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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是中国音乐学院建院60周年，

我于6月3日向该校捐赠了一批史料，其中

包括两张与清华大学有关的老照片。所有

人起初都感到奇怪，我为什么要捐赠清华

题材的照片给中国音乐学院？原来，这

些见证了七十年前清华音乐教育历史的照

片，同时也存在着与今天中国音乐学院的

关联。而让两所学校产生历史交集的，则

是照片中的一位关键人物——张肖虎。

如果用当下网络流行语简单描述张肖

虎（1914—1997），那么八十多年前他就

是一个“斜杠青年”——清华土木系毕业

的工学士/中国音乐界的青年才俊。他从

跨界后一生都没有脱离音乐圈，特别是他

于1964年参加了中国音乐学院的创建，直

至最后担任这所音乐高等学府的作曲系主

任、副院长，成为中国现代音乐史上著名

的作曲家/指挥家/音乐教育家。

音乐之路开启于清华园

张肖虎祖籍江苏常州，1914年2月25
日出生于天津一丹青世家，父亲张城（字

瘦虎）擅长工笔仕女、工笔山水。肖虎在

清华土木系毕业的音乐家
——纪念张肖虎先生诞辰 110 周年

○袁  帆（1975 级建工）

家中排行最小，上有三姐一兄。7岁时父

亲英年早逝，使其未能从父习画。但他深

受家庭浓厚艺术气氛的熏陶，兴趣爱好广

泛，开始吟古诗、习书法、唱京剧。

12岁小学毕业时，他在全市汇考中名

列第四，跳级考入南开中学初二年级就

读。他在高中时选读理科，课余参加学校

组织的音乐社团，学习过二胡、曲笛、月

琴及四弦琴等中外乐器，奠定了良好的音

乐基础。

1931年，17岁的张肖虎考入清华大学

土木工程系。在校期间，除了学习专业知

识，他还从清华和燕京大学任教的中外著

名教授那里系统学习了指挥、作曲等课

程。而且1936年他毕业留校，被聘为清华

历史上第一位具有工学士学位的专职音乐助

教，从此开启终其一生的音乐家生涯。

是什么样的校园氛围成就了清华历史

上的这样一段佳话呢？原来，清华除了人

们熟知的优秀体育传统之外，也有悠长的

音乐教育传统。早在清华学校第二任校长

周诒春（1883—1958）长校时期，就在德

智体美全面发展的教育理念支配下，开始

了音乐教育的尝试。1916年，清华从美国

购置了一批铜管乐器，组建学生军乐队，

并延聘音乐指导老师，传授西乐、国乐等

音乐技法，这也成为清华开展学生素质教

育的重要内容。

张肖虎入学不久即成为军乐队成员，

还参加了由外籍教授、著名小提琴家托诺

夫（N. A. Tonoff）在军乐队基础上组建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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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的清华管弦乐队，学习吹单簧管、长笛

