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哼出《花好月圆》

黄贻钧 1915年出生于一个音乐世家，
从小接受系统严格的音乐教育，随父亲学习

小提琴、风琴，又自学口琴、二胡、京胡、扬
琴、月琴、钢琴，甚至学唱京剧和昆曲。1934

年秋，他只身来到上海，进入上海百代唱片
公司百代国乐队任演奏员，后来随我国早期

著名音乐家黄自学习作曲。

黄贻钧 1937年考入上海国立音乐专科
学校（上海音乐学院的前身），学习小号、大

提琴和中提琴。1938年 10月，他进入上海工

部局交响乐队（上海交响乐团的前身）任演
奏员，是最早加入该团的四位中国音乐家之

一。他也是最早从事我国电影、话剧音乐创
作的作曲家之一。1953年，黄贻钧成为上交

团长及首席指挥。从那时起，他的命运就与
上海交响乐团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每到喜庆节日，人们总能听到著名乐曲

《花好月圆》，这首曲子其实是黄贻钧 20岁时
即兴创作的。有一次灌唱片，百代国乐队先录

了他作曲的《打更曲》，唱片母盘上还空出一

截，黄贻钧信口哼出乐曲，这首《花好月圆》就

诞生了。黄贻钧在作曲方面贡献众多：电影音
乐包括《乌鸦与麻雀》《小城之春》《鸡毛信》等，

不少中国民乐作品经他重新改编配器，也能
够由交响乐队来演奏，诸如《良宵》等。

住所悠闲清雅
据了解，黄贻钧生前居住在愚园路 865

弄。愚园路 865弄在东诸安浜路以北，愚园

路以南，占地面积约 2415平方米，共有建筑

面积约 1462平方米。弄内有东西排列的假

三层砖木结构英式乡村别墅建筑 5幢，具有

典型的英式 Art Deco建筑风格。
漫步愚园路 865弄中，曲径通幽，一派

悠闲清雅。弄内建筑楼体立面层次感丰富，
南北多角度的阳台露台设计，让室内空间与

室外美景充分交融。每幢小楼底层均有带大
壁炉、大客厅、打蜡地板、落地窗门，外墙均

为红砖清水墙面，南面每户都有一个小花

园，绿树成荫，闹中取静。愚园路 865弄于
2005年 10月 31日被上海市人民政府列为

优秀历史建筑。 文 沈琦华 图 蔡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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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挥家黄贻钧曾住在愚园路

本报专刊部主编 | 第 709期 | 2020 年 1月 7日 星期二 本版编辑：蔡 瑾 视觉设计：窦云阳 编辑邮箱：caij@xmwb.com.cn

黄贻钧是我国交响乐事业的开拓者
和奠基人之一，1950 年出任上海交响
乐团指挥。黄贻钧在指挥界以学识渊
博、多才多艺著称，著名乐曲《花好月
圆》便是由他创作的。黄贻钧的旧居在
愚园路 865 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