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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毛毛雨下个不停　　微微风吹个不停　　微风细雨柳青青　　哎哟哟柳青青　　小亲亲不要你的
金　　小亲亲不要你的银　　奴奴呀只要你的心　　哎哟哟你的心　　⋯⋯　　19世纪20年代的这首
《毛毛雨》被认为是中国本土诞生的第一首流行歌曲。在之前与此后的几十年中，创作人才辈出，歌
星迭起，再借助唱片、电台、电影等媒介的传播，这种曾被称为“时代曲”的新式音乐深深地嵌入了
民国人的生活。　　那时的情歌，简单而坦荡，不曾有矫饰做作，唱得人打心底里柔软。　　那时的
学堂乐歌，一派天真，只传达最朴素的情感，从未见刻板的说教。　　那时的爱国歌曲，都是忧国忧
民的赤子心，决不喊空洞的口号。　　而因着西学东渐的时代风潮，那时的音乐早就开始了中西文化
碰撞与结合的尝试，既与西方接轨，又坚守民族特性，诞生了不少脍炙人口的作品。　　“民国世界
的临水照花人”张爱玲甚爱《毛毛雨》，说它“简单的力量近于民歌而不是民歌”，这“简单的力量
”几个字，实可用来形容这整个时代音乐的素质。稚嫩天然的表达，更见真情的饱满，因而纵然时过
境迁，它们却历久弥新，不断被今人拿出来翻唱，又与当代的听众产生共鸣。　　是谓：人已散，曲
未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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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现存最早的洋务运动时期关于西方音乐的记录，见于斌椿的《乘槎笔记》。第二次鸦片战争后，
恭亲王奕_沂有鉴于“洋人往来中国，于各省一切情况，日臻熟悉，而外国情形，中国未能周知”，
决定派遣同文馆学生凤仪、德明等人随同准备回英国的总税务司赫德一起赴欧美各国考察，因担心这
些弱冠之年的学生“少不更事，贻笑外邦”，便委派当时为赫德办理文案、年已63岁的斌椿担任考察
团的团长。　　斌椿（1804-1871），字友松，是汉军正白旗人，由科举入仕。性喜诗文，好旅游，做
地方官时曾经“遍游中国”，尚不满足，“久有浮海心”。1866年3月（同治五年正月），考察团扬帆
起航，历时达8个月，途经法、英、荷、汉堡、丹麦、瑞典、芬兰、俄罗斯、普鲁士、汉诺威、比利
时等15个国家和地区。这是近代中国政府派出的第一个赴欧考察团。回国后，斌椿撰写了《乘槎笔记
》和《海国胜游草》《天外归帆草》等考察日记和诗文集，自称是“中土西来第一人”。　　出国前
的斌椿对西方并非一无所知，他曾与美国驻北京使馆参赞威廉士、同文馆总教习丁韪良等“西儒”有
过交往，初步接触了“地圆说”等一些近代自然科学知识，也从李善兰那儿得到了一些欧洲国家的资
料，但这都比不上真正身临其境时的视觉冲击。他在赴巴黎的航程中，第一次见到了小型的西洋乐队
——由“日耳曼男女乐工八人”组成。见惯了丝竹乐器的封建士大夫斌椿，虽然觉得这些西洋乐器，
“形制诡异，不可名状”，还是赞扬乐曲“节奏尚可听”，独唱更是“歌喉清越，婉转可听”。在伦
敦时，他还多次参加了西方宴会，观赏了歌舞、戏剧、马戏等。在他笔下，西方歌舞表演是神奇的，
“女优登台，多者五六十人，美丽居其半，率裸半身跳舞。剧中能作山水瀑布，日月光辉，倏而见佛
像，或神女数十人自中降，祥光射人，奇妙不可思议”；戏剧是奇特的，在瑞典时“夜即于花园中观
剧，诡异不可名状”；宫廷宴会是奢华的，“各官夫人，珊珊其来，无不长裾华服，珠宝耀目，皆袒
臂及胸。罗绮盈庭，烛光掩映，疑在贝阙珠官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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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张爱玲：我喜欢《毛毛雨》，因为它的简单的力量近于民歌，却又不是民歌——现代都市里的人
