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德高望重的人民音乐家贺绿
汀，在长达近七十年的音乐创作中，
始终“替时代高歌，为人民呐喊”。并
留下了《牧童短笛》《游击队歌》《森吉
德玛》《晚会》等一大批各个时期的不
同题材、样式和风格的传世佳作。

在贺老主持上海音乐学院期
间，他又把学校打造成世界一流的
音乐学府。为国家培养了大批顶尖
的音乐人才。

在“文革”动乱中，面对“四人
帮”的淫威，贺老更是表现了一个真
正革命者的节操，堪称学界楷模。

!一"

作为音乐制作人，我能成为一
代音乐大家贺绿汀老人的忘年交，
是人生一大幸事。当年，我和胞弟李
建国及同道们共同策划、组织、举办
的《世界名曲大汇唱》《中国名曲大
汇唱》《三军歌唱家音乐会》《著名歌
唱家音乐会》等一系列重大的音乐
活动，都是在贺老的直接指导、关心
和帮助下，才得以实现的。
记得《中国名曲大汇唱》演出前

夕，四十几位各路歌唱家齐聚沪上。
但就在此时，出现了人为的干扰，
公演甚至可能夭折。在万般无奈之
下，我去贺老家求援。贺老知道缘由
后，十分气愤，并说：“这么好的、弘
扬中华民族文化精神的活动，是一
定要办好的。”……正因为贺老的出
面干预，此次演出才逢凶化吉，成
为上海乐坛乃至中国音乐史上的一
大盛事。
贺老的晚年，我是他泰安路寓

所中的常客。因家父李佐华与贺老
交往甚笃，他待我如同亲人。我甚至
不需预约、通报，能随时登门造访。
而我每次到访，贺老总要亲自为我
倒水沏茶，还常让我分享他的点心，
如遇饭点，也定会留我就餐。这些都
使我这个小人物，颇感诚惶诚恐。和
贺老相处久了，他崇高的人品和艺
德，深深感染、影响着我。在他身上，
总能感受到无限的温暖，更能汲取
到无穷的力量。贺老对音乐的许多
醍醐灌顶般的见解和教诲，是我策
划、组织音乐活动的基调，更是我音
乐写作永远追求的方向和境界。
贺老的生活很简朴，三餐以稀

饭、面条为主，佐以鱼和蔬菜，有时
也会尝尝家乡带来的腊肉。他的点
心更简单，不是白煮蛋，就是面包片
蘸着花生酱。贺老年事已高，衣着都
以轻暖为主，内衣经常缝缝补补。而
贺老却把工资的很大部分和音乐创
作的稿酬及香港百代唱片公司汇来
的版税，全部用于家乡的筑路、架电
线、办学校，支援当地贫困的乡邻等
等。贺老虽然住在国家分配给他的
一幢小洋楼里，但有一年的盛夏，酷
暑难熬，贺老的两个女儿自掏腰包，
赶紧给他的书房安装上空调，这才
使他安然度过此夏。

!二"

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七十周年
之际，贺老生前捐赠的《游击队歌》
手稿，首次在中共“一大”纪念馆展
出。那几页已泛黄的乐谱，仿佛在默
默地叙述着这位音乐巨匠波澜壮阔
的辉煌人生。
“八一三”淞沪会战后，在上海

的音乐和电影圈，已大名鼎鼎的贺
绿汀，放弃优越的生活，毅然加入上
海抗日救亡演剧队，用音乐、文艺的
形式，唤醒、鼓舞国人抗日救亡。贺
老的第一首抗日救亡歌曲，就是为
塞克作词的《全面抗战》谱成大合
唱。此歌在当时抗战中心的武汉三
镇，轰动一时，到处传唱。

演剧一队从上海一路辗转演
出，来到晋察冀边区。沿途，贺老目睹
了中国军民浴血抗敌的悲壮场面，
更见证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
军队克敌制胜的英勇气概。当年，贺

