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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尊重历史，以人为本，敬师重教，学习前贤，发扬人文精神，正是我们中央音乐学院多少年来形成的
一个优良传统。
2007年是廖辅叔百年诞辰。
为了纪念和缅怀廖辅叔，继承和弘扬廖先生留给我们后代的宝贵学术财富，学习先生的治学精神与优
秀品德，由我院萧友梅音乐教育促进会倡议并牵头，由廖崇向、黄旭东老师合作承担编纂、我院出版
社出版的这本包括廖辅叔部分著述与廖先生同辈、同事、好友、学生、亲人以及故乡人士撰写的研究
、缅怀、回忆文章的《廖辅叔的乐艺人生》一书，正是廖辅敏叔百年诞辰纪念活动的重要内容之一，
可说是既及时又具有现实意义的学术事件。
它的编辑、出版，对于进一步了解、认识、研究廖辅叔的人生经历、学术成就、道德人品，必将起到
积极的作用。
在此，我要对两位编纂者与出版社表示由衷的感谢。
我们大家都知道，青主（廖尚果）就是廖辅叔的亲哥哥；在廖氏的几个兄弟中，只有肯主和廖辅叔从
事过音乐工作。
他们两人相比而言，廖辅叔在音乐界的时间更长，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除抗战时期离开音乐界参加
抗日作外，直至2002年辞世的六十多年里，廖辅叔始终在音乐教育领域，从事音乐人才的培养和音乐
学的研究；是近代中国音乐学研究与音乐翻译的开拓者的先行者之一。
而青主则主要在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的一段时期内专注于音乐美学的研究和音乐创作，是近代中国音
乐美学研究与艺术歌曲创作的先驱者之一。
他们哥俩在不同的音乐领域与岗位上，都做出了突出的不同凡响的贡献，堪称为音乐的“廖氏两兄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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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廖辅叔的乐艺人生（套装上下册）》内容分别属于音乐史学与史料学的范畴。
是由廖辅叔生前已发表的部分著述及其遗著和近几年来所见或约写的研究、纪念廖辅叔的文章辑录而
成。
内容有文论著作；诗词作品；上世纪90年代以来有关研究廖辅叔为人、著述、治学等方面的文章和近
期有目的地组织专为《廖辅叔的乐艺人生（套装上下册）》出版而撰写的论评；廖辅叔生前同事、好
友、亲属、学生等撰写缅怀纪念文章；1996年廖辅叔90华诞时中央音乐学院曾为他举行的隆重的学术
庆贺活动的文字资料。
　　《廖辅叔的乐艺人生（套装上下册）》是专为纪念廖辅叔百年诞辰，反映廖辅叔的乐艺人生，展
示廖辅叔的学术成果，学习、弘扬廖辅叔可贵的治学精神、优秀品德以及为有心研究廖辅叔的学人提
供一份可靠资料或可供思考的材料而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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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册》序 王次炤前言 黄旭东第1卷 文论人生自述前言童年和少年时代(1907——1922)青年时期（1922
——1929）上海国立音专时期(1930 1937)抗战八八年间(1937——1945)南京国立音乐院时期(1946—
—1950)中央音乐学院前十七年（1950——1966）“文革”十年间（1966——1976）新的历史时期(1977
——2002)《音乐周刊》文论辑录音乐以外的智谚提倡音乐记陈田鹤凑热闹谈谈同乐舒曼夫人礼赞什么
是民歌我的疑问怎样得到解答戴粹伦君卒业音乐会记音乐的本领德意志乐歌理论提要Ballade及其他音
乐与公子哥法国革命给予音乐的影响莫扎特与歌剧谈谈舒曼的乐歌年勃拉姆斯天才的一面介绍马克思
广音乐与女人紫罗兰——一首圣诞歌的纪念天才和疾病数贝尔特的乐歌音乐的浪漫主义沃尔夫与朗诵
勃拉姆斯戴婚礼戒指歌剧的起源沃尔夫及其乐歌贝里尼逝世百年纪念贝多芬的谈话册李斯特与交响诗
海顿的《创世纪》乐坛逸话贝多芬——一位革命家（节译）雷格尔论音乐名家（译文）Chopin作品笺
《乐苑谈往》续编题记关于“外国民歌研究的若干情况”讲座稿略谈王光祈先生坚持运用历史唯物主
义观点研究f光祈的并作和思想王光祈的光辉业绩应载入史册我所认识的江文也抚今思昔浮想联翩——
