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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李岩编著的《情深至吻——上海中华口琴会及其推广的音乐》论及中国口琴音乐在城市中的发展史，
及其与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方面的联系，并通过个案——上海中华口琴会在发展中形成的音乐文
化和操作模式，及其对中国各界影响的分析，在历史的材料及现实中依然健在的历史当事人对历史的
回忆这两重资料参照下，加之以笔者对上海这个中国口琴发源地考察后的实际体验，将中国口琴音乐
的历史源头、流传经过、演变过程及中国口琴音乐发展史予以钩沉。
而对王庆勋（中华口琴会会长）个人在上述口琴发展史中的作用，笔者之所以施之以浓墨重彩，是相
信历史发展至关键处，总是杰出人物起关键的作用。
故对王庆勋君，在中国口琴历史的发展中的作用，给予充足的篇幅。

    从民族音乐学的角度出发，基本站在局外人的立场，对课题加以研究，并综合了诸多民族音乐学、
历史学及人类学的方法，将音乐作为文化进行研究，注重它与音乐之外的文化、经济的联系，同时也
不忽视音乐本身的特性，是《情深至吻——上海中华口琴会及其推广的音乐》重要特征之一。
这在某种程度，显示了“深描”（thick desctription）的“表”、“里”。

    笔者以充足的历史资料及实地勘查体验显示：
    一、口琴是一种20世纪30至40年代，在中国城市最受欢迎的大众乐器。

    二、口琴是继学堂乐歌以后，发展最为迅猛的大众音乐文化。

    三、它除与中国各种文化有着广泛的联系外，与中国口琴民族工业，也息息相关。

    四、口琴虽有局限，但它是中国新音乐的摇篮。

    从民族音乐学的角度对此课题进行研究，最重要的收益是将其中所涉及的主要人物，首先予以人文
的关怀并将其从过去中国内陆某些政治局限，及条条框框中解脱出来，再将其人的一面予以多层次描
述，最后给出一个说法，从而使我们得以见到一个历史上曾存在过的“人”之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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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岩，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研究员。
    1997—2000年在香港中文大学音乐系攻读PH.D（哲学博士学位）。
1990—1993年在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学系攻读硕士学位。
1978—1982年在山西大学艺术系音乐专业小提琴专业，攻读文学学士学位。
    曾任《中国音乐学》杂志（国家中文核心期刊音乐类首席期刊）编辑部主任、副主编，《中国音乐
年鉴》（2003、2004、2005、2007卷）主编。
    现在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生院供职。
社会兼职：中国音乐史学会理事，中国音乐家协会会员，中国音乐评论学会会员，北京文艺评论家协
会会员，中央音乐学院继续教育学院、上海音乐学院音乐学系、中国音乐学院音乐学系、山东师范大
学音乐学院、山东曲阜师范大学乔羽音乐学院、山西大学音乐学院、中北大学等11所高校兼职教授。
    曾获中国音乐家协会“中国音乐‘金钟奖’首次理论评论奖”，中国艺术研究院优秀科研成果奖（
两次，三项），中国音乐家协会音乐评论学会“第二届音乐家协会评论学会‘学会奖”，北京市文联
文艺评论奖（理论类）音乐理论奖（两次），澳门基金会、广东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联合颁发的“第
二届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等八个国家、省部级奖项。
    近年已发表《缤纷妙响：澳门音乐》、《朔风起时弄乐潮》、《不忍乐史尽成灰》、《情深至吻：
上海中华口琴会及其推广的音乐》等专著7部（1509千字）、各类学术文章117篇（1383.9千字）、编辑
《中国音乐年鉴》4部及其他音乐理论专业书籍7部（2909千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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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岩编著的《情深至吻——上海中华口琴会及其推广的音乐》论及中国口琴音乐在城市中的发展史，
及其与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方面的联系，并通过个案——上海中华口琴会在发展中形成的音乐文
化和操作模式，及其对中国各界影响的分析，在历史的材料及现实中依然健在的历史当事人对历史的
回忆这两重资料参照下，加之以笔者对上海这个中国口琴发源地考察后的实际体验，将中国口琴音乐
的历史源头、流传经过、演变过程及中国口琴音乐发展史予以钩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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