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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以后，清华民乐队一扫之

前的萎靡，抖擞精神，借着三股东风，得

以快速发展，成为国内首屈一指的高校民

族乐队。这三股东风中，两股在清华校

内：一是1952年院系调整中被保留下来的

音乐室，二是蒋南翔校长推行的“又红又

专，全面发展”的教育实践；一股在校

外，即中国民族器乐从20世纪20年代就开

始的改革，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得到了极大

的支持和快速的发展。

音乐室指导下的民乐队

清华大学音乐室成立于1946年，清华

大学从昆明返回北京复校后，指令张肖虎

先生着手在迁校前成立的中乐部、西乐部

的基础上组建音乐室，恢复并发展了艺术

教育职能。1953年左右由音乐室组建民乐

队，王震寰老师被指定为负责民乐队教学

和排练的指导教师。此时国家政局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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沸腾的清华园在欢唱
——1952—1965 年的清华大学民乐队

○刘  沫（1997 级水利）

学校支持有力，民乐队员们兴致昂扬、摩

拳擦掌，蓄势待发。

1956年，全校共有包括民乐队在内的

18个文艺社团，成员2100余人。据当时音

乐室教师赵星塔先生评价，在各大学中，

清华民族乐队属第一流的、仅次于民族学

院文工团的专业乐队，民乐队的队员人数

也一度达到了120人。

又红又专，全面发展
——党、团领导下的民乐队

1952年至1966年，蒋南翔出任清华大

学校长和党委书记。在“又红又专，全面

发展”的教育方针中，蒋南翔校长十分注

重通过文艺活动进行思想教育，他要求要

把文艺社团办成一流水平，建议并亲自请

专业团体的专家来指导，选派少数尖子到专

业院校去培训。他还安排文艺社团到政协

礼堂汇报演出，接受了周恩来总理的检阅。

民乐队的王震寰老师也选派少数业务

骨干去中央歌舞团、中央音乐学院等专业

团体跟随著名的民乐演奏家进修。与此同

时，音乐室还会聘请专家来校指导大队排

练，1956年5月，时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民族乐团的指挥曾寻就曾来清华给民乐队

排练曲目《大联欢》。

1958年9月，清华各艺术社团组建为

“清华大学民兵师文工团”，随后更名

为“清华大学学生文工团”，由学校直

接领导，下辖包括民乐队在内的12个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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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1960年时，文工团发展为下辖14个队、