和短笛，很快就在乐队中担任长笛独奏，

并能娴熟地演奏巴赫、贝多芬的室内乐

作品。他表现出的音乐才能被托诺夫教授

看好，在三年级时就成为了乐队的训练干

事，在四年级时担任乐队队长。

在1936年的《清华年刊》中，登载有

一张军乐队的合影照片。照片中共有23名
队员，站在前排C位的是外籍指挥古普克

教授（Prof. R. Kupka），在他的右手边就

是时年22岁的张肖虎（下图前排左4），

他在军乐队中司职长笛和短笛，而乐队的

低音号手则是后来成为地球物理学家的秦

馨菱院士（下图后排右1）。

1933年，19岁的张肖虎在清华园创作

了一首艺术歌曲《声声慢》，这是他的处

女作，也是他的诸多音乐代表作之一。

该曲的创作背景是1931年的“九一八”事

变，作者有感而发，运用民族音乐语汇，

为宋代女诗人李清照的名作《声声慢》谱

曲，最终将这首千古绝唱改编成“感时咏

史”的不朽名作。张肖虎运用音乐形式，

将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在国难之下不愿做

亡国奴的心声表达出来，充分显示出其音

乐造诣和爱国之心。时隔47年后，这首中

国古诗词艺术歌曲佳作再次被发表于1980

年的《中国音乐》刊物，并由曾经受教于

张肖虎的著名声乐家郭淑珍录制了唱片，

也曾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放。

张肖虎在天津时期的音乐实践

我收藏有一本1939年天津世界图书局

出版的《乐学基础》。这本书的内容包括

基本乐理及曲式和乐器知识，虽然只是属

于音乐普及型读物，但却是张肖虎的第一

本音乐著作，同时也是他在抗战时期音乐

实践的一项重要内容。

这本书为什么会在天津出版呢？原

来，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清华大

学撤离北平。因为要侍奉老母亲，张肖虎

未能随校南迁，于是回到天津。八年时间

里，他先后在天津私立耀华中学、天津基

督教青年会、天津工商学院担任与音乐有

关的各种教职。

在中国近代音乐史上，天津是西式管

弦乐在中国的发端之地，在19世纪80年代

就由英国人罗伯特·赫德（Robert Hart，
1835—1911）率先在天津组建了“赫德乐

队”。在这样一个具有悠久音乐社会基础

之地，即使是在特殊的历史时期，张肖虎通

过不懈努力，在音乐道路上仍然取得了长足

进步，留下许多值得记载的事迹。

一、组建管弦乐队

1941年4月他创建了天津工商学院管

弦乐队，并使之成为1949年以前天津最活

跃的一支音乐团体。乐队创立时，恰逢世

界著名音乐大师莫扎特逝世150周年，工

商学院管弦乐队为赈济灾民及补助该校

清贫学生，于8月31日在天津大光明电影

院、9月1日在天津英文学堂举办了“莫扎

尔特（莫扎特）作品慈善音乐会”。

这支乐队虽然刚组建才4个月，却成
1936 年清华军乐队合影，前排左 4 为张

肖虎，后排右 1为秦馨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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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演奏了7组莫扎特的经典交响乐作品，

