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马思聪》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马思聪》

13位ISBN编号：9787218054445

10位ISBN编号：7218054447

出版时间：2006-12

出版社：广东人民出版社

作者：陈夏等

页数：128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以及在线试读，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

Page 1



《马思聪》

内容概要

　　岭南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中特色鲜明、灿烂多彩、充满生机活力的地域文化，《岭南文化知识书
系：马思聪》对其丰富的内涵进行了发掘、整理和研究，从而形成《岭南文化知识书系》。《岭南文
化知识书系》是一套普及读物，有利于广大群众对本土文化的内涵有所认识。书系采用通俗读物的形
式，选题广泛，覆盖面广，力求文字精炼，图文并茂，寓知识性于可读性之中，使之成为群众喜闻乐
见的知识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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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琴童追梦二、异国琴愫三、崭露头角四、热血琴心五、心朝北斗六、情满京华七、山雨欲来八、
灾难降临九、曲诉乡愁十、抱憾九泉尾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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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三、崭露头角    1932年春，马思聪回到了中国。    初到广州，马思聪连个落脚的地方都没有，面
临着生活的困境。同是从法国留学回来的陈洪慷慨地把他接到自己家，安顿在客厅里住下。陈洪是马
思聪就读广州培正小学时高年班的同学，大马思聪5岁。马思聪在法国学习作曲期间，陈洪也到法国
学习小提琴，同学、老乡、同行使这两个有着共同爱好的知音走到了一起。    不久，陈洪告诉马思聪
一个消息：一群热衷音乐的青年打算办个音乐院，并一致要求由马思聪来担任院长。羽毛已丰跃跃欲
试的马思聪答应了下来。    一个春光明媚的早晨，在广州越秀山仲元图书馆的门口，锣鼓喧天，鞭炮
齐鸣，一块醒目的“私立广州音乐院”牌匾高高挂起，这是中国第一所现代“私立音乐院”。马思聪
任院长，教授小提琴、钢琴、作曲理论、视唱练耳等课程，陈洪任副院长兼教导主任，主持全院的教
务和管理工作。    开学不到半年，由于学校的经费日显拮据，音乐院不得不搬迁到广州惠福东路的一
所祠堂里，这里的房租比较低廉，学生上课也比较方便。    一个星期天，小提琴班的王恒同学领着一
个文静瘦小的姑娘来到马思聪面前，介绍说这是他的大妹王慕理，想来学钢琴。马思聪让王慕理弹了
一首曲子，然后告诉她到钢琴初级班上课，当时高、中、初级班的钢琴课都由马思聪教授。    很快，
王慕理的钢琴大有长进。聪颖贤惠的王慕理深得马思聪的好感；而马思聪的才华也令长他两岁的王慕
理为之倾倒。虽然，马思聪的性格内向，不善言辞，但在王慕理面前他却有说不完的话。两心相撞，
两情相悦，1932年，这对以琴为媒的师生之恋终于奏响了“婚礼进行曲”，当时，马思聪年整20岁。   
这一年，在父亲的朋友、台湾巨商辜显荣先生的安排下，马思聪到了台湾，并成功地举办了小提琴演
奏会。    为求一份安稳的工作养家糊口，马思聪辞去了广州音乐院的工作来到上海，试图到上海国立
音乐专科学校任教，但这所人际关系复杂的学校没有接纳他。于是，马思聪便经历了一段靠收学生教
小提琴来维持生活的日子。后来，在朋友的推荐下，南京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看好马思聪的学历和资
历，破例聘任他为中央大学讲师，月薪240元，另加车马费50元。在那个年代，这可是一个薪水不菲的
工作。为了免去上海至南京之间的来回奔波周折，马思聪携妻迁居南京，租下了在玄武湖畔一座风景
如画的、据说属于画家徐悲鸿的小楼。    1934年是马思聪创作收获颇丰的一年，幽静的环境给马思聪
的音乐创作带来了源源不断的灵感：玄武湖的寂静引发马思聪创作了《钢琴弦乐三重奏(降B大调)》；
在莺歌燕舞生气盎然的早春，马思聪写出了《第一小提琴钢琴奏鸣曲(G大调)》；以家乡海丰民谣《
白字调》为素材，创作出了南国的《摇篮曲》。随后，马思聪和一个叫辛格的钢琴家在上海、南京的
音乐演奏会上成功地演奏了自己的作品——《第一小提琴钢琴奏鸣曲(G大调)》。    当老师毕能蓬看到
