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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作曲家、音乐教育家陈田鹤是黄自的四大弟子之一。 1949年起曾先后担任国立福建

音乐专科学校教授、北京人民艺术剧院音乐创作组作曲员、中央歌舞团作曲员、中央实验歌剧院

作曲员、音乐家协会创作组成员, 并留下了许多音乐成果。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开始, 对于陈田

鹤的纪念和研究已经陆续展开, 了解陈田鹤在解放后的工作经历和创作成就, 才能在中国近现代

音乐史研究中, 全面准确地评价他的音乐成就及学术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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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近现代音乐史中, 可以看到大幅篇章介

绍聂耳、冼星海等革命音乐家及其创作, 既使相比

黄自四大弟子之一贺绿汀地位的高高在上、刘雪庵

的争议不断, 对于陈田鹤、江定仙等作曲家更多的

是轻描淡写的一笔带过。也许不懂音乐的人能够准

确说出国歌的曲作者为聂耳, 宣传普及短片也将国

歌诞生过程的来龙去脉讲述得十分详细, 但却未曾

提及刘雪庵曾经从专业音乐的角度分析批评过这首

歌曲的词曲关系。黄自的 5长恨歌 6 被誉为中国第
一部清唱剧, 对其介绍分析和深度研究层出不穷,

可很少有人知道这部作品在炮火连天的时代得以保

存流传, 是源于陈田鹤对黄师的敬重之情, 和他对

保留黄自手稿的那份执着与坚持。

黄自对陈田鹤的影响

20世纪 30年代以来, 中国近现代音乐史中关

于 /救亡派 0 与 /学院派 0 长期对峙出现的思想纷
争一直引人关注。一方面黄自在艺术思想和作曲技

术上对陈田鹤有深刻影响, 另一方面, 在 /救亡

派 0 与 /学院派 0 的矛盾中, 黄自被当局指为学
阀, 称为 /学院派 0 的首领。解放后, /救亡派 0
又长期居于中国音乐界的领导地位, 陈田鹤作为黄

自的弟子, 在其死后抱着黄自的衣钵接着走黄自没

走完的道路, 自然免不了受到波及。

陈田鹤作为黄自四大弟子之一, 除却在音乐创

作上承袭黄自的作曲风格以外, 也承袭了黄自认为

不能一直跟着西方的模式走, 应该结合中国民族特

色进行创新的音乐思想: /把西洋音乐整盘地搬过
与墨守旧法都是自杀政策 0 /学西洋好的音乐的方

法, 而利用这方法来研究和整理我国的旧乐与民

谣, 那么我们就不难产生民族化的新音乐了。0 [ 1]

(第 56页 ) 中国优秀的指挥家黄飞立
¹
认为 /在黄

自的四个大弟子里面, 陈田鹤是最能创作的 0, º 陈

田鹤性情温和, 话语不多。罗忠镕曾对戴鹏海说:

/其实黄自第一大弟子应该属陈田鹤。0»一般认为陈
田鹤的声乐创作最出色地体现了他的老师黄自那种

优雅、抒情、精致、含蓄的美。 [ 2] (第 209页 )

现存陈田鹤在华东革命大学的思想总结提纲上

有这样的话: / 1943年对学生纪念五四刊物批评黄
自作品不满意。当时错误思想的主导根源是因为不

认识阶级立场, 封建的无条件的尊师的意识作祟。0
虽然话语带有那个时代的局限, 但是不难看出黄自

对陈田鹤影响大到陈田鹤对于黄自是 /无条件 0 的

尊崇。 1967年台湾出版 5吴伯超先生曲集 6¼的
5跋 6 中, 顾献栋说到, 当年陈田鹤在四川每次躲
警报的时候, 都不忘抱着黄自的遗稿, 来来回回好

几次, 最后吴伯超设法将其中一部分石印, 那就是

现在的清唱剧 5长恨歌 6。现在黄自的 5长恨歌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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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誉为中国第一部清唱剧, 但是有多少人谁知道它

得以保留, 也有陈田鹤的一份功劳?

