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躲避轰炸，中华交响乐团搬离江家巷

中华交响乐团是何时入驻观音桥的一直是个谜，有人凭记忆说是1942年
9月。为此，我查证了不少资料，最终确定为1940年9月4日。当时的《新华
日报》两则消息，可以为之作证。

1940年6月6日，中华交响乐团宣告成立，创造了中国交响乐历
史的多个第一：中国第一个国家交响乐团；演奏水平最高；中国人
自己的交响乐团，没有一个外国人……乐团聚集了当时多位中
国一流音乐家：曾任指挥的有马思聪、郑志声、王人艺、林声
翕，著名音乐家有黎国荃、夏之秋、丁孚祥、张洪岛等。

乐团最初驻地在母城江家巷，1940年6月26日被日机炸
毁，当年9月4日迁入观音桥新村69号。相对于母城，远郊的
观音桥要安全许多。团员们在观音桥努力排练，四处演出，希
望唤醒民众、振奋民族精神。我查阅《新华日报》，发现当时登
有不少中华交响乐团的演出广告，一个星期有时一场、有时三五
场。他们不仅在室内演，也在室外演。我在1944年5月5日《新
华日报》第三版上看到这样一则广告：中华交响乐团为庆祝成立四周
年，定于六日下午五时，假江北新村学校广场，举行露天演奏会……

1946年，乐团到昆明慰问美国盟军，出演了贝多芬的《命运》《田园》
交响曲，舒伯特的《未完成交响曲》等乐曲，录音后在美国制成唱
片，这是乐团首次制作唱片。美国总统罗斯福曾将一套唱片
赠送给宋美龄，宋后又将唱片转送给中央广播电台。由此
可见，中华交响乐团的影响绝非仅在国内。

群星闪烁，大师级人物汇聚观音桥

中华交响乐团值得述说的人很多，第一个当数马思聪。
马思聪是著名作曲家、小提琴家、音乐教育家，被誉

为“中国小提琴第一人”。他的《思乡曲》被评为中国20
世纪音乐经典，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出任中央音乐学院
首任院长。马思聪是中华交响乐团的主要缔造者。他羞愧
于当时偌大的中国竟没有一支像样的交响乐团，于是团结了一
群人，终于在1940年6月6日宣告中国交响乐团成立，马思聪任
第一任指挥。乐团成员都怀抱一腔爱国热情，希望实现音乐救国梦。
在那个年代，音乐已成了中国人民不屈的象征。

乐团成立之初只是民间团体，费用由中苏文化协会
支持，到1942年11月才由国民政府教育部接管。
尽管如此，经费仍拮据，甚至不得不靠贷款度日。

1941年夏，马思聪辞去指挥一职，前往香
港。1944年底，马思聪重回观音桥，住在育
才学校音乐组。他竭尽所能帮助学生们，
杨秉荪日后能成为著名小提琴家，就有他
一份功劳。1945年底，马思聪赴贵阳担
任艺术馆馆长，这才离开了观音桥。

第二个值得一说的大师当数郑
志声，著名作曲家、指挥家。曾留学
法国11年，1938年回国任中山大
学教授，1940年8月任国立实验剧
院管弦乐团指挥，1941年夏接任
中华交响乐团指挥。1941年12月
21日因病去世，年仅38岁。郑志
声逝世后，埋葬在江北寸滩螃蟹
沟，现重庆花卉园建有纪念亭。

马思聪、郑志声、王人艺……大师闪耀、群星荟萃，他们
在战火中唤醒民众、凝聚民力

观音桥曾是中国音乐重镇
□姜孝德

2023年，国宝级指挥大师卞祖善到重庆，盛赞重庆是中国交响乐的摇
篮。他说：“1941年，中华交响乐团、国立音乐院实验管弦乐团和国立实验
剧院管弦乐团在重庆国泰大戏院举行联合交响音乐会，由马思聪、郑志声、

吴伯超三大指挥家轮流执棒，轰动一时。”卞祖善的话，让我心中潜伏多年的精灵
活了：音乐重镇观音桥——这便成了我文章的主题。

简单地说，观音桥之所以能被称为“音乐重镇”，源于抗战时它的三大
群体：中华交响乐团、育才学校音乐组、中国实验歌剧团。在这三大群体
中，既有当时的音乐大师，也有后来成长为音乐大师的那些孩子。

乐团要说的第三人便是王人艺，
著名音乐家、小提琴家、小提琴教育
家。他是聂耳的音乐老师，一生培养
了无数小提琴家及音乐家。王人艺是
乐团首席小提琴，郑志声逝世后，他代
理指挥。

