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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百年中国音乐史(1900~2000)》是在历史传承中应运而生的经典著作，由中国著名的音乐学家、评论

家居其宏教授撰写而成。它讲述了20世纪中国音乐艺术发展的历史进程，记载了1900到2000年间这一

百年我国音乐文化的建设与中国音乐发展的主要成果。本篇文章主要对此著作的整体架构、内容特色、

撰述手法以及独到的艺术思考进行认真的研读与剖析，力图引导读者对此著作有更为系统明了的认识，

从中感知其蕴含深刻的时代价值与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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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ne Hundred Years of Chinese Music History (1900-2000)”, written by Mr. Ju Qihong, a famo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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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sicologist and critic in China, is a classic work born out of the historical heritage. It tells the 
history of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music art in the 20th century, and records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ese music culture and the main achievements of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music in the 
one hundred years from 1900 to 2000. This article mainly studies and analyzes the overall struc-
ture, content features, writing techniques and unique artistic thinking of this work, trying to guide 
readers to have a more systematic and clear understanding of this work, from which they can 
perceive its profound value and contribution of the ti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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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 世纪的中国音乐在历史的长河里，在岁月的轮回中，经历了风华又或挫折，在这幅称之为“历史”

的画卷上留下了一道道斑驳的印记。如果将 20 世纪中国的音乐放在我国数千年的音乐文化发展长河中进

行审视，会发现与以往的音乐文化有着最为显著的区别。这些区别既体现在音乐的创作方式、艺术文化

形态方面，还体现在音乐表演、音乐教育理论、社会音乐生活等方面。《百年中国音乐史(1900~2000)》
(见图 1)不单单展现出中国音乐文化发展的百年历程，同时也反映了 20 世纪以来中国音乐与社会变迁息

息相关的联系，以及中国人这一百年对音乐艺术不断考证、理性思考的时代精神。作者运用文字、图片、

谱例三者相得益彰的叙述方式，在讲述历史的过程中穿插自己的观点与评析，从而将 1900 年至 2000 年

中国音乐的发展过程一一展现。 
 

 
Figure 1. One hundred years of Chinese music history (1900~2000) 
图 1. 《百年中国音乐史(1900~2000)》 

2. 规整有序的勾勒历史——内容架构 

(一) 整体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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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居其宏先生是遵照史学著作的通行体例架构，以历史学的纵向发展，将 20 世纪中国专业音乐创

作和音乐思潮的发展历史，按历史时序进行分期记叙，从而化分了八个既相互衔接又相互区别的阶段，

因此本书章节架构也根据这八个历史时期而划分。即： 
“重构与阵痛”(1900 年~1931 年)； 
“音乐与战争”(1931 年~1949 年)； 
“创造与思索”(1949 年~1956 年)； 
“‘反右’与‘向左’”(1956 年~1966 年)； 
“梦魇与创造”(1966 年~1976 年)； 
“改革与开放”(1976 年~1988 年)； 
“回流与徘徊”(1988 年~1992 年)； 
“涅槃与腾飞”(1992 年~2000 年)。 
从章节分布来说，可以看出作者是以一百年来中国历史发展的不同阶段为界限，透过音乐文化所处

的不同历史时期来进行研究的。而我们在八个历史阶段的的命名中能够感受出百年音乐历史的发展紧紧

围绕着中国政坛的风云变幻而变化着，居其宏先生也在书中提到一直本着“政治分期原则”来规范历史

的书写，放眼观望 20 世纪中国音乐的整个发展之路，充分说明“政治因素”对于音乐艺术的影响是极具

影响力的，因此这一因素作为宏观语境的存在一直引领着中国音乐发展的潮流与趋势。 
(二) 历史分期 
从本书的历史分期来看，体现出了居其宏先生在中国近现代音乐史领域中史学观念的变通，尤其是

