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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10月12日19：30分，中国音乐学院作曲系在国音堂歌剧厅成功举办了第22届“东方地平线”学生作品音乐

会。本次音乐会是“东方地平线”活动多年停办后的再一次重新开启，意义重大。音乐会现场座无虚席，作曲系师生齐聚

一堂，赵塔里木院长也一同观看了演出。本场音乐会由中国音乐学院科研处处长、作曲系主任高佳佳教授主持。

音乐会一共演出了15位学生的16部作品。分别是：巍媛的钢琴独奏《小丑》（指导教师金湘）、苗思齐的钢琴小品

《忆》（指导教师王非）、彭天孥的艺术歌曲《我不知道风是在哪一个方向吹》和《我请求：雨》（指导教师阮昆申）、

林虎的室内乐《鬼夜》（指导教师阮昆申）、林达的《钢琴变奏曲》（指导教师姜万通）、孔祥怡的室内乐《鸣静》（指

导教师王宁）、张磊的艺术歌曲《采莲曲》（指导教师阮昆申）、张娇的歌曲《让我为你唱首歌》和室内乐《水中月、镜

中花》（指导教师权吉浩）、杨阔的《钢琴三重奏》（指导教师王宁）、赵莹的歌曲《信仰》（指导教师高为杰）、谭旭

的室内乐《幻想变奏曲》（指导教师高为杰）、孙超群的《弦乐四重奏》（指导教师罗忠镕）、刚妍的室内乐《六重奏—

竹染》（指导教师王非）、姜芷若的室内乐《破阵子》（指导教师施万春）。演出的作品风格多元，形式多样，体裁涉及

钢琴曲，声乐曲和室内乐。参加的作曲系学生自本科三年级至研究生三年级不等；共同参与演出的演奏员们来自学院各个

系部，有指挥系、声歌系、管弦系、国乐系和钢琴系。正是在各系部的共同努力下，这场音乐会才取得了圆满成功。



在音乐会即将结束之际，赵塔里木院长致辞，他首先对音乐会取得成功表示祝贺，此外还对作曲系师生们提出了更高

的要求——中国音乐学院不可替代的使命是为建立中国音乐教育体系而奋斗，作曲正是这个体系中非常重要的支撑。为实

现这个目标我们几代作曲家坚持不懈，留下了非常宝贵的遗产。我们希望能把这个光荣传统继承下去，并开拓创新。作曲

系将以崭新的面貌展现在全校师生面前，在中国音乐学院众多的学科中间起到引领作用。

10月13日下午14时，作曲系师生在313教室举行了作品研讨会。到场的老师共计20余位，分别来自各个教研室以及附

中。研讨会上，首先由本场音乐会的指挥王梓同学发言，他提出作品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并发表意见。随后，老师们各抒

己见、畅所欲言，共同就学生作品音乐会取得的成绩表示祝贺，同时就本次音乐会上反映出的问题提出宝贵的意见。

高为杰教授首先发言，抛砖引玉，他认为这次参加演出的学生只是全系学生的十分之一，作品的选取也带有一定的随

机性，不能完全代表作曲系的整体质量和水平。他希望以后能有更多的机会提供给学生们演出、实践。



就作品的风格问题，高先生提出了风格定位的三个方面。1、回避。在写作中一定要回避一些东西，如果任意堆砌，

会导致作品的风格不统一。2、选择。倘若要求学生一开始即有自己的风格是不可能的，因此作品中总会有点模仿。这些

模仿的东西要充分理解，并在明确自己心中想要的和有所回避的前提下，选择跟自己个性和文化身份较吻合的、适合模仿

的东西作为创作的起步。3、创造。即创造自己的风格。这点不能苛求学生，重要的是选择好风格，并在模仿中有适当的

创新。

就作品的体裁，高先生提出要注意艺术歌曲与歌曲，尤其是与晚会歌曲的区别。艺术歌曲是带有学术性的，要求声乐

与器乐互动。钢琴不仅仅是伴奏，它要有独立的表现空间。在室内乐的写作中，则尤其要注意每一个演奏员平等的地位。

他们都是主角，不能让演奏员觉得自己无所事事，在舞台上显得尴尬。最后，高先生指出，作品的构思非常重要，不能流

于表面。要尽可能地挖掘表面背后的深层寓意，带有思想的作品才有深度。

权吉浩教授随后发言，就作品的配器问题提出：配器的目的是最大的节省，要以最少的人员来解决最复杂的织体。就

像合唱的原则是分分合合，室内乐的写作也一样。谈到风格，权老师建议同学们在自己最熟悉的音乐中进行写作，明确写

作目的。又谈及作品的层次，权老师表示他个人比较偏好于长线条的呼吸。他认为音乐中过分地停顿会使音乐断开，破坏

作品的完整性。

王非副教授作为作曲教研室的主任，他总结了音乐会的几点不足。一，作品的记谱不严谨；谱面上应有的标记、演奏

法不完善；标题和内容并不十分贴切。这些问题徒增了作品排练的难度，同时也影响了音乐会演出的质量。二、就体裁问

题，王非老师以弦乐四重奏为例指出，这是一种既简单又难的作品体裁，难点在于体裁的纯粹性。他认为，学生阶段对于

弦乐四重奏的写作要多学习写作方法和体裁特点，单纯地将四件乐器拼凑在一起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弦乐四重奏。另外，

室内乐要强调每个演奏员的重要性，尽可能的为每一个演奏员提供发挥的空间。国外很多室内乐比赛要求独奏家编制，目

的就是挖掘每个演奏员的最大潜能。三，就音乐的层次和结构问题，王非老师指出，作品的层次要分明。从音乐会总体来

看，学生们对结构的问题把握得不够好，欠缺逻辑性的考虑。

附中的朱琳和朱赫老师也分别发言。朱琳老师指出，大学的学术现状对附中的作曲教学提供了重要的信息，并指出了

方向。实践对于创作是至关重要的，学生们目前还缺乏实践经验。对于这点，老师们的把关和帮助能够让学生尽快的成熟

起来。朱赫老师则着重强调了作曲者与演奏员之间的沟通。他认为，音乐会反映出作曲者与演奏员之间的输出渠道明显欠

缺。学生们要有主动“输出”自己想法的意识，不要让自己的作品处于“被演奏员选择”的位置。

系主任高佳佳教授在总结发言中指出：这次的音乐会作品风格多样，有音乐、有技术，还不乏许多感人的片段。但也

呈现出明显的不足，比如很多作品的开头非常好，有闪光点，但是随着音乐的发展却逐渐失去了方向，让听者感到乏味甚

至于走神。归根结底，还是写作上的问题。高教授指出，这次音乐会反映出整个作曲教学的基本情况，及时发现问题，以

便在今后的教学中逐步解决。同时，作曲系也将尽量完善体制和制度，为同学们提供更多的实践机会。



 

研讨会上范建明、姜万通、阮昆申、刘青等多位老师发表了自己的意见和建议，可惜限于篇幅不能一一录入。从老师

们的话语中我们能感受到他们对同学们的关心、支持和殷切期望。张磊、张倩等学生也纷纷发言，他们代表全体参演学生

对院系领导、老师们提供这次难得的实践机会表示由衷地感谢，并将以加倍的努力来争取更大的进步。最后，研讨会在和

谐、充满希望的氛围中结束。相信作曲系在未来的发展道路上一定会取得更大的突破和成功，为加快构建中国音乐教育体

系做出应有的贡献。（作曲系 2010级博士生江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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