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7音乐漫笔 77

【内容提要】贝多芬是交响乐的解放者。贝多芬打破了皇室和贵族对交响乐艺术的垄断，

使之面向社会，面向人类。贝多芬交响乐创作的质量胜于数量。贝多芬的交响乐展示

了人类通过斗争走向胜利的英雄气概和通过苦难走向欢乐的大无畏精神。贝多芬交响

乐已成为全世界交响乐团上演率最高、最受听众欢迎的曲目。贝多芬交响乐是推动人

类历史进程的精神力量。近一百多年来，贝多芬交响乐在中国传播得越来越广泛。贝

多芬交响乐已成为鼓舞中国人民前进的一种精神力量。中国历代指挥家、音乐家为在

我国普及推广贝多芬交响乐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关 键 词】 贝多芬；“人类的交响乐”； 萧友梅；李德伦；中央乐团

最伟大的作曲家贝多芬，1770 年生于德国波恩。贝多芬的交响乐是人类的

交响乐，贝多芬是影响人类历史进程的伟大艺术家之一。

一

贝多芬是交响乐的解放者。贝多芬的前辈如维也纳古典乐派的代表人物海

顿和莫扎特，他们的交响乐创作主要是为皇室和贵族服务的。海顿在艾什泰哈

“人类的交响乐”在中国

——纪念贝多芬诞辰250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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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亲王府任职长达 30 年之久。这 30 年中，作曲家不停地为亲王创作交响乐，

指挥乐队，甚至于改编和导演歌剧，供亲王和贵族享乐。在海顿《告别交响

曲》的音乐中，饱含着被贵族雇用的音乐家的内心焦虑和怨诉。莫扎特的《第

34 交响曲》是呈献给费尔斯登堡侯爵的，《第 35 交响曲》（即“哈夫纳”）为萨

尔茨堡市长哈夫纳获爵士举行庆典而作，《第 36 交响曲》（即“林茨”）是为林

茨杜恩伯爵创作的。简言之，这个时期的交响乐艺术是专供统治阶层、上流社

会享用的艺术奢侈品。

1800 年，贝多芬在维也纳举行了第一次“公众音乐会”，发表了《C 大调

第一钢琴协奏曲》《降 E 大调七重奏》和《C 大调第一交响曲》。此后，每隔两

三年，贝多芬就要举行一次这样的音乐会，把新作品介绍给听众。贝多芬此举

打破了皇室和贵族对交响乐艺术的垄断，从而揭开了使交响乐面向社会公众，

面向人类的帷幕。

贝多芬交响乐的创作质量胜于数量。贝多芬的交响乐展示了人类通过斗争

走向胜利的英雄气概和通过苦难走向欢乐的大无畏精神。

贝多芬的交响乐早已成为全世界交响乐团上演率最高、最受听众欢迎的曲

目。贝多芬交响乐是推动人类历史进程的精神力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

同盟国借用贝多芬《第五交响曲》（又称《命运交响曲》）中的命运动机作为胜

利的象征（3 短 1 长正是摩尔斯电报符号的 V 字母）。在和平年代，演出贝多

芬《第九交响曲》（又称《合唱交响曲》）已成为人类抒发向往世界大同的崇高

愿望。1989 年 12 月 25 日下午在柏林，由伯恩斯坦指挥的国际化大型交响音乐

会，演出贝多芬《第九交响曲》，以纪念推倒柏林墙、庆祝东西德人民拥抱在一

起、迎接德国重新统一，就是举世瞩目的辉煌例证。

二

近 100 多年来，贝多芬的交响乐已成为鼓舞中国人民前进的一种精神力量。

中国现代音乐的伟大先驱萧友梅（1884 － 1940）在留德时期（1912 －

1919）于 1916 年 12 月创作了管弦乐《哀悼引》，并在其手稿首页序文中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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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 ：“兹借留德同志诸君有追黄（兴）、蔡（锷）二公之举，特仿 Beethoven 之