整体性的思维，较为显明。“20 世纪中国音乐史”这个观念作为一个整体打通了中国近代、现代和当代

之间的边界。由此而观，“20 世纪中国音乐史”作为一个独立的名称和一种分期法则在音乐学界崭露头

角的同时，这部著作恰好是这一分期法的史学体系化的学理阐释，也是强而有力的理论支撑，有学者认

为“这种分期可能受改革以来以文学史等学科分期观念的启发, 进行的学术拓进和创新”[1]，但对于音

乐史学研究的现阶段来说，的确称得上是一次大的创新性突破。 
（三） 内容论述 
从全书翔实丰富的内容来看，经以上论述已知《百年中国音乐史》是通过不同的历史分期来研究这

一百年来中国专业音乐的发展历程，因此整本书在宏观的历史背景下和纵向的历史维度中，对各个历史

时期的音乐创作、音乐教育、音乐批评、音乐表演、音乐思潮等方面都做了较为全面的阐述。虽然在各

个方面都有涉及，但作者并没有依照之前著作“大而全”的记叙手法，而是以“创作”与“思潮”作为

本书的两条主干展开论述，再由此牵引出其它支线如音乐表演、专业音乐教育的叙述，充分贯彻“突出

重点，带动全局”[2]的音乐史著述写作方法。 
就“创作”来说，针对本书所划分的八个不同历史时期的专业音乐创作逐一进行列举分析。在书中

的前两个章节也就是 1949 年建国前，是依照当时一些具有代表性的主流音乐家们个人的音乐创作来展开

叙述，包含了 20 世纪初学堂乐歌时期与新音乐运动时期代表人物萧友梅、赵元任、刘天华的音乐创作与

贡献，以及在建国前战争时期的聂耳、冼星海、黄自、贺绿汀、马思聪、等人的音乐才华。作者在书中

展示音乐家们创作成果的同时又对这些作品所涉及的时代背景、创作历程、社会影响力、美学评价等做

出了详细的记述。而本书的后五个章节从新中国成立至 2000 年进入到当代史阶段，随着当代音乐更加多

元化的发展，作者对于“创作“的论述对象转向我国专业音乐创作各类体裁和艺术形式，将其在不同时

期的发展过程一一进行说明，既有大家熟知的声乐作品、艺术歌曲、器乐曲形式，也涵盖了较大型的题

材如大合唱、歌舞剧、音乐剧、交响乐等。整本书品读下来，可以看出作者对于音乐创作史料方面投入

了很多时间与精力，尽心竭力地搜集、挖掘那些藏于历史尘埃中的宝贵资料，从而再经过作者的笔墨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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勒后以简明畅达的文字论述表达出来，中间配以珍贵的历史存照、乐谱谱例，与文字相辅相成，面面俱

