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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在美國

費城紀念馬思

聰百年誕辰音樂會上，有這樣一出恢弘而

極具民族特色的歌劇《熱碧亞》，這是馬思聰在逝世

前的最後一部作品，甚至在其1985年臨上手術台前，仍在病

榻上修改。彼時他正沉浸於新疆的風情裡，致力將那民族的旋律再

一次帶到世界的主流舞台上。　

11歲赴法深造 《熱碧亞》成絕響
早年被稱為「音樂神童」的馬思聰，一生都在從事音樂創作。早在1923

年，年僅11歲的他就隨兄赴法國巴黎進修小提琴，1929年回國後翌年又返回

巴黎專攻作曲，至1932年學成返國。抗戰爆發後，他創作了20多首抗日歌

曲，其中《思鄉曲》更成其代表作。

而馬思聰另一首代表作歌劇《熱碧亞》是於1982年開始醞釀的，他自己作

曲，女兒馬瑞雪作詞，至1985年5月終於完成《熱碧亞》初稿，至1987年才完

成生前最後一次修改。馬瑞雪曾表示，這是以新疆民歌為主要旋律的大型歌

劇，腳本優美，極富音樂性。講述的是熱碧亞與賽丁的純真愛情和一對情

人不顧封建家庭阻撓，最終殉情的愛情悲劇。作品取材中國民間歌曲，從

雲南到新疆，他把對祖國的感情都滲在了嘔心瀝血的歌曲裡。由於父親

精益求精，要求她修改多遍歌詞，使到《熱碧亞》幾易其稿。可惜的

是，父親臨終時也看不到自己的作品公演，歌劇《熱碧亞》直至

1989年11月才在台灣舉行首演。

美國手術失敗 1987年猝逝費城
馬思聰1987年猝逝對他自己和家人來說，都是始料

未及的。一直身體健康的他曾笑言能活到96歲，在

1987年3月，他因感冒轉為肺炎並引發心臟病，並

進入費城醫院做手術。但怎料5月20日手術失敗，

一代音樂巨匠就這樣與世長辭。其網上靈堂這樣記

錄：「病發初期，馬思聰本人及家人都認為並不嚴

重，決定開刀，醫生們也認為，手術會得到成功。

所以，馬思聰本人完全沒有想到要『留遺言』，家人

也完全沒有絲毫思想上的準備。噩耗傳來，天塌地

崩。」

馬思聰百歲冥誕

收到「平反」函
方知被「叛國」

在悶熱的廣州五月天裡，記者來
到這座5年前才矗立的馬思聰墓園。

進入位於廣州麓湖公園的聚芳園裡，
周邊的小氣候突然變得舒爽起來。這裡
環境清幽，滿眼碧綠，馬思聰的塑像就
安靜地立在顯眼處。塑像上的馬思聰安
詳沉靜，抱 其一生摯愛的小提琴，墓
碑上則刻 他的傳世作品—《思鄉曲》
的五線譜。這裡有青山綠水作伴，大師
能在此長眠讓許多人欣慰。而在為祭奠
馬思聰而設的網上靈堂裡，有學音樂的
學生獻上自己的悼念之情，「倘若沒有
馬老師，中國音樂如何能登上西方主流
大雅之堂，致敬，懷念！」
早在1987年馬思聰逝世後，被安葬在費

城一個公墓。《人民音樂》雜誌社副主編
于慶新到費城出差時，向馬後人提出要去拜
祭馬思聰，驚訝地發現一代音樂大師被安放

在一個不起眼的公眾骨灰堂角落，心中十分難
受。在他的幫助下，馬家後人通過中國音樂協
會上書中央領導，表達希望將馬老骨灰回國安
葬的願望。

溫總批覆促「回家」
馬之庸說，當年音協十分重視，馬家後人遞

交的信，很快得到了溫家寶總理的批覆，廣東
省政府與廣州市政府也十分支持，2007年12月
10日，馬思聰及其夫人的骨灰由親友護送返回
廣州，與三棵桂樹同葬，終可魂歸故里。

