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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08年可以说是中国交响乐的一个“大年”。
仅全国性的大型交响音乐活动就连续举办了两个：一个是由国家大剧院主办的“中国交响乐之春”展
演活动；另一个是由中国音乐家协会主办的“中国交响乐世纪回顾暨第一届中国交响音乐季”。
后一个活动由作品音乐会、交响乐回顾展、交响乐论坛、辞书出版等多项活动组成，五月在北京开幕
，十一月在上海闭幕。
这些颇显热烈的大型的交响音乐展演活动，在中国都是空前的，并在许多城市掀起了一个“交响乐热
”。
2008年或许可以称之为中国的“交响音乐年”。
　　在这频繁的交响音乐活动中，又欣闻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即将出版刘学清同志的著作《哈尔滨交
响乐团百年》，作者学清让我为之写序，我愉快地答应了这件事。
因为我感到《哈尔滨交响乐团百年》的出版发行，能够为我们2008年的“交响乐热”更增加一份浓重
的历史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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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欣喜阅读2008年4月30日音乐周报一版，“发起百年中国交响乐回顾”一文  该文中首次讲出了“百年
前中国南北两个城市——上海、哈尔滨分别于1907年、1908年组建了以洋人为主的管弦乐团”一事，
感受颇深。
这是建国59年来首次在官方刊物上提及“哈尔滨交响乐团”七个字（简称“哈响”）。
简单的几个字犹如千斤，字字压在几代“哈响”学子的心头。
如今他们喜上眉梢，长长的舒缓了了口气，感慨党的政策宽松、和谐、政府的治国方略是创新、多样
，使从事音乐事业的艺术家们有了追根溯源、还音乐历史本来面貌的契机？
        在中国唯一连接欧亚大陆的通道，史称“中东铁路”通车后，在1908年哈尔滨奏响了柴科夫斯基
《1812庄严序曲》，特别是前苏联卜月革命不久大批侨民音乐家涌入了哈尔滨，将哈尔滨推向了西洋
音乐文化的前沿，仅小提琴专业一项去上海的就有别尔沙斯基、费德龙、舍夫磋夫、波杜什卡、弗鲁
姆松，去北京的有托诺夫、欧鲁普，去天津的有（维也纳斯特恩）、他们所到之处不仅演奏世界名曲
，更主要是传播了西方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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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946年苏联红军撤出哈尔滨前后，补进“哈响”乐团工作的演奏员大致有打击乐演奏家山透斯；
双簧管演奏家尹升山；小提琴家海尔穆特·斯特恩（德国犹太人）、奥尔嘉、刘守义、宋文秋、黄奎
弟、杨牧云；大提琴家宋国彬、刘珠玺；低音提琴家鲁代斯基等人。
　　6．这一时期出入哈尔滨的　　音乐家的多种情况　　一般情况是外出谋职，而后又辗转多地、
品味人生的艰辛与挫折后返回哈尔滨继续从事音乐工作。
　　从上海、北京、天津返回哈尔滨有：单簧管演奏家布任斯基、双簧管演奏家索林、小号演奏家里
亚边科、打击乐器演奏家斯特拉斯曼、小提琴家波戈金、特拉赫金伯格、希多罗夫、斯特恩、祖布里
斯基等；大提琴家A．波戈金。
　　另一种情况就是：中国的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持续了多年。
有些音乐家慕名随演出团到哈尔滨演出后，经费和交通受阻断只好暂留哈尔滨，乐团第一小提琴家捷
克人嘎拉沃特，因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而留在哈尔滨，直到1955年离哈回国。
　　还有一种情况是躲避法西斯迫害逃亡的犹太人，在他们的心目中哈尔滨被看作是中国的天堂。
小提琴演奏家海尔穆特·斯特恩（柏林爱乐乐团首席）和单簧管演奏家彼得·西门瑙（纽约爱乐乐团
单簧管演奏家）的来哈经历，在犹太音乐家中很具有代表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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