黄自对待教学工作十分认真负责, 经常备课到

深夜, 就是对待已经教了好几遍、很熟练的 /领略
法 0 (音乐欣赏 ) 也是如此。黄夫人问他为什么要

花那么多时间去准备教熟了的课时, 他的回答是:

/你自己懂了没有用, 只有充分准备以后, 到课上

时才能够吸引学生的注意, 让他们真正吸收进去。0
[ 3] (第 13页 ) 陈田鹤曾在上海新华艺术专科学

校、武汉艺术专科学校、青木关国立音乐院、福建

音专、北师大音乐系等校任教, 他尽自己所知努力

备课的同时, 一直不忘自己作曲技术的提高, 现存

的手稿中还有不少他做和声对位等练习时的记录。

他常对夫人说: /要给人一桶自己必须有一缸, 教
书就是如此。0 [ 4] (第 101页 )

1938黄自临终前对夫人说: /你快去请医生,
我不能就此死去, 还有半部音乐史没有写完呢! 0
[ 5] 无独有偶, 1953年, 陈田鹤被检查出有心脏病

时说: /我已 40岁了, 趁精力正旺得做出成绩来,

我已不能像年轻的人一样, 可以玩玩, 我必须加紧

工作, ,假如我能活到 80岁, 像瓦格纳那样, 我是

能写出几部像样的歌剧来的。0 [ 4] ( 124页 ) 1955

年 7月, 陈田鹤因痢疾及心脏病突发入院抢救, 手

里还拿着一叠五线谱纸。 [ 4] (第 138页 )

陈田鹤曾为鲁迅逝世创作了歌曲 5哀挽一位民
族解放战士 6。黄自去世之后, 陈田鹤创作了 5悼
今吾宗师 6 (合唱与管弦乐 ) 表示对恩师深切的哀

悼之情: /先生此去何匆匆, 抛下了半篇残著, 无
数新声犹待谱, 满腔曲调埋终古。0 但是在陈田鹤
逝世后, 没有开追悼会、没有讣告、也没有贴消

息, 只是由人们口头传送着他的死讯。当时有些人

在墓地还念念不忘说他 /走过一段弯路 0。时至今
日, 陈田鹤的后人都无法在歌剧院查找到陈田鹤的

档案资料。面对这样的无奈, 是怎样一种悲哀?

黄自是影响最大的中国早期音乐教育的奠基人

之一。对于黄自第一批培养出来的学生陈田鹤生活

的深入了解和作品、思想的分析, 不但能够还原其

本来面貌, 为大家诠释呈现一个真实的陈田鹤, 也

有助于了解黄自、甚至中国近现代音乐的全貌。

陈田鹤来京缘起

1949年 2月, 新中国成立前夕, 陈田鹤应唐学

咏校长之聘, 携妻儿到福建音专, 任作曲专业教授

暨校务委员会委员之职。 1949年 8月 17日福建解

放后不久, 陈田鹤被选为福州人民代表大会第一届

代表。他尤其关注解放区的文艺作品, 常常在百忙

之中抽空参加文艺界的座谈会、音乐会。如: 在某

兵团文工团演出歌剧 5赤叶河 6; 在特邀文艺界座

谈会上侃侃而谈; 为学校演出冼星海 5黄河大合
唱 6 配钢琴伴奏; 在纪念聂耳逝世 15周年的音乐

会前, 为聂耳的歌曲 5塞外村女 6 和 5春回来了 6
写伴奏等。

1950年 11月陈田鹤收到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李

伯钊、金紫光、欧阳山尊的邀请信, 原文如下
½
:

陈田鹤教授:

九月间陈宗娥同志已来本院工作, 现执教

于本院附设艺术训练部。一切安好请勿远念,

据宗娥同志谈起, 说您对于歌剧作曲工作极感

兴趣, 如能来我院工作, 因我院初具发展歌剧

艺术各种条件, 当能发挥您的抱负, 同时与宗

娥同志在一处, 工作生活上亦较为方便。我们

素仰您的音乐才能, 如果您愿意到本院来从事

歌剧的研究与创作工作, 我们极为欢迎! 特此

函达, 谨希示复。敬礼!

