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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当代北京编辑部用几年的时间，策划、编辑了这套《当代北京社会生活史话》丛书。
这套丛书属于当代北京编辑部组织编写的《当代北京丛书》中的史话系列，它的目的是记录和宣传北
京在新中国成立后，与老百姓密切相关的社会生活各方面的变化、发展和进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
取得的巨大成绩；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普及当代北京史的研究成果，帮助大家了解时代的进步、
社会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思想观念的变化，同时，为迎接2008年奥运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60周年，向世人展示当代北京的成就和风貌。
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历史是需要用文字、图片等记录下来的。
记录的方式很多，党史、国史、地方志以及纪实文学等等都是。
这套史话丛书，则是既体现“史”的宗旨，即以真实的史料为依据，注重完整性、科学性、知识性，
纵向脉络清晰，横向展现充分；又具有“话”的特点，即力求叙述的通俗生动和议论的简洁明了，使
老百姓愿意读、喜欢读。
这个努力是否取得了一定的成功，这就需要请读者来做出评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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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金汕，毕业于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供职于北京社科院。
出版过《京味儿——透视北京人的语言》、《当代北京语言史话》、《当代北京体育史话》、《当代
北京奥运史话》、《青春的浩劫》、《一生紧随毛泽东》等社会学专著；在体育方面出版过《中国足
球之谜》、《泪洒汉城——奥运反思录》、《只差一步到罗马》、《难圆足球梦》、《这个该死的足
球》、《悲壮漫长的冲击——中国足球七次冲击世界杯纪实》、《中国足球明星秀》等十余部著作，
在各类报刊上发表体育评论数百万字。
编导50集电视专题片《中外足球大全》，担任22集电视连续剧《换个活法》编剧。
此外承接《申办2008年奥运会对北京发展的影响分析》等大型课题，获得了2002年、2006年北京市政
府与北京市委宣传部的嘉奖。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当代北京音乐史话>>

书籍目录

第一章　北京，一个有音乐传统的城市　一、北京音乐体现了多民族的文化融合　二、清末民初的军
乐　三、北京的音乐教育日趋活跃　四、音乐先驱启蒙北京地区现代音乐　五、音乐演出场所和唱片
业　六、戏曲音乐　七、抗战时期的抗日歌曲第二章　歌唱祖国　一、开国大典的歌声　二、《没有
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诞生　三、新中国成立之初的歌声　四、歌唱新生活　五、歌声让青少年儿
童深受教育　六、传播最广的电影音乐　七、50年代年轻人热衷于“老大哥”的旋律第三章　北京成
为中国音乐文化的中心　一、北京成为中国的音乐中心　二、建立完备的音乐院团　三、北京的音乐
院校　四、重视音乐人才第四章　歌唱艺术迅速发展　一、声乐艺术的繁荣和发展　二、北京优秀歌
唱家多第五章　音乐创作的兴旺局面　一、北京乐坛的优秀指挥家　二、创作成果丰硕的民族器乐与
演奏家第六章　困难年代和动乱岁月的歌声第七章　新时期的音乐繁荣第八章　流行歌曲大家唱第九
章　北京的音乐殿堂第十章　音乐是北京市民的精神食粮参考书目与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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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音乐生涯很长时间都在北京的萧友梅最杰出的贡献体现于近代音乐教育方面，他1916年在莱比锡
大学以《17世纪以前中国管弦乐队历史的研究》一文获得博士学位，他由此成为中国第一位音乐博士
。
　　萧友梅1920年从国外留学归来回到北京，当时北京正处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最活跃的时期。
萧友梅始终得到北大校长蔡元培的重用，在两人的共同努力下，1922年底在原北大音乐研究会的基础
上成立了“北京大学附设音乐传习所”，萧友梅担任教务主任，实际主持传习所的工作。
在此前（即1916年）北京大学已经有了一个音乐研究会，这个音乐研究会分国乐、西乐两部，举办过
一些演出活动，参加该会的会员为校内外爱好音乐的人士，最初有30多人，后发展为200多人。
设有钢琴、提琴、古琴、丝竹、昆曲五组，后又增设唱歌班。
在成立后的三年时间里，举行过30多场演出，编辑出版了当时影响最大的音乐期刊《音乐杂志》，在
发展音乐教育、传播音乐知识和推动社会音乐活动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萧友梅除了从事音乐教育工作以外，还创作了大量的音乐作品，他于1923年谱写的管弦乐曲《新霓裳
羽衣舞》是中国第一部管弦乐作品。
五四运动前后的十余年间，是萧友梅音乐创作的高峰期，他一生共创作了各类歌曲100余首，大合唱两
部，钢琴曲3首，大提琴曲1首，弦乐四重奏1首，乐队作品3首。
这些作品都堪称中国近代音乐的“开山之作”。
与此同时，萧友梅在音乐理论方面也有相当丰硕的成果，萧友梅深入探讨了近代中国音乐不发达的原
因，认为中国传统音乐应该吸收借鉴西方音乐的元素，改良旧乐并创作新乐，使中国音乐最终能“与
西乐有并驾齐驱之一日”。
正因为萧友梅在音乐领域所取得的诸多成就，因此有论者评价他为“中国近代音乐之父”，这个评价
应该说是名副其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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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北京是一个有音乐传统的城市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在这里诞生　　歌唱祖国，歌唱
新生活，革命歌曲大家晤　　多元化的娱乐形式，成为百姓文化生活的追求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当代北京音乐史话>>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