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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历史悠久的多民族国家，中国文化具有深

厚的积淀和多彩多姿的形态，中国民乐更是中华民族

文化中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每一个历史时期，中

国民乐的创作演出，都面临如何将传统发扬光大，如

何适应当代观众，如何最准确地再现中国音乐的形象。

十年之前，在音乐厅举行的中国民乐音乐会，曾有

只售出23张票的尴尬。中国民乐出现演出场地、演出人

员建制、演出形式的改变，从音乐厅渐渐转入遍布社

会生活中的餐饮娱乐场所，小型的室内乐形式成为流

行。但是，缺乏新作品。21世纪观众要求中国民乐的

创作演出，呈现求新、求变和时尚化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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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02年开始，一个启动和鼓励中国民乐室内乐

创作的比赛构想，慢慢成型。

一群来自不同文化艺术领域的、对民族音乐充满

热爱和期待的有识之士，在上海挺身而出，处于人力

物力财力匮乏的情况下，毅然担起组织现代民乐创作

比赛的重任。《TMSK刘天华奖中国民乐室内乐作品

比赛》应运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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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命名之初，“刘天华”与“TMSK”就成了这个

比赛中两个不可分割的重要概念。

刘天华是中国现代民族音乐之先驱，他是二胡演

奏家、作曲家、教育家，他将中国民乐引入传统和科学

相结合的大学课堂；TMSK（透明思考）则为今天观众

所认可的时尚文化概念。

正如中国著名的作曲家吴祖强老师的评价：刘天

华代表着中国民族音乐的传统；而身为现今文化艺术

界中坚力量的作曲家郭文景则表示：因为TMSK这四

个字，让比赛更充满时代的活力。

所以，尊重中国民族音乐传统，弘扬中国民乐的

精神，创作具有时尚文化特征的中国民乐小型器乐作

品，便是“TMSK刘天华奖中国民乐室内乐作品比赛”

的宗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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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誉为“中国现代琉璃艺术奠基人和开拓者”的

艺术家杨惠姗、张毅，欣然为此比赛创作琉璃奖座，

命名为“乐开来”，并写下注解：

	 	 血，无法替代

	 	 心，不可复制

	 	 石破天惊

	 	 萌出的火种

	 	 用老祖宗的话

	 	 唱今天的快乐和忧伤

正如作品本身的设计，

源源不断的琉璃气泡似一股股力量，

激起石破天惊的热情。

经由顶端的高耸的乐线传递五洲。

大家都同意并相信：

中国民乐的新时代将有一场燎原大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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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TMSK刘天华奖中国民乐室内乐作品比赛》历时十

年，是纯粹的公益活动。以室内乐（小作品）为创作比赛的形

式，是中共中央宣传部批准的国内民乐类小作品创作赛事

的唯一。可促进社会生活所需要的民乐小作品的创作。

2，赛事几乎遍及全国音乐院校，征集范围跨越中国28个

城市与地区及欧美日韩等7个国家，动员大、中专业院校50余

所。

3，由吴祖强教授担任组委会、评委会主任，保证评委

会的权威性和公信力。参与过评审的评委有郭文景、杨立

青、何训田、王家阳、王甫建、唐建平、刘文金、高为杰、吴玉

霞、贾达群、金复载、周成龙、张弘毅、张振涛、王次恒。策划

人为张毅、唐斯复、张弘毅

4，这是全面弘扬中国民族文化的音乐作品比赛。比赛要

求参赛者：借鉴中国民乐传统进行创作，从中国文学中吸取

营养、运用中国戏曲音乐素材和中国曲艺音乐素材进行创作，

提醒参赛者学习中国民歌音乐素材和少数民族音乐素材，同

时，鼓励作曲家将音乐创作技法的新成果融入作品之中。

5，赛事在师生中产生良好口碑，五届共收到478件作品。

6，每一届比赛较之前一届都有增加不同的创作内容及

侧重点，如第五届重点就是围绕中国戏曲音乐素材进行创作，

并与中国戏曲学院作曲系及中国戏曲音乐学会共同组稿，力

争出现不同剧种的音乐作品的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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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祖强