1400余人的团体。校内的文艺团体也在

1958年以后掀起一股创作的热潮：文艺要

与国家发展的形势相结合，要与校园生活

相结合，努力编创反映自己生活的新节

目。一时间文工团创作节目达300余个，

民乐队也编创了《毛主席来到咱农庄》

《人民公社万岁》等曲目。

在文工团成立的同时，在蒋南翔校长

的支持下，学校开始统一管理文工团和体

育代表队。文工团、体育代表队首批各优

选了100名左右思想表现和专业学习皆优

的集中队员，集中住宿、集中就餐、集中

训练。文艺社团骨干集中住宿制度在“文

革”开始后取消，1984年9月恢复，至今

仍在施行。

民乐队集中班在当时发挥了极大的主

观能动性，体现在大量的独立创作与改编

乐曲和学生指挥的培养两个方面。当时很

多乐曲总谱都是从专业乐团获得的，但是

清华民乐队当时的乐器配置并不能够满足

要求，于是王震寰老师和很多队员纷纷拿

起纸笔，对原谱进行改编，如《公社饲养

员》《几内亚舞曲》等。此外，虽然当时

民乐队有王震寰先生指挥排练，但音乐室

仍坚持培养学生指挥，从低年级选拔指挥

候选人，在乐队排练中由王震寰老师和

队里高年级的学长示范和辅导。中杰英

（1955届动力）、张又文（1957届机械）

等十余位同学在1952—1966年间先后担任

民乐队指挥。

新中国民族乐队发展对
清华民乐队的影响

新中国成立以后，国家对于民族器乐

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关注，相继成立了中

央歌舞团民族乐队（1952年）、中国歌剧

舞剧院民族乐队（1952年）、上海民族乐

团（1952年）、中央广播民族乐团（1953
年）、前卫文工团民族乐队（1956年）、

中央民族乐团（1960年）等一批具有较高

专业水准的民族器乐表演团体，是民族乐

队发展的“黄金时代”。其中，中国广播

民族乐团在民族管弦乐队的建设方面，

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它代表了以西方

管弦乐队为范本的民族乐团交响化的发

展道路。1954年该团确立了以“拉弦、弹

拨、吹管、打击”四组乐器为基本结构的

大型民族乐队体制，并改革了一系列民族

乐器。

地处北京的清华大学民乐队，受到中

央广播民族乐团的影响极其深远。五六十

年代，民乐队演出的很多乐曲如《花好月

圆》《凤阳花鼓》《小白船》《苗族见太

阳》等，乐谱均来自中央广播民族乐团。

1956年，除了前面提到的指挥曾寻来清华

大学为民乐队指导曲目《大联欢》，中央

广播民族乐团也来大礼堂演出《春江花月

夜》等曲目。1963年，民乐队还学习了中央

广播民族乐团的民族管弦乐创作、演奏手

法，集体创作了《丰收乐》。

这种影响在1984年中国广播民族管弦

乐团的彭修文先生亲自来清华指导民乐队

排练时达到了顶峰，并随着彭修文先生的

弟子张大森先生执棒清华大学民乐队，又

延续了25年。当然，这是后话了。

民乐队的艺术活动

20世纪五六十年代，民乐队的演出形

式包括独奏、协奏、由集中队员组成的小

乐队和全体队员的大乐队合奏。排练曲目

有《采茶舞曲》《歌唱二郎山》《牧童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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笛》《二泉映月》《步步高》《金蛇狂

舞》《梁祝》《翠湖春晓》《小放牛》

《春江花月夜》等。

民乐队还经常与舞蹈队和合唱队密切

合作，在大型活动中为舞蹈队伴奏。50年
代初，民乐队还每周末在西大饭厅为舞会

伴奏。校内面向同学的迎新和毕业、元

旦、校庆演出，学校的接待演出以及重要

的校外演出是必须参加的。除此以外，与

文艺社团的其他队一样，民乐队秉承“从

同学中来，到同学中去，为同学服务”的

原则，经常性地组织“下班”演出——到

学生宿舍楼门口或楼道、到食堂、到合适

时间的教室里演出，不管观众多少，都精

神饱满地投入表演。

1956年10月28日，民乐队和舞蹈队在

中山公园参加了为中共八大代表和世界各

国兄弟党代表举行的盛大的游园晚会。队

员们为毛主席、周总理等中央领导演出，

并且还和他们一起跳交谊舞。同年冬，民

乐队参加北京市大中学生文艺会演，合奏

曲目《苗族见太阳》获集体二等奖，队长

张又文的琵琶独奏获一等奖。

1958年至1959年，民乐队参加了两次

随团的重要演出，一是1958年12月2日，

清华学生文工团在北京政协大礼堂，为在

1963年五一劳动节，民乐队在天安门广场联欢演出

京的政协委员和正在参加全国统战工作会

议的代表1300多人举行了汇报演出；二是

1959年4月，文工团一行270余人赴上海进

行交流、访问演出，两次演出均获得了巨

大的成功。

从1959年到1964年，清华文工团（1962
年恢复为文艺社团）是每年北京五一劳动

节联欢活动的主要参与者，而民乐队又是

参加联欢活动的主力之一。六年中，除

1963年的五一劳动节联欢活动是在天安门

广场举办外，其余5年均在颐和园举行。

除了参加每年的五一庆祝活动，民乐队还

随团积极参加国庆演出以及北京市的调

演、元旦和春节去人民大会堂与市委大楼

联欢等活动。

1964年5月1日庆祝劳动节的联欢活动

上，陈毅副总理在颐和园陪同外宾观看了

清华民乐队和舞蹈队的演出后，作诗《颐

和园“五一”春游纪盛》记录了此次盛

会，其中“箫笛弦索齐奏，气球直放苍

穹。大家翩翩起舞，无分各国宾朋”生动

描述这一日清华民乐队和舞蹈队在颐和园

欢庆的景象。

1965年10月1日，清华文艺社团80人参

加国庆天安门游行的文艺方队，民乐队为

“女民兵舞”“落子舞”等伴舞。晚上

军乐队、民乐队到天安门广场为狂欢群众

伴奏。

蒋南翔校长认为文艺活动“丰富了

学生的精神生活，对于提高学生的文化

修养，发展学生社会活动的兴趣和能

力，培养学生乐观主义和集体主义都有

很大的意义”。清华民乐队的故事是对

这句话最好的诠释。你听，沸腾的清华

园在欢唱，岁月悠悠，闪亮的日子不曾

被忘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