一经亮相即轰动了天津乐坛，产生深远的

影响。在后来的几年里，除公益演出外，

这支演员阵容强大的管弦乐队还自行组织

音乐会，邀请中外名家同台演出，而张肖虎

的有效组织在其中发挥了主要作用。

二、开办音乐学校

张肖虎曾先后与陆以循（小提琴

家）、刘海皋（声乐家）、刘金定（女钢

琴家）、李洪宾（男高音）、周乃森（黑

管）、马道允（小提琴家）、叶正凯（理

论），以及哈路巴（Chalupa，奥籍小提

琴家）、劳伦斯（V. F. Lorens，俄籍小提

琴家）、斯特恩（S. Stern，德籍小提琴

家）、波修（T. Percu，波兰籍长笛家）

等中外音乐家一起，开办私立“天津音乐

专修院”“青年会音乐专修科”“天津音

乐学校”等音乐教育机构。通过其直接教

学以及组织的乐队、合唱活动影响，培养

了许多优秀音乐人才。

特 别 要 说 的 是 ， 其 中 的 陆 以 循

（ 1 9 1 1— 2 0 0 3）、周乃森（ 1 9 1 8—
2004），在20世纪50年代初也先后来到清

华大学音乐室担任指导老师，周乃森更是

在清华音乐教育岗位上工作了近50年。张

肖虎、陆以循是清华前后级同学，他们与

周乃森在天津时期的共事，促成了后来相

互接力，为清华大学艺术教育发展作出了

卓越贡献，在百年清华的历史上留下了不

可磨灭的艺术印记。

三、用音乐创作抒发爱国情怀

在抗日战争的大背景下，为了伸张正

义，抒发爱国情怀，抵制日伪文化，张肖

虎与清华校友、同乡、同事王守惠一起创

作了四幕历史题材歌剧《木兰从军》，由

王守惠作词，张肖虎作曲。歌剧塑造了

“立志赴战场，给妇女们一个好榜样”的

巾帼英雄“木兰”艺术形象，并通过主人

公之口，唱出“今日我血溅沙场，明日

便会见神异的曙光”“人生正是座广大

战场，赖有战争培养新生的力量，应该勇

往直前地进取，怀着不惧厄运的心肠。努

力！努力！不息！不息！冲杀！冲杀！”等

名句，表达了中国人民抗战到底的决心。

张肖虎在这一时期的管弦乐创作

还有《幻想曲》（1942）、交响诗《苏

武》（1945）、《bE大调钢琴协奏曲》

（1945）等。交响诗《苏武》中采用了歌

曲《苏武牧羊》的旋律，通过音乐表现

“苏武精神”，抒发中国人民反抗外敌侵

略的爱国情怀。而在日本侵略者的眼皮底下

进行这种爱国宣传是要具有很大勇气的。

抗战复员后重建清华音乐室

抗战期间，清华大学南迁，所有与音

乐有关的活动戛然而止，军乐队、管弦乐

队也停止了活动。抗战胜利复员后，1946
年10月在清华园重新开学，并成立了音乐

室。此时的张肖虎也回到清华，再次成为

专职音乐指导老师。经过八年浩劫，清华

园满目疮痍，百废待兴。音乐室重建后，

同样面临一系列问题。虽然现在没有任何

史料说明清华音乐室在抗战中的损失情

况，但原有的财产（乐器、音乐资料等）

绝不可能完好无缺地保留下来则是大概率

事件。因此，怎么配齐各类乐器，怎样重

新招募队员进行训练，怎样在学生中重新

开展音乐教育，这些显然都是张肖虎要面

对的一系列问题。

关于张肖虎在重建清华音乐室过程中

的事迹，我们现在只能从当年一些老校友

的回忆中加以了解。1946年考入清华土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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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的茅沅（1926—2022）自幼喜爱音乐，

具有良好的音乐基础，和张肖虎一样，都

是跨界成为音乐家的清华工科毕业生。他

也自然成为张肖虎重新推动清华音乐教育，

开展各种音乐活动的得力助手和见证人。

茅沅曾这样回忆：“音乐室设立在一

座灰砖二层建筑里，地点在化学馆之西，

故名‘化西楼’，俗称‘灰楼’（现已拆

除）。在张肖虎先生精心安排下，音乐室

成立了军乐队、管弦乐队、合唱团、民乐

团等，开办了钢琴、小提琴、声乐等课。

音乐室的教师有姚锦新、戴世铨、王震

寰、李致中、赵行达、刘光亚、阎铭等，

并请来校外音乐专家沈湘、老志诚、关紫

翔、库布卡、祁玉珍、斯塔维斯基等任

教，逐渐形成规模。各音乐团体排练出不

少节目，在校内大礼堂以及北平城里演出

音乐会多次。”

茅沅这样评价：“张肖虎先生有着很

深的音乐文化修养，在理论、作曲、指挥

等方面均有颇高的成就，为中国的音乐教

育事业倾尽了毕生的精力。”茅沅还曾透

露，张肖虎非常希望能在清华成立一个

音乐系，在1949年曾拉着他（作为学生代

表）去找当时的清华校务委员会主任叶企

孙先生“请愿”，但终未如愿，成为一大

历史遗憾。

从当年乐队队员的回忆中，我们可以

得知当时管弦乐队的状况：“每周六晚上

排练，风雨无阻。乐队成员除一名长笛手

是文学院的女生外，绝大多数都是工学院

同学，清一色男生。程度差异甚大，有的

只学过几个月，就是公认最棒的首席小提

琴也是基本靠天赋和自学，从师学习时间

不长。不过他们都出于真心爱好，有高度

热情，排练十分认真，很少缺席。”