著名作曲家，音乐理论家，音乐教育家，中央音乐学

院名誉院长，中国音乐家协会名誉主席，联合国教科文

组织国际音乐理事会执行委员，中国大剧院艺术委员会

主任，全国政协常务委员会委员。

代表作品：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琵琶协奏曲《草

原小姐妹》、协奏音诗《春江花月夜》 。

《TMSK刘天华奖中国民乐室内乐作品比赛》评委

会和组委会做了一件不容易做的事情，对于音乐创作来

说，举行这个比赛是好的想法，组织者经历了艰难的途

程，我们面临的是一个复杂的创作时代。音乐创作是走

在音乐生活最前列的，有创作才有演出，也才能够谈得

上赢得观众。目前，民乐的演出场所趋于小型和分散，室

内乐成为很主要的演出形式，而恰恰今天室内乐的创作

较为薄弱，新作品少，有质量的更少，传播和流通也不甚

理想。正是《TMSK刘天华奖中国民乐室内乐作品比赛》

在这个形式的领域中推动了创作的进步，是对音乐界创

作室内乐的提醒、一次发动，这是十分可贵的。我们有

责任保持比赛发挥切切实实的作用，保证比赛的权威

性和生命力。这个比赛是否能够坚持下去，关键在于保

证评选的质量！

另外，作品的“新”是比赛的一大特征，但是，我想

请曲作者注意“新”是有“源”和“根”的，这是年轻人

很重要的功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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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立青

著名作曲家，音乐教育家，上海音乐学院前院长。

代表作品：声乐套曲《唐诗四首》；交响叙事曲《乌江

恨》；管弦乐《节日序曲》；交响舞剧《无字碑》(与陆培

合作)；二胡与乐队《悲歌》《荒漠暮色》；电影《红樱桃》；

五重奏《思》。

中国民乐乐器是具有鲜明个性的，以小型、重奏的

方式进行演奏，应该说这在今天的音乐界具有策略性

的意义。《TMSK刘天华奖中国民乐室内乐作品比赛》

的作品中出现大量与国际美学思潮接近的创作，甚至出

现只有作曲家提示、而没有曲谱，演奏人员即兴演奏的

作品……可以说中国民乐创作呈现多元的良好开端。

刘文金

著名作曲家、指挥家、中国歌剧舞剧院艺术指导、中

国音协创作委员会副主任。

主要作品：二胡《豫北叙事曲》《三门峡畅想曲》；协奏

曲《长城随想》《秋韵》《雪山魂 塑》《鹰之恋》《虹》《东方

剑魂》《酒歌》《丹青仙子》；二胡套曲《如来梦》；民族

管弦乐《太行印象》《难忘的泼水节》；《十面埋伏》《茉

莉花》《戏彩》《泰山魂》；舞剧《长恨歌》等。

作曲要讲究作品的可听性，作曲家在思考选题时，

要想到听众和音乐厅中的效果，甚至要分析不同层次

的观众，学院要重视对学生这方面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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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为杰
著名作曲家，博士生导师，中国音乐学院教授。