此外，林声翕、李凌等人也值得一
书。特别是李凌，曾任育才学校音乐组主

任，1949年后任中央乐团团长、中国音乐学
院院长，对中国音乐事业有较大贡献。观音桥

音乐重镇的形成，李凌功不可没。
观音桥之所以成为音乐重镇，还因为这里有音乐

社团与音乐期刊。李凌1939年10月从延安到重庆，他创建
了“新音乐社”，新音乐社是革命文艺团体，办了一份颇受欢迎的音

乐杂志《新音乐月刊》（或《新音乐》），李凌任主编。1940年1月出版
第一期；1943年10月，李凌以中华交响乐团的名义又创办了《音乐导

报》，存在的时间是1943年10月至1944年6月；1944年9月，李凌在观
音桥还创办了《音乐艺术》杂志，抗战胜利后该杂志社迁往上海。

1946年4月，中华交响乐团随国民政府教育部迁往南京。

育才音乐组，培养出一批了不起的音乐家

中华交响乐团入驻观音桥，为日后把育才学校音乐组吸引来奠定了基础。
育才学校是一所保育院性质的学校，学生大多数是孤儿或烈士后

代。这所学校的背后，有中共南方局的大力支持，李凌就是中共南方
局安排在育才学校工作的同志。

1941年皖南事变发生后，中共中央担心国民党继续打压革命力
量，于是转移在校工作的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这些老师包括李凌、
艾青、戴伯韬、丁华、贺绿汀等人。老师走后，音乐组变得异常艰难。
当时，育才学校在合川古圣寺，交通非常不方便。1942年10月，李
凌重回音乐组担任主任，他和校长陶行知商量，建议把音乐组迁到观
音桥，陶行知当即同意。不久，陶行知交给李凌1000块大洋，让他负
责操作。随后，李凌在观音桥新村附近购买了一间曾用来硝皮子的
棚房，80多平方米，后又在旁边加盖了一间10来平方米的琴房。

观音桥真是一个好地方，不仅有好的老师上课，还能聆听大师们的演
奏。音乐组的同学在晚年的回忆中曾写道：他们看林声翕如何指挥乐团、看
他如何将音乐的感觉传递给乐员；也看乐员如何表达乐曲的感情；他们更想看

到林指挥如何训斥乐员做得不到位的地方，因为这对于学音乐的人太有用了。
育才学校倡导开放式教学，解放学生思想、鼓励创造，因此成果斐

然。在观音桥，同学组织了一个小型乐队，演出非常受欢迎，甚至有外国人感
叹说：“在如此偏僻的重庆，竟然有小朋友如此出色地演奏古典音乐，真是难得！”

观音桥靠近母城，因而除中华交响乐团的老师外，还有国立音乐院的老师也来给大
家上课，这些老师有贺绿汀、李凌、黎国荃、任光等人。此外，还有一些老师来给学生们短期上
课，比如马思聪等人。正因有众多优秀老师的关心，音乐组才可能培养出一批了不起的音乐家，
他们中的一些人日后成了中国最高音乐学府的教授，如黄晓庄、杜鸣心、陈贻鑫、熊克炎等；有的
则成为知名指挥家和独奏家，如卞祖善、杨秉荪、李民铎等。当时音乐组年龄最小的姑娘刘幼雪，

多年后担任了中央歌舞剧院党委书记。
1946年9月，音乐组迁往红岩村。1947年5月，开始分批迁往上海。

回首过往，还有多少不为人知的历史？

查资料时，突然发现“观音桥新村12号，中国实验歌剧团”的文字，我莫名惊诧：
江北还有多少不为人知的历史呀？！

中国实验歌剧团（以下简称中歌），属民间职业歌剧表演团体，地址在观音桥新村12号。
该团于1941年8月注册，同年11月30日召开成立大会，由王沛纶、王宗杰、臧云远等发起，共
有成员100余人。1942年1月31日，该团在重庆国泰大戏院首演大型歌剧《秋子》，周恩来和
郭沫若观看了演出，并给予高度评价。1944年10月，在成都国民大戏院再度公演《秋子》。
1944年11月5日，是《秋子》最后一次公演，此后不见该团踪迹，应该是自动解散了。

中歌成立之初的目的是“本团从事建立中国新型歌剧，以增强民众抗战情结，发掘
民族精神为职志……”应该说想法与动机都是好的，他们希望国民政府教育部接手，享受

像中华交响乐团一样的待遇，但最终未能修成正果，最后因经费困境而不得不关门大吉。
中歌之所以被后世记住，是因为它汇集了当时许多声乐、器乐、表导演、文学方面的名

家，并且为中国歌剧事业奠定了第一块基石。如今，打开任何一个版本的歌剧史，中歌都
是一个绕不过去的点。我查了当年中歌的人物，如黄友葵、黄源洛、张权、莫桂新、臧云远、

王沛伦、吴晓邦……他们几乎都是各行业的佼佼者，有的甚至是泰山北斗级的人物。
比如，黄友葵，著名女高音歌唱家。美国亨廷顿大学声乐系毕业，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后曾任南京艺术学院副院长、江苏音协主席；张权，著名女高音歌唱家，
中国音乐学院教授、副院长；吴晓邦，著名舞蹈家、舞蹈理论家、教育家，
中国现代舞蹈开拓者，曾任中央民族歌舞团团长、中国舞蹈家协会主
席；臧云远，著名诗人，南京艺术学院副院长……

因为中歌的历史才发现不久，搜集到的资料相对较少，因而只
有期待来日有更多新的发现。

（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 图片由作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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