Trauermarsch（贝多芬《葬礼进行曲》）体作成一曲，名曰《哀悼引》。二公有

灵其鉴吾志。”这是中国作曲家在这个领域内最早的尝试。《哀悼引》体现了作

曲家对祖国、民族命运的忧患意识，同时也展示了贝多芬交响乐对中国作曲家

的深刻影响。

1922 年冬，北京大学音乐传习所成立了一支管弦乐队，萧友梅任指挥。截

至 1925 年 4 月 25 日，音乐传习所举行第二十次演奏会，萧友梅指挥该乐队先

后演出了贝多芬的《爱格蒙特》序曲、《第二交响曲》、《第五交响曲》、《第三

交响曲》（又称《英雄交响曲》）、《第六交响曲》（又称《田园交响曲》），萧友

梅成为在中国传播贝多芬交响乐的第一人。

1927 年 3 月 27 日，上海工部局交响乐团在中国首次演出了贝多芬《第九

交响曲》，然而在当时却默默无闻。9 年之后即 1936 年的 3 月 14 日，意大利

指挥家梅百器指挥上海工部局交响乐团在大光明剧院举行了贝多芬《第九交响

曲》的一次盛大演出反而被误认为是“首演”。

1932 年，留日音乐家叶伯和（1889 － 1945）与邱仲广、张伯农、叶胜男

等人共同组建了一支业余西洋管弦乐队——成都“海灯乐社”（为纪念“交响

乐之父”海顿而命名）。乐社曾为抗战多次举行义演，为慰问灾民和伤员，先

后多次演出过贝多芬的《英雄交响曲》和《田园交响曲》等作品。

1941 年，号称陪都“三大管弦乐团”的中华交响乐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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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被誉为“大后方三大指挥家”的马思聪（1912 － 1987）、郑志声（1903 －

1941）、吴伯超（1903 － 1949）轮流执棒。马思聪指挥演出了贝多芬的《第五

交响曲》，轰动一时。

1943 年秋，老志诚与北平交响乐团合作演出了贝多芬第一、第三和第五钢

琴协奏曲。

1946 年 1 月 24 日，由雷振邦（1916 － 1997）指挥北平交响乐团在“贝多

芬专场音乐会”上第一次公演了贝多芬的《克瑞蓝序曲 op.62》（《科里奥兰》

序曲）和《第一交响曲 op.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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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挥家朱崇志（1911 － 2004）于 1946 年，在以“战地服务团”的名义

赴昆明慰问盟军的演出中，指挥中华交响乐团演出约 20 场。美国有关方面将

朱崇志在此次演出中指挥的两部贝多芬交响曲（《命运交响曲》和《田园交响

曲》）录制成了唱片，并特别赠予中国的“第一夫人”一套。据知情人告知笔

者，此套唱片至今仍保存在重庆广播电台的资料库里。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1951 － 1953），上海音乐出版社先后出版了贝

多芬《命运交响曲》《田园交响曲》《第九交响曲》和《爱格蒙特》序曲的总

谱，标志着贝多芬交响乐在中国的普及迈入新的时代。

1956 年，中央乐团成立。指挥家严良堃（1923 － 2017）于 1958 年自苏

联学成回国，他指挥中央乐团演出了辛沪光的交响诗《嘎达梅林》和贝多芬的

《英雄交响曲》等中外交响乐作品。1959 年，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

年，严良堃指挥中央乐团隆重演出贝多芬《第九交响曲》，轰动海内外。同年

10 月中旬，德累斯顿交响乐团于访华演出期间与中央乐团联袂演出了贝多芬

《第九交响曲》，由彭加茨（H · Bongartz）教授指挥第一、二、三乐章之后，

严良堃接着指挥第四乐章。彭加茨教授听完《欢乐颂》之后说 ：“贝多芬用德

文谱写的这部合唱，就好像天生要给中国人民用中文来唱似的。”严良堃把中

国交响乐与合唱的表演艺术水平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高度。严良堃感叹道 ：“这

全靠乐队、合唱团全体人员与指挥的通力合作。当年的国家领导人在文化建设

方面很有卓见。”指挥家俞德秀（1924 － 2001）于 1959 年 10 月 1 日，指挥辽

宁歌舞团管弦乐队演出了贝多芬《第五交响曲》并获得成功，苏联莫斯科广播

电台曾对此事予以报道。

即使在“文革”时期，贝多芬的交响乐也仍然在中华大地上回响。1973 年

2 月 18 日，为欢迎基辛格博士来访，奉周恩来总理指示，我外交部举办“内

部音乐会”，由李德伦（1917 － 2001）指挥中央乐团演出了贝多芬《第六交

响曲》。同年，9 月 16 日下午，美国费城交响乐团在访问北京演出期间，来到

中央乐团交流，李德伦指挥中央乐团演奏了贝多芬《第五交响曲》第一乐章之

后，对奥曼迪说 ：“怎么样？第二乐章你来吧。Very easy（‘很轻松’）。”在奥

曼迪的指挥下，乐团演奏的“信心和准确的节奏”获得了《纽约时报》的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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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奥曼迪赞扬李德伦“训练出一支这么好的乐团”。

1978 年 4 月 23 日，指挥家韩中杰（1920 － 2018）指挥中央乐团由法国电

台通过卫星用立体声频道向法国及英国进行实况直播的交响音乐会，曲目包括

陈培勋的交响诗《黄鹤楼》和贝多芬的《第三交响曲》等作品。音乐会轰动了

欧洲。指挥大师普列文（Andre Previn，1929 － 2019）对英国电台记者说：“这

个乐队是世界水平的，这位指挥对古典音乐是很熟悉的。”