代表作品：民族管弦乐《蜀宫夜宴》；民族室内乐《春

夜洛城闻笛》；民乐室内乐《韶Ⅰ》《韶Ⅱ》；舞剧音乐《原

野》；笛子与管弦乐队《别梦》；打击乐与管弦乐队《远梦》。

《TMSK刘天华奖中国民乐室内乐作品比赛》的获

奖者中，二十五岁以下的年轻人占了四分之三以上，这

是一个非常可喜的现象。……有些作品展现了年轻人

的新观念、新思维，其多样性也远远超过了以往的创作。

但是也有一些作品的创作，在运用西方技法方面出现过

于随便、不严谨和不求甚解的现象。年轻人需要审视自

我，使自己成熟起来。

吴玉霞
著名琵琶演奏家，国家一级演员，中央民族乐团民族

管弦乐队琵琶首席。从维也纳金色大厅到美国卡耐基音

乐厅，演出足迹遍访数十个国家和地区。

代表作品：《春秋》《古道随想》《千秋颂》《律动》。

主要著作：《东瀛琵琶行》《琵琶演奏曲集》《琵琶演

奏基础教程》。

我认为音乐家真正参与中国民乐创作刻不容缓。民

乐是我们的民族语言，如果创作上能将作曲技巧和民

族乐思结合，创作出来的作品会流传得更为广泛。此外，

如果能够从乐器的性能、音色等方面作进一步的了解、

研究、发掘，民乐创作可以找到新的突破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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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建平

著名作曲家  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教授。

代表作品：大提琴九重奏《玄黄》；协奏曲《春秋》

《八阕》；《春秋集韵》《仓才》；管弦乐《后土》；协奏

曲大型乐剧《天人》；管弦乐幻想组曲《天人》；嬉游

曲《急急如令》；民乐四重奏《心雨》；三重奏《弹歌》；

琵琶独奏《絮》。

这是一个比赛与教学相结合的社会音乐活动，会

促进教学。……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中国音乐历史的一环，

肩负衔接历史的责任，我们的创作要起到负载历史的作

用，必须深入思索、思想先行。

贾达群

著名作曲家，博士生导师，上海音乐学院教授。

代表 作品：《秋三阕，9位中国乐器演奏家》《响

趣，5 位 中国 打 击 乐 器演奏 家》《融 I，混 合 室内乐

团》《水墨画意三则, 为17位演奏家的室内乐团》《梦

蝶—七场昆曲歌剧》《鹤鸣湖—舞剧》。

一个民族的文化艺术要发展，单单局限在本土是不

行的，必须要在世界舞台上有活动，使它受到世界的关

注，并能影响其他的文化，这样才有生命力。……如果

像今天这个比赛能更深入更广泛一点，坚持得更久一点，

我们一定能有更多的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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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训田