来唱民歌是不自然，不对的。这里的一种特殊的空气是弄堂里的爱：下着雨，灰色水门汀的弄堂房子
，小玻璃窗，微微发出气味的什物；女孩从小襟里撕下印花绸布条来扎头发，代替缎带，走到弄堂口
的小吃食店去买根冰棒来吮着⋯⋯加在这阴郁龌龊的一切之上，有一种传统的，扭捏的东方美。多看
两眼，你会觉得它像一块玉一般地完整的。　　吴莺音：我最留恋的还是上海的海派风情，以及我的
那些小辈们，如果还有机会，我依旧想与他们一同唱响老歌。　　陈蝶衣：必须有情，始可写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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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很喜欢，正在阅读中。对民国期间这一段音乐多数人了解甚少，可以补充学习一下！
2、很好的角度，崭新的内容
3、心痛啊。
4、算是一面镜子吧，就是平时梳头洗脸时照的那种，贴在墙上，没有框。挺朴素的一本书，看着像
是跌入了一个梦中。民国时期，此前基本没怎么关注。一直很喜欢国乐，这本书更是为此提供了理论
基础。因为那个特殊的时期，我们这个民族总是背负了太多。就是音乐，也拿来教化与宣传，我们很
少有时间或空间去快乐，我向往那样一个严肃而古典的时代，有一种情怀还在。现在书已经还了半个
月了，印象深刻的有黎锦辉，王光祈，赵元任，刘半农刘天华兄弟与杨荫浏。尤其是杨荫浏那一篇写
得很不错，有始有终，有小桥流水，也有大悲大喜，大气深沉，看得我落泪。刘氏兄弟去的也太早了
，唉，一声叹息。赵元任真是个天才，语言语音一直是我极感兴趣的东西，但由于没有勤于学习，进
步不大，惭愧。王光祈，啊，一个人竟然可以自律到这个地步，直到死亡。感人至深，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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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书中讲述的是一部民国音乐史，而民国一代，是我国传统文人士子最后一次的集体绽放，在那里
面少不了这个民族血脉里所传承的对风骨对理想的矜持和向往。只是在大学里念过钱理群和黄修己的
现当代文学史教材，里面都对学堂乐歌这一块只字未提，今天我想，或许他们与胡适的新诗一脉相承
，因为如杨度的《黄河》，李叔同的《送别》，刘半农的《教我如何不想她》，我们大可将其视为现
当代诗歌滥觞的佳品。“经典是一个结，把历史的脉络串联起来”。自然，阅罢这么一本群星荟萃的
民国音乐史册，便如踏浪与拾贝于大浪淘沙的历史长河之中，追寻民国时代的大师遗风与绕梁之声，
他们直直如一颗颗隐没埃土的珍珠，“未知他朝重相见，后世相知或有缘”。“用古典诗词体填写歌
词，选用外国流行的曲调作谱”，丰蕴的华夏历史文化，终究是民国一代士子文人所借以腾飞的翅膀
，而西方文明的气息则如那一场如期到来的信风，盛托起民国思潮的一次激扬。　　忘了从什么时候
开始，民国范儿开始在我们身边流转。记得有一期中大的招生海报，里面是一群风华正茂的青年身穿
民国服装，坐在浓荫覆盖的教学楼前，只消一眼望去，就能感受到建筑与画面之间所沉淀过的人文和
历史的遗韵和余味。　　自从洋务运动以降，假西方器皿、制度、科技以复兴中华的思潮方兴未艾，
或如魏源所提出的“师夷长技以制夷”，或如梁任公所号召的“诗界革命”和“小说界革命”，书中
所阐述的音乐兴邦的抱负，当与鲁迅先生所践行的“弃医从文”异曲同工，于是置身于那个积贫积弱
的年代，少了一份乌托邦的天马行空，多了一种力挽狂澜的悲壮，“民国范儿”这一个词，因着苦难
的擦拭和那一种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士人风骨，再一次在脑海里闪耀。　　
2、民国时期的政治、经济已经阅读过不少资料了，也算是有所了解了。但对于那段历史时期的音乐
，真的所知不多，至多晓得诸如《义勇军进行曲》作曲者是聂耳，在一些关于民国时期影视剧中听过
一些那时传唱的歌曲，诸如《玫瑰玫瑰我爱你》等一些曾经流行于大上海的舞厅中歌曲。可以说对那