在张肖虎等爱好音乐艺术的清华师生

共同努力下，清华的音乐之声再次响起。

将这些亲历者的记忆进行拼接，一幅清华

复员后的音乐艺术活动拼图愈加清晰地呈

现了出来。

军乐队重新奏响了雄壮的军乐，在校

庆、运动会、庆祝解放进城宣传、开国大

典、五四青年节去天安门游行等许多活动

中，军乐队都是不可或缺的“主力”。

管弦乐队在当时的文化古都北平是唯

一的“独苗”，排练演出过海顿的第94号
交响曲《警愕》、舒伯特的《未完成交响

曲》、莫扎特的第23钢琴协奏曲、贝多芬

的第五钢琴协奏曲等经典曲目。当时的燕

京大学设有高水平的音乐系，培养了不少

杰出人才，却没有自己的乐队。1948年12
月，清华管弦乐队与燕大合开了一场音乐

会，演出很成功，“颇为清华争光”。

张肖虎对民族音乐同样重视，所以合

唱队除排练西方名曲外，也非常重视演唱

中国作曲家的作品，尤其是清华校友的作

品，如黄自创作的《长恨歌》《旗正飘

飘》，赵元任的名曲《教我如何不想她》

等。此外，对几位爱好民族乐器的学生在

1948年春发起组织“薰风国乐社”，张肖

虎也给予支持与帮助，同时建议不仅是探

讨古典的演奏，而且要从学术上研究中国

音乐。根据他的建议国乐社更名为“中国

音乐学会”，每周活动一次，1948年秋举

办了第一次在学校的公开演出，逐渐成为

当时校园中活跃的音乐社团。

对中国当代音乐艺术
发展史的更多贡献

1946年秋，就在张肖虎重新受聘于清

华的同时，由他作曲并指挥的大型四幕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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剧《松梅风雨》以“歌剧协进会”的名

义，在北平首度公演。这部歌剧是以刚刚

结束的抗日战争为背景，用西方歌剧艺术

形式表现中国现实故事的大胆尝试，在当

代中国戏剧史上具有重要地位。曾任清华

大学教授的俞平伯先生应邀观看了演出，

对张肖虎的歌剧创作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并写出《松梅风雨观后记》的评论文章，

发表在1946年8月31日天津《大公报》上。

张肖虎在后来几十年的音乐实践表

现，果然不负众望，无论是在顺境中，

还是在逆境里，都未停止过探索的脚步，

在音乐创作领域一直笔耕不辍。在50年代

初期，他完成了管弦乐《浔阳曲》、大合

唱《抗美援朝组歌》，还有大量的群众歌

曲、戏剧、戏曲配乐等。特别需要指出的

是，他在1957年创作了中国第一部民族舞

剧《宝莲灯》的音乐，在当时引发了热烈

反响，先后多次赴国外演出，成为他在那

个时期的重要代表作。在1978年后的中国

改革开放时期，他的艺术生命重新焕发出

光芒，创作出管弦乐《交响组曲》、三弦

与乐队《刘胡兰》、钢琴与乐队《梅花新

咏》、舞剧音乐《长恨歌》、民族管弦乐

1991年清华80周年校庆，老乐友在音乐室前合影，

前排右 4为张肖虎，右 1为茅沅

《秧歌主题随想变奏曲》，以及《丝绸之

路》《咏柳》《悯农》等多首艺术歌曲。

而张肖虎在更高层面和更大范围内对

中国音乐艺术发展作出的贡献，则是以自

己的音乐理论修养和实践经验培养学生。

1950年代起，他先后担任北京师范大学音

乐系理论作曲教研室主任、北京艺术师

范学院、北京艺术学院音乐系主任等职

务。继1964年成为中国音乐学院的创建者

之一，1980年又参加中国音乐学院复院工

作，亲任副院长兼作曲系主任，同期他还

参加了北京师范大学艺术教育系复系工

作，担任系主任。

结语

人们往往津津乐道于百年清华曾经培

养出的那些科学巨擘、国家栋梁、人文巨

匠，但请不要忽视那些曾经受教于清华的

音乐大师，诸如：黄自、张肖虎等前辈。

音乐教育对于清华而言，看似“副业”，

但不可或缺。“西山苍苍，东海茫茫”的

清华校歌与“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清

华校训共同组成了清华的精神图腾，充分

说明了音乐在创建世界一流大学过程中的

作用无可替代。同样，因为有一代

代清华音乐人的努力，清华的历

史发展才会如此绚烂多彩，生机

盎然。

2024年恰逢张肖虎先生诞生

110周年，此时此刻我的耳边又响

起一句他曾说过的话，“创作是抒

发感情，教学是传授知识。而人

的价值就是无私地奉献知识和感

情”。就让我们借此金句向这位忠

实践行“行胜于言”精神的卓越音

乐家致敬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