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海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中， 陈
列着一份馆藏国家一级文物———《游
击队歌》 原谱。 “我们都是神枪手，

每一颗子弹消灭一个敌人”， 这首抗
日歌曲不仅曾在烽烟滚滚的华夏大地
广为传唱， 而且流传至今， 已成为中
国民族音乐的经典曲目之一。

1938 年 ， 贺绿汀跟随上海抗日
救亡演剧队来到山西临汾八路军抗日
前线， 炮火在头顶轰鸣， 窑洞中的他
心念如潮， 一气呵成了这首明快有力
的 《游击队歌》。 苦难中的乐观， 绝
境中的顽强……这首歌曲， 在中华民
族苦难辉煌的历程中， 在作为人民音
乐家的贺绿汀漫长而倔强的一生中，

都奏出了最强音符。

从山谷高腔到中国
风钢琴曲

贺绿汀 （1903—1999 年）， 原名
安卿， 又名抱真， 生于湖南邵阳市邵
东县东乡罗浮岭附近农村。 贺家祖辈
都是背负青天、 脚踏黄土的农民。 20

世纪初的中国， 内外交困， 山沟里的
贺绿汀在连年的灾害、 饥荒里勉强生
存。 此时的他完全不知五线谱和钢琴
为何物， 更不会预料到自己的一生将
在 20 世纪中国波澜壮阔的历程中 ，

和中国现代民族音乐筚路蓝缕的探
索， 联系在一起。

贺绿汀最初的音乐熏陶来自乡间
的山歌和送葬时哀哭的挽歌。 据他晚
年回忆， 父亲喜欢唱祁阳戏， 业余与
亲族组织祁剧清唱团体， 以锣鼓胡琴
为伴奏， 遇亲友去世时， 彻夜在死者
停柩处唱 ， 以示诀别 。 贺绿汀小时
候， 常于田边山上听此 “高腔” 以及
山谷中的回声 ， 如泣如诉 ， 凄婉悠
扬。 受父亲影响， 他从小就对祁剧发
生兴趣。 当时， 以梁启超为代表的文
人提倡诗歌音乐教育， 贺绿汀入私塾
就读时， 国内学校设唱歌课程的蔚然
新风， 也已吹到了邵阳。

1921 年 ， 贺绿汀从邵阳县立中
学毕业， 到东乡灵山寺小学教了一年
半书。 三哥留学法国， 留给他许多在
长沙第一师范学习时用过的音乐讲
义。 这是他第一次接触五线谱。 1923

年春， 贺绿汀考入长沙岳云学校艺术
专修科， 课程以数理化为主， 也十分
重视艺术教育， 特设艺术专修科， 以
培养小学音乐、 美术教师为宗旨。 贺
绿汀主修音乐， 学习钢琴、 小提琴、

音乐理论及民间乐器和民间音乐。 这
一时期他沉醉于钢琴练习， 毕业后以
第一名的成绩留校。 正是风起云涌的
革命年代， 贺绿汀也投身其间， 任湖
南邵阳总工会宣传部长。 三哥贺果是
中共早期党员， 毛泽东的师范同学，

蔡和森、 向警予的留法同学， 在其影
响下， 贺绿汀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31 年 ， 贺绿汀连考两次 ， 以
28 岁 “高龄 ” 考入国立音乐专科学
校 。 这所中国最早的高等音乐学府
由蔡元培于 1927 年创办， 地处中西
方文化交融碰撞的上海， 在时任校长
萧友梅的努力下， 音专虽仅有师生百
人左右， 但教学水平并不逊色于欧洲
一流的音乐教育。 贺绿汀随留美回国
的黄自先生学和声， 黄老师比他还小
一岁， 任教务主任和作曲理论教授，

是中国最早引进西方音乐体系的学
者 。 黄自一辈子致力于振兴民族音
乐 ， 他启发贺绿汀 ， 中国的新音乐
绝不是抄袭国外作品 ， 而必须具有
中华民族自身古老音乐传统的灵魂，