时的音乐的了解浅薄的很。这本书很大程度上填补我这方面知识上的欠缺，而且让我对民国时期的音
乐创作、音乐界的历史掌故等有了一个比较深入的了解，收获颇丰。那一个一个民国时期的音乐大师
的丰姿给我留下了比较深刻的印象。阅读这本书后，我还去网络上搜找了一些关于民国时期音乐的音
频、视频资料，欣赏良久，感觉别有风味。也许你曾在民国时期拍摄的旧影片资料中听过这首可算是
中国本地诞生的第一首流行歌曲——《毛毛雨》。“毛毛雨，下个不停，微微风，吹个不定，微风细
雨柳青青，唉唷唷，柳青青，小亲亲，不要你的金，小亲亲，不要你的银，奴奴，只要你的心，唉唷
唷，你的心。⋯⋯”这么亲密而有腻人的歌词不得不让你心湖荡漾。那首浅唱低“黄色”歌曲出自音
乐家黎锦晖之手，而把这首歌唱红的是他的女儿黎明晖。据说这首流行歌曲曾经风靡大上海，可谓是
家喻户晓。而黎锦晖作的曲子当时风头压过了京剧大师梅兰芳。黎锦晖创办的明月社更是带出了了不
起的学生。明月社中出现过周璇、聂耳这样的学员。让人不得不感叹世界真小！黎锦晖对聂耳可谓是
恩重如山，聂耳也是为了报答恩师傅的知遇之恩，苦练琴艺，成就他自己。也是通过黎锦晖，聂耳结
识了田汉，才有后来的天合之作——《义勇军进行曲》（这首曲子后来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
，铸就了一段音乐史上的佳话。虽然黎锦晖是个音乐天才，音乐天赋无人能及，但可惜是缺乏商业头
脑，一生中四处破产，真的是命运多舛，让人唏嘘不已。但他对音乐的那份纯真和挚爱永远值得我们
缅怀他。他对中国音乐做出的贡献永远值得后人铭记。这本书还让我看到了赵元任另一面，他的音乐
才能。赵先生可谓是少年得志。年纪轻轻，三十多头就与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这些国学大师并列
为清华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这位以语言学立世的学者据说一生曾创作、改编和编配的132首曲子，真
的吓人一跳啊！那他的那首《教我如何不想他》至今传唱，真的让人叹服。
3、我本身缺乏艺术细胞，更缺乏音乐素养，基本上就是一介乐盲。之所以选择这本《民国音乐——
未央》，只不过是想对民国历史作一个更为全面的了解而已，并没有探究民国音乐史的意思。而事实
也证明，我的选择无比正确，这的确是一本与我的阅读目的高度契合的书（但却不是很令我满意的书
）。事实上，这本书虽然号为“民国音乐”，但它并能算是一部严格意义上的民国音乐史，而是仿照
太史公之法，以人物为中心，为民国音乐家所作列传的一个合集。全书共13章，分别由13位作者写就
（因此上行文风格并不太一致，而且内容多有重叠），除开第一章中介绍了5位与民国音乐有关联的
晚清人物之外，共收录了15位民国著名音乐家的生平轶事，正是通过这种方式对民国音乐作了一个全
面而简略的介绍。民国是中国打破传统藩篱向现代国家转型，仿照西方重新构建民族精神、文化和制
度的时代。按照梁启超先生所说的，近代中国向西方学习经历了器物、制度到思想文化三个层面，从
中体西用，到改良失败，到民国乱象，人们逐渐认识到西方的胜利是因其船坚炮利，也因其制度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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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更因其思想艺术。音乐是其中的一个子项，而受自身实用主义哲学的影响，西方音乐是作为一种
教化工具进入国人视野的。因此上说，西方音乐从进入中国的那一刻起，就承担起了一种责任——通
过这种美感教育来启蒙国民，化育新风，改造社会，以达到以乐兴国、以乐救国的目的。而无论是最
初的学堂乐歌，还是继之而起的严肃音乐；无论流行歌曲的风靡全国，还是抗战歌曲的全民大合唱，
民国音乐始终站在时代的前沿，与时代主题深度契合，回应时代的呼唤，时而轻缓抒情，时而浅吟低
唱，时而高歌猛进，唱响着时代的变奏乐章。与此相伴随的，是音乐家们在艺术道路上的澎湃激情和
