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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 喜 的 成 果

—
七 院校音乐文献分类专题研讨会述评

, 、、匕望、“、一
望

一
“

一瑞
益 ~一一

父
一~

丫几犷民了入犷�‘‘
‘“凡作扩‘r,“几,贬

七院校音乐文献分类专题研讨会
,

一九

/ 又八年十一月一日至五日在四川音乐学院举

行
。

中国音乐学院
、

上海音乐学院
、

沈阳音

乐学院
、

西安音乐学院
、

星海音乐学院
、

南

京艺术学院和四川音乐学院等七院校受聘高

中级专业职务的图书馆长或分编负责人出席

了这次会议
。

文献分类工作厉来是图书馆业务建设中

的一项主要基础工作
,

也是音乐文献学理论

研究的一个重点课题
。

在传统图书馆向现代

图书馆变革过程中
,

必然要考虑到现代化技

术手段的应用和事业的整体化发展问题
。

从

应用计算机到联机检索
、

到全国网络化的实

现
,

都必须有一系列的通用技术 标 准 作 基

础
。

没有标准化就没有现代化
。

标准化应当

放在图书情报检索现代化的首要位置加 以考

虑
。

过去
,

由于历史的原因
,

标准化意识不

强
,

馆际之间没有交往
,

因而全国音乐高校

图书馆没有统一的音乐文献分类标准
。

除了

我院和中国音乐学院采用我国文献工作标准

化委员会颁发的国家标准试用本 《中国图书

馆图书分类法》 (以下简称 《中图法》 )外
,

多数馆都是自编自用
、

自成体系
,

甚至在一

个馆内
,

文献分类也是五花八门
,

不能形成

统一规范
。

这给业务查重
、

藏书组织和读者

检索文献
、

利用资源
、

馆际互借
,

都带来许

多困难
,

也更难于向现代化起步
。

统一全国音乐文献分类标准是文献情报

工作发挥整体效益的需要
,

也是全国各音乐

高校图书馆的共同愿望
。

从一九八三年西安

音乐学院首次举办的音乐高校 图书馆工作经

验交流会
,

提出统一全国音乐文献分类标准

的建议
,

到一九八六年文化部委托中央音乐

学院举办的全国音乐高校图书馆工作会议
,

进一步论证了统一音乐文献分类标准的必要

性和可行性
,

并对会议提出的几个标准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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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专业课
。

