怡混合室内乐五重奏〈春夜喜

雨〉的分析》；中国音乐学院张忠平的《高为杰钢琴曲〈冬雪〉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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