马思聪寄来的弦乐四重奏后，马上回信说：“技巧是一流的，你作的是严肃的音乐，你走的路是正确
的。”    就在马思聪忘情地沉浸在音乐的教学和创作之中时，他所居住的那栋幽静的小楼，每当万籁
俱寂时便会发出一种令人毛骨悚然的怪声，把马思聪折腾得失眠和发烧，最后住进了医院。经历了这
场病魔，马思聪夫妇不得不迁回上海居住。    1935年2月，马思聪再次到香港举办小提琴演奏会，再次
引起轰动。当时香港《南华早报》的评论说：“马思聪的演奏堪与我多年来在音乐会上听到的任何小
提琴演奏媲美，而且远远超出大多数的演奏水平⋯⋯他手指的灵巧、几乎无懈可击的发音、毫无瑕疵
的双音、真正快速的八度音阶、没有毛病的泛音、从稳健有力到柔曼轻和的有把握的弓法，这一切都
与一种很好的节奏感和对音乐的理解力交织在一起。”    香港《行政公报》说：“一些人宣称中国人
根本不能真正地领悟和欣赏西方音乐。马思聪最有力地驳斥了那些嘲笑者的断言。可以毫不夸张地说
，马思聪的演奏使他跻身于世界小提琴手的佼佼者之列。”    受马思聪的影响，九弟马思宏也对小提
琴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成了马思聪的忠实追随者。马思聪在南京中央大学授课，马思宏是旁听生。
在马思聪的精心培育下，马思宏小提琴的演奏技巧突飞猛进。    1936年初，在上海新亚大酒店宴会厅
，马思聪为年仅13岁的马思宏举办了一次小提琴演奏会。马思宏像三哥马思聪当年在上海初次登台那
样，手携小提琴，在一片掌声中从容地走上舞台。教育家董任坚、钢琴家王瑞娴夫妇7岁的女儿董光
光为马思宏作了钢琴伴奏。如行云流水，似鸟语花香的琴声倾倒了在场的观众，又一个“小提琴神童
”在马家诞生了。    一次美好的演出，结下了奇缘：20世纪40年代，马思宏、董光光先后赴美国留学
，50年代结为秦晋之好，后来都成了美国著名音乐家和音乐教育家。    在马思聪的影响下，马家十兄
弟姐妹中有五人走上了音乐的道路：九弟马思宏——小提琴，大妹马思荪——钢琴，三妹马思琚——
大提琴，小妹马思芸——长笛，至于他们的配偶、子女也大多是从事音乐工作的，如果把马家的人集
中在一起，就能组成一个乐团。    1936年5月，马思聪偕夫人第一次踏上积雪刚融的古都北平。他们兴
致勃勃地登长城，游颐和园，逛天坛，蹈紫禁城。当他们踱步到“天桥”  (旧北京艺人传统的活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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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时，马思聪被“渔阳豪侠地，击鼓吹笙竽”的氛围深深吸引住了。京都大鼓的说唱艺术震撼着他的
心，令他如痴如醉。他迷恋上了京韵大鼓、西河大鼓和单弦。他在戏园茶馆里听着、记着、吟着、想
着，这使在此之前对中国民间音乐还没有多大兴趣，对戏曲也没有什么好印象的马思聪，感受了一次
心灵的震撼。日后，他在一篇文章中写道：“大鼓给予我新鲜的感觉，节奏、韵律都奇特而自由，令
人感到这是不断在创作中的艺术，一种并未让年岁染上陈旧的颜色的艺术。民众的声音从其中表达出
来，它还没有染上旧艺术的成见与陈旧的规则，保留着它的自由与创作的新颖。”    北平之行，使马
思聪视野开阔了，他深深领略到“中国文化之博大与美丽”，这不但给马思聪的创作注入了新的元素
，更重要的是他的音乐创作着眼点也渐渐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从崇拜欧洲音乐家、作曲家转向倾情
于中国的民间艺人和音乐。他开始收集大鼓的曲调，收集中国的民歌、民谣，关注地方戏曲，他开始
把自己的音乐创作之根，伸向中华文化的沃土，促使他在思想上为自己树立了要努力创作具有中国民
族特色音乐作品的新的目标。    马思聪运用北方大鼓的调子，创作了《第二小提琴钢琴奏鸣曲(b小调)
》。音乐描绘了沙漠、烈日、金字塔、驼群、星夜、五彩辉煌的鸟类、带着神秘的黑而大的眼睛的阿
拉伯女郎，人们的身体与灵魂都在沙漠的火里望着天空的蜃楼焚烧，四周升腾起极欢乐、极痛苦的歌
声，京都大鼓的调子染上了撒哈拉星夜的色彩⋯⋯从此，民族的鼓点调子渗入了马思聪的音乐创作意
识中，于是，他又开始创作《第二弦乐四重奏》。    P17-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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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胡乱组织的。很一般，对于马思聪的崇拜者，还是可以看看知道更多的马思聪事情。

Page 6



《马思聪》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

Page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