到地把我们中国音乐创作的发展样态展现出来。 
于“思潮”而言，回眸百年来中国专业音乐在我国特殊政治文化语境下的发展历程，可以说“音乐

思潮”对整个 20 世纪的音乐创作、表演、学术研究、音乐教育乃至中国音乐整体走向产生了巨大影响，

因此在本书中给予厚重的笔墨来记述与音乐思潮相关的各种史料。书中对于音乐思潮的研究与记叙包含

了三大类型，以音乐创作思潮和音乐理论批评思潮两大类为主，兼及音乐表演与音乐教育思潮。第一，

对音乐创作思潮的叙述例如开篇所介绍的关于“20 世纪初中国音乐发展战略”这个历史性问题而引发的

一系列争鸣，简述“全盘西化”、“国粹主义”、“兼收并蓄”这三种思潮起伏发展的历程，以及详细

阐述了 20 世纪 30~40 年代在战时语境下以冼星海、聂耳等人为代表的左翼音乐思潮的由来，还有我国回

流时期影响下形成的音乐界“反资运动”思潮等。第二，对理论批评思潮的叙述如建国初期就贺绿汀公

开发表《论音乐的创作与批评》的重要文献所引发的共和国音乐史第一次思潮大碰撞，再如汪立三与“冼

星海交响乐的讨论”；关于“马思聪演奏曲目的讨论”；关于“德彪西的讨论”等一系列的理论批判。

第三，音乐表演艺术领域的思潮主要体现于声乐表演艺术中的“土洋之争”，可以说这场争论是建国初

期音乐界对于如何处理音乐中的“中西关系”问题的第一次观念大碰撞。本书对 20 世纪开端至新中国初

期直到改革开放新时期近百年内此起彼伏、络绎不绝的思潮争论进行详细的梳理，结合丰富的史料论证

来阐释这些“思潮”背后的来龙去脉，并对其深刻剖析及客观评价，把百年来中国不同时期音乐思潮的

发展历程一目了然地呈现在读者的面前。 
诚然，这部《百年中国音乐史》其内容架构之宏大，历史跨度之广泛，注重宏观的历史线条与微观

音乐本体分析的协同发展，从多元化视角来诠释整个百年音乐的历史，理论与例证同时兼顾，包含的名

家名作数不胜数，运用行云流水般的文笔将中国的历史、音乐、文化融合在一起，更加有助于读者们详

细地了解这百年来的音乐发展脉络。 

3. 史学研究的经典运用——史论结合 

目前，关于我国近现代音乐史研究和著作的已有成果中，对史论关系的讨论上存在着不同的处理方

式，如“以论带史”、“史论脱节”等，这些史论关系在我国音乐史学界也有着深刻影响。但是，史与

论相结合是居其宏先生在研究方法上的一大特色，对于音乐史的研究，就应该从严格的历史主义出发。

而本书优于其他音乐史学著作的地方在于，它不止停留在简单历史叙述的层面，而是加入了很多作者本

人对音乐史料深刻的理论阐述与历史评判及分析，并且对每个历史阶段的音乐活动都做出了实事求是的

评判，应该说做到了真正的论从史出。 
例如书中对于建国后长达十年的“文革”浩劫中所产生的独特音乐现象——“革命样板戏”作出了

多角度的客观评价。作者表示对于这种音乐现象不能全盘否定也不可刻意回避，要将其包含的政治因素

进行弱化，仅从音乐艺术本体发展的角度来进行科学且客观的分析，可以说“革命样板戏”的产生在一

定程度上推动了当时音乐艺术的发展。因此，用历史的眼光正确的去看待历史是我们作为音乐研究者应

该具备的条件，而居其宏先生更是登高博见，在宏观语境下注重其音乐艺术的本体发展，并且以音乐自

身发展规律的研究从而对史料做出客观评判。 
又如，作者对于 20 世纪 80 年代左右在中国兴起的“新潮音乐”也做出了深度的思考与分析。当时

这类音乐在国内引起了音乐思想和审美观念领域一场前所未有突破与变革，也由此引发中国当代音乐历

史中最大的一次阵痛与转型，从而在学术界展开一系列的观念碰撞与激烈争论。居其宏先生在书中提到

“新潮音乐”是我国改革开放之后出现的一个必然的历史文化现象，他不仅从音乐本体的角度出发来评

价“新潮音乐”，同时还从深层次更宏观的社会学和文化学的视角来分析。作者认为：“‘新潮音乐’的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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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都是从社会、政治、文化和哲学的多重反思起步的，它带给人们审美信息的丰富性和深刻性，与同时

期其它音乐潮流共同构成当代音乐的多元化格局，这便使它理所当然地成为新时期中国乐坛创新意识和

文化人格的象征，并在事实上担负起了引领音乐思潮、推动当代创作、重塑中国当代音乐整体形象的任

务。”[3]。细细品读下来，如此深刻细致的历史评论将我们这一代音乐学习者又带入到一个新的思想高度。 
综上所述，此书的史论结合，不仅表现在对历史事实的尊重上，还体现在对音乐史料的运用上，这是