著名作曲家，博士生导师，上海音乐学院教授。

代表作品：交响乐《平仄》；室内乐《天籁》《声音的

图案》；电影《兰陵王》《黄孩子》《阿姐鼓》《央金玛》。 

学习作曲的方法有很多种，单一强调学院化规范化

会把人的许多本质东西忽略了。……我们应该学会用自

己的语言表达自己的思维。从内心涌出的东西，永远是

最新鲜的，是属于自己的。

张弘毅

台湾著名作曲家。

曾经四次荣获金马奖最佳音乐奖，并多次荣获亚太

影展、金钟奖、金嗓奖、金曲奖、金鼎奖。他的作品横跨古

典、流行与影视界。电影作品有《玉卿嫂》《我这样过了一

生》《看海的日子》《稻草人》《策马入林》《尼罗河的女

儿》《悲情城市》《胭脂》《怨女》数十部。

电脑可以做出各种器乐的声音，但如果把中国乐器

所有的演奏法都纳入其内的话，恐怕电脑也会当机。中

国乐器的演奏法是一个太复杂而又太具特色的东西。对

这一点我们要有充分的认识和下工夫去掌握它。



诚
意

迈
出
中
国
民
乐
室
内
乐
创
作
的
新
足
迹

郭文景
著名作曲家，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教授。

代表作品：歌剧《狂人日记》《夜宴》；交响乐《蜀

道难》；交响诗《川崖悬葬》；协奏曲《愁空山》；室内乐

《戏》《甲骨文》《社火》；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死

水微澜》《千里走单骑》。

《TMSK刘天华奖中国民乐室内乐作品比赛》有些

参赛曲目悦耳动听，跳出习惯的旋律，有些作者用了电

声作背景音乐，这种形式非常可爱，使传统的、民间的、

乡土的东西，变为城市的、知识分子的、小资的，顺应时

代潮流，与时俱进。

如今的民乐面临生存的问题，我们要考虑如何赢得

观众，把他们吸引进来。

王家阳
著名指挥家、演奏家、香港演艺学院客席教授。

几十年志立于弦乐教学法和室内乐演奏艺术的研究

工作，并亲手组建了数十个重奏组合室内乐团。培养了一

批优秀的演奏人才。近年，新创建的深圳青少年爱乐室

内乐团在海内外音乐界得到高度评价。

首先要赞扬和感谢那些倡导、主办、参与和支持

《TMSK刘天华中国民乐室内乐作品比赛》活动的人们！

这一活动的意义，远非只是创作几首作品，它是对挽救、

继承和弘扬发展民族器乐演奏的一个呼唤！这是一个

巨大的课题，更是一个巨大的工程，任重道远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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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复载
著名作曲家，上海音乐学院音乐剧系教授、系主任。

代表作品：动画片《哪吒闹海》《三个和尚》《雪孩

子》《蝴蝶泉》《宝莲灯》等；电影《谭嗣同》《最后的贵

族》《清凉寺钟声》《红河谷》《鸦片战争》；电视剧《努尔

哈赤》《袁崇焕》《济公》；芭蕾舞剧《玫瑰》《阿Q》《长

恨歌》；话剧《生命·爱情·自由》《家》《雷雨》。 

繁荣民乐室内乐的创作是发展民族音乐的一个重

要手段。要多研究“室内乐”的艺术特点，基本上是重奏

性的。创作要考虑演奏员的“接受程度”和观众的“喜

闻乐见”。要多吸收民族民间音乐的素养，要在这基础

上进行“创造”，要融入重奏的体裁中。

周成龙
著名作曲家，上海青年爱乐民乐团艺术总监

代表作品：二胡协奏曲《江恋》；琵琶协奏曲《西双

版纳的晚霞》；中胡协奏曲《科拉沁草原的传说》；笛子

协奏曲《山风》；古琴伴奏曲《广陵散》；大合奏《川西随

想》《过零丁洋》《台湾组曲》《魏风》。

青年曲作者很有想象力，愿意从民间吸收养料，并

在作品中将其夸大，很好；但是，千奇古怪的东西又多了

些。希望能更深地扎入民族文化的土壤，考虑台下观众

对音乐的感受，对获得美感的需要。如果能将作品的深

情程度、优美动听、耐人回味结合起来，定能前途无量，

成为人民喜爱的音乐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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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建民

著名作曲家，上海音乐学院民乐系主任、教授。

代表作品：协奏曲《第一二胡狂想曲》《第二二胡狂

想曲》《天山风情》《四季掠影》《幻想曲》等。

王甫建

著名指挥家、作曲家。中央音乐学院指挥系教授，上

海民族乐团团长。

主要作品：琵琶与管弦乐队《十面埋伏》；双琵琶协

奏曲《断桥》；民族管弦乐《二泉映 月》《山歌与舞曲》；

拉弦与弹拨乐《西江月》；笛子独奏《散序》；三弦与乐

队《土风四首》；琵琶与乐队《海青拿天鹅》；琵琶协奏

曲《天祭》；大型民族管弦乐作品《太阳季节》。

张振涛

著名音乐理论家，中央民族乐团副团长。

主要著作：《笙管音位的乐律学研究》《冀中乡村礼

俗中的鼓吹乐社》论文集《诸野求乐录》等。

王次恒

中国著名笛子演奏家，中央民族乐团笛子首席演奏员，

在国内外享有很高声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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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MSK刘天华奖中国民乐室内乐作品比赛》

