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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多少电
影插曲成为了
家喻户晓的流
行曲，陪伴着几
代人成长，至今
人们还在传唱。
而就是陈传熙，
用他那熟练的
指挥棒，把这些
歌曲和音乐带
给人们，成为鼓
舞人们奋发向
上的精神食粮。

为影片音乐“打补丁”的人（上）
! 孙渝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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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但凡喜爱电影的观众，特别是中老年电
影爱好者，对于陈传熙这个名字必然十分熟
悉，稍注意一下字幕就会发现“指挥陈传
熙”。上海是中国电影的发祥地，解放后更
是中国电影事业的半壁江山，拍摄了无数人
们喜闻乐见的电影，其中很多影片的音乐就
是陈传熙指挥完成的。他指挥的配乐影片多
达六百多部，在这里我仅举几部：《南征北
战》《渡江侦察记》《李双双》《林则徐》《聂耳》
《红色娘子军》《舞台姐妹》《天云山传奇》……
美术影片《牧笛》《金色的海螺》《小蝌蚪找妈
妈》《大闹天宫》……还不包括他完成的大量
科教片、电视剧。

新中国成立后陈传熙出任上海交响乐团
指挥，他指挥演出的交响乐也多达六百多
场，是我国著名的指挥家。他的风格清晰、
流畅、严谨、准确，在音乐界享有好名声。

电影艺术是一门综合艺术，除了编导演，
也离不开“化（妆）服（装）道（具）摄（影）录
（音）美（工）”的和谐成功配合，再加上很重要
的一条就是，要有打动人的音乐（作曲）旋律，
让人们为之动情，这中间就离不开乐队和指
挥的功劳。还有插曲，如电影《英雄小八路》中
的“少先队员之歌”，《红日》中的“谁不说俺家
乡好”，《红色娘子军》中的“向前进”……有多
多少少的电影插曲成为家喻户晓的流行曲，
陪伴着几代人成长，至今人们还在传唱。而
就是他，陈传熙，用他那熟练的指挥棒，把
这些歌曲和音乐带给人们，成为鼓舞人们奋
发向上的精神食粮。

家里的一架风琴陪伴他
成长，从小就练就了他十分
敏锐的听力

陈传熙能有这样出色的成绩，和他从

小喜爱音乐、奋发努力是分不开的。!"!#

年出生在一个知识分子家庭，他是广西南
宁人。当时家里有一架风琴，兄弟姐妹都
不感兴趣，而他特别喜爱，这架风琴陪伴
他成长，从小就练就了他十分敏锐的听力，
辨音的悟性特别高。

!"$%年，七岁的陈传熙随父亲在越南凉
山居住，当时法国驻军有一支管乐队，经常
会集体演奏，调剂军中生活。那深厚、雄壮、
华丽的乐声不仅把小小的陈传熙带进了一个
美妙、广阔的音乐天地，更使他迷上了音乐。
每当军乐队走出军营演奏时，他跟在队伍后
面，不管多远都跟着听着，嘴里哼着，他记
住军乐队演奏的进行曲，他能模仿不同的乐
器哼出不同的声响，他能哼出乐曲的很多片
段，那些旋律扎进他幼小的心灵之中。

!"$& 年，因为随父亲移居海防市，陈
传熙有幸进了一所华侨开办的中学。这个
学校十分重视音乐教学，这给他打下了扎实
音乐的基础知识，学会了五线谱，学会了吹
小号，成为学校管乐队里最小的演奏员。由
于他痴迷音乐，学得十分认真，小号能吹奏
出不同的旋律，能掌握不同的声部。优美的
音乐素养又形成了他一种十分平和的性格，
心态特别好，所以他学习特别踏实，特别
有成效。