老师也有点像我们
,

是盯得很紧的那种教学
,

跟大学的教学方法完全不一样
,

学

生管理也很严格
。

苏联的业余音乐教育相当普及
,

每个区都有一所业余音乐学校
,

国家提供最好的设备条

件
,

有很多老师在那里非常热心地从事儿童音乐业余教学工作
。

小学生是半日制
,

有半天可

以到业余学校学 习音乐
。

他们这方面的教育实在令人羡慕
。

我走了许多国家
,

苏联孩子们受

到的那样好的音乐教育真是世界一流的
。

这十天在莫斯科的确很受教育
,

很多东西很想学
,

但很多东西暂时还学不来
,

我们国家

条件不一样
。

但是
,

我们还是应该努力工作
,

去创造一些条件使音乐业余教育和专业教育的

水平不断有所提高
。

记者
: 周先生

,

非常感谢您满足了我们采访的要求
。

您的这一席谈话所涉及的问题和带

来的信息
,
一定会给您的钢琴界同行乃至音乐界人士带来许多的思垮和启示

。



进行了科学的分析论证
,

虽然各有优点
,

但

都不具有相对统一使用的基础
,

连提出草案

的馆也不敢贸然使用
。

经过实事求是的分析

比较
,

部分馆认为应面对现实
,

《中图法》

作为国家推荐标准
,

已为全国绝大多数图书

馆所采用
,

虽然在照顾音乐文献专业特点方

面有不少缺陷
,

但 《中图法》 编委会正在组

织第三版的修订
,

可以充分考虑采纳各专业

馆的合理意见
,

为各专业馆 统一 在 《中 图

法》的基础上提供条件
。

受 《中图法》 编委

会委托
,

全国音乐高校图书馆协作组
,

组建

了以沈阳音乐学院图书馆陈敏馆长为组长
、

有上海音乐学院图书馆陈家驹和四川音乐学

院图书馆郭林参加的 《中图法》 第三版音乐

类 目表修订小组
。

该小组从一九八六年四月

开展工作
,

经过两年多的艰苦努力
,

在 《中

图法》 编委会老专家韩承铎
、

李兴辉老师 的

具体帮助指导下
,

经过广泛征求 各 院 校 同

行
、

专家们的意见
,

综合吸收了会议期间各

种方案的部份优点
,

几易其稿
,

终于完成了

《中图法》第三版音乐类目表的修订任务
。

《中图法》 编委会在很太程度上采纳了修订

小组的修订稿
,

经最后审定通过
,

‘

已付印出

版
。

由于受体系结构的制约
,

在照顾音乐专

业特点方面
, “

第三版
” 没有全部采纳修订

小组的意见
,

仍然存在一些不尽科学合理的

地方
,

只有通过各馆确定本馆
“
使用本

” 时

加以调整变通执行
。

各馆在确定采用某部分

类法后
,

根据本馆的性质任务
、

服务对象和

藏书特色
,

都要确定一个可供实 际 应 用 的
“
使用本

” 。

它包括对某些类月的调整
、

删

并和必要的补充
,

以及为明确类目含义所加

的注释等等
。

所以
, “

使用本
” 的好坏

,

将

会直接关系到一部分类法对各个馆
,

尤其是

专业图书馆的适用程度
。

我们音乐高校图书

馆在性质任务
、

服务对象和藏书特色上具有

很大的共同性
,

有必要搞出一个可供同专业

的各馆共同接受采用的
“
使用本

” 。

基于这

祥的 自的
,

陈敏馆长草拟了一个 类 似统 三}
“使用本” 的 《中图法》 第三版音乐类分类:

L

表音乐高校专业馆
“
执行方案

” 。

其意义在

于
,

一方面使音乐文献分类工作的标准化规

范化能在更大程度得以推行
,

为各音乐专业

馆之间的资源共享提供了一个有效的检索手

段
;
另一方面又可使各音乐馆就实际分书过

程中碰到的各种问题进行通报
,

以便采取统

一的处理方法
,

为今后第四版
、

第五版⋯的

修订提供一个良好的基础
。

鉴于我馆较早采

用 《中图法》
,

经验教训体会较深
,

有较长

时间的探索研究
,

因此陈馆长向全国音乐高

校图书馆协作组建议
,

委托我院承办这次会

议
。

在学院领导的关怀和各部门的配合下
,

会议得以按照修订小组预定计划顺利进行
。

会议在修订小组主持 下
,

围绕
“
执行方

案 ” (以下简称
“
方案

” ) 逐条逐项地进行

了认真的讨论和细致的推敲考证
,

使其更加

科学
、

合理
、

适用
。

《中图法》 第三版音乐类 目表与第二版

比较
,

主要有如下一些改动
: 1

.

根据书谱分

立的原则
,

将原来与各类音乐作品归在一起

的有关评论
、

欣赏和音乐史的部份提到整个

音乐类的前部
,

即置于音乐理论类下 , 2
。

增

加 了诸如音乐物理学
、

音乐生物学
、

音乐工

艺学等新兴学科
; 3

.

在器乐作品部分
,
增加

了一个专类复分表以供音乐专业 馆 细 分 之

用 ; 4
.

在器乐合奏曲中
,

根据作品的演奏形

式
, 增加 了十多个重奏合奏类目

,

使这个分

类表不仅适应书谱资料的分类
,

也能适应音

像等非书资料的需要
。

通过这次会议修订完

善的
“
方案

” ,

对第三版音乐类目表中某些

含义不够明确
,

设类不尽科学
、

合理的类 目

则又进行了必要的调整
,

同时也增加和细分

了一些类 目
。

如在
“
J6 O

—
05 音乐与其它

科学的关系
”
一类下

,

又详列出
“
音乐社会

学
” 、 “

音乐文献学
” 、 “

音乐考古学
”
等

类 , 在
“ J6 0 7民族音乐研究

, , 和 “ J6 o g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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渔
”
类中

,

增加了专类复分表; 在 l’J 61 3. ,

视唱练耳
”
类下

,

增加了
“
不限定为某种乐

器所用的视秦练习亦入此
” 以及其它类目的

注释
。

另外对
“ J6 4 7

”