应当用西方先进的音乐方法整理中
国的民谣旧曲 ， 以发展中国新的音
乐 。 黄自这种具有强烈民族性的音
乐理念和教育思想 ， 指引了贺绿汀
一生的音乐道路。

贺绿汀珍惜来之不易的学习机
会 ， 他租住在一个嘈杂的裁缝铺楼
上， 起早贪黑， 借昏暗的路灯光或晨
光刻苦学习。 因生活拮据， 只能在学
校旁的一所弄堂小学里， 和其他同学
合租一架钢琴， 轮流练习。

1931 年 “九一八 ” 事变之后 ，

日本快速占领东三省。 国民党政府的
不抵抗政策压抑着中国人民的抗敌情
绪。 1932 年淞沪抗战爆发 ， 黄自写
下第一首抗战歌曲 《抗敌歌》， 呼吁
四万万同胞团结起来 ， 做 “中华锦
绣江山的主人翁”。 黄自的理念进一
步深化为 ， 为了整个中华民族的生
存 ， 要把音乐变成武器 ， 去武装千
万个同胞。

这一时期， 贺绿汀在武昌艺专任
音乐理论教师， 当时学校请来居留在
汉口 “租界” 的外国音乐家兼课， 使
贺绿汀认识到名家名师以及欧洲音乐

家对于音乐教育融会贯通的重要性，

这极大影响了贺绿汀以后的办学思
路。 同时， 他翻译了英国音乐理论家
劳特的 《和声学理论与实用》， 这是
中国第一部把欧洲近代和声理论完整
系统地引进中国的教材 ， 因故直到
1936 年才出版。

1934 年 ， 俄罗斯著名钢琴家车
列蒲宁在上海举办 “征求中国风味
钢琴曲 ” 比赛 。 贺绿汀写了三首钢
琴曲参赛 。 11 月结果揭晓 ， 他的
《牧童短笛》 和 《摇篮曲》 竟同时获
得唯一 的 一 等 奖 和 名 誉 二 等 奖 。

《牧童短笛》 中， 贺绿汀用西洋乐器
钢琴模仿了中国乐器竹笛 ， 在单薄
的传统中国旋律中加入了西方呼应、

对答式的二声部复调旋律 。 中国音
乐的风格和钢琴这种外来乐器如何
结合 ？ 贺绿汀的作品无疑提供了示
范意义 。 在颁奖演奏会上 ， 贺绿汀
现场弹奏了 《牧童短笛》， 简单的和
声淋漓尽致地传递出亲切质朴的旋
律和鲜明的东方韵味 ， 给当时的乐
坛吹来了一阵清新的风。

《牧童短笛 》 是黄自音乐理论
思想的呈现———用西方音乐方法发
展民族的新音乐 。 曲子很快传到西
方国家 ， 成为我国第一首登上国际
乐坛的钢琴作品 ， 贺绿汀一举成
名。 在频繁的音乐实践中， 贺绿汀
不断从民间曲调汲取养分 ， 不断强
调民族性的创作方向 。 他在 《民族
音乐问题 》 的论文中指出 ： “在全
国各地民间所蕴藏的民间音乐之丰
富 ， 是世界上没有任何别的国家可
以与之相比的 。 一般欧洲音乐家的
概念 ， 认为中国音乐无非是五声音
阶的东西 ， 每当他们亲自到了中国
之后， 才发现并不如此： 不但音阶、

调式各种各样 ， 而且整个中国实际
上是民间音乐的海洋。”