老在参加广州起义时，曾写过一首
《暴动歌》影响甚广。如今，他更想写
一首人民军队抗击日寇的作品。
在酝酿、构思这部未来的作品

期间，这位大革命时期的老党员寝
食难安。贺老当年参加各种战斗的
画面和此行的所见所闻，不断地在
脑海中闪回、定格。好多天，贺老绞
尽脑汁，彻夜不眠，沉浸在创作之
中。一日深夜，贺老突然灵感出现：
枪声和人影正幻化成旋律和节奏，
一连串的音符，在不断地喷涌而出，
成为抑扬顿挫的乐句。贺老自己也
仿佛与神枪手一起，进入密密的树
林和高高的山岗……作品的音乐形
象，跃然纸上。就这样，流淌在贺老
心底的《游击队歌》词曲，一气呵成。
《游击队歌》的曲调工整无瑕。

无论其乐句的音韵，还是歌词的平
仄，抑或节奏的变化和调性的对比，
甚至整首作品的起承转合，都是那
样的自然、流畅，没有一点矫揉造
作、刻意而为的痕迹，显示其炉火纯
青的作曲功力。在轻快、愉悦又刚毅
的旋律中，充分体现了革命的乐观
主义精神和革命必胜的信念，具有
浓郁的浪漫色彩。作品的思想和艺
术能如此完美地结合，在中国音乐
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游击队歌》的首演，是在山西
临汾刘庄的八路军高级干部会议
上。贺老亲自指挥演剧一队的演员，
纵情高唱。那时而舒缓、时而激昂的
歌声，感染了在场的每一位八路军
高级将领。朱总司令听后，连连赞
扬：“写得好，写得好。”
《游击队歌》通俗易唱，很快就

在人民军队中广为传唱。后来，贺绿
汀又谱写了《嘉陵江上》《垦春泥》
《中华儿女》等一批抗日救亡歌曲。

!三"

!"#$年 %月 &#日，一代音乐
巨匠贺绿汀，降生在湖南邵阳东乡
马王塘的一个祖辈务农之家。父亲
贺生春请人给其起个大名：贺楷，
号：抱真。但很多年后，已到上海国
立音专求学的贺楷，目睹了外面风
云变幻的世界，断然给自己改了个
新名字：贺绿汀，希冀祖国能成为和
平安详的“绿洲”。

贺绿汀在中国乐坛的崛起，缘
于他创作的钢琴曲《牧童短笛》。
!"$' 年 ( 月，俄籍钢琴大师齐尔
品，委托上海国立音专的校长萧友
梅，出面举办一次有奖“征求有中国
风味之钢琴曲”的活动，要求“来稿
者必须是中国人”、“需有中国风

味”、“曲体不限、作法不论”，但“长
度不得超过五分钟”的钢琴小品。
贺老得知这一消息后，觉得这

是一个能展现自己音乐才华和抱负
的千载难逢的机会，心绪久久难平。
贺老最熟悉也最难忘的生活，莫过
于他年少时在家乡村野牧牛的悠闲
时光。这也成了他此次创作的题材。
进入状态后的贺老，此时，无论眼帘
还是脑海，全是那挥之不去的诗情
画意般的田园风光。而胸中涌动、升
腾着的，则是那空灵飘逸的隽永旋
律……

那时，贺老借住在襄阳南路
)'号一家裁缝铺的三层阁上。此屋
矮小且不透风，夏日热得没法进去，
更不可能放架钢琴来试奏作品的效
果了。因此，贺老只得一大早趁太阳
还未出来，就从晒台爬到瓦面上写
作。就这样，经过多日的断断续续，
一首清新脱俗、卓而不群的钢琴曲，
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中完成了。经过
反复斟酌，才把新作定名为《牧童短
笛》。几天后，贺老又陆续创作了钢
琴小品《摇篮曲》和《思往日》，用这
三首曲子去应征。最终，贺老的《牧
童短笛》一举夺魁，他的《摇篮曲》也
获名誉二奖。

获奖后的贺老，用二百大洋的
奖金，买了一架“精艺牌”钢琴。从此，
这架钢琴成了他音乐生涯的伙伴。如
今，钢琴已捐赠给了贺老的安息地
“福寿园”，在那里永远地陪伴着他。

《牧童短笛》的成功，也开创了
中国音乐创作“洋为中用”的先河，
奠定了贺绿汀在中国乐坛的地位。
当年他翻译普劳特的《和声学理论
与实用》一书，原本已被商务印书馆
打入冷宫。但就在贺老获奖见报几
天后，对方突然通知贺老：译稿已通
过审阅，即将付印，而且还给予世界
名著的规格。不久，齐尔品带着《牧
童短笛》去世界各地巡演，当地的媒
体对此作好评如潮，于是它的乐谱
也在各国出版。