是有创意价值、有远见、有影响力的音乐专业创作

赛事，含有音乐事业建设的意义。

但是，因为10年前国家支持文化的力度限制，一个由民间发起、

承办的非盈利学术性的比赛活动，经费极其困难，组委会工作人

员度过清贫、寂寞但又是义无反顾的十年历程，激励我们坚持的

是繁荣民族文化的使命感。

前四届比赛平均每届预算和支出约80万元。项目包括组稿、

奖金、奖座制作、评审、举行音乐会、研讨会务、宣传、广告，以及

办公费用和人员工资等。奖金为：一等奖（1名）1万美金，二等奖

（2名）5千美金，三等奖（3名）1千美金。

第一届经费，来自主办单位、社会文化界及琉璃艺术家个人资

助；第二届得到了上海市文化发展基金会的资助，其余来自企业资

助及民间集资；第三届得以从上海市、卢湾区得到文化专项资金资

助，其余来自于企业及民间集资；第四届比赛是最为艰辛的，在没

有政府机构资助的情况下，我们靠承办方及民间集资顺利完成。

第五届比赛正在进行中，继续得到上海市文化发展基金会

的资助，同时得到文化部“中国民族音乐发展扶持工程”项目

的资助。第五届比赛是十年的一个总结，我们将于2012年下

半年分别于北京、上海两地举办《十年硕果—优秀民乐室内

乐原创作品音乐会暨民乐创作研讨会》，并出版优秀作品曲谱

汇编、CD录制等系列出版物。预算16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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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12月，第一届民乐比赛颁奖音乐会
在上海音乐学院贺绿汀音乐厅举行

第一届比赛音乐会合影

第一届比赛音乐会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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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届比赛研讨会现场

吴祖强老师在第一届比赛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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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届比赛颁奖音乐会现场

第二届比赛颁奖音乐会在上海兰心大戏院举行

第二届比赛颁奖音乐会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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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届比赛研讨会现场

第二届民乐比赛

获奖作品CD签售

仪式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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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届比赛颁奖电视节目录制现场

第三届比赛上海东方电视台“艺术人文频道”
研讨会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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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届比赛评审现场

第四届比赛获奖者座谈会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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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届比赛获奖者颁奖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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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MSK刘天华奖中国民乐室内乐作品比赛》经历了2003、2005、 

2007、2009、2011年五届赛事，组织委员会之所以能够坚持十年浩繁

的组织工作，动力源于深深的期待：出现“悦耳动听，气质良好，易于

传播”的优秀民乐室内乐作品。五届共收到478件作品，前四届共有21

首进入名次，40首获优秀奖，第五届比赛评选正在进行中。

第一、二届比赛获奖作品分别在上海音乐学院贺绿汀音乐厅和上

海兰心大戏院举行“《向天

而歌音乐会》暨颁奖典礼”。

第三届赛事的相关话题讨

论，由上海东方电视台艺术

人文频道的《文化主题之夜》

进行了播出，赛事已逐渐上

升为中国音乐界对于民乐室

内乐作品创作的话题。第四

届比赛结束以后，文化部发

函希望《TMSK刘天华奖中

国民乐室内乐作品比赛》获

奖作品音乐会，参加由文化

部及国家大剧院联合主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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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中国民族音乐巡礼百场系列音乐会”活

动。第五届赛事被纳入文化部“中国民

族音乐发展扶持工程”项目。

2006年11月，出版《乐可乐·非常

乐》中国新民乐专辑CD，其中收录了

《TMSK刘天华奖中国民乐室内乐

作品比赛》部分获奖曲目和资深作

曲家示范作品。

但是，我们也感到遗憾，前四届的“

一等奖”均告空缺，意味着：还没有出现完美

的“悦耳动听，气质良好，易于传播”的作品。组委会

认为：比赛能评出一等奖固然好，显示比赛活动的成就，但是，

不能为了形式上的名次而降低标准，奖项的等次需由质量来

说话。四届评选结果虽然都没有一等奖，但是，通过四届比

赛出现近500件室内乐新作品，这是很大的成绩；我们还取

得对当前创作状况的认识，尤其是对年轻作曲者学习创作状

况的了解，提醒他们在教学中进行改善。一等奖空缺，是鼓

励年轻人继续走漫长、艰难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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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 Daily》2002年12月26日

