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孙谊及其创作

许 树 坚

星海音乐学院作曲系青年教师孙谊创作的声乐套曲《但愿人长久 》、 《随想曲》

一为大提

琴与乐队而作和长笛
、

大提琴
、

竖琴三重奏《山村印象》以及高胡
、

洞箫
、

古筝三 重 奏《月 光 》

等作品 , 在第四届
“
羊城音乐花会

”
上弓起了广泛的注意

。

这些作品不但真实地表达了作者的

思想感情
,

生动地描绘了他丰富多采的生活感受
,

而且音乐风格清新
、

形式独特
,

既有强烈

的时代气息
,

又有浓郁的民族特色
。

孙谊于一九五四年出生在青岛市 , 岁开始学习小提琴 , 进步很快
。

但是
, “

十年 酷 劫 ,

使他双亲遭受迫害
,

迫使他中断了音乐学 习 ,
接着便到农村去了

。

一九七 年他考上了青岛京

剧团
,

在乐队担任小提琴手
,

某些人认为他有
“
家庭向题

,

而迟迟不予转正
。

以后换了好几个单

位
,
遭遇都是同样

。

但是 , 孙谊从不气馁
,

他总是如饥似揭地学习
,

孜孜不倦地工作
。

他先后从

事过演奏
、

指挥
、

作曲等工作
, 对于音乐创作尤其感兴趣

。

一九七一年他开始自学和声
、

曲

式
、

复调和配器等作曲技术及理论 , 创作了一些弦乐作品。
一九七七年春 , 中央音乐学院在

“文革
, 后第一次面向全国招生 , 孙谊荣幸地考上了我国这座最高音乐学府

,

就读于作曲系
,

先后从师于赵行道教授和苏夏教授
。

一九八三年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苏夏教授作曲班
,

留校

任教 , 担任曲式与作品分析课教学
。

一九八五年调来星海音乐学院工作
,

除讲授曲式与作品

分析课外
,

还担任作曲主科教学
。

他特别注重培养学生分析向题
、

解决向题的能力 , 发展学

生的创造性思维
。

去年在我院教学 咨询活动 ”

中 , 他的教学受到学生的一致欢迎 , 评价是比

较高的
。

除 了教学 , 他还参加 了多方面的社会工作 —当辅导员 ,
参加音协

、

乐团
、

电台的各种

活动
,

为中山大学等单位举办音乐讲座等等
。

几年来
,

孙谊创作了《小提琴与乐队幻想曲》、

第一弦乐四重奏
、

钢琴叙事曲
、

钢琴组曲

《水彩画 》、《眩 目的海区 》等六部电视剧的配乐和电影故事片《还剑奇情 》的配乐以及一 批 器乐

和声乐小品
。

孙谊为本届 ‘
花会 ’

创作的声乐套曲《但愿人长久 》虽然以古代生活为题材
,

但作品的现实

主义思想却异常鲜明 ,

体现 了作曲家积极而明朗的生活态度
,

韶达的襟怀
,

富有深刻的哲理

性 , 为大提琴与乐队而作的《随想曲》, 则表达了作者对现实生活的热情
、

勇于进取和不断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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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的说明
、

分析和评价
,

是 了解
、

学 习
、

研究广东音乐的一本好书
。

多年来
,

他还搜集了五百多首广东音乐
,

并写出了四
、

五十篇介绍广东音乐的文章
,

一

九六一年
,

他在《人民音乐 》杂志发表的《关于老六板的变体 》一文
,

曾被加拿大民族音乐学家

艾伦
·

史莱舍教授翻译成英文
,

发表在美国出版的《 亚洲音乐 》杂志上
。

近几年来
,

黄锦培教授又化了不少心血
,

从事音乐美学的研究
,

先后写出了《论
“

音德
” 》、

《论“

音思
” 》、 《论

“

音语 ” 》、 《论
“

音形 》、 《论
“

音情
” 》等学术论文

,

发表在我 院 学 报和《人民

音乐 》上
。

一九八六年三月
,

他被国际民族音乐学会吸收为会员
。

准备一九八七年参加在美国举行

的国际民族音乐学年会
。

黄锦培教授今年六十七岁了
,

已近古稀之年
,

但他身体健壮
,

精力充沛
,

仍继续潜心于

广东音乐的研究
。

我们衷心地祝愿他健康长寿 祝愿他为我国民族音乐事业的发展
,

作出更

大的贡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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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的精神 , 两部三重奏作品是作者精心设计的新尝试
,

从不同的生活角度
,

运用不同的表现

手法
,

表现现代人的复杂的思想感情
。

音乐配置不是单一而是复合的交益出现和不断发展着

的
。

长笛
、

大提琴
、

竖琴三重奏《山村印象 》在保持浓郁的民间色彩的同时
,

曲作者采用了一

些欧洲印象乐派
、

现代乐派的创作手法
,

多侧面地反映了山村劳动生活 , 民乐三重奏《月光 》

则有三个不同形象的音乐主题
,

分别由高胡
、

洞箫及古筝以不同的调性巧妙地重益在一鹅
,

共同推动乐思的发展
,

使乐曲既保持了民族音乐传统中横向思维的特点
,

又构成现代和声复
杂的纵向关系

,

用以表现人们在朗朗月无下浮想联翩和复合的心理状态
。

作者在创作上寻求一条既符合民族传统
、

符合民族欣赏习惯而又能表达现代人的思想
、

思维方式的创作道路
。

此外
,

孙谊在音乐理论的研究方面也是孜孜以录的
。

他的《浅谈谭盾的民族器乐曲创作孙一

文发表在中央音乐学院学报上
,

被列人八五年重要文章
。 《论恰空变奏曲的创作手法及 其 艺

术衰现爪 《论我国青年作曲家的创作手法 》笋是他正在进行的科研项 目 我们衷心祝愿 他 在

菠学
、

创作
、

科研方面取得更丰硕的成果夕

冷
,

华

劝门阅目叫目卜翻今台命七分亡夕
、七令之编

、

之‘矛 多矛心‘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