1958年陈传熙正式调
进上影乐团任指挥，一直干
到1992年退休

%"'(年，%"岁的陈传熙终于遇到了他

人生中的伯乐。上海国立音专的校长萧友梅
来到偏僻的西南，在这里招收官费待遇的音
乐专门人才。陈传熙以第一名的成绩叩开了
“上海国立音专”的大门。国立音专当时有
)*多名学生，酷爱音乐的陈传熙在艰苦的生
活环境中坚持了下来，他以出色的成绩毕业
于音专的钢琴系，双簧管又吹奏得特别出
色，他的优异成绩使他很快进入了上海工部
局交响乐团任双簧管演奏员，并且还在国立
音专教课，后来又成了上海音乐学院的教
授。就这样他靠着自己的勤奋努力，加上他
的音乐天赋、潜质和对音乐的执着热爱，终
于成为中国的音乐人才。解放后，作为新中
国的交响乐团他曾多次出国参加演出，回国
后不久就担任上海交响乐团的指挥。%"+,年
由于电影发展的需要，他正式调进上影乐团
任指挥，一直干到 %""$年退休，退休后很
长一段时间也没有闲下来。

陈传熙有着丰富的实践经验，只要看到
总谱，就能根据影片的长度准确制定出乐曲
主旋律的节奏、时值，使乐队能在最短的时
间内完成影片的配乐任务。很多电影导演和
作曲家和他合作都十分愉快，他常常能在配
乐过程中给作曲、导演提出一些极为宝贵的
建议。这和他丰富的生活阅历有关，他看到
电影画面会产生很多联想，从而充分发挥音
乐的感人效应。他能给配唱电影插曲的歌唱
演员以充分展示美妙歌喉和动情的乐感，从
而帮助演员达到神情并茂的效果。著名歌唱
家任桂珍曾对我说，和陈传熙指挥合作是一
件十分愉快的事情，“他总是那么和蔼可亲，
在录音棚里十分耐心，给我们充分酝酿的时
间，让我们情绪十分饱满时才录唱歌，即使
时间非常紧，他总为演员创造条件，尽力帮
助我们完成最佳的录音状态”。任桂珍提起
陈传熙总是十分动情。

———记著名指挥陈传熙

" 陈传熙!右"和著名演员白穆

一生一首翰墨诗
!!!周慧珺传

李静 张亚圣

! ! ! ! ! ! ! ! ! ! !二十七"授徒五常

周慧珺和著名经济学家张五常是相识三
十余年的好朋友，同时也是他的书法老师。张
五常满头银发，面色呈红紫色，逼肖印地安
人，眸前戴一副宽边眼镜，身材瘦高，有仙风
道骨之范，难怪有人称其“侧面轮廓颇类徐悲
鸿所绘之泰戈尔像”。

五常先生有“五常”———首善经济，其他
依次为摄影、散文、书法、收藏。五十五岁那
年，张五常痴迷书法，惜之无名师点教，进展
颇缓，为此每日苦痛。简庆福闻悉此事，就向
张五常推荐了周慧珺。周慧珺的出现使张五
常感觉如沐春风，称她“聪明，记忆力强，不说
假话，教得用心。她怎样批评我就怎样考虑改
进。老师也教用纸、用墨、用水，教前人之见，
也教怎样品尝”。周慧珺一年间前后四次飞抵
香港为张五常授课，第一次给张五常讲课，首
先教的就是执笔，声言执笔要学一年的时间，
并让张五常写几个字给她过过目。张五常依
言执笔写了几个字，用张的话来说“写得一塌
糊涂”。但周慧珺看了后，却很满意，高兴地
说：“你执笔完全正确，不用学了，你学书法会
比其他人起码快一年。”也就是说，周慧珺认
为在技术上最困难的执笔张五常基本过关，
时年已六十二岁。实则前人对执笔法论述连
篇，但说白了就是怎么舒服怎么写，不要拘泥
规绳。所以执笔如何更多地只是一种外在的
表现形式，其内在核心强调“舒便”“熟手”，哪
种姿势最适宜发挥就是最合理的。
应当说，周慧珺是个相当高明的老师，她