1979 年 10 月 27 日，奥地利指挥大师卡拉扬率柏林爱乐乐团访问北京，

在 11 月 1 日的第三场音乐会中，柏林爱乐乐团与中央乐团联合演出贝多芬的

《第七交响曲》。卡拉扬对中央乐团音乐家在演出过程中表现出的准确性“很

惊奇”，“所有柏林乐师们都对于他们适应得那么好而表示惊讶”。卡拉扬还称

赞李德伦是“一位非常优秀的音乐家”，并表示会邀请李德伦与柏林爱乐乐团

合作。遗憾的是，卡拉扬的这一愿望最后未能圆满实现，但中央乐团与柏林爱

乐乐团同台演出的成功，显示了前者已拥有世界一流水平的实力，令人自豪。

20 世纪 80 年代，中国首次举办贝多芬交响曲全集系列音乐会。1983 年 7

月 23 日至 8 月 6 日在北京海淀影剧院，同年 8 月 9 日至 8 月 13 日在北京民族

宫大剧院，先后举行了两轮贝多芬交响曲全集系列音乐会，在北京掀起了前所

未有的贝多芬交响乐热潮，受到了年轻人、工人和战士的热烈欢迎。英文《中

国日报》对 4 名指挥均有佳评 ：陈燮阳“启发出自然、灵活、通透的声音，充

满活力”；“李（德伦）氏对作品驾轻就熟，能够把微小的细节表现出来”；“韩

（中杰）氏突出贝多芬的庄严和华丽”；严良堃的“贝九”“是个辉煌的成功”。

此后不久，法国“音乐之春”唱片公司，为上述系列音乐会录制了唱片。

由陈燮阳指挥录制贝多芬第一和第四交响曲 ；李德伦指挥录制第二、第五和第

六交响曲 ；韩中杰指挥录制第三、第七和第八交响曲 ；严良堃指挥录制第九交

响曲。其中独唱为傅海燕、李克、于吉星和杨鸿基，合唱为中央乐团合唱团。

这一套唱片（9LP）作为首款中文版的贝多芬交响曲全集而载入史册。

1986 年，中国青年交响乐团（成立于 1950 年）在汤沐海、邵恩的指挥下，

应邀访问了瑞士、意大利、联邦德国、法国、比利时和英国，演出了陈怡《第

一交响曲》和贝多芬《第九交响曲》，来自东方古老文明国家的青年音乐家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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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交响乐的发源地展现艺术风采，轰动了欧洲乐坛。

1986 年 5 月至 11 月，在指挥家刘大冬（1935 － 2005）的倡议和筹划下，

西安音乐学院交响乐团与陕西省乐团在西安联合举办了贝多芬九大交响曲音乐

会，分别由郑小瑛（No.9）、刘大冬（No.2、3、4、6）、齐国才（No.1、5）、

朱少伯（No.7、8）轮流执棒，音乐会共演出 20 场。此举成为我国大西北乐坛

之盛举。刘大冬教授欣慰而自豪地说 ：“终于使这座放射着中国古代灿烂文化

光芒的古城西安，增加了一缕与之相称的现代文明的光束，丰富了人民的文化

生活。”

1987 年 11 月至 12 月，为纪念贝多芬逝世 160 周年，中国广播交响乐团在

海淀影剧院和北京音乐厅举行了贝多芬交响乐系列音乐会（共两轮 21 场）。由

李德伦担任艺术总指导，并指挥演出了贝多芬的《第八交响曲》《第五钢琴协

奏曲》以及《第五交响曲》；卞祖善指挥演出了第一、第六交响曲 ；韩中杰指

挥演出了第二、第三交响曲 ；郑小瑛指挥演出了第四、第七交响曲 ；袁方指挥

演出了《爱格蒙特》序曲和《第九交响曲》，领唱为姜咏、黄越峰、杨杰、王

凯平，合唱为中央乐团合唱团、中国广播合唱团。音乐会实况由中央电视台多

次播放，影响颇为广泛。

2013 年第 2 届、2015 年第 3 届中国西部交响乐周闭幕式音乐会，由卞祖善

指挥中国西部联合交响乐团演出了贝多芬《第九交响曲》。在 2013 年的音乐会

上，领唱为杜蕾、宋委、陈勇、蔡俊军，合唱团为北方民族大学“花儿”合唱

团、宁夏合唱团、宁夏演艺集团歌舞剧院合唱团，合唱艺术指导为刘阳生；在

2015 年的音乐会上，领唱为鲜于越歌、宋委、陈勇、侯高翔，合唱团为新疆移

动会员之声合唱团、新疆乌鲁木齐交响乐团合唱团，合唱艺术指导为邓文欢。

2015 年初至 2016 年末，指挥大师汤沐海联袂天津交响乐团举办贝多芬－

马勒交响曲全集系列音乐会，成为轰动国际乐坛的创举。乐团音乐家和我国众

多交响乐爱好者共同接受了一次空前盛大、庄严神圣的古典交响乐洗礼。

2020 年，宁波交响乐团、苏州交响乐团、青岛交响乐团、长沙交响乐团、

深圳交响乐团和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等各地交响乐团纷纷举办“致敬贝多芬”