苦苦求索。民国音乐家们笃信以乐兴国，也怀揣这样的理想，一方面着力在西方音乐的教育和普及上
下功夫，沈心工、李叔同、曾志忞发起学堂乐歌运动，萧友梅开办音乐传习所，杨仲子、刘天华组织
国乐改进社，黎锦晖的明月社，为现代音乐知识的传播和普而努力；另一方面，他们又专注于理解、
借鉴和吸收西方音乐，从借用西方曲谱填词，到黄自、程懋筠的自我创造，到黎锦晖的流行歌曲，到
江文也、杨荫浏对音乐理论的研究以及民族音乐的整理和改造，逐步构建起中国的现代音乐艺术殿堂
，这种努力本身就是一首歌。他们努力的结果就是基本奠定了中西结合的中国现代音乐之路，诞生了
一大批独具中国风味、独具时代特色、而且至今传唱不衰的经典名作。以我个人的见识来讲，严肃音
乐知道得不多，但对歌曲还是知道一些。《黄河大合唱》、《大刀向鬼子头上砍去》、《好铁要打钉
》等歌曲耳熟能详，极大的鼓舞全国人民的抗战士气，聂耳的《义勇军进行曲》更是被定为了国歌。
最令我难以致信的是，《送别》、《教我如何不想她》、《夜来香》、《何日君再来》这些常在嘴边
吟唱的歌曲，竟然都是八十多年前的民国旧作，是那个时代的旋律⋯⋯音乐是社会行为的一种形式，
反映社会生活，又给予社会以深刻的影响，它唱响的是时代的声音。如果把民国音乐看作一首歌，那
么，社会变革、民族觉醒、精神重建、救亡图存等时代的主题就是那五线谱，而沈心工、李叔同、萧
友梅、黎锦晖、江文也、黄自、青主这些灿若星辰的名字就是那一个个音符，共同谱成了一曲那个时
代的交响乐章，让今天的我们有机会，可以通过这本书来谛听那个时代的巨大回响⋯⋯从而更加深刻
的理解那个时代。
4、不了解加上几分兴趣，构成读本书的动力。幸好，这本书写得很通俗，通过对音乐人的介绍来呈
现民国时期国内音乐状况，让我这个音乐的门外汉也完全可以读懂。有关民国，我关注得最多的是那
些个性强烈的文化名人，对于乐坛几乎无知，除了跨音乐、文学等艺术门类的大家李叔同、刘半农，
以及特别有名的作曲家聂耳、冼星海外，能叫得出名字的不多了。而我以为的重量级音乐人物聂耳、
冼星海居然并不在本书介绍之列，名字仅在对其他音乐家的著述中带过。呵，我还真有点疑心，这俩
人在中国音乐史上的分量这么轻么？书中另一个让我产生疑惑的人物是——瞎子阿炳，他亦属附带介
绍，因为对杨荫浏的评价中，不得不提到阿炳。杨荫浏是本书中最后一个出场的民国音乐人，实际上
他在“四人帮”倒台后还活跃了一个时期，只是他在音乐上的建树从民国就开始了，作者给他冠以“
一代宗师”之称。他曾编配了传唱至今的《满江红》，撰写《中国音乐史纲》，而最最重要的是致力
于对中国民族音乐的抢救，瞎子阿炳的六首二胡曲便是他录制保留的。多年前，有一部以阿炳为主角
的电影，把阿炳塑造为穷苦的受尽迫害的民间音乐家，这就是我脑子里阿炳的形象，也是疑惑的理由
。因为本书中所反映的阿炳根本不是这么回事。阿炳是庙里的道士，曾由杨荫浏父母请到家中陪伴杨
荫浏，因为阿炳的放荡，被杨的父母所厌弃结束陪伴生涯。阿炳一辈子沉湎于吃喝嫖赌，最终落得身
无分文，连二胡也给卖了，只能沿街乞讨，他双目失明系风流的后果梅毒所致，可见生活的确不检点
的。杨荫浏欣赏阿炳二胡上的表现出的音乐才情，但决不赞同这样抹杀事实涂抹出的高大阿炳。当然
，书中让我见识的音乐人物更多了，“学堂音乐之父”沈心工、“教父萧友梅”、“学院派”开创者
黄自等等，从王滔、斌椿、张德彝、李圭、郭嵩焘等第一代观察、了解、记录西方音乐的官员开始，
中国的民族音乐遭遇西方音乐，进入重大变革时期，大量音乐人致力于音乐的普及教育传承。本书对
这一历史进行了脉络清晰的梳理，因各章节撰写者不同，叙述风格有异，但整体的资料比较扎实。《
民国音乐》
5、一段淡出了人们听觉的音乐史，一定是一段尴尬的，未完成的历史，书中从中国的第一首流行乐
《毛毛雨》黎锦晖、李叔同、黄自、曾志忞、萧友梅、赵元任、沈心工⋯⋯本书梳理了中国流行音乐
起步的历程，继续能在人们耳中回响的音乐屈指可数，在唱片市场上也很难找到他们的踪迹了，只有
在音乐书中，有照片，有生卒年月，有代表作某某相关字样，翻开书，多半会发些幽古之思，或者兴
起找一找相关音乐来听听，是否也能带动一部分音乐爱好者去探寻呢？我试着去找过黄自、刘天华等
人的作品，感觉演奏版本、演奏次数都很少，那些都是国人开始接触的西方音乐，而源头性的东西总