北京人民艺术剧院   
李伯钊、金紫光、欧阳山尊

10月 30日    

1950年, 缪天瑞先生也曾给陈田鹤去信表示:

天津音乐院经文化部批准, 致函华东教育部, 提出

希望陈田鹤到该院任教。与此同时, 当时已经解散

的福建音专合并到中央音乐学院华东分院, 时任上

海分院理论作曲系主任的丁善德也向文化部提意

见, 让陈田鹤到上海分院任教。

陈田鹤将这些可能的去路, 都一一在给妻子的

信函中说明, 并征求陈宗娥的意见。还提及了关于

待遇的问题: 在上海工作起码可以拿到 130万元以

上, 在天津最少也有 100万以上, 去北京的话就不

必与组织上谈待遇, 争薪水高低, 只要将来工作有

表现, 物质生活的提高就不成问题。这些都说明陈

田鹤自己的倾向是去北京进行创作。
¾

陈田鹤一生的梦想就是写几部像样的歌剧, 他

自己曾说 /人到四十岁, 正是黄金时代, 应该分秒

必争, 再过二十年争取能做出几部像样的歌剧来 0
[ 5] (第 35- 37页 )。由于知道陈宗娥与江青是山

东省立实验剧院第一届的同学, 颇有交情, 陈田鹤

在当时给妻子陈宗娥的信中还特别交代: /关于我
的事, 以后工作地点职务等, 你最好不必同江青商

量。一切听组织的分配好了, 免得误会 -我还是思
想搞不通 ., 给她不好的印象, 她即使问起, 你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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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他现在安心学习, 以后工作听凭组织分配好了。0¿

建国后出现了 /江青策划批判 5武训传 6, 意
在打倒已逝世的陶行知 0 的一大冤案。于是陈田鹤
的妻子陈宗娥帮他分析在学校教书的危险性。陈田

鹤也对南京那段教书生活心有余悸, 于是对陈宗娥

说: /书不教了, 还是多写些作品吧! 等我有了与

民族音乐相结合的经验, 再去教书。不要再拿洋教

条去毒害学生了。0 [ 4] (第 109页 )

陈田鹤来京之后情况

陈田鹤来京后, 先后任北京人民艺术剧院音乐

创作组作曲员、中央歌舞团作曲员 (借调 )、中央

实验歌剧院作曲员、音乐家协会创作组成员, 并在

北京师范大学音乐系兼任教学工作。

与邀请陈田鹤北上进京的来信写得真切动人形

成鲜明对比的是, 陈田鹤在北京人艺剧院工作的经

历。 1951年春, 陈田鹤调到北京后并没有如他所愿

创作歌剧, 被安排更多的是 /打下手 0 活 )) ) 配
器、写伴奏等。王震亚老师曾评论: /新中国成立
后陈先生到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中央实验歌剧院等

