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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作为新的中国交接班弦乐器——系列秦胡研制的关键，是以解决乐器乐声原理为根本，将乐器原来的
蟒皮软质发声变为复合弧面穹顶共振板硬质发声，改变了原胡琴类乐器高音衰减的先天性缺陷。
研制成功后的秦胡形成了高中低系列化的音区构架，实现了新的民族弦乐多声层的音响布局和效果，
增强了民族乐队的音乐表现力。
而由系列秦胡为弦乐主体组成的西安音乐学院东方民族交响乐团，以其开放的“交响化、中国声”音
乐发展理念，形成亲的民族管弦乐队编制。
在新世纪短短的几年中，演出足迹遍布国内多个城市，2005年奏响世界音乐之都维也纳金色大厅，被
誉为“创新中国传统乐器，弘扬东方古典神韵”的一场音乐盛典。
　　本书以系列秦胡研制及其几年来走过的艺术实践道路为契机，综合了包括研制理念、音乐创作、
艺术实践、理论探讨、成果展示等多方面的信息，通过梳理整合、汇集成册，以便更多的人，尤其是
关心中国民族音乐事业发展的同道、志士，了解和关心这一历史的创举，并能够促进其朝着更加美好
的前景发展和继续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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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翟志荣，男，1952年11月生于周秦故地陕西扶风县，自幼受到当地民间艺术的浸染、酷爱音乐。
1969年3月应征入伍，在部队文工团受到进一步的器乐演奏训练。
1974年考入西安音乐学院管弦系，主修双簧管专业，毕业后分配到西安市五一剧团担任乐队演奏员、
乐队队长。
1985年调回母校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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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缘起篇 对中国传统民族乐队的反思作为中国拉弦乐器——系列秦胡的研制者，本人曾经有过长期从事
各类乐队工作的经历，在音乐教育领域也有过十多年的拼搏摔打；对民族音乐有着浓厚的兴趣，无数
次进出音乐厅，对当代中国民族管弦乐的创作、演奏、发展有过深入的调研观察；同时在自己长时期
从事的乐队工作中，对广大的民间音乐生活也有着一定的体悟；更重要的是，在与西方音乐文化的历
史发展和交响乐形态的比较思考中，想得更多、更远⋯⋯中国民族乐队音乐，有着极厚重的历史，也
有其特别的价值。
下面，我从几个不同的方面谈点自己的认识。
一、中国传统民族乐队文化的“自然积累”从音乐图像和历代文献中可知，中国民族乐队演奏形式长
期处在“自然积累”的过程中，也就是“有什么用什么；后来的加先前的”。
先秦的钟鼓之乐、竽瑟之乐、琴箫之乐、瓴缶之乐，汉代的鼓吹乐等，是早期的合奏形式。
到汉魏的“清商乐”已经呈现出明显的“自然积累”特点，它有节鼓、琴、瑟、箫、筑、琵琶、箜篌
、击琴、笙、笛、篪、埙等乐器，其中不仅包含上古乐器，也有先秦乐器，还有汉代以来外族、外国
传来的乐器。
而到唐代，其中的埙则改为了吹叶，因为它本来就是由汉、魏、晋、宋、齐、梁、陈各代民间音乐的
自然积累而成。
唐十部乐中著名的“西凉乐”，用有钟、磬、弹筝、搊筝、卧箜篌、竖箜篌、琵琶、五弦琵琶、笙、
箫、筚篥、小筚篥、笛、横笛、腰鼓、齐鼓、担鼓、铜钹、贝等乐器。
胡部乐之首的“龟兹乐”，则包括竖箜篌、琵琶、五弦琵琶、笙、横笛、箫、筚篥、毛员鼓、都昙鼓
、答腊鼓、腰鼓、羯鼓、鸡篓鼓、铜钹、贝等。
从中不难看出，唐代这两个著名的乐部中，乐器的使用已经是中外乐器、不同历史时期乐器竞相荟萃
的状况，反映出的是自然积累的大融合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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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拉弦乐器:系列秦胡研制的文化理论与实践》由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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