五年前魂歸故里　一代大師穗長眠

今晚(7日晚)8時，馬思聰百年誕辰紀念
音樂會將在今日剛剛掛牌成立的汕尾市馬
思聰藝術中心舉行。音樂會主題為「思鄉
曲—最美的民族之聲」，主要有小提琴獨
奏、雙小提琴協奏、管弦樂、男低音獨
唱、大合唱和配樂朗誦等16個節目。小提
琴獨奏《思鄉曲》、背景音樂小提琴獨奏
《搖籃曲》。

音樂會陣容龐大，盛中國、瀨田裕子、
向澤沛、楊寶智、彭康亮、周步田、徐婭
璐等著名音樂家參加演出；深圳交響樂
團、星海音樂學院合唱團等聯手演繹馬思
聰的藝術精品。除了音樂會外，今天海豐
還會舉辦馬思聰音樂研討大會、馬思聰百
年誕辰紀念封首發儀式，馬思聰圖片展等
活動來紀念馬思聰。

馬思聰部分作品

5月7日，或許是個音樂之靈降臨人間的日子，這一

天是德國作曲家勃拉姆斯(Brahms)及俄國作曲家柴可

夫斯基(Tchaikovsky)的生日，而在華人音樂界，這天

同樣有位偉大的音樂家誕生，他就是被譽為「將小

提琴民族化的唯一代表」的馬思聰，今天是其100

周年冥壽。大師已逝，而音符永恆。這位曾被已故

總理周恩來稱為「平生兩件憾事」之一的音樂大

師(另一位是跳樓身亡的作家老舍)，今晚在其家

鄉廣東海豐舉行的百年誕辰紀念音樂會上，人們

會再次奏起大師的不朽作品－《思鄉曲》及《熱

碧亞》。

■香港文匯報記者 顧一丹 廣州報道

馬思聰(1912年5月7日－1987

年5月20日)，廣東海豐縣人，作

曲家、小提琴家與音樂教育家。被

譽為「中國小提琴第一人」。他於

1937年創作的《思鄉曲》，被認為是中

國20世紀的音樂經典之一。

馬思聰早年曾赴法國巴黎求學，並在後來

考入了法國的巴黎音樂學院，主修小提琴。

1932年初，馬思聰由法國回到中國，並在同一

年與王慕理結婚。此後陸續創作了《搖籃曲》、

《內蒙組曲》、《西藏音詩》、《牧歌》等多部著名

音樂作品。1949年12月，馬思聰被政務院(現稱國務

院)任命為中央音樂學院首任院長。

1966年6月文革開始後，馬思聰遭到批鬥。1967年1

月15日，馬思聰與夫人王慕理、次女馬瑞雪和兒子馬

如龍出走香港，後由美國駐香港領事陪同飛抵美國。

同年5月，「文革中央」成立「馬思聰專案組」(又名

「002號專案組」)對其出走進行調查，事件株連馬家親

屬數十人。1968年，馬思聰被定為「叛國投敵分

子」，這一罪名直至1985年才平反。

1987年5月20日，馬思聰在美國費城接受心臟手術

時手術失敗逝世，享年75歲。

中國小提琴第一人
話你知

記者近日聯繫到了在廣州的馬思聰侄女馬
之庸，今年80歲高齡的她依然精神矍鑠，十
分健談。馬之庸曾在電台從事音樂記者與編
輯工作，後又任中國音協「馬思聰研究會」
副會長，她跟記者講述了馬家後人的近況，
他們大部分仍然都從事與音樂有關的工作。
馬思聰在北京的妹妹馬思琚，曾任中央音

樂學院大提琴與鋼琴教授，現已年過九旬，
小妹馬思芸在香港是長笛教授，亦已88歲。兩個女兒在美國也都是音樂教育家，但都已
過世，馬思聰兒子馬如龍2007年護送父親骨灰回國安葬時也定居廣州，可惜在去年12月
離世。目前在內地親屬中，還有一個外孫在北京工作。

