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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彭修文是我国当代著名的民话管弦乐曲家、指挥家，现代民族弦乐队的尊基者之一。
40余年来他先后创作、改编了400余部民族管弦乐曲，参与创建并造就了我国最重要的民族管弦乐团之
一——中国广播民族乐团，以此为核心的“彭修文模式”在上世纪中叶是中国最有代表性的模式和乐
队形式，至今影响深远。
　　本文主要以彭修文具有代表性的数十部民族管弦乐曲、他影响下的广播民族乐团的编制结构演进
以及相关乐器改革实距为研究对象，总结归纳彭修文在发族管弦乐创作方面的风格特征，审视建国以
来民族器乐合奏文化的发展历程，提炼彭修文在民族管弦乐艺术方面的观念，进而指出他在民族管弦
乐事业发展中的作用，最终客观评价“彭修模式”的历史贡献与不足。
　　全文分四章。
第一章对彭修文的音乐生涯进行了回顾。
第二章对彭修文几十部代表性的民族管弦乐曲，从题材、旋律形态及发展、和声语言、复调手法、曲
式结构、配器特色等方面进行了全面深入地分析，并得出有关彭修文创作方面的简短结论。
第三章主要通过梳理中国广播民族乐团的编制结构演讲过程及相关乐器改革实践，指出彭修文在乐队
模式建立发展过程中所起的重要积极作用，并检讨这一乐队模式及乐器改革的得失。
第四章是以上分析、梳理的基础上，总结提炼出彭修文的民族管弦艺术观念。
　　结论部分，充分肯定了彭修文在建国以来民族管弦乐事业发展中的作用与地位。
认为彭修文是中国当代民乐界的突出代表；彭修文民族管弦艺术是中国当代音乐事业中的宝贵财富：
“形修文模式”是建国初期新文化的突出代表，也是传统文化的突出载体；它是由民间音乐形态向专
业音乐形态的一次嬗变；它继承并发展了中国民族音乐传统，引领中国民族器乐文化走向世界；同时
也指出了彭修文民族管弦艺术的局限性，并阐述了作者由“彭修文模式”所引起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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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彭丽，博士，山东艺术学院音乐系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1987年考入山东艺术学院音乐系攻读理论作曲专业，师从孙继商、李贞华、韩密娥等教授学习，1991
年留校任教；1995年考入中央音乐学院，师从梁茂春教授攻读硕士学位；2002年考取中央音乐学院博
士研究生，师从粱茂春教授，2005年毕业，获得博士学位。
　　自1996年以来，一直担任《中国音乐年鉴》有关中国民族器乐创作专论的撰稿人；参与编写了《
中国音乐通史教程》（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梁茂春主编）、《20世纪中国音乐大论辩）等专业教材
与专著，并为《世界艺术百科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音乐大百科全书》等辞书撰写部分条目
：著有《论刘文金的民族器乐创作》、《黎派音乐再认识》、《卷帷望月空长叹——析马思聪》、《
王光祈、青主发展”国乐”现之探微》、《中国音乐史教学改革初探》等20余篇论文与评论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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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本文主要以彭修文具有代表性的数十部民族管弦乐曲、他影响下的广播民族乐团的编制结构演进
以及相关乐器改革实践为研究对象，总结归纳彭修文在民族管弦乐创作方面的风格特征，审视建国以
来民族器乐合奏文化的发展历程，提炼彭修文在民族管弦乐艺术方面的观念，进而指出他在民族管弦
乐事业发展中的作用，最终客观评价“彭修文模式”的历史贡献与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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