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瞿维是我国成就卓著、影响深远、德高望重的作曲家。1945
年春天，瞿维和马可、张鲁、焕之、向隅一起合作为贺敬之、丁毅执
笔写的五幕歌剧《白毛女》作曲，这是我国歌剧史上第一部划时代
的新歌剧。新中国成立后，瞿维一直在上海工作，任上海交响乐
团的驻团作曲家。瞿维旧居在著名的卫乐公寓内。

《白毛女》主创瞿维旧居在卫乐公寓

一生情牵《白毛女》

瞿维 1917年生于江苏常州，自小喜
爱音乐。1933年，瞿维初中毕业后，即考

入上海新华艺术专科学校师范系，学习
音乐和美术，在人民音乐家聂耳、冼星海

及其作品的影响下，走上音乐道路。后
来，他去了延安鲁迅艺术文学院音乐系

任教员，出席了延安文艺座谈会。

瞿维的第一部重要作品便是 1945

年春和马可、张鲁、焕之、向隅一起合作

的歌剧《白毛女》。《白毛女》开创了中国
新歌剧的里程碑，在中国民族歌剧发展

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瞿维也自此与
这部作品结下不解之缘。之后再创作芭

蕾舞剧《白毛女》时，瞿维也是主要作曲
者之一，为舞剧的成功做出了不可磨灭

的贡献。歌剧《白毛女》也带给他许多创
作灵感。1959年他开始创作幻想序曲《白

毛女》，1962年脱稿，立即成了国内交响

乐团上演的曲目。
1955年 9月，瞿维作为特别选修生

被送往莫斯科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作曲
系学习作曲、复调、配器。1959年 9月，他

毕业后回到上海，任上海交响乐团驻团作
曲家。在长达 60多年的艺术生涯中，瞿维

在歌剧、交响乐、室内乐、钢琴曲、大合唱、

群众歌曲、电影音乐等领域创作了大量作
品，除了《白毛女》，交响诗《人民英雄纪念

碑》也是他最有代表性的作品。
瞿维晚年承担了整理歌剧《白毛女》

总谱出版的繁重任务。2002年 5月 20日
晚，他在整理《白毛女》总谱时因劳累过度，

突发脑血管病，不幸逝世。

卫乐公寓名人聚集
瞿维的旧居位于复兴西路 34 弄的

卫乐公寓内。卫乐公寓建于 1934年，由

法商赉安洋行设计，所处位置闹中取静。

卫乐公寓为钢筋混凝土结构，水泥砂浆
外墙，立面对称，中轴设一串挑出的半圆

阳台。顶部为装饰艺术派造型，两侧设简
洁竖向线条。中部 12层，两翼跌落一层，

为 11层，设内阳台。大门口有 7级弧形
花岗石台阶，步入门厅，设有电梯。大楼

内有多种户型，还设有两套楼梯系统。卫

乐公寓落成之初，这里是沪上外侨的住
所，1949年后，成为上海文化名人集中居

住的公寓。
卫乐公寓的居民陈淮淮曾撰文写道，

“我家对门住的是著名经济学家、厦门大
学校长王亚南。楼内住着画家赖少其、翻

译家罗稷南、眼科专家郭秉宽、妇科专家
郑怀美等，还有作家王西彦、作曲家瞿维

和寄明夫妇。这些人大都是彬彬有礼的，见

面总是互致问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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