是要作为基石被人们忘掉的，整书写的材料扎实，不虚浮，厘清了很多历史事实，尤其是在对阿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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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确看待，以及杨荫浏对真实情况的坚持。人们在欣赏事物的同时，总是要附加很多光环，人们对事
物的看法最终毁掉了事物本身的面貌，往往把一个东西标签化、符号化，当然这种误解，这种不断贴
标签和揭标签的作法，也正是不断加深认识的过程。记得我中学音乐课上老师讲授阿炳的时候，也会
着重讲解小泽征尔对阿炳的评价，这样的音乐应该跪下来听，这样的音乐是对命运的抗争，是对光明
的向往，这种解释我要怀疑了，音乐固然伟大，但音乐家总是人，总是要具体的分析，历史正是如此
，它需要我们客观冷静，但又不允许，也不可能真正的冷静，自然主义，对民国音乐的重新认识，这
不是一个开始，只是一个不断的深化，希望继续有更多的书去挖掘、细究、勘清这段历史，过去的不
应被忘掉的如同从未发生，没有东西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而源头的东西总是意味着更多的可能性
。（2013.2.1）
6、民国时代的音乐有着鲜明的时代印痕，既吸收西洋音乐的精华，也具有民族音乐的特点，可谓现
代音乐的先声。然而，很长一个时段内，并无人以通俗的方式来梳理这段历史。沧浪云诸君所著的《
民国音乐》，以深入浅出的笔触，翔实的史料，为我们构建起了一段音乐的历史，诚为可喜。中国有
着悠久的音乐传统，然而近代以来，随着封建王朝的没落，农业文明的衰败，包括音乐在内的民族文
化也停滞不前。觉醒的知识分子们不但要拯救国家的现状，更要改观这个国家的文化。其中，沈心工
、李叔同、萧友梅、杨仲子、黄自、黎锦晖、江文也、刘天华、杨荫浏诸人可谓拱顶级人物，这些人
中既有搜集整理传统音乐者，也有改革创新者，可谓承前启后。对于音乐家而言，生命寄居于艺术中
，艺术植根于生命上。这样的一生，是艺术的一生，也是传奇的一生。纵观民国时期的音乐家，除了
个别大家出身寒微外，大多出自书香门第。除了物质上的原因外，还源于良好的家庭熏陶。在这些知
识分子身上，既有传统士大夫的情怀，也有新知识分子的激进，他们敦厚、宽容、严谨、奔放、热烈
⋯⋯就像澎湃的海水和燃烧的火焰，具有人性中最美好，最真诚，最激越的东西。他们少年时代大多
胸怀救国治世的抱负，或负笈东瀛，或留学西洋，却选择了艺术的道路，从丝竹之中弹拨出了一个民
族的灵魂乐章。民国的音乐家灿若晨星，但故事最多，流传最广的大概还是李叔同和黎锦晖。李叔同
是一个全能型的巨匠，在音乐、美术、戏剧、佛学等领域均有巨大贡献，其最脍炙人口的一首歌曲便
是《送别》：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 晚风拂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 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零落
。一觚浊酒尽余欢，今宵别梦寒。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晚风拂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 像所
有同代的作曲者一样，这首歌曲的词明显带有中国传统诗词的痕迹，尽显汉语的美。这首歌曲的曲调
是李氏在日本时听到的，是日本歌者犬童球溪的《旅愁》。李叔同重新填词，成了一首具有中国风的
歌曲。实际上，犬童球溪《旅愁》所用的曲调也非原创，其真正的创作者是美国音乐家约翰·P·奥
德威，歌名叫做《梦见家和母亲》，是一首典型的黑人音乐。从这个演绎过程，也可看出民国时代音
乐发展的一个特点。如果说李叔同的音乐是一杯香茗，则黎锦晖的音乐是一杯香草咖啡。在很长一个
时段内，黎锦晖的音乐曾被视为黄色歌曲，这是很不公平的。事实上，黎锦晖是那一代音乐人中最有