在其它音乐史学著作中很少看到的，也恰恰体现出作者长久以来在现当代音乐研究中一直沿用的学术特色。 

4. 相得益彰的记述模式——谱文互证 

众所周知，本书的作者居其宏先生在研究音乐史领域多有建树，早前已出版了三部关于中国音乐史

方面的著作，鉴于第一部《20 世纪中国音乐》出版时间较早，其结构内容缺少谱例支撑不堪为据，而在

后续出版的《新中国音乐史》、《共和国音乐史》两部著作中，前者加入了相关图片进行论述，但未看

到谱例的身影，后者当中的确添加了谱例但数量相对较少，缺乏全面的论证分析。然而，对于音乐历史

的书写与音乐本体的分析是相辅相成、紧密结合的，因此这部《百年中国音乐史(1900~2000)》与是由居

其宏先生担任作者，于 2014 年出版问世的。此书的出版也是依照此前三册书籍作为底本基础，进行了大

修大改重新梳理，做了大幅度融合、重组和增删处理。可以看到作者在编写本书时为了加强音乐创作及

作品的记述提供谱例论证，结合不同时代不同作曲家具体作品所做的形态描述和分析附列了 151 条相应

谱例，贯穿在八个章节之中，从而使作品记述与分析的比重占到全书的 1/2 左右。 
考虑到本书多涉及各类体裁与规模的音乐作品数以千计，断不能统统附列谱例，因此书中所收录的谱例

类型有艺术成就较高、影响较大在中国音乐史学界有一致共识的作品，例如歌曲《义勇军进行曲》、合唱曲

《黄河大合唱》、歌剧《白毛女》、协奏曲《梁祝》等，还有以往被不同程度地忽略了的某些作品，如刘雪

庵《何日君再来》、郑律成《延安颂》、陈田鹤《山中》、黎锦光《夜来香》等。针对一些尽人皆知或读者

熟悉且容易找到的作品尽量不列或少列谱例，对交响乐、歌剧、大合唱一些大型音乐作品均采取某些片段进

行展示，力图为读者呈现出音乐创作历史的发展样貌。正如作者本人对此书的定位是：“在 20 世纪我国专

业音乐创作和音乐思潮这两个领域，熔作者过往研究及最新研究成果于一炉，并充实了大量史料和谱例，以

新的结构形态出现，能够反应出作者近年来在这一论域内最新观点和评价的一部断代史著作。”[3] 

5. 结语 

20 世纪的中国专业音乐艺术事业，在一百年的历史发展中，可以说是历经风雨坎坷，而《百年音乐

史》恰恰展现出了纷繁复杂的百年音乐奇观，既有“三四十年代、建国初期与改革开放音乐大繁荣”的

欢乐喜悦；又有“战争时期与文革时期音乐梦魇”的触目恸心；还有“转型时期与回流时期”的徘徊歧

路，直至今日取得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透过此书，我们能够真切感知到作者在写作过程中从对史料的

挖掘收集及对各种音乐运动、思潮、现象的梳理分析实属不易，是历经一年多的日夜奋战最终才得以完

成。也不难看出，作者对于中国近现代音乐史领域又有了更深度的学术见解，一是在研究内容方面比以

往更加丰富且深入；二是在研究维度上横向与纵向的延伸，将其新的思维方式与研究方法不断注入到新

时期中国音乐史研究中来。 
诚然，具有经典传承的《百年音乐史》尚有些可以再提高之处，一是后新时期针对台湾、香港、澳

门地区的相关论述可加以扩充，除音乐创作外还有音乐表演、生活等涉及较少；二是本书成稿时间较为

仓促，虽有谱例支撑，但对于音乐形态描述与分析的部分较为简略，可作深度分析。 
总体来讲，《百年音乐史》全面阐述了 20 世纪中国音乐艺术历经沧桑起伏与坎坷的发展道路，满足

了学生及音乐爱好者对这一段过往历史的系统认识与理解。对于中国现当代音乐史领域的研究来说，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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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具有珍贵的典藏价值，为 21 世纪中国现当代音乐史领域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史料、良好的治学精神和

研究史学的方法，同时代表着我国近现代及当代音乐史学科研究的发展进程不断向前，对当今中国音乐

的全面发展具有极高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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