文革腥風血雨 慘遭批鬥
馬之庸本人在文革時期亦受到馬思聰去國影響而被停職，她回憶說，「文革對馬家造成的
傷害不堪回首。當時馬思聰在上海的二哥跳樓身亡，岳母、侄女和廚師相繼被迫害致死，
馬思聰在美國聽到後不斷喃喃地說，『他們犯了什麼罪。』」馬之庸告訴記者，直到1985

年馬思聰在美國收到中央給他的「平反信」，才知道當年自己被定為「叛國投敵罪」，
他苦笑一聲，「沒想到我這樣的人竟然按上了這樣了不起的稱號」。

馬思聰藝術博物館籌建者魯大錚記錄了大師在文革時的遭遇：「馬思聰被
押上卡車，回到音樂學院。下車的馬思聰腳跟尚未站穩，一桶漿糊倒在

他的頭上，一些人往他的身上貼大字報，把一頂寫 『牛鬼蛇神』
高帽子戴到他頭上。馬思聰脖子上掛 兩塊硬紙板，一塊寫
『資產階級音樂權威馬思聰』，另一塊寫 『吸血鬼』。」馬
之庸說，那時候家人並不怨他離國，因為他留下來一定會
死。

無奈離國 心念故土
馬思聰生前曾說，「如果我這輩子做過什麼不軌的事，

那就是我從中國逃跑了。」當時他並不願意離國，底線
就是只要中央人民廣播電台還在播《思鄉曲》，他就沒有
被徹底否定，就還有希望，但1966年11月，中央人民廣播
電台停播《思鄉曲》，改為播《東方紅》音樂。他萬念俱
灰，終於同意女兒提出的先逃到香港避避的想法。
這位將中國音樂帶到美國主流社會的音樂大師，儘管生前

不能回國，但仍然心念祖國，「我想回國擁抱我的每一個同
胞」，由於不能回大陸，馬思聰經常赴台灣演出，希望把自己的
作品演奏給同胞聽。

音樂名家雲集海豐緬懷巨匠

《思鄉曲》是馬思聰於1937年所寫《內蒙組曲》(又名《綏遠

組曲》)中的第二首(《塞外舞曲》，主題音樂來自綏遠民歌《城牆上

跑馬》）。

1937年，日寇的鐵蹄蹂躪了滿蒙華北大地，東三省的學生唱

《我的家在東北松花江上》流亡關內。馬思聰行腳北國之後折

回廣州，從一首綏遠民歌中引發靈感，譜下了這首《思鄉

曲》，撥動了多少為抗日救亡而奮戰的中華兒女的心

弦，並且一直流傳下來，引發了一代代愛國愛鄉

的炎黃子孫的共鳴，成為了中國現代民族音

樂不朽的經典。

資料來源：百度百科

音樂經典《思鄉曲》

小提琴獨奏，鋼琴

伴奏：

《牧歌》、《思鄉曲》、

《搖籃曲》、《跳龍燈》、

《新疆狂想曲》、《塞外舞曲》

《西藏音詩》、《第二迴旋曲》、

《小提琴回族曲》、《高山組曲》。

歌劇：《熱碧亞》

鋼琴：《降D小調鋼琴奏鳴曲》、《鋼琴

五重奏》、《第四小奏鳴曲》

管弦樂：《第一交響曲》、《第二交響

曲》、《山林之歌》、《塞外舞

曲》

獨唱曲：《李白六首》、《唐詩八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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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馬之庸。

受訪者提供

■著名小提琴家盛中國及其夫

人瀨田裕子將參加馬思聰百年

誕辰紀念音樂會。

■馬思聰《思

鄉曲》。

網上圖片

■1959年，馬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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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受訪者提供

■20世紀70年代

初，馬思聰夫婦

在演奏。

受訪者提供

■音樂大師

馬思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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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樂大師馬思聰長眠

廣州麓湖公園。圖為

馬思聰塑像。

香港文匯報

記者顧一丹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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