《China Daily》2003年3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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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早报》2003年11月26日

《文汇报》2003年11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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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早报》2003年12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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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民晚报》2003年12月28日

《上海星期三》2003年12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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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民周刊》2006年4月7－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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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民周刊》2006年4月7－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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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周刊》2006年5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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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午报》2008年11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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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MSK刘天华奖中国民乐室内乐作品比赛》

第五届   简章

第五届《TMSK刘天华奖中国民乐室内乐作品比赛》征集参赛作品

2011年正式开始。

《TMSK刘天华奖中国民乐室内乐作品比赛》经历了2003、2005、2007、2009

四届赛事，组织委员会之所以能够坚持八年浩繁的组织工作，动力源于深深

的期待：出现“悦耳动听，气质良好，易于传播”的优秀民乐室内乐作品。四

届共收到460件作品，其中有21首进入名次，40首获优秀奖，感谢众多作曲

者的支持。但是，我们也感到失望，四届的“一等奖”均告空缺，意味着：还

没有出现完美的“悦耳动听，气质良好，易于传播”的作品。

《TMSK刘天华奖中国民乐室内乐作品比赛》在音乐界内外被广为关注，

有认为：赛事反映了音乐教学的状况，促进了作曲者创作的热情，具有深远

意义。也有议论：参赛作品多为无旋律、无调性，没有可听性，没有传播的价

值。评价不同，愿望一致，“把比赛继续下去！”

第五届评委会在保持权威性的前提下，成员将更加年轻、开放和多元。

在如今提倡“大众娱乐”的社会潮流中，举办《TMSK刘天华奖中国民

乐室内乐作品比赛》是寂寞的、清苦的，需要文化理想来支撑。音乐家们、年

轻的作曲者们，让我们携手并进，使《TMSK刘天华奖中国民乐室内乐作品

比赛》成果丰硕，留下优秀的、具有时代印记的、无愧于我们生活岁月的民乐

室内乐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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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赛活动组织机构

主办 文汇新民联合报业集团   

   中国音乐家协会创作委员会  

    琉璃工房

学术主办 上海音乐学院

     中央音乐学院  

     中国音乐学院

     中国戏曲学院

 媒体主办 文汇报  新民晚报  

     上海日报  东方早报  

     SMG艺术人文频道

媒体特别援助 中央电视台音乐频道   

承办 上海透明思考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文汇新民联合集团唐斯复工作室

   

策划委员会：

张 毅 上海视觉艺术学院客座教授

    琉璃工房创意总监

唐斯复 文汇报资深记者

    上海透明思考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制作总监

余建国 上海维赛特网络系统有限公司

    董事长、总经理

余为彦 电影导演

    上海透明思考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总经理

陈体江 国家一级导演    

组织委员会：

吴祖强 作曲家，中央音乐学院名誉院长

    中国音乐家协会名誉主席

缪国琴 文汇新民联合报业集团党委书记 

张 毅 上海视觉艺术学院客座教授

    琉璃工房创意总监

（以下排列按姓氏拼音为序）

 陈保平   新民晚报总编辑

杜长胜   中国戏曲学院院长

金铁霖   声乐教育家，中国音乐学院院长

郎 昆   导演，中央电视台音乐戏曲部主任

邱  兵   东方早报社总编辑

王次炤   作曲家，中央音乐学院院长

王世光   作曲家，中国音乐家协会副主席

王 翔   普罗之声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总监制

徐春发   文汇报副总编辑  

徐沛东   作曲家，中国音乐家协会分党组书记

许舒亚   作曲家，上海音乐学院院长

杨立青   作曲家，上海音乐学院教授      

张小平   上海市黄浦区文化局副局长

张慈赟   上海日报总编辑 

郑丽娟   上海文广新闻传媒集团广播文艺中心

               主任

周国安   原音乐周报主编

秘书长：唐斯复

副秘书长：周国安、钱凤霞

秘书：赵明 吴沙 陶慧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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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审委员会

