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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序 言

四川省人大常委,四川音乐学院党委书记、教授 柴永柏

鉴历史、知兴替。

今年金秋十月,是四川音乐学院建校75周年的日子,这是一个很有意义和值得纪念的时

节。75年来,涛声不断、歌声不止,栉风沐雨、薪火相传。学院由昔日成都市郫县吉祥寺创

办建立的简陋的戏剧音乐学校,发展成为今天占地1156亩、在校生14000人,以艺术学理

论、音乐和舞蹈学、美术学、管理学、教育学等多学科综合协调发展的国内外知名的高等艺

术学府。

四川音乐学院取得的骄人成绩,令川音人倍感喜悦和自豪。这些成绩的取得,与每个川

音人的共同努力奋斗是分不开的。为祝贺学校建校75周年,作为给母校的生日献礼,学校组

织川音老教授协会精心收集整理、编辑出版 《四川音乐学院百名老教授论文作品选集·论文

选集》(上、下)、《四川音乐学院百名老教授论文作品选集·声乐作品选集》、《四川音乐学院

百名老教授论文作品选集·器乐作品选集》,与广大校友和读者见面了。

一批在教学、科研、创作及管理工作岗位多年的老教授、老专家,在学校工作期间撰写

了许多创新艺术发展新理念的文章,总结了许多艺术实践的新经验,创作了不少脍炙人口的

好作品,为我国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为弘扬民族文化做出不懈努力和重大贡献。从这些作

品和论文中,我们可管窥到他们在学校各历史阶段在教学、科研创作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可

惜的是,随着岁月的流逝,一些老人和一些老作品逐渐淡出了后来人的视线……在四川音乐

学院75周年华诞之际出版的 《四川音乐学院百名老教授论文作品选集》,可进一步总结、展

示这些作品的学术成就和影响力,弘扬老专家们的敬业精神,以期达到纪念、缅怀、传承的

目的。

忆往昔、峥嵘岁月;望未来、长风破浪。继承传统、开创未来。我们在传承川音人优良

传统的同时,将总结经验、发扬成绩、与时俱进。我们看到,四川音乐学院走过的75周年历

程,通过艰辛奋斗与积累,一步一个脚印,一代又一代川音人的不懈努力,先后取得了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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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国家发明三等奖在内的省部级以上科技奖200余项,音乐类国家 “文

华奖”、“金钟奖”,美术设计 “红点奖”,舞蹈 “荷花奖”、“桃李杯”等近300项,其中国际

奖达140项。这些成绩令社会关注、令世人瞩目。值得总结、值得骄傲。

我们将以党的十八大精神为指导,努力践行 “为祖国歌唱、为社会奉献、建艺术高地、

走时代前列”的办学理念,充分发挥 “办学综合型、专业特色型”的办学特色,在创建四川

艺术大学的征程中齐心协力、振奋精神,自信前行。

2014年10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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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前 言

原 四 川 音 乐 学 院 院 长、教 授,川 音 老 教 授 协 会 主 任 黄万品

原四川音乐学院院长、教授,川音老教授协会名誉主任 易 柯

从四川郫县吉祥寺的 “四川省立戏剧音乐实验学校”一路走来,四川音乐学院风雨兼程,

已经走过了75个春夏秋冬。75年来,学院已发展为占地1156亩、教职工1400余人、学生

14000余人,拥有新、老两个校区的新川音 (综合艺术大学规模)。学院共有30个专业教学

系 (院)、28个本科专业、125个专业方向,作曲与作曲技术理论、音乐表演及音乐学专业先

后被评为省级特色专业和重点学科建设项目,作曲主科教研室和钢琴主科教研室被评为四川

省首届省级团队建设单位,学校拥有艺术学理论、音乐学、美术学及舞蹈学等专业硕士学位

授予权。学院拥有建筑面积16000平方米、图书文献116万余册的全国艺术院校最大的音乐

图书馆;建有独具特色的西南少数民族乐器陈列室,收藏有200余件 (套)各种乐器及珍贵

文物。

建校75年来,学院为国家培养、输送了各类艺术人才,他们当中不乏蜚声国内外的佼佼

者,如:著名作曲家常苏民、罗忠镕、宋大能、李忠勇、黄虎威、高为杰、黄万品、敖昌群、

易柯、何训田、贾达群、宋名筑、朱世瑞;著名指挥家熊冀华、邱正桂、李西林;著名钢琴

教育家但昭义、杨汉果;著名小提琴教育家胡惟民;著名旅美男高音歌唱家范竞马、旅德歌

唱家赵登峰、青年歌唱家霍勇、青年歌手张迈;著名演员刘晓庆;著名青年钢琴家李云迪、

陈萨、吴驰;著名小提琴家宁峰、文薇;2005年超级女声大赛全国总冠军李宇春、获奖者何

洁;中央台电视歌手大奖赛获奖者谭维维、王铮亮、魏晨;获意大利国际工业设计 “IMM

奖”的美术学院老师贺承、周东,连续两年获德国国际工业设计 “红点奖”的刘锐、贺承。

据不完全统计,学院共有5000名师生在全国乃至世界各级各类比赛中获奖4600多人 (次)。

学院成立以来,党和国家领导人及各级领导给予了极大的关怀和支持,历任川音的各级

领导呕心沥血,全院师生上下齐心、共同努力,铸造了学院如此辉煌的今天。在庆祝学院75

周年华诞之际,在党委和行政的领导和鼎力支持下,由川音老教授协会发起,编辑出版了

《四川音乐学院百名老教授论文作品选集》(四册),即 《论文选集》上、下两册、《声乐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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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集》一册、《器乐作品选集》一册,共约300余万字、130多部作品,以此献给母校建校75

周年。

编辑出版 《四川音乐学院百名老教授论文作品选集》系列图书的初衷,一方面是对这批

老教授多年来所取得的教学成果的回顾、展示和纪念,另一方面也便于后辈学习、师承和借

鉴。自2013年6月征稿以来,得到了离退休老教授的积极响应,从刚刚退出教学岗位的老师

到年近百岁的老人,从海外、北京、香港的校友到已故老专家的亲属、朋友,他们纷纷奔走

相告、心情急切地拿出自己心血结晶的作品、论文,踊跃投稿 (不少作品是国际国内获奖

的),并认真修改和校对作品,热情关注此书的进展情况,积极配合编委会的工作,使整个编

辑出版工作得以顺利进行。在此,向支持关心参与此书的各位老教授、老专家们表示崇高的

敬意,谢谢你们啦!

由于篇幅有限,每位投稿者只限报2~3篇 (首)论文和作品,这些作品不乏精品,是这

批老艺术家教学水平的集体亮相。从整体来讲,《四川音乐学院百名老教授论文作品选集》系

列图书是四川音乐学院弥足珍贵的无形资产、精神财富和艺术营养,并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和

较高的学术性,将在我院历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华丽篇章。

川音老教授协会自2008年4月成立以来,在四川省老教授协会和川音党委的领导下,建

立了组织,成立了 “老教授艺术团”,审批和通过了37名正教授和2名副教授,开展了艺术

培训工作,真正做到了 “老有所为、老有所乐”。我们相信,在院党委和行政的领导支持下,

老教授们将继续发挥老骥伏枥的 “精、气、神”,为学院的更大发展献计出力,为川音美好的

明天继续做出贡献。

2014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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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长恨歌》感怀
（二胡与钢琴）

易　柯　曲

易柯（1953.8 —　），原四川音乐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四川省政协委员。
中国佛教音乐学会副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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