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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音乐学院05年度博士后举行中期报告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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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6年9月15日下午2点，中央音乐学院05年度博士后觉嘎在本所会议室汇报了
他进站一年以来的研究和创作情况。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学系田联涛研究员、作曲系刘
霖教授、郭文景教授、本所戴嘉枋所长、宋谨副所长等人听取报告。 

      觉嘎的博士后研究项目为：创作交响史诗《西藏》——为大型混合乐队与人声而

作（1、序——古老的仪式，2、来自圣地的祈愿，3、雪域风情，4、节日，5、尾

声——向往明天）和附带项目：《西藏传统乐器研究》。自2005年9月1日进站以
来，他先后完成了课题相关资料的搜集整理工作；赴西藏自治区和四川省的部分藏区
进行采风和实地考察工作，并在中央音乐学院担任作曲系课程和赴天津音乐学院讲学
等活动。此外，还有大型民族管弦乐《阿吉拉姆》、室内乐《轮回》、室内乐《迎送

鼓乐》、弦乐四重奏《卓·谐》等作品分别在上海、香港、北京及美国演出。 

      随后，他重点介绍了博士后项目的附带项目：《西藏传统乐器研究》的进展情
况。在研究过程中，通过现有研究成果的分析并考虑到项目研究的意义、价值和成果
的质量及应用前景等因素，对《西藏传统乐器研究》的具体研究内容作了相应的调
整，将在藏族传统乐器中最具影响力和最具特色的乐器扎念作为研究内容。并完成了
题为《漫话——论藏族传统乐器扎念》的专题研究报告，使扎念研究，特别是在扎念
传承历史的研究方面，取得了新的进展，并为其今后的研究工作开辟了新思路。 
    
    与会人员认真听取了觉嘎的报告，对他工作进展给予肯定。并认为他提交的论文
《漫话——论藏族传统乐器扎念》对扎念的乐器形制、风格流派、历史脉络等方面的
研究较为突出，也较为客观，具有较强的说服力。对推动国内对藏族音乐研究具有积
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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