  评审委员会成员的代表性、权威性是比

赛活动的灵魂，决定评选的方向、公正、质量、

信誉和活动的生命力。遵循以上准则，组委

会特别聘请以吴祖强教授为首、组成7位或9

位成员的评选委员会。第五届《TMSK刘天

华奖中国民乐室内乐作品比赛》评审委员将

做较大的改动。新的评委会成员将会是活跃

在演出及创作第一线的作曲家、演奏家、评

论家等等。（委员名单从略）

比赛要求

  第五届《TMSK刘天华奖中国民乐室内

乐作品比赛》将延续作品须“悦耳动听，气质

良好，易于传播”为评选标准，主奏乐器须为

中国民族乐器。

    建议参赛者：借鉴中国民乐传统进行创作

            从中国文学中吸取营养进行创作

            运用中国戏曲音乐素材进行创作

            运用中国曲艺音乐素材进行创作

            运用中国民歌音乐素材进行创作

             运用少数民族音乐素材进行创作

             鼓励作曲家将音乐创作技法的新成果

融入作品之中

参赛范围

1， 全国各音乐院校

2， 全国音乐舞蹈表演团体

3， 各地音乐家协会

4， 全国戏曲音乐研究会

5． 全国少数民族音乐研究会

6， 自由音乐人和音乐制作工作室

7， 台湾、香港、澳门地区音乐机构

8， 海外组稿

参赛方式

一、参赛者资格：不限年龄、国籍

二、参赛作品要求：

1，于2011—2012年3月创作

2，未在任何比赛中获奖

3，作品长度不超过12分钟

4，演奏人数：1—10人（乐器形制不限，

    主奏乐器须为中国民族乐器）

 5，电声乐器可以进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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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参赛作品需以邮寄方式投递，投递内容

      须包括：

1，曲谱：参赛者需准备完整的作品五线谱

    7份（含配器）

注：*除乐曲名称及创作日期等必要之文字

说明，请勿出现作者姓名及其他非音乐有

关的符号，违者取消参赛资格。

 *参赛者自留五线谱底稿，一般投稿不退还。

2，作品音乐CD或录音带一份

3，作品文字介绍

4，参赛者个人资料

注：*限使用简章内附之格式，可自活动网

站newmusic.tmsk.com下载。

* 作品文字介绍和参赛者个人资料除随作品

邮寄外，另请将电子档发送至：

     penny_qian@tmsk.com

四、投递期限：自即日起至2012年3月31日止

（以邮戳日期为准）

奖品和奖金 

一、参赛作品：

    一等奖（1名）  10000美金 + 琉璃奖座

    二等奖（2名）  5000美金 + 琉璃奖座               

    三等奖（3名）  1000美金 + 琉璃奖座

    优秀奖（10名） 琉璃奖座

注：* 各奖项名额可由评审委员会调整或从缺

        * 以上各奖项均为税前奖金

二、获奖作品无偿提供颁奖音乐会演奏。参赛、

获奖、优秀作品的出版，由组委会与作曲家根

据著作权法另行签定相关协议。

  琉璃奖座由琉璃艺术家杨惠姗、张毅设

计制作。

比赛延伸活动 

一、举行关于中国民乐命运的研讨会

二、出版音乐会CD及获奖作品曲谱集，向社会

推 广获奖作品

邮寄地址：

上海市闵行区七宝镇华中路488号

上海透明思考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邮编：201101

联系人：钱凤霞 吴沙

电话：86-21-64790238*1503

          86-21-64790238*1516

传真：86-21-64790238*1518

电子邮件：penny_qian@tmsk.com

活动网址：http://newmusic.tmsk.com

*比赛活动及简章的最终解释权归组委会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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