祝中央音乐学院成立四十周年纪念刘北茂先生有关萧先生二三事 ．纪念老校友夏之秋齐尔品与鲁迅通
信问题小议刘三姐与屈大均音乐史研究的误区及其他谈所谓萧（友梅）黄（自）矛盾的问题旧事一束
追忆萧友梅先生——在成立“萧友梅音乐教育促进会”大会上的讲话苏石林二十周年祭《中国男儿》
的词作者——杨度从艺术歌曲的定名说起萧友梅与澳门青主与澳门的一段因缘关于《大地之歌》那两
酋唐诗的难题关于“《大地之歌》那两首唐诗的难题”的补充发言老生常谈——幼年班忆旧（为建
院50周年作）缅怀老友江定仙冰心与刘天华一段师徒情陈明律情牵中国音乐卷前赘语——为廖乃雄所
著《忆青主》所作序丁善德往事杂忆《下册》第2卷 研究与纪念研究篇纪念篇第3卷 诗词与词作乐曲后
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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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在这样一个大家庭中我们这一房的文化水平算是比较高的。
因为我父亲是老房这边的唯一的一位秀才，而且是维新派。
说旧学，他的文章曾经设康有为评为“如写黄庭，恰到好处”、说新学他几乎买全了严复翻译的所有
名著，而且还有日本最早的社会主义者幸德秋水的著作《帝国事义》。
他自己像鲁迅所说的那样，“还要学英文，学英文，硬着舌头怪声怪气地朗诵着，对人毫无愧色，那
目的是要看洋书”他不让儿子专门读古书，他送儿子学工业，学陆军，因此到了辛亥革命爆发的时候
，为了逃避清政府的追捕，不得不躲起来。
直到革命军打到惠州，清政府走投无路，才找他出来，让他像烛之武那样，坐着竹箩越过城墙逃到城
外面去和革命军谈判，争取到惠州像我们现在所说的那样“和平解放”，我作为他老人家最小的儿子
，就是在这种算是比较开明的环境中长大的。
我们兄妹六人，大哥廖尚果，另一个名字青主，大家比较熟悉，接下来是三个姐姐，大姐姐早早出嫁
，二姐和三姐都上了女学堂，是当时第一代的女学生。
第五是哥哥廖尚杲，别名仲爽，参与领导1945到1950年震惊中外的中国航卒公司和中央航空公司的“
两航起义”。
我是第六，本来我还应该有一个弟弟。
不幸是他的出生却导致我母亲的病亡，我不满四岁就成了无母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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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正值父亲廖辅叔百年诞辰之际，中央音乐学院启动筹备他的学术研究活动和计划出版《廖辅叔纪念文
集》以兹纪念。
自2007年5月发出《廖辅叔纪念文集征稿函》后， 短短的三、四个月的时间里，父亲的同了和晚辈积
极撰稿，以真挚之笔表达对他的怀念与崇敬之情。
字里行间或回忆悠悠岁月，或共鸣学术见解，读之使人感动。
父亲在识者心中是一位品格高尚、治学严谨、待人随和、善与人同的学者。
忆起他的音容笑貌，忆起他的生活点滴，所有这些，均历历在目，难以忘怀。
可以说，截止到2007年9月，包括廖辅叔的《人生自述》和诗词集《兼堂韵语》续编，以及师长同一“
研究纪念篇”三个组成部分的近40万字的文集雏形展现在我们面前。
但由于多种原因，百年诞辰纪念活动推迟至2008年，这就为编辑一了作争取到更多时间来进一步思考
和润色。
2007年冬，我院萧友梅音乐教育促进会全面接手编辑工作后，他们认为，鉴于廖辅叔不仅在音乐文化
界、而且在文学艺术界的学术影响，明确提出“不要为纪念而纪念、为出版而出版”的编辑思路，也
就是说不要把文集编成应景式的、一般性的纪念文集，而应适当充实内容，注重其学术性与史料性，
建议列为“中国近现代音乐史教学参考文献”之一，拟名为《廖辅叔的乐艺人生》，并征得出版社同
意。
这是编辑思想上的重要突破，使其在学术挖掘和史料辑录之间取得了更好的专业平衡，纪念性在学术
性中得到了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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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廖辅叔的乐艺人生(套装全2册)》由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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