高扬平民化， 这是贺绿汀的音乐
在民族性之外的有一个鲜明特征———

“音乐要为民众服务， 新的中国音乐
必须是能被中国人民所接受的”。 他
曾在 《中国音乐界的现状及我们对于
音乐艺术所应有的认识 》 中写道 ：

“劳动阶级的人总是很可爱的， 他们
不知道音乐是什么， 但是他们实在是
最好的作曲家。 他们的口头存在着千
百年遗留下来的丰富的活的音乐遗
产 。” 1936 年 ， 贺绿汀应邀为反映
都市底层人民生活的电影 《马路天
使》 谱曲。 贺绿汀了解并同情这种卑
微而痛苦的命运， 真诚地用音乐表达
人们内心质朴而丰富的情感。 他搜集
了许多苏南民歌加以改编， 用传统民
族乐队伴奏， 用西洋和声技巧处理，

为电影创作了 《天涯歌女 》 《四季

歌》 （均田汉作词） 等脍炙人口的作
品。 当时国民党政府不允许公开提及
“抗日”， 艺术家只能通过作品含蓄地
表达家国情怀。 歌词中， “家山呀北
望 ， 泪呀泪沾襟 ” “江南江北风光
好， 怎及青纱起高粱”， 无不寄托了
国土沦丧后的悲愤心情。 此后， 更多
电影找贺绿汀作曲， 短短三年， 他有
几十首电影配乐作品问世。

在动荡的年代 ， 音
乐家锻炼自己的意志
品质

1937 年 “七七卢沟桥事变” 后，

全面抗战爆发。 “国家兴亡， 匹夫有
责”， 贺绿汀撇下小家， 报名参加了
上海文化界救亡演剧队， 奔赴武汉、

开封、 西安、 临汾等地， 鼓励群众全
民抗日、 坚定抗日的信心和决心。 11

月， 在抗日前线山西临汾， 贺绿汀见
到了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和抗日名将彭
雪枫， 他们向演剧队介绍了游击战：

高山密林， 神出鬼没， 游击战士与日
寇巧妙周旋到底。

贺绿汀从部队行军生活联想到小
军鼓的节奏， 提炼成贯穿全曲的主导
音型， 连词带曲， 《游击队歌》 在防
空洞里一气呵成 。 “没有吃 ， 没有
穿， 只有那敌人送上前， 没有枪， 没
有炮， 敌人给我们造。” 这首歌的和
声非常简单， 易于传唱。 贺绿汀曾经
写文章讨论音的繁易： “音要用得得
当， 每用一个音都要考虑， 但是简洁
又不等于单调， 简洁与有变化是不矛
盾的。 最好的曲子都是简洁而又有变
化的。”

《游击队歌》 写于中华民族生死
存亡之际 ， 写于艰苦卓绝的御敌前
线， 但曲风明快昂扬， 无忧无惧， 充
分体现了中华民族抗击外侮的乐观顽
强和必胜信念 。 1938 年春 ， 八路军
总部在山西临汾城西刘庄召开高级干
部会议， 救亡演剧队在会议晚会上第
一次演唱了这首歌曲， 得到朱德、 任
弼时、 贺龙、 刘伯承等军队领导的赞
扬。 歌曲迅即广泛传唱于中国军民之
间， 带给每一个不愿当亡国奴的中国
人极大的安慰和勇气。 这首歌也充分
体现了贺绿汀鲜明的个人风格， 正如
上音教授、 音乐史学者戴鹏海所言：

“他这个人不屈服于命运， 不沉浸于
痛苦， 永远和降临在他头上的厄运斗
争， 永不屈服。”

敌人压迫愈深， 民众愤怒日炽，

歌以咏志 ， 在中国共产党积极组织
下， 各种歌咏团体相继成立， 爱国歌

曲传播愈广， 激起了整个民族的抗战
的热情， 也动员了千万同胞直接或间
接投身抗战。 贺绿汀在 1939 年 4 月
的文章 《抗战中的音乐家》 中指出：

“在这个暴雨动荡的年代， 音乐家更
加要认识所处的国家、 社会环境的实
际情况， 这个时代对音乐家来说不是
无益的， 正是处在这个风雨交加的年
代， 音乐工作者才有机会发现自己的
缺点和错误的观点， 才有机会为这个
时代而服务。 正是处在这个动荡的年
代， 音乐家才能锻炼自己的意志、 品
质， 才能为将来成为更完整、 成熟的
艺术家而做好准备。”