单位工作。当时这些单位的一些作曲家长于写曲

调, 而不会写伴奏。分配给陈先生的任务都是为别

人写的单曲调作品配伴奏
À
。在陈宗娥 1969年被迫

写揭发陈田鹤的材料中道: /由旧文化部、中宣部、
市委团中央、中央歌舞团、总政文工团通过剧院,

创作组李刚让他配器、伴奏, 共百余首。0
对于为什么陈田鹤不能独立创作歌剧的原因,

大多归咎为了 /历史问题 0 ) ) ) 陈田鹤曾经加入过
国民党, 在重庆青木关音乐学院担任教务主任时,

对于吴伯超开除学生采取不闻不问的漠视态度。对

于陈田鹤入国民党之原委, 陈田鹤的女儿陈晖解释

是: /当时的教务主任都得入国民党。0 而陈田鹤要
担任教务主任也有自己的难处。戴鹏海也跟陈晖

说: /陈田鹤老家 7口人, 等着他往家里寄钱, 陈

田鹤想做个教务主任是希望能钱多一点。0 据陈宗

娥回忆, 陈田鹤每次回家后, 都没有再出来的路

费, 每次的尴尬无奈都在陈田鹤心中留下了阴影,

一直到解放后, 还时常做梦梦见回老家之后没钱再

出来的场景。
Á

陈田鹤来北京之前曾在华东革大学习, 当时写

了一些交代自己问题的文字。
Â
特别是陈田鹤创作于

1939年的一首抗日歌曲 5还我河山 6 被收入了国民
党军歌集, 后来蒋介石到台湾以后, 台湾的大广播

还在播这首歌曲; 1947年他还创作了歌曲 5台北市
民歌 6 (姜琦词 ) 等等。这些都是陈田鹤当时在华东

人民革命大学写检查时自己交代的, 然而令他万万没

有想到的是, 事后这些事都变成了他的 /历史问题 0。
来京之后陈田鹤的教学工作也仍在继续。据冯

文慈先生回忆, 当时陈田鹤在北京师范大学音乐系

(今中国音乐学院前身 ) 兼职任教。 1951年 10月,

陈田鹤到北京师范大学音乐系办公室商谈 5对位

法 6 课程时间安排, 以及志愿军文工团同志的作曲

课。
�lv
陈晖老师还清楚的记得, 当时的北京师范大学

音乐系为北京市中小学培养音乐教师, 1955年作为

陈田鹤长女的她升入北京市 27中学时, 任教音乐

的方老师就是陈田鹤的学生。直到 1955年去世之

前, 陈田鹤一直在北京师范大学音乐系任教。陈田

鹤在教学中使用德沃夏克和苏联东欧的作品, 力图

摸索新的教学方式。依据北京师范大学音乐系理论

教研组选印的配器与欣赏参考资料给学生上课。
�lw

陈田鹤在北京的生活是很艰难的, 全家四口挤

在冰渣胡同一间昏暗的房子中。一直到 1952年, 才

还清家小来北京所借的路费。陈田鹤死后, 时任文

化部艺术局局长的周巍峙说: /最对不起陈的是,

长女 12岁了还和大人挤在一间 15平米的屋子里。0
他生前唯一的学习器材, 是 40年代中期陈田鹤的

妻子陈宗娥兑换了一个金镯子为其购置的一台进口

收音机。一直到去世前, 陈田鹤还是按照从剧院抄

来的一份练琴时间表, 按时去练琴。每周只有数小

时, 上下午分散着, 如果遇到开会、观摩演出, 就

很难按时练琴。作为一个作曲家的陈田鹤, 一生都

没有一台属于自己的钢琴。
�lx

尽管工作环境和待遇远不如其预期, 生活也相

当艰苦, 但是陈田鹤还是以极大的热忱投入到音乐

创作中。他来京后的主要创作成就有: 1951年来京

后写的 5花鼓灯 6 5中朝人民胜利大合唱 6。 6月份

参加了歌剧 5长征 6 的配器工作, 并担任了艺委会

委员。 8月开始写 5芦笙舞曲 6 的钢琴底稿与一部
分管弦乐。 1951年底到 1952年初去湖南土改之后,

回来完成了 5芦笙舞曲 6 5翻身组曲 6 的创作。

1953年 5月, 陈田鹤借调到中央歌舞团, 为中国青

年歌舞团编写 5采茶灯 6 音乐及对 5花鼓灯 6 音乐
进行进一步修改。他的配器作品有 5荷花灯 6 5刘
胡兰 6, 改编民歌有 5丰收 6。 9~ 12月赴东北林区

体验生活后, 创作大合唱 5森林啊, 绿色的海洋 6。
1954年 3月借调到音协创作组, 改编民歌有 5跑旱
船 6 5打零工 6 5斑鸠调 6 5蒙古牧歌 6 5洗衣裳 6
5十二月老司 6 5格朵朵仔 6。谱写群众歌曲 5新渔
村 6 5炮艇大队出动了 6 5亲人啊, 听我心里的话 6
5中缅友好歌 6。�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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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定海采风, 左起 11陈田鹤, 21郑律成,
41瞿希贤

图 21鹤岗煤矿, 一排中间是陈田鹤, 右 1为郑

律成

陈田鹤注重学习民间音乐, 解放后与音协创作

组外出采风了解当地生活与音乐, 一直努力探索中

国音乐的民族化方向。他一直渴望独立创作歌剧,

陈田鹤的妻子回忆说: /他整理体验生活带回的记

谱, 札记及创作素材、抄谱等工作。为探索中国歌

剧发展的道路, 经常设想歌剧实验的种种方案, 为

此大量研读、分析世界各歌剧剧本及乐曲解说, 看

了不少地方戏的演出, 皆存有笔记, 力图摸索我国

歌剧创作的途径。0 清唱剧 5换天录 6, 正是其这一
时期的代表作。

�lz

最值得一提的是 1955年陈田鹤去世当年短短几

个月完成了别人一年半的工作量, 这也是导致了陈

田鹤过度劳累而倒下的原因之一: 1~ 3月间, 完成

了民乐合奏曲 5春 6 5广陵散 6, 歌曲 5和平友谊
之歌 6 5坚决反对原子武器 6, 幼儿歌曲 5学劳动 6
5坐火车 6, 修改 5森林啊, 绿色的海洋 6 5荷花舞
曲 6。 3月中旬从中央实验歌剧院借调到中央歌舞