不喜欢简单的言语说教，而是喜欢用肢体表
现———亲身示范。周慧珺喜欢用纯羊毫，“毛
纯颖长，如执润玉”，柔而健的特性极为适合
周慧珺发挥她大笔如椽、神定气足的风格特
征。一般来说，纯羊毫笔过于软，不太好用，但
周慧珺却是越软越好，毛身须要齐整，写出的
一笔一划线条醇厚，线质表现力强且多变。
刚练书法，张五常就听见一些朋友及专

家建议他不用临摹，写自己的字。但周慧珺是

一个极其重视临摹的书法家，熟谙入帖
的重要性，坚持要张五常从临摹开始做
起。但也考虑到张五常临老学书，可以
鲤鱼闯龙门，不临隶书、楷书，以临行书
开始，这也算得上是否定了以隶书或楷
书作为先习基础的传统看法。
周慧珺不在香港时，两人就通宵达旦地

打起长途电话，通过电话探讨书法问题，不寐
不休。“没有老师在身旁，一笔一笔地教变，自
己明知要变但奇怪地变不出来”，张五常如是
说，“但若有名师指导，多作思想、研究，只是
时日的问题”。

张五常的性格是放浪不羁却又豪气干
云，身上的每条血管、每根神经都投射出睥睨
天下、指点江山的气势，这是张五常的天性使
然。但不要忽略张五常的狷狂性格中也有着
卑谦达理的一面，对于有才识的人张五常一
贯是抱以礼敬的，对周慧珺他一概称呼“周老
师”或“周先生”，从不直呼其名。对于涉及敏
感的金钱问题，张五常十分欣赏周慧珺的心
态。近几年，周慧珺的书法仿作非常多，总有
人为了金钱利益假冒她的书法，肆意出售。张
五常就将事情告诉了周慧珺，谁知周慧珺竟
然不怒反喜，让人一头雾水。但仔细想想张五
常就感觉悲从中来，因为没有人假冒他的书
法啊！说明自己的书法离市场的标准还有很
大的距离。无庸讳言，写书法，有人出钱购买
非常重要，但如何写出令买者为之倾倒、为之
折服的作品才是重中之重。周慧珺曾对张五
常讲：“三十年前有人出钱求字，只几块钱，但
就是这么一点钱，这么一小幅的作品已经让
她写得睡不着觉了。”
张五常评价周慧珺：“用笔的功力，当世

无出其右。至于她的书法是否可以直追古人，
却是见仁见智的判断了。个人认为，周老师的
书法，美中不足之处有二。其一是她写得太熟
练了（四十多年的功夫啊），而又对自己那样
苛求，因而缺少了一点‘错有错着’的惊喜。其
二是她不肯‘乱’写一通。本来周老师———像
我一样———是很喜欢徐渭那样乱来的字，但
就是不肯（或不敢）尝试。反观我自己，艺低人
胆大，屡屡尝试乱来，但总是乱得一塌糊涂，
连自己也目不忍睹。乱写一通而又不令人反
胃的书法，其实是要有很特别（不一定是很
高）的天分才可以写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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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清朝政府对列强的态度

因为在列强说来，虽然清朝政府还没有
完全去掉以前那种妄自尊大和盲目排外的闭
关主义思想；但是凭中英战争的经验，列强相
信可以用外交或武力把清朝政府压服，而且
由中英战争所产生的南京条约，又可以作为
列强进一步夺取各种特权的根据。反过来说，
如果让太平天国推翻了清朝政府的反动统治
的话，那是会严重影响到列强的既得
利益的。