1939 年 ， 应教育家陶行知的邀
请， 贺绿汀来到距离重庆百里之外、

专为战时贫苦孩子和孤儿创办的合川
育才学校任教。 学校经费靠陶行知到
处募集， 整个学校只有极少数乐器，

即便如此， 贺绿汀也像自己的老师黄
自那样， 为学生制定严格的教学计划
和学制， 坚持用最正规的教材， 旨在
培育专业的音乐人才。 有一次， 贺绿
汀在重庆搜集到多本钢琴谱， 乘小客
轮返回育才， 途中遭遇翻船事故， 侥
幸逃生。 他浑身湿透， 瑟瑟发抖， 紧
紧抱着这些乐谱， 走了几十里路才回
到学校。

1940 年 12 月 26 日 ， 贺绿汀培
养的育才学校音乐组学生在重庆中国
电影制片厂举行首次音乐会， 休息时
各界人士题词留念， 周恩来的题词是
“为新中国培育出一群新的音乐人
才”； 邓颖超的题词是 “以歌声唤起
大众”。 在抗日救亡实践中， 贺绿汀

不断思考音乐教育的意义及其时代责
任， 他深深意识到： 只有人民、 民族
和时代需要的音乐教育才是真正的音
乐教育。

这时的贺绿汀， 除了培育人才，

也迎来第二个创作高峰。 1939 年春，

在重庆教书的作家端木蕻良沿嘉陵江
散步时， 创作了散文诗 《嘉陵江上》，

寄托了对失去的家园东三省的眷恋，

后经贺绿汀谱曲， 吸收融汇了西方歌
剧的朗诵调及咏叹调的艺术形式， 成
为又一首不朽的抗日救亡歌曲。 这一
时期， 他还陆续创作了以湖南花鼓戏
音调为底色的 《垦春泥》， 以及 《保
家乡》 《中华儿女》 《空军进行曲》

等一系列独具表现力的作品， 把满腔
热血和昂扬的斗志都化为了五线谱上
跃动的音符。

相对平静的环境并不长久。 第二
次国共合作的局面随着 “皖南事变”

的发生而彻底遭到破坏 。 1941 年 ，

贺绿汀离开育才， 前往苏北盐城新四
军军部， 刘少奇、 朱德热情邀请他到
延安鲁艺华中分部开展战地音乐教
育。 1943 年 7 月， 贺绿汀来到延安
鲁艺 。 他亲自编写教材 《和声学初
步》， 这是当时抗日根据地第一部专
业的、 系统的初级和声教材， 由于它
适合前方培训军队文艺干部的需要，

曾三次油印出版 。 此外 ， 《凯旋 》

《出征 》 《出钱劳军 》 《选种歌 》

《官兵团结一条心 》 《自卫军歌 》

《前进， 人民的解放军》， 轮唱 《哨兵
歌 》， 大型合唱 《1942 年前奏曲 》 ，

民歌改编 《东方红》， 管弦乐曲 《胜
利进行曲》 《森吉德玛》 等作品相继
诞生， 作曲事业又臻高峰。

1946 年后 ， 贺绿汀遵照中共中
央的指示， 在延安组建我国第一个管
弦乐团———中央管弦乐团， 担任第一
任团长。 他根据艺术规律和扎实的专
业知识 ， 创作了 《晚会 》 《森吉德
玛》 《胜利进行曲》 等管弦乐作品，

在火热的土改运动中， 还排练了莫扎
特的 《小夜曲》。 同样从国立音专来
到延安、 后来称为中国著名指挥家的
李德伦曾回忆： “（我们） 对管弦乐
的看法始终没有走样， 贺绿汀起了很
大的作用。”