!四"

!"$&年春，聂耳随明月歌舞团
去武汉公演时，邂逅了正在那里休
学当音乐教员的贺绿汀。两人初识，
便一见如故，惺惺相惜，从此结下莫
逆之交。
翌年初秋，贺绿汀重返音专学

习，在上海与聂耳重逢。此时，聂耳
在上海电影圈已声名显赫，作品等
身。但这位无师自通的年轻人，并不
满足。他一直想找一位专业老师，系
统地学习作曲理论。因此，贺绿汀热
心地为他介绍音专的白俄教授阿富
夏洛穆夫，教他作曲技法和钢琴。就
这样，每周一课，聂耳从不缺席，一
直坚持到离开上海东渡日本为止。

!"$$年的深秋，聂耳得知贺绿
汀因经济拮据而准备辍学回家的消
息，急邀他来家长谈……
聂耳把原本已列入自己创作计

划的两部影片：《船家女》和《马路天
使》，请贺绿汀来作曲配乐。这样既
解决了他的经济来源，得以在音专
继续学业。又能使他开辟一条新的
音乐创作之路。那时的默片已过渡
到有声电影，音乐已成为影片的重
要部分。聂耳为电影《桃李劫》和《大
路》所配插曲：《毕业歌》和《开路先

锋》已传遍了北国南疆，正在唤醒亿
万中国军民的斗志和激情。贺绿汀
也充分意识到这一点，便欣然接受
聂耳的盛邀和他的一片良苦用心。
贺绿汀谱曲的《马路天使》一炮

打响。影片中的两首插曲《四季歌》
和《天涯歌女》在街头巷尾，妇孺皆
唱。影片也成就了第一次担纲女主
角，日后成为一代影后的“金嗓子”
周璇。极具天赋的周璇，在贺绿汀悉
心点拔和谆谆教诲下，对歌唱的技
巧、音乐的理解和作品的把握，有了
质的飞跃。为此，周璇对贺老一直心
存感恩。在以后的几年间，贺绿汀又
陆续为《十字街头》等二十多部进步
影片谱曲，社会影响广泛。

!五"

新中国成立后，贺老重返母校，
担任上海音乐学院的首任院长。正
值创作高峰期的贺老，从此把所有
工作的重心完全转向学校的建设和
人才的培养之中。
贺老上任伊始，便在海内外不

拘一格的广罗人才，使一所原本百
废待兴的旧学校，出现了蓬勃的生
机。还旋即设立了原本没有的民乐
系，并在声乐和作曲系中，分设民族
教研室。由此可见，贺老对民族音乐
的重视和情感。

在贺老先进的办学理念指导
下，上音先后设立了附中、附小，体现
了现代音乐教学的合理和科学性。贺
老在学术和教学上，提倡“百花齐放、
百家争呜和洋为中用”。用人则更注
重：任人唯贤、人尽其才、唯才是举。
在贺老的引领下，那时的上音，可谓
人才济济，人才辈出又硕果累累。

!"()年，贺老为了促进中国民
族声乐更好地发展，率先在上音开
办民族声乐班。在全国范围内遴选
少数民族青年中的歌唱好苗子。在
经过几轮严格的筛选后，二十多名
各族青年脱颖而出。他们中的才旦
卓玛、何纪光、傅祖光、古兰、高娃
等，都成为中国的民歌大家。

!"*$年的春夏之交，姚文元在
《文汇报》上发表了一篇评论法国印
象派音乐家德彪西的文章。贺老本着
以正视听的善意，撰文指正。不料，不
久后的“文革”，贺老因此受到残酷迫
害，甚至家破人亡……
贺老劫后余生、重见天日后，以

更大的激情，继续谱写着不朽的旋
律。在其生命的最后岁月，仍一直致
力于整理自己过去的理论、学术著
作和一些管弦乐作品总谱的修改，
准备重新录音和结集出版。

!"")年的寒冬，贺老因年高体
弱，只能在华东医院度过。原本准备
来年开春回家，但此时，病情开始恶
化，最后不省人事。有一天，贺老突然
睁开眼问陪伴在旁的小女儿贺元元：
“是谁在唱《四季歌》、《天涯歌女》？”
这是贺老弥留之际的最后话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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