团, 一直到 7月前, 完成 5荷花舞曲 6 5和平友谊
之歌 6 5奠边府大捷 6 5英雄战胜大渡河 6 5花树
舞 6 的伴奏谱, 5芦笙舞曲 6 民族乐队普, 缩编
5一道桥 6 5千万只手连在一起 6 5怒吼吧黄河 6 管
弦乐伴奏谱, 整理 5英雄们战胜了大渡河 6 5胜利
花开遍地红 6 合唱谱, 完成了 5剑舞 6 音乐初稿,

编写了 5洗衣裳 6 女声小合唱, 以及 5采茶扑蝶 6
的总谱抄写工作。

�l{

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研究中的陈田鹤

生于家道中落的书香门第, 长于纷争四起的战

火时代, 陈田鹤本着他对音乐的执着与热情, 在艰

难困苦的环境中勤奋学习, 不断超越自我。建国

后, 在岗位上勤勤恳恳、兢兢业业, 将生命最后的

每一分每一秒都奉献给了他热爱的音乐事业。然

而, 这样一位优秀的作曲家和音乐教育家, 他的名

字却长期被人忽视。

就目前发表的文章和著述来看, 对于陈田鹤

解放前的艺术发展和生活、以及陈田鹤艺术歌曲

的分析研究, 关注力度较大。 1983年汪毓和先生

的研究生常罡的毕业论文 5论陈田鹤及其歌曲创
作 6 (向延生 5中国近代音乐家传 26 转载, 略有
增删 [ 6] ), 对于陈田鹤生平和艺术的系统研究,

在今天看来仍然是关于陈田鹤研究的力作。但是常

罡文章中对陈田鹤 1949年之后的创作、生活情况并

没有详细的叙述和研究。除却陈田鹤长女陈晖以笔

名 /梦月 0 著书 5音乐之子 ) )) 陈田鹤大师传 6
[ 4], 对其建国后的生平等概况进行较多介绍之外,

其他著述对于陈田鹤的研究在目前看来还是不够详

实, 而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研究中对陈田鹤在解放后

的境遇的介绍也有待进一步充实。

据不完全统计, 迄今为止涉及陈田鹤及其作品

的研究专著有:

表 11

出版时间 书  名 作  者 出版社

199115 陈田鹤歌曲选集 陈田鹤 人民音乐出版社

199319 音乐之子 ) ) ) 陈田鹤大师传 梦月 东方出版社

1994111 陈田鹤先生作品曲集 监制: 台湾省政府教育厅 制作 /发行: 台湾省立交响乐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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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录陈田鹤音乐艺术作品的有:

表 21

时  间 书名 (光盘名 ) 作  者 页  码 内  容 出版社

200011
陈明律演唱陈田鹤艺

术歌曲 (光盘 )

(台湾师范大学音乐

系教授 ) 陈明律
28首歌曲 凌轩企业社

2003 中国艺术歌曲选 储声虹主编

17

37

206

5采桑曲 6

5春归何处 6

5山中 6

人民音乐出版社

2005 中国歌剧曲选 郑景宣 7~ 18 5怀乡 6 5话别 6 人民音乐出版社

200712 中国艺术歌曲选集 张畴主编

189

191

193

197

5春归何处 6

5江城子 6

5山中 6

5枫桥夜泊 6

上海教育出版社

介绍陈田鹤音乐艺术的著作有:

表 31

时  间 书  名 作  者 页  码 篇目 /内容 出版社

199414
中国近代音乐家传

(第二卷 )

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

研究所向延生主编
181

5雕琢 /剑声 0 的历程 ) ) )

作曲家陈田鹤 6 常罡、石山

(即向延生 )

春风文艺出版社

1992 中国音乐家传略 颜延阶 (台湾 ) 主编 207 47 陈田鹤 (脚注 ) 绿与美出版社

2002110 中国近现代音乐史 汪毓和 209 其他学院音乐家及其创作 人民音乐出版社

200414
中国近现代音乐史

简编
夏滟洲

209

218

257

281

艺术歌曲伴奏音乐;

歌剧 5荆轲 6 5桃花源 6;

新音乐社;

清唱剧 5河梁话别 6

上海音乐出版社

200917
中国近代音乐史

简述
刘再生

248

309

四大弟子各有千秋;

