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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低音提琴在中国的发展》一书从历史的角度，对低音提琴在中国的出现、发展变化和不断进步等等
的进程，作出了较为详实的阐述。
历史、系统地论述了近百年低音提琴在中国发展情况，对海峡两岸低音提琴界的情况做了介绍。
详细地介绍了低音提琴在中国的成长和发展历史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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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就读中央音乐学院附中及大学。
毕业于国立维也纳音乐学院，获艺术硕士学位。
现为中央音乐学院低音提琴教授，研究生导师，教研室主任以及国际低音提琴学会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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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郑德仁，祖籍为广东中山，1921年1月出生于上海，在家中排行老大，下有两弟及两妹。
父亲是海员，常去新加坡。
1934～1937年就读于广肇公学和粤东中学，特别在粤东中学学习期间受到音乐老师张亦庵老师的熏陶
，爱上音乐，参加童子军军乐队并任军笛队小队长。
1936年代表学校及上海市赴南京参加全国童子军大检阅。
抗战时期在暨南大学附中高中就读时参加学生管弦乐队，学习小提琴及小号。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侵入市区，学校停学，便与一些音乐朋友组织爵士乐队，到夜总会谋生
。
　　1943年考入上海国立音乐专科学校（现上海音乐学院），学习低音提琴，是中国第一代于音乐院
中专业学习低音提琴者，师事佘夫磋甫（按：佘夫磋甫毕业于圣彼得堡音乐院，主修大提琴，副修低
音提琴，师事低音提琴教授日丹诺夫），同时学习乐理及合奏课。
1945年后进入上海市政府交响乐团（今上海交响乐团）任专职演奏员，直至1991年退休。
在职期间历任声部长，艺术委员，并获国家艺术一级演员职称（图16）。
1956年随团赴北京参加全国音乐第一次会演，受到以毛主席为首的中央政治局全体领导人的接见，以
后还随团赴苏联、香港等地访问演出，并被选为音乐代表参加上海市一、三、四届“文代会”。
　　1985年参加民进，任文化局总支音乐联合支部主任，1986年荣获民进“先进个人”称号，曾任上
海老年音乐学会副会长，并应台商”金色年代商业联谊会”乐队之邀，担任该乐队作曲及指挥之职。
1998年8月应邀赴马来西亚出席“亚太地区口琴大赛”，担任评委。
此外在木棉校友会夕阳红活动中组织了两次西洋名曲欣赏会，并由郑德仁亲自讲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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