类中的专类复分表中

不合理部分做了调整
,

如
“ J6 4 7器乐曲

” 之

下
,

原设的亏类复分表
,

其不科学之处
,

一

是在设类上同时用了二个标准
,

即 “
演奏形

式
”
如独奏曲

、

合奏曲等和
“
曲式

”

如协奏

曲
、

奏鸣曲等
。

二是曲式列举不全
,

在实际

类分文献时
,

会使诸如变奏曲
、 ‘

回旋曲
、

即

兴曲
、

狂想曲
、

随想曲
、

幻想曲等曲式统统

归入
“ 9 其他形式乐 曲

”
中

,

使该类过于膨

胀
,

不利于检索
,

故 “方案
”
中修改为

:

1 练习曲
、

教科书

2
, : 变奏曲

、

回 旋曲
、

即兴 曲

3 协奏由

4 狂想曲
、

随想曲
、

幻 想曲

5 奏鸣由

6 纽曲

7 序曲
、

前 奏曲

8 舞曲

g 其他形式 乐曲

这样改动后
,

无疑更加科学合理
,

并将这个

复分表与后面
“
合奏

”
部分的复分表作了统

一
,

方便了分编人员的工作
。

另外
,

重视我国民族民间音乐文献的收

集和整理
,

已成为我国各音乐专业馆一项长

期任务
。

这类文献随着时间的推移将会越来

越多
。 “

方案
”
充分考虑 到这种情况

,

所以

在
“ J6 4 3

、

5地方剧音乐
”
类下

,

根据文学大

类中
“ 1 23 6 (中国) 地方剧

”

的设类情况
,

专设了一个
“

主要地方戏曲复分表
” 。

又在

,’J 6 44 曲艺音乐乐 曲
”

’一

厂加 了
“仿工2 3 9分”

的注释
。

上述补充
,

为民族民间音乐文献收

集整理检索提供了可以充分展开的类列
,

是

很有远见的
。

对总类复分表的一些类目作了

补充
、

扩大
,

使一些不太好分的内容 (如演

出团体
、

场地和音乐 比赛等
,

这些内容在资

料中比较多 )
一

也有了妥善的解决
。

综 上 所

述
, “

第三版
”
音乐类在

“第二版
”
基础上

有 了较大修改
,

而
“
方 案

” 则界使
“
第 三

版 , 更加科学适用
,

以前在类分具体文献时

遇到的无类可入和有数类可入的情况
,

基本

得到改观
。

图书分类法是学科划分的一面镜子
,

所

以在充分考虑音乐专业文献特殊情况的前提

下
,

应尽可能全面准确地反映出各学科间的

泪互关系
。

音乐类 目表是 《中图法》 的一个

组成部分
,

尤其是考虑到图书分类法的继承

性和延续性
,

在尽可能不损害原有体系结构

的基础上
,

编制出一个较好的音乐 类 目表

来
,

不仅对 目前类分文献
,

而且对今治的进

一步修订补充都有其重要意义
。 “

第兰版
”

相 “
方案

” 的修订完善
,

是集体 智 慧 的 结

品
,

是音乐高校图书馆界馆际合作
,

共同开

发的第一项技术成果
。

会议充分肯定
“

第三

版
” 及其 “

方案
” 的科学性

、

适应性和推广

价道 , 高度评价修订小组的辛勤劳动
、

实干

精神和突出贡献
。

对于已经采用和准备采用

《中图法》的馆来说
,

完善后的
“
方案

”
犹

如雪中送炭
,

直接受益
,

解决问题
。

对暂时

还不准备采用的馆来说
,

作为图书馆事业组

成部分的一员
,

出自关心事业发展的大局
,

从提高图书馆学术地位和研究能力
,

锻炼队

伍
、

培养人才
、

增长才干
、

扩大图书馆的社

会影响
,

无疑也是有益的
。

会后我们收到中

国音乐学院图书馆茅匡平馆长等不少同志来

信
,

特别称道这次会议平等和谐友好的气氛

和注重实效的精神
。

忿乏络会议的成功还不全在于一个 比 较 科 学
“
方案

” 的产生
,

更在于文献工作标准化意

识和各馆共同开发的意识
,

已为更多的人所

理解
、

所接受
。

许多代表十分欣赏这次专题

研讨会产生的实际效益
,
提出继续采用这种

有效形式
,

’

