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民乐艺术通才
卫仲乐1908年生于上海一个

码头工人家庭，很小就喜爱音乐，自

学箫、笛。此事当然不得家里支持，

但他对民乐一往情深，一直希望能

得到名师指导。

彼时，民乐大家郑觐文的大同

乐会在沪上声名远扬，聘请了不少

音乐名家传授、研究、整理、改编、演

出民族音乐，还仿制古乐器制造新

乐器。1928年，卫仲乐向郑觐文提

出入会请求，郑感到这个具有强烈

求知欲的青年是可造之才，欣然同

意他免费入会。卫仲乐先后在郑觐

文、柳尧章、汪昱庭等名师的指导下

学习古琴、瑟、琵琶等，并继续自学

笛、箫、二胡、三弦、月琴等。他的兴

趣之广泛、学习之刻苦、进步之迅

速，在学员中首屈一指。

1933年，上海大光明电影院举

行隆重的落成典礼，卫仲乐上台献

演琵琶曲《十面埋伏》，气势磅礴的

弹奏技惊四座，一举成名。同年，卫

仲乐举行了中国近现代史上第一场

个人民族乐器独奏音乐会，大获成

功。他在音乐会上演奏了琵琶、古

琴、二胡、洞箫等多种乐器，曲目有

《十面埋伏》《飞花点翠》《阳春白雪》

《春江花月夜》《醉渔唱晚》《梅花三

弄》《阳关三叠》《关山月》等。1934

年至1935年，卫仲乐加入百代公司

的国乐队，结识了聂耳，录制了琵琶

曲《塞上曲》《阳春白雪》和琴曲《醉

渔唱晚》《阳关三叠》的唱片。

1938年，国际红十字会组织

“中国文化剧团”赴美演出，以募捐

资金和药品，演出长达七个月，足迹

遍及美国11个城市。“白炽的水银

灯将舞台照得雪亮，台中央坐着身

穿长衫马褂的青年。那青年从容不

迫地拎起琵琶放在腿上……”这是

卫仲乐在美国的舞台上演奏琵琶曲

《十面埋伏》的情景。随着乐曲的展

开，台下观众时而紧张，时而振奋，

大家的情绪仿佛都被台上的那双大

手所控制。当乐曲的最后一个音戛

然而止，观众们禁不住欢呼起来。

美国观众第一次发现四根弦的中国

“吉他”，竟然有如此神奇的魔力。

一时间，卫仲乐的名字几乎成了中

国民乐的代名词。当时，

纽约电视台慕名来请卫仲

乐上电视演奏古琴，向美

国观众介绍古老神秘的中国传统音

乐。美国有报纸更称卫仲乐是“第

一个上美国电视台的中国人”。

在美期间，卫仲乐为Musicraft

唱片公司灌制了四张唱片，包括琵

琶曲《歌舞引》《飞花点翠》，古琴曲

《阳关三叠》《醉渔唱晚》，二胡曲《病

中吟》《光明行》，箫曲《妆台思秋》，

笛曲《鹧鸪飞》。直到今天，这几张

唱片仍在再版。据哈佛大学音乐系

赵如兰教授介绍，在美国，每一个研

究、学习中国音乐的人，必备卫仲乐

灌录的这套唱片。目前美国大众熟

悉和喜爱的中国乐曲中，相当一部

分就是卫仲乐1930年代美国之行

的演出节目和灌制的唱片曲目。

致力民乐教育
访美巡演后，卫仲乐本想留在

美国学习音乐。为了筹集昂贵的学

费，他奔波于纽约的各大中学、社团

演出，最后却仍

未能如愿。

1940年，卫

仲乐只身回到上海。此时，卫仲乐

的挚友、音乐家沈知白介绍他到沪

江大学音乐系任教，同时建议他开

办音乐馆，既可为民族音乐事业培

养一批人才，亦可以此维持生活，解

决燃眉之急。

卫仲乐听从了良师益友的建

议，决定开设“仲乐音乐馆”，并在报

纸的广告上刊出乐馆的宗旨：“提倡

中国音乐，培植专门人才及介绍西

洋音乐，使融会贯通，以求改进并创

造中国民乐。”乐馆教授的科目有古

琴、琵琶、二胡、笙、箫、扬琴、小提琴

等，沈知白也亲自上阵兼教钢琴和

音乐理论。

仲乐音乐馆刚开始开在嵩山路

的大同乐会，后来转到卫仲乐的居

所——乐安坊。乐安坊位于成都南

路与思南路之间的淮海中路613

弄，建于20世纪30年代，是新式里

弄住宅。根据当时报纸广告，仲乐

音乐馆设在乐安坊70号。据说，房

子十几平方米的客厅放置了四把折

椅和一张桌子，白天这里是教室，晚

上就是卫仲乐的宿舍。那时来的学

生，除个别人是有钱人家子弟，大部

分是在学的大学生。对于大学生，

卫仲乐只收少量的学费，个别实在

困难的也可以免费。

1949年上海解放，上海音乐学

院时任负责人桑桐亲自前往卫仲乐

家，正式聘请他为上音民乐教授。

1956年，卫仲乐和沈知白受贺绿汀

的委托，负责筹建上海音乐学院民

乐系，沈知白任系主任，卫仲乐任副

系主任。卫仲乐为我国的民族音乐

事业作出了重大的、独特的贡献。

文 沈琦华
图 金 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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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仲乐在乐安坊办音乐馆
●▲● 周边漫步卫仲乐，民族器乐艺

术通才，素有“琵琶大王”
的美誉。卫仲乐是第一
个将中国的民族音乐介
绍给世界，并取得辉煌成
果的音乐家。卫仲乐的
上海旧居位于今淮海中
路613弄乐安坊，那里曾
是他开设“仲乐音乐馆”
的地方。

林风眠旧居
地址：南昌路  号

林风眠，中国画家、美术教育

家，1928年创办杭州艺术专科学

校，是中国比较美术研究的先驱

者。1951年，林风眠辞去杭州国

立艺专教授职务，举家由杭州迁

居此地。林风眠旧居为西方联立

式花园住宅，二层砖木结构，红陶

机制平瓦双坡顶，建筑面积198

平方米。

黄宾虹旧居
地址：自忠路   号

1907年，42岁的山水画一代

宗师黄宾虹来到上海工作，直到

1937年离沪赴京任教。黄宾虹

在上海参与美术书籍的编辑工

作，利用当时由西方传入的珂罗

版印刷，将历代书画名品编印成

《神州国光集》《神州大观》以及

《中国名画集》等画册。黄宾虹旧

居是一座联排的西式小洋房，房

前有个小院，院中植花木。

《新少年报》社旧址
地址：自忠路   号

1946年2月16日，由中国共

产党创办的少年儿童报纸——

《新少年报》诞生。《新少年报》起

初为8开4版，以少年儿童为受

众，内容包括时事新闻、社会知识

等。1948年，《新少年报》租借西

门路355号（现自忠路355号）小

洋房的西厢房作为公开社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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