让每一位走进上音
的孩子扎稳民族音乐的
根基

1949 年新中国成立后， 贺绿汀
南下担任上海音乐学院院长 ， 这里
正是他原来的母校国立音专 。 贺绿
汀认为 ， 音乐学校建设关系祖国音
乐文化发展前途 ， 因此 ， 在此后半
个世纪 ， 他几乎将全部工作重心转
移到教育领域。

这所中国最早的高等音乐学府，

此时已几近瘫痪， 只剩二十几架钢琴
和二十几位老师。 贺绿汀在办公室悬
挂了已故恩师黄自的像， 他以此为标
杆， 鞭策自己的工作， 希望母校尽快
恢复元气， 早日实现萧友梅、 黄自那
一代音乐人的理想———让 “乐声遍及
华夏”， 也早日实现自己多年来的志
向———让中国音乐成为 “最有价值的
民族音乐之一”。

贺绿汀雷厉风行， 要把上音带回
正常的教学轨道 。 他登报求购旧钢
琴， 短时间内将上音的钢琴数增加到
150 架； 他上书市领导， 为音乐学院
争取到了市中心汾阳路的校舍， 方便
上海市民欣赏学校开的音乐会， 也方
便学生参加上海的群众性的音乐活

动。 多名著名音乐家在他的苦口婆心
的邀请下回国任教。 旅美钢琴家李翠
贞、 旅法女高音歌唱家周小燕回国分
别担任钢琴系、 声乐系主任， 他自己
兼任理论作曲系主任， 上音一时人才
济济。

与老师黄自一样， 对民族音乐的
一再强调， 也成了贺绿汀音乐思想的
灵魂。 民间音乐课是各系必修课， 他
抱着板胡亲自上课， 从陕北的 《信天
游》 《走西口》 唱到贵州、 湖南的民
歌。 声乐系的学生每天必须背熟并能
即兴演唱一首民歌。 为了让师生接触
地道的民间音乐， 贺绿汀四处奔走，

请民间艺人到校园里示范演奏， 中国
各地风格多元的民间音乐荡漾在上音
校园。 贺绿汀反复强调： “民歌与民
间音乐是伟大的现实主义作曲家们的
创作源泉， 是劳动人民对于生活的印
象的结晶， 显示着一个民族特有的气
质。” 他要让每一位走进上音的孩子，

都在内心扎稳民族音乐的根基。

1954 年 ， 上音创设了民族音乐
研究室， 1956 年创建了民族音乐系，

设立了民族乐队指导 、 民族乐器 、

民族音乐理论等三个专业 。 蜚声中
外的小提琴协奏曲 《梁山伯与祝英
台 》 和丝弦五重奏等就是在持续而
严格的训练中产生的。

贺绿汀深知音乐人才的培养决非
一朝一夕之功， 须早早选好苗子， 因
此， 他在 1950 年开办了 “少年班”，

接着又创办了音乐附中和音乐附小，

逐渐形成大学五年、 中学六年、 小学
三年的一条龙音乐教育体制， 有利于
多出高质量音乐人才 。 这是贺绿汀
用心血经年浇铸的另一座无字丰碑。

新中国成立后的五六年 ， 是上
音的黄金时期 ， 学校从摇摇欲坠的
困境逐渐跻身世界一流音乐学院行
列 。 中国的音乐教育迎来了 “贺绿
汀时代”。

经历过特殊时期之后， 1979 年，

76 岁的贺绿汀复出 ， 再一次担任上
音院长 ， 他像三十年前首次履任一
样 ， 再次重建教师队伍 ， 再次 “背
负 ” 起上音前行 。 1979 年 9 月 ，