夯别在沈阳
、

北京
、

上海等地举

办音乐文献著录标准
、

计算机应用
、

主题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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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音乐教育探讨扮扮扮崎
台今台今

漪漪崎漪漪崎扮崎漪价漪漪漪漪价份漪扮漪的扮沙扮漪勺
写
份肠,作劲

J

份的
‘

作乃
‘由
甘从了介价
矛

介价
J

份从
产

试 论 音 乐 教 学 中 的

情 感 问 题
每

“““
” ,
““““

‘ 侯春在
马

价价价阶价价扮价价价价价价价扮
心习
价公

阶宁愈马愈愈$愈$
。作公刃
恋

一
、

音乐与情感关系的理论分歧

音乐美学界关于音乐与情感关系的理论

分歧集中体现在他律音乐和自律音乐的论争

之中
。

他律音乐主张音乐法则和规律来自音乐

之外
,

尤为重视人驾驭音乐时的 情 感 表 现

力
。

远在古希腊时期
,

亚里士多德就有音乐

与人类情感生活相联系的理论
,

在经历 了中

世纪音乐服从宗教情感和文艺复兴初期音乐

服从人类情感的发展变迁以后
,

到舒曼
、

柏

辽兹
、

李斯特等人的浪漫主义音乐理论
,

已

经认为音乐是情感的化身
,

是唯 情 而 存 在

的
,

以致认为在音乐中人可以从
J

恩想的栓桔

下解脱 出来
。

自律音乐恰恰相反
,

主张音乐法则和规

律就在音乐自身
,

否认情感表现力对音乐 的

意义
。

古希腊的毕达哥拉斯提出过以数作为

音乐本源的理论
,

在经历了中世纪音乐作为

和谐和秩序的形式以及文艺复兴初期音乐作

为心灵的算术练习的莱布尼兹的理论的发展

变迁以后
,

到汉斯立克的 《论音乐的美》 问

世
,

已经尖锐地认为音乐从根本上与情感无

缘
,

音乐只是乐音流动的形式
。

两派截然对立
、

严重分歧的理论
,

显示

了共同的弱点
,

这就是以形而上学的音乐美

学观试图解释音乐与情感的关系
,

这就形成

了不同倾向的片面性
。

音乐是人类的精神现象
,

这种精神现象

无论具有怎样严谨的理智结构
,

也绝不能脱

离人类的理智伴随着情感而孤立存在 , 而音

乐的情感体验作为表现音乐的心理源泉诚然

举足轻重
,

但它毕竟是伴随状态 的 心 理 过

程奋如果超越理性也只能是无本之木
。

叼切 、气J丫 切、产叼V 甘、八沙勺, J 勺 、子习, 以、气沪勺 V 、六子、、沪勺、沪丫叼、气产、八沙V 侧 、六产

叙词表等多项馆际合作开发研究的意向
,

说

明自我封闭的状态 已经打破
,

馆际之间友好

合作
、

相互协调
、

平等互助
、

见诸实效的新

格局开始形成
。

作者通讯处
: 四川音 乐学院图书馆

二
、

音乐教学中情感及其表现力的地位

在我们的各种形式的音乐过程中
,

情感

及其表现力究竟处于何种地位 ? 对于他律音

乐和 自律音乐还缺乏深入研究
,

把唯物辩证

法应用于音乐情感问题也相对贫困
,

无意识

的倾向性难免出现些盲目和偏差
。

从音乐教

学及音乐演奏和演唱的现状来看
,

有些是明

显地追求他律音乐的
,

这就是强调表现力和

情感体验
。

但研究发现这之中多数还停留在

肤浅的形式追求水平
,

表情多于内心之情
,

低层次情绪多于高层次的情感
,

于是给人以

美学里称作 ,’i 肖极的滑稽
” 的印象

,

也就是

形式美与本质的浅薄交织而成的结果
。

而许

多正规音乐教育在这方面是努力克制的
,

克

制中显示出自律音乐 的倾向性
,

这就是强调

精确的技能技巧训练
,

技术指标一丝不苟
,

以理智指导音乐描写
。

但研究发现
,

多数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