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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小麟与威海路   号
●▲● 周边漫步

谭小麟，字肇
光，1912年生于上
海，中国新音乐的
先驱者之一。这位
音乐巨匠不仅是技
艺精湛的演奏家、
才华横溢的作曲
家，还是备受尊敬
的音乐教育家。
谭小麟在上海

国立音乐专科学校
上学期间曾在威海
路128号居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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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才华横溢
谭小麟自幼酷爱音乐，

7岁便能演奏多种中国乐

器，尤其擅长二胡和琵琶。

1931年至1938年，他在上

海国立音乐专科学校进修，

先后随朱英学习琵琶、随黄

自学习音乐理论与作曲，展

现出惊人的音乐才华。在

校期间，他创作了《子夜吟》

《湖上春光》等民族器乐曲，

搜集、整理了大量苏南吹打

乐谱，组织“沪江国乐社”，

为中国传统音乐的传承与

发展作出了贡献。此外，他

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加

入了上海进步音乐界联合

举办的“援绥音乐会”。

1936年居住在威海路

128号的时光，是谭小麟音

乐创作生涯中的重要阶

段。在这里，他潜心研究作

曲技巧，努力将中国传统音

乐与现代作曲技法融合，创

作出了一系列具有独特风

格的作品。在这里，他与志

同道合的音乐家们交流思

想，共同探讨音乐艺术的奥

秘。这些经历不仅丰富了

他的音乐内涵，也让他在作

曲和演奏上更加成熟与自

信。

中西交流使者
1939年，谭小麟赴美深

造，先后在奥伯林音乐学

院、耶鲁大学音乐学院学习

作曲，后来受教于著名作曲

家、理论家保罗 · 欣德米

特。他创作的《弦乐三重

奏》曾获得1945年的耶鲁杰

克逊奖。谭小麟的音乐作

品呈现出精致、内敛的室内

乐风格，这不仅体现在体裁

上对艺术歌曲、重奏音乐的

偏好，更体现在音乐作品的

周密构思与严谨结构。留

学期间，谭小麟还多次举行

中国民族乐器独奏的音乐

会，让世界听到了中国传统

音乐的美妙旋律，展示了中

国专业作曲家的风采。

谭小麟1946年学成归

国，回到母校担任理论作曲

系教授兼系主任。他将作

为西欧现代音乐中最重要

的三种作曲理论体系之一

的“欣德米特和声理论”带

到国内，再与中国传统音乐

相结合，培养出了一批优秀

的音乐人才。1948年7月，

国立音专举行1948届理论

作曲组毕业作品演唱会，

开创了音专理论作曲系，

也是中国专业作曲教学举

办毕业作品音乐会的先

河。因为忙于筹备学生音

乐会，夜以继日地工作，谭

小麟不幸染病，最后不治逝

世。他的好友傅雷写信给

耶鲁大学音乐学院院长赛

蒙斯告知消息，信中曾透露

“到现在还没有人能够诊断

他到底患了什么病症，医治

他的大夫们互相之间也不

一致，有的说是急性小儿麻

痹症，有的

则说是肺

结核脑膜

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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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历史博物馆
地址：南京西路   号

建筑由上海跑马总会和万

国运动会投资，英商马海洋行

设计，华商余洪记营造厂承建，

1933年建成。大楼整体属于

折衷主义风格，在立面构图上

受新古典主义风格的影响，由

东、西两幢大楼组成。东大楼

高四层，二、三层设贯穿两层的

塔斯干式柱廊，西北转角处有

八层钟楼，上部镶嵌直径约三

米的四面报时钟，时钟上方装

饰巴洛克风格的弧形檐口，钟

楼顶部为尖顶。

中共二大会址纪念馆
地址：辅德里（7弄）  —  号

老成都北路7弄30号（原

南成都路辅德里625号），是一

幢两层老式石库门里弄住宅建

筑。1922年7月16日至23日，

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

会（简称“中共二大”）第一次全

体会议在这里召开，会议讨论

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宣言》和

《中国共产党章程》等。

▲如今的威海
路已经大变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