山东省立剧院
人民音乐出版社

作为中国近现代音乐史教材的代表 ) ) ) 汪毓和
5中国近现代音乐史 6, 在 /其他学院音乐家及其

创作 0 中, 对陈田鹤抒情性艺术歌曲、抗日音乐

作品、儿童歌曲、合唱曲、器乐曲、戏剧音乐等

进行了简略的介绍。但是对于陈田鹤介绍部分的

最后: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他终于进入当时

我国最重要的歌剧单位 )) ) 中央实验歌剧院,
他热切期望能实现其创作一部像样的中国大型

歌剧的理想。但是, 天不假年, 在他进入歌剧

院不久, 他因旧病复发而于 1955年 10月 30日

过早地逝世, 终年 44岁, 他的 /歌剧梦 0 还

是没有圆成。 [ 2] (第 210页 )

现在已有了进一步的补充材料。陈田鹤是 /因
心脏病、肺栓塞致死于通县中央结核病院 0 的, 最
主要的原因是对于陈田鹤疾病的误诊, 以及抢救的

延误。在陈田鹤去世前的三个月, 陈田鹤曾因痢疾

住院, 期间有心梗发作, 大夫交代陈田鹤的妻子将

陈带进医院的写谱工作带走, 并解释说陈田鹤的病

是因为劳累过度造成, 体内各器官都衰弱到极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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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 一个多月以后, 陈田鹤被误诊并送去通州

的结核病医院 0。 [ 4] (第 138页 )

另一本涉及陈田鹤内容较多的是夏滟洲的

5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简编 6, 虽然没有关于陈田鹤
的完整篇幅, 但是细读此书能够看到不少细节都

有关于陈田鹤的作品信息。在第四章 / 30年代的

音乐文化 0, 第二节关于独唱歌曲 (群众歌曲 ) 创

作中, 提及了 /陈田鹤的 5巷战歌 60 [ 7] (第 187

页 ) 但是艺术歌曲和多声部音乐创作中却没有介

绍关于陈田鹤的作品。在 40年代音乐发展新阶段

的章节里, 艺术歌曲伴奏音乐, 重点介绍了陈田

鹤 5秋天的梦 6 ( 1935~ 1936年, 戴望舒词 ): /前
一段中, 钢琴伴奏模仿车铃之声, 二度、三度和

音精致之极; 第二段后几句, 钢琴在低音区重复

着歌唱的旋律, 增加了主题的沉重感和忧郁的色

调; 至结尾处, 钢琴孤零零地重复和弦的中音,

意味悠长。0 [ 7 ] (第 209页 ) 另外还在 40年代关

于音乐与戏剧结合的章节里面介绍了陈田鹤的歌

剧 5荆轲 6 和小歌剧 5桃花源 6: / 1937年, 陈田

鹤在济南山东省立剧院创作了歌剧 5荆轲 6。作品
基本上仿照西洋歌剧的形式, 如序曲、幕间剧、

场面音乐, 还有运用西洋发声方法演唱的合唱、

重唱、独唱等。全剧采用西洋管弦乐队伴奏, 作

品在完成后适逢抗战爆发而未能付诸演出。0 / 5桃
花源 6 则借海盗骚扰的剧情, 隐示了人民只有不
畏强暴, 同日本侵略者齐心协力地进行斗争才能

取得和平、幸福生活的真理。0 [ 6 ] (第 218页 )

/像缪天瑞、黎国荃、范继森、张洪岛、马思聪、
陈田鹤等著名音乐家, 都发表了不少具有爱国民

主倾向和进步意义的文章, 并创作了一系列民族

化、大众化得优秀作品。0 [ 7 ] (第 257页 )
�l|
这是

音乐教材中极少数提及陈田鹤文章的文字, 虽然

只是寥寥数字, 但是确是对陈田鹤进步音乐思想

的肯定。另外还提到了陈田鹤编曲的 5在那遥远
的地方 6。 [ 7] (第 258页 )

教材提及关于陈田鹤先生的作品多集中于:

5巷战歌 6 5山中 6 5江城子 6 5采桑曲 6。据统计陈
田鹤创作了 207首

�l}
音乐作品, 范围涵盖了艺术歌

曲、抗日歌曲、合唱曲、儿童歌曲、民歌改编、器

乐曲、歌剧、电影配乐等领域。近现代音乐史教材

中对陈田鹤的介绍, 还有很大差距, 所以我们需要

的是对陈田鹤作品全面的了解, 才能形成对其创作

全方位立体的认识。

对于 /陈田鹤是不是音乐家? 0 这个问题, 应

该是毋庸置疑的。在 5中国音乐词典 6 [ 8 ] 中,

陈田鹤的介绍是作曲家、音乐教育家。但是在中

国音乐家协会编的 5中国音乐家名录 6�l~
1990年 9

月第一版中, 没有陈田鹤的名字。而汪毓和曾说

陈田鹤 /特别是对和声的处理和钢琴织体的写法,

要比贺绿汀、江定仙等更接近于黄自。0 [ 2] (第

209- 210页 )