在他的率领下， 中国音乐代表团第一
次参加国际音乐理事会， 在会上我国
被接纳为这一国际组织的成员。 贺绿
汀深感民族的美育教育任重而道远，

此时的他效仿上音的创办人蔡元培先
生， 开始提倡全民美育。 他带着把母
校建成世界级音乐学院的使命感， 又
为中国音乐事业忙碌了 20 余年。

1988 年， 贺绿汀 85 岁， 自觉精
力大不如前 ， 决定退出社会活动 。

他参加的最后一个活动是关于孩子
的 ， 年底 ， 上海的一个青少年钢琴
俱乐部筹办 “21 世纪中国儿童钢琴
曲征集评选活动”， 他欣然应邀出任
艺术顾问。

贺绿汀晚年曾见到 《牧童短笛》

获奖时期， 日本同类比赛的一等奖获
得者， 听闻对方一生写了 500 多部电
影音乐时， 他沉默良久。

贺绿汀的前半生 ， 遵从恩师教
诲， 以音乐为武器， 投身于救亡图存
的革命实践； 后半生背负起上海音乐
学院， 背负起几代音乐人的理想， 躬
身前行。 或许可以说， 他让渡了一部
分宝贵的个人创作空间， 献给了更广
阔的中国音乐教育事业。 而他对自己
的评价始终是： “在伟大的社会主义
音乐文化建设方面， 我顶多不过是一
块铺路的小石头。”

1999 年 4 月 27 日， 96 岁的贺绿
汀永别中国音乐艺术。 临终前， 他对
女儿说了最后一句话： “我好像听见
有人在唱 《天涯歌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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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绿汀：不断从民族音乐汲取养分的人民音乐家

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特约刊登

■本报记者 任思蕴

【中国的新音乐须具有民族性】 【理论创新的勇气】 【尊师爱生的风格】

贺绿汀 （1903—1999）， 作曲家、 音乐教育家、 音乐理论家。 湖南邵东人。 1926 年加入中

国共产党， 参加湖南农民运动和广州起义。 “卢沟桥事变” 后， 参加上海文化界救亡演剧

队第一队， 后在重庆育才学校任教。 “皖南事变” 后， 参加新四军， 在军部和鲁迅艺术学

院华中分院从事音乐创作和教学工作。 1943 年赴延安， 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政治部宣传队

音乐教员、 延安中央管弦乐团团长。 1945 年后在华北联合大学任教。 解放战争时期， 任华

北文工团团长。 新中国成立后， 任上海音乐学院院长、 全国文联副主席、 中国音乐家协会

主席等， 并创办上海音乐学院附中和附小。 主要音乐作品有 《天涯歌女》《四季歌》《嘉陵江

上》《游击队歌》《牧童短笛》《森吉德玛》《晚会》等， 并撰写大量音乐理论文章。

【学
术
档
案
】

◆ 1934年， 俄罗斯著名钢琴家车列蒲宁在上海举办 “征求中

国风味钢琴曲” 比赛。 贺绿汀的 《牧童短笛》 和 《摇篮曲》 同

时获奖。 《牧童短笛》 中， 贺绿汀用钢琴模仿竹笛， 将西方音

乐方法与中国音乐风格结合， 是一首具有示范意义的作品， 也

是我国第一首登上国际乐坛的钢琴作品。

◆ 1931年， 贺绿汀连考两次， 以 28岁 “高龄” 考入国立音

乐专科学校， 随留美回国的黄自先生学和声。 黄自一辈子致

力于振兴民族音乐， 他启发贺绿汀， 中国的新音乐必须具有

中华民族自身古老音乐传统的灵魂。 这种具有强烈民族性的

音乐理念和教育思想， 指引了贺绿汀一生的音乐道路。

【第一首登上国际乐坛的钢琴作品】

◆在上海音乐学院， 贺绿汀抱着板胡亲自上课， 从陕北的 《信

天游》 《走西口》 唱到贵州、 湖南的民歌。 为了让师生接触地

道的民间音乐， 他四处奔走， 请民间艺人到校园里示范演奏，

中国各地风格多元的民间音乐荡漾在上音校园。 他要让每一位

走进上音的孩子， 都在内心扎稳民族音乐的根基。

【飘荡在上音校园里的民间音乐】

《游击队歌》 原谱

《贺绿汀旋律钢琴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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