系列，专为纪念贝多芬诞辰 250 周年。其中，以内蒙古交响乐团“完全贝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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芬”音乐季最为引人注目，该系列囊括了贝多芬全部管弦乐曲目。

三

在中国传播贝多芬交响乐的过程中，指挥家的作用是举足轻重的。

贝多芬和贝多芬的音乐，对于李德伦的一生有着巨大的影响。在李德伦的

指挥生涯中，指挥演出贝多芬的交响乐，宣传贝多芬精神，占有重要的地位。

1953 年，他首次在苏联公演，就指挥了贝多芬的《第一交响曲》。1957 年春，

在苏联纪念贝多芬逝世 130 周年音乐会上，李德伦指挥苏联国家交响乐团演出

了贝多芬的《爱格蒙特》序曲和《第五钢琴协奏曲》（由玛丽姬 · 格林贝尔格独

奏）及《第五交响曲》获得成功。1964 年 12 月，李德伦赴古巴，指挥哈瓦那

交响乐团演出了贝多芬的《第五交响曲》和中国交响乐作品。1977 年 3 月 26

日，在北京举行的纪念贝多芬逝世 150 周年音乐会上，李德伦指挥中央乐团演

出贝多芬《第五交响曲》获得巨大成功，从而使西欧古典交响乐，在古老的中

华大地乐坛上复苏。李德伦尽最大的努力提倡、普及交响乐，尤其是贝多芬的

交响乐，在全国范围内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的交响乐听众和知音。2001 年 10 月

19 日，指挥大师李德伦逝世。同年，新加坡环球影视传播机构推出一款《怀

念李德伦贝多芬九大交响曲》（10CD，CD10 为黄安伦《敦煌梦》），标记 ：“指

挥李德伦，乐团 ：中国中央交响乐团”（现称“中国国家交响乐团”），“录音时

间 ：公元 1984 年 3 月／录音地点 ：中国北京音乐厅／录音师 ：何永安／数码

编制 ：公元 2001 年 3 月至 11 月”。其中《第九交响曲》甚至连领唱者都未署

名。关键在于李德伦并未同中央乐团排演、录制过贝多芬《第九交响曲》。此

录音分明是“移花接木”之产物。

陈燮阳（1939 －）是我国指挥家录制贝多芬交响曲全集的第一人，其与上

海交响乐团合作录制的首套全集于 1988 年出版。第二套全集录制于 2007 年至

2008 年上海星期广播音乐会现场。业内对上海交响乐团的弦乐演奏质量颇多褒

奖，对铜管声部的演奏、各声部的协调与整体融合日臻成熟予以肯定。此套全

集堪称中国交响乐表演艺术 21 世纪初之时代纪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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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挥家张亮（1979 －）于 1998 年以指挥、钢琴双专业第一名成绩考取维也

纳音乐与表演艺术大学。5 年后，他以全优成绩获得了该校指挥、钢琴双学位。

毕业后，张亮就任上海歌剧院指挥，2008 年起任上海爱乐乐团常任指挥，作为

一名优秀的指挥家和钢琴家蜚声于国内外乐坛。张亮于 2018 年 3、4、6、7 月，

与该团合作 4 场乐季音乐会，背谱指挥演出了贝多芬九大交响曲。由张亮指挥、

录音师莫家伟（第一、二、三、六、七、八、九交响曲）、刘达（第四、五交响

曲）录制的《贝多芬交响曲全集》现场版（5CD 及 LP），于 2020 年由上海音乐

出版社、上海文艺音像电子出版社出版发行。张亮成为中国演出录制贝多芬交

响曲全集最年轻的指挥家；而这一贝多芬交响曲全集亦不啻是在今年全球纪念

贝多芬诞辰 250 周年之际，中国音乐家向乐圣致敬的重要文献，同时也彰显了

中国人民借助贝多芬交响乐所表现的战胜疫情的大无畏精神和英雄气概。

贝多芬说 ：“音乐是比一切智慧一切哲学更高的启示，谁能渗透我音乐的意

义，便能超脱寻常人无以自拔的苦难。”贝多芬的交响乐、贝多芬精神将与世

长存，并将永远鼓舞着全人类面向光明的未来奋勇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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