翻开这本厚厚的名录, 可以看到黄自四大弟子

之贺绿汀、江定仙、刘雪庵都在名录上, 但是通过

查找, 黄自和陈田鹤的词条都没有。仔细看来, 贺

渌汀的简介中有 /师从黄自习理论作曲 0, 江定仙
的简介里面有: /随黄自学习理论作曲 0, 而刘雪庵
的仅有: / 1936年毕业于国立上海音专师范理论作
曲专业 0。是差错亦或是疏漏? 现在已经无法求证。

5中国音乐家名录 6 在编辑说明中指出: /中国音乐
家名录实为中国音乐家协会会员名录, 凡 1988年 6

月底前批准的中国音乐家协会会员, 均在收编之

列。0 而中国音乐家协会成立于 1949年 7月 23日,

这样的说明解释了萧友梅、黄自、冼星海、聂耳等

建国前已经去世的音乐家不在名录的原因。据刘诗

嵘回忆�mu : 陈田鹤是音协会员, 当时音协外出体验

生活就是抽调在各个文艺团体的音协会员去, 陈田

鹤两次被选入音协创作组去体验生活, 第一次是在

1953年 9月 ~ 12月间, 与金帆、郑律成等一起奔赴

东北林区小兴安岭伊春县, /目的是向工人学习,

改造小资产阶级意识, 学习劳动号子, 接触大自

然, 启发创作的灵感。虽然他力不从心, 心脏病也

时常发作, 但他坚持下来了。0 [ 4] (第 128页 ) 陈

田鹤以金帆的诗歌为词, 创作了大合唱 5森林啊,

绿色的海洋 6。第二次是 1954年 4月 ~ 7月间, 与

瞿希贤、金帆、郑律成、汤正方等人到江苏地区搜

集民歌。现存陈田鹤遗物中还有写给当时音协领导

的汇报。

据了解, 音协会员不但需要单位组织对于个人

音乐艺术能力的认可, 也尊重音乐家自己的意见

(即亲自填写表格 ), 至于陈田鹤不在名录之列的真

正原因, 还有待进一步探究。

在过去极 /左 0 思潮盛行的年代, 对于陈田鹤

的肯定与认知是远远不够的。我们欣慰的看到, 陈

田鹤的生平经历、艺术思想与音乐作品等都已受到

越来越多专家和学者的关注, 也在逐步为音乐爱好

者所熟知。

据不完全统计, 陈田鹤音乐作品演出及其影响

主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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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时  间 具体情况

19851511 台北电信合唱团演唱清唱剧 5河梁话别 6

198814130 台北市立国乐团演唱清唱剧 5河梁话别 6

199116122 陈田鹤作品 5山中 6 被香港中国艺术歌曲演唱比赛定为指定曲目

199111218 陈田鹤诞辰 80周年,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经济台在 /空中日历 0 中介绍陈田鹤

1993 陈田鹤 5江城子 6 入选 20世纪华人音乐经典歌曲作品奖

1995110 陈田鹤逝世 40周年, 个人纪念音乐会在中央音乐学院举行

201115129 陈田鹤百年冥诞纪念活动, 在中国音乐学院举行

据不完全统计, 迄今为止发表的直接研究陈田鹤及其作品的文章主要有:

表 51

发表时间 题  目 作  者 文章来源

198119 追怀田鹤 廖辅叔 5人民音乐 6

1981112110 纪念作曲家陈田鹤同志 袁平 (即梁茂春 ) 5北京音乐报 6

198211 陈田鹤的 5燕子 6 和 5秋天的梦 6 周  畅 5长江歌声 6

198213 陈田鹤与 5巷战歌 6 梁茂春 5歌曲 6

198318 因谈文化修养而想起陈田鹤 廖辅叔 5群众音乐 6

198511 论陈田鹤及其歌曲创作 常  罡 5音乐研究 6

199613 陈田鹤与他的两首钢琴作品 5序曲 6 和 5血债 6 卢  栩 5钢琴艺术 6

200512 陈田鹤艺术歌曲的分析与演唱 陈  静 5艺术探索 6

2007112 陈田鹤的艺术歌曲 5山中 6 评析 王少为 5黄河之声 6

200911
音乐的诗  诗的音乐

) ) ) 浅谈陈田鹤艺术歌曲的诗性
龙姝帆 5音乐探索 6

200916 陈田鹤艺术歌曲初探 孙小钧 山东艺术学院毕业论文

结  语

从上个世纪 80年代开始, 对于陈田鹤的纪念

和研究已经陆续展开。我们追慕他在音乐艺术上的

学识与才华, 在殇祭他的过往的同时, 也寄希望于

衔哀述文的后来者, 对他的音乐创作、学术贡献做

深入系统的研究及全面准确的历史评价。

1991年, 在中央音乐学院汪毓和教授的帮助

下, 由人民音乐出版社出版了 5陈田鹤歌曲选
集 6, 并且以音协的名义召开了陈田鹤纪念音乐

会。 2010年中国音乐学院将 /陈田鹤研究 0 列入
该院 /中国近现代音乐史料建设工程 0 项目中。

今年是陈田鹤诞辰 100周年, 为了深入对近现代音

乐家个案的研究, 由中国音乐学院主办, 上海音

乐学院、中国歌剧舞剧院、中央歌剧院协办, 在

北京中国音乐学院召开陈田鹤学术研讨会。这不

但是对陈田鹤的重新认知, 也是对其音乐艺术上

的贡献的肯定。同时也为近现代音乐史的教学和

研究增添了新的内容。

钟表可以回到起点, 却已不是昨天, 曾经由于

种种历史原因导致的遗憾, 也许很多对于今天的我

们已经无法弥补。只要有相信历史能够被我们认

知的信念, 达成目标就不仅仅是一种理想, 更能

够转化成为史学工作中的一种责任。 (下转 78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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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P¾ rt, A rvo1C ollage on b- a- c- h [ Z]1H ambu rg: S ikorsk,i 19941

[ 10 ] S chn ittek, A lfred1C oncerto g rossoN r13 [ Z] 1H am burg: S ikorsk,i 19881

(责任编辑: 王  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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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勇于挑起这个重担, 并持之以恒、锲而不舍地

坚持走下去, 才能够直面历史, 无愧于时代。

(封面人物: 陈田鹤先生 )

¹ 黄飞立 ( 1917~ ) 曾任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副教授、

管弦系主任, 兼管弦乐队和合唱队指挥; 1956年任指挥系主

任和教授。指挥过中外著名的交响乐和歌剧、舞剧作品, 如

5奥涅金 6 5茶花女 6 5黑桃皇后 6 及舞剧 5天鹅湖 6 5吉赛

尔 6 5鱼美人 6 等。指挥风格严谨、细腻, 富于感情。

º 在与陈田鹤女儿所在的业余合唱团领导谈话, 谈及陈

田鹤时, 黄立飞亲口述说。

» 在与陈田鹤女儿陈晖打电话谈及陈田鹤时, 戴鹏海转述。

¼ 1968年 4月, 萧濨教授协助吴漪曼将吴伯超生前作品

进行整理, 编辑 5吴伯超先生曲集 6 印行。

½ 材料来源: 此信摘抄自陈田鹤给陈宗娥的家书。

¾笔者根据 5陈田鹤编年纪事稿续 6 第 4- 5页整理,

以及陈晖老师口述整理。 5陈田鹤编年纪事稿续 6 为陈晖所

著, 未正式出版。

¿ 材料来源: 1950年 10月 7日陈田鹤在华东人民革命

大学时写给妻子陈宗娥的家信。

À 5陈田鹤编年记事稿续 6 第 11页。

Á 陈晖口述。

Â 陈晖口述。

�lv 5陈田鹤编年记事稿续 6 第 8页。

�lw 5陈田鹤编年记事稿续 6 第 10页。

�lx 5陈田鹤编年记事稿续 6 第 20页。

�ly 5陈田鹤编年记事稿续 6 第 9- 18页。

�lz 5陈田鹤编年记事稿续 6 第 17页。

�l{ 5陈田鹤编年记事稿续 6 第 19页。

�l| 1940年 7月 5音乐阵线 6 创刊号刊登陈田鹤文章

5抗战三年来的新音乐运动 6。

�l} 此数目为陈田鹤长女陈晖统计。

�l~ 5中国音乐家名录 6 中国音乐家协会编, 1990年 9月

第一版。

�mu 材料来源于陈晖对刘诗嵘的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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