担当，最有影响力的人物，他建设明月社和中华歌舞团，培养了大批艺术人才。他和李叔同一样，出
身名门，受过良好的教育，轻视物质财富，数次组织音乐社，数次毁家破产。且不说经他培养而成名
的王人美、黎莉莉这些在电影史上闪闪生辉的人物，但是一首《毛毛雨》，他便算得上早期流行音乐
的执牛耳人物。如果说李叔同，即弘一大师在人生的终途获得了觉行圆满，则黎锦晖在人生历程中收
获了不尽的坎坷。但在某种意义上，二者并无本质的区别。一悲一喜，顺途与坎坷，都是人寻求完满
人格的途径。在追求艺术的道路上，生命的觉醒同时也是艺术的觉醒。同样，来自生命的痛苦必然也
融入到音乐中，就像瞎子阿炳一样，他凄惨的身世铸就了动人心魄的音乐。民国的音乐是一段灿烂华
章，《长城谣》那样唤起民族自尊的大曲固然很多，《玫瑰玫瑰我爱你》这样唱遍全世界的流行乐曲
也不缺席。至于，《何日君再来》、《夜来香》等歌曲，今日仍旧深受喜爱。一个丰富的时代，音乐
不但闪烁民族大感情，更呼唤爱，呼唤美，呼唤人的尊严。那些传唱至今的音乐，正是爱与美的体验
。民国的音乐，它就像一曲交响乐，有华丽的序幕，也有波涛汹涌般的高潮，更有终入佳境的结尾。
7、提起民国时期的音乐给我的印象要么是极文雅带有中国传统文化特色如《送别》的“长亭外，古
道边，芳草碧连天”；要么就是浓情蜜意的新潮海派如《天涯歌女》的“天涯呀，海角，觅呀觅知音
”。民国是现代的东西方文明在我国大交融时期，这时候的音乐作品自然带有当时的时代特色。如果
不是这本书，我对民国那个时代的音乐知之甚少，音乐在我国历史上是具有很高地位的，但对音乐家
的关注却远远不够，这个类似于悖论的现象确实存在，我们大都能说出不少古代名曲，但古代音乐名
家却屈指可数。每个人都有自己从事和熟悉的行业，并且经常主观地认为自己所熟悉的也就是众所周
知，而人类社会经过数千年的详细分工，留存至今的每个行业都有及深厚的历史背景，业内中人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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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门研究行业历史的也难以知其详情。这本书从清末从“洋务”初兴谈起，介绍了现代音乐传入我国
的流程，以及十余位民国时期的音乐界名家，颇有拨开云雾见青天的感觉，至少让我大开眼界，才知
道民国的音乐界如此丰富多彩，丝毫不输当今的娱乐圈，而总体人员质量却要远高于现在的娱乐圈，
毕竟那时候媒体不如当今发达，想炒作并非易事，需要靠有一定的真本事挣饭吃。沈心工、杨仲子、
黎锦晖、江文也、赵元任⋯⋯这些极具民国时代特色的名字，让今人觉得似曾耳闻却又颇感陌生。读
罢此书才得知，这些都是彼时音乐界甚至社会上响当当的人物，由于时间和政治等多种因素致使今人
对其深感陌生，他们每个人都如同其作品一样拥有丰富多彩的一生。中国现代音乐特色成型于民国时
代，由于政治原因在新中国成立后相当长时间两岸的音乐特色走成两条路，这也无可厚非，总有再次
融合的时候，可是那残酷的黑暗十年扭曲了大陆音乐的发展，变成了政治工具，以至于直到现在大陆
的现代音乐远落后于周边，而港台地区的音乐发展我们有目共睹，远远超越内地，而内地现代（流行
）音乐至今摸不着一条门路，目前的现象可说是港、台在“反哺”内地的流行音乐。在看这套系列图
书中的《民国戏剧》时，我总结过：每逢变革之时，便是各种文艺派别名家辈出的时代。民国恰是大
变革之时，有人说民国和新中国，如同历史上的秦与汉，隋与唐，前一朝虽然时间短暂，但对后朝的
影响却是极其深刻，甚至可以说汉唐是秦隋的延续，这一点我是及其赞同的，我总认为历史是螺旋状
前进的，在重复历史的同时结合新事物不断前进。彼时的各学科的大家如同山岳一样矗立在远方，笼
罩于时代和政治的迷雾之中，后人难以辨识其真貌，此实为民族之悲哀，期待有一天劲风吹散迷雾见
真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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