清朝政府对于列强的态度怎样
呢？这时在清朝统治集团内部大致分
为两派，也就是存在着两种不同的意
见。一派是顽固派，以咸丰帝和恭亲王
奕�（咸丰帝胞弟）为代表，两广总督
叶名琛也属于这一派。另一派是洋务
派，以湘淮军阀曾国藩、左宗棠、李鸿
章为代表，在他们之前，还有江苏巡抚
吉尔杭阿、两江总督何桂清等人。大致
顽固派对于列强存有疑虑，不信列强
会真心帮助自己；洋务派却完全依赖
列强，不惜牺牲一切以争取列强的帮
助。最初是顽固派掌握大权，到英法联
军战后，顽固派中的一部分转化为洋
务派，大权才转入到洋务派的手里。
说到洋务派和列强的合作，早在 %,+'年

(月太平天国定都南京以后不久，就已在上
海局部实现。当时上海地方官员曾请求英、
法、美三国领事武装保护上海，划出一定地区
作为租界，交由外国军队负责防卫，并发动外
国侨民组织义勇团助战。从此租界主权落入
外人之手。到 %,+'年 "月，小刀会在上海起
义响应太平天国，占领上海城，吉尔杭阿又请
求法国领事出兵，帮助清朝军队进攻小刀会；
而避入租界的上海道吴健彰更与英、法、美三
国领事商定，由三国领事各派一人代表清朝
政府向外商征收关税，就这样把上海海关的
管理权拱手让给外人。
英、法、美列强压服清朝政府的第一步行

动，就是要求修改条约。关于修约问题，在中
英南京条约中本无规定，但在中美通商章程
中载有十二年后酌量更改的条文，英法两国
援用片面最惠国条款也声明得享有修约权
利。%,+(年（咸丰四年、太平天国四年）正当
南京条约十二年期满，英、法、美三国外交代

表就联合向清朝政府要求修约，并提出派公
使驻北京、加开通商口岸等十八项条件。

英、法、美三国外交最初在广州、上海两
处与地方官员商议修约，以后又乘船到大沽
口外和清朝政府代表崇纶（户部侍郎）直接谈
判。这时清朝统治集团中的洋务派，主要是江
苏地方官员如吉尔杭阿等人，力主对列强妥
协，接受列强所提条件，同时请求列强出兵帮

助对太平天国作战。而以咸丰帝为
首的顽固派，则还疑虑列强与太平
天国合作，不信列强会真心助战；尤
以列强要求派公使驻北京，见皇帝
不行跪拜礼，更觉得是损害了“天
朝”的威严，因而不愿接受列强所提
全部条件，只肯作较小让步，谈判没
有结果。
英、法、美列强决心要压服清朝

政府作巨大让步，%,+(年的修约谈
判既然没有结果，他们的第二步行
动就是要对中国发动一次新的侵略
战争。

%,("年（道光二十九年）'月，
英国香港总督文翰率船闯进省河，
要求进广州城，被社学民众十余万
人示威阻止，并约定永远不再提进

城要求；两广总督徐广缙、广东巡抚叶名琛
因此冒功得赏，大得清朝政府信任。%,+$年
叶名琛升任两广总督，他是一个封建腐朽官
僚，对外人态度傲慢，每遇各国外交代表有
所交涉，无不严词拒绝；甚至接到外交文书，
只略批数字答复，或竟置之不理，以为这样是
“雪大耻，尊国体”。英人受此侮辱，早想乘机
报复。

%,+(年 &月，广州附近各地团练中的三
合会分子起义响应太平天国，一度围攻广州。
叶名琛用残暴手段屠杀起义军和当地武装民
众，在 %,++年内，单是广州城乡被杀的就有
十余万人之多，省外各县被杀至少一二十万
人。英国侵略者眼看广东人民武装力量已经
大受摧残，认为报复的时机已到，就借口亚罗
船（-../0）事件，重提进广州城的要求。
亚罗船事件发生在 1,+2年（咸丰六年、

太平天国六年）3*月 ,日。有一只专营走私
的中国商船名叫亚罗的，从厦门开到广州，被
广东水师搜查，并捕去华籍水手十三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