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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市报记者 张永超

百年历史风云变幻，“刘
氏三杰”人生波澜。中国新文
化运动先驱、文学家、语言学
家和教育家刘半农，中国现代
民族音乐奠基者、作曲家、演
奏家、教育家刘天华，中国民
族音乐大师、作曲家、演奏家、
教育家刘北茂三兄弟将个人
命运与国家发展紧密相连，不
断拼搏奋进、坚持文化创新，
对中国近现代文化建设和发
展作出了突出贡献。

高山景行，风华后继。近
日，中国城市报记者采访了刘
北茂之子，小提琴家、中央音
乐学院教授刘育熙，听他讲述
父辈们进行文学革命和艺术
创新的生动故事。

兄弟行大道
生涯光彩耀

钩深索隐，往事在耄耋老
人刘育熙的深情讲述中徐徐
展开：“1916年上海某个黎明
前，《新青年》编辑部办公室
里，灯光照亮一方天地，陈独
秀与刘半农对文学改良的理
性述评和对社会生活的针砭
时弊，已经畅谈了一夜。”自
此，两人交往密切，感情日渐
深厚，进步思想的磅礴伟力在
共同奋进的历程中被不断激
发。素有“江阴才子”美誉的
刘半农逐渐成为《新青年》杂
志的主要撰稿人和编辑之一，
也由此登上了宣传科学和民
主的新文坛，成为中国新文化
运动的先驱。

1917年，刘半农在《新青
年》上发表《我之文学改良观》
受到普遍关注。同年，在陈独
秀力荐下，刘半农出任北京大
学预科教授，讲授范文和文法
概论课。1919年五四运动爆
发，刘半农作为北京大学教授
会干事，“坐守北大指挥部”，
全力支持学生爱国行动，积极
争取社会各界声援。

“刘半农赤诚爱国，积极
保护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遗产，
始终保持坚定的革命立场和革
命精神，对我影响至深。”刘育
熙说，20世纪初，殖民主义国
家的“探险家”“盗宝者”来华，
以科学考察为名，对中国文物
进行掠夺。1926年，腐朽的北
洋政府与以斯文·赫定为首的
瑞典、德国科学家签订了不平
等的西行考察协议，激起全国
学术文化界强烈抗议。面对这
样的协议，以北京大学考古学
会为首成立了中国学术团体协
会，推举刘半农为协会理事会
的常务理事，发表“反对外人随
意采取中国古物”宣言，抗议
斯文·赫定等打着“学术调查”
的幌子，将中国文物运到他们
自己的国家去“整理研究”。

在刘半农等人50多天的
艰苦谈判、奔走协调下，中瑞
合作西北考察的协议终于达
成，成立了第一个中外平等合
作的大型科学考查团——西
北科学考查团，并签订了《中
国学术团体协会为组织西北
科学考查团与瑞典国斯文·赫
定博士订定合作办法》，这成
为了外国人来华考察必须遵
循的典范。在长达6年的时间
里，考查团克服险恶的自然条
件、西北政局动荡的社会条
件，历尽艰险，奋勇拼搏，为保
护中华优秀文化遗产和维护
国家主权赢得了辉煌的胜利。

积极投身文学革命、反对
军阀专制、潜心钻研学术、保
护文化遗产，刘半农走过了43
年生涯，在1934年于西北进
行方言调查时，不幸染病，回
京后逝世，文化界皆为之震惊
悲痛。蔡元培为刘半农撰写
墓志铭，对其一生给予高度评
价。鲁迅在《忆刘半农君》一
文中写道：“……到了之后，当
然更是《新青年》里的一个战
士。他活泼，勇敢，很打了几
次大仗。”“我愿以愤火照出他
的战绩，免使一群陷沙鬼将他
先前的光荣和死尸一同拖入
烂泥的深渊。”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冯
国瑞说：“纵观刘半农一生，他
确实对中国文化作出光辉的
历史性贡献。同时，他引领二
弟刘天华、三弟刘北茂为中国
文化建立了丰功伟绩，成就了

‘刘氏三杰’的英雄群体。”
刘天华在新文化运动的

影响下“改进国乐”，为民族音
乐的发展开辟了新的道路。
他首创编写的“二胡练习曲”
和“琵琶练习曲”，既较为科学
又合乎技术训练规范；他第一
次把二胡、琵琶等民族乐器纳
入高等音乐专业院校课程，培
育及影响了一代优秀音乐人。

“长兄半农长我12岁，二
兄天华长我8岁，他们一个像

‘严父’、一个像‘慈母’一样来
待我。”在《刘天华音乐生涯：
胞弟的回忆》一书中，刘北茂
这样描述两位哥哥。1927年，
刘北茂从燕京大学英文系毕
业，在大学从事专业英语课教
学以及莎士比亚作品研究。
1932年，二哥刘天华英年早
逝，为继承哥哥“改进国乐”的
事业，他转向从事民族音乐的
教学、创作实践和演奏工作，
创作了百余首二胡演奏曲，也
成为一位民族音乐大师。

刘氏三兄弟卓有建树的
背后，离不开他们崇高的理想
追求、终其一生的探索精神、
丰富饱满的生活历练，以及
个人命运与家国命运的激荡
交汇。

德行育家风
世代照明镜

江苏省江阴市西横街49
号，是刘氏三兄弟的故居。客
堂、卧室、私塾、小院、老井、晒
酱台、石鼓墩、竹园，“半农圃”

“流芳曲”“北茂苑”“音乐
桥”……刘氏故居虽然院落不
大、房间窄小，但幽深别致，处
处散发着浓厚的文化氛围。

故居虽无声，景观和情怀
却触动心灵，不禁让人想起刘
半农那首经典诗作《教我如何
不想她》：“天上飘着些微云，
地上吹着些微风。啊！微风
吹动了我头发，教我如何不想
她……”似乎听到刘天华在万
籁俱寂的夜晚，坐在石鼓墩上
拉着自己创作的二胡曲《病中
吟》《月夜》《空山鸟语》《光明
行》……似乎看到刘北茂正在
伏案创作各种乐曲，那百余首
二胡演奏曲使他跻身民族音
乐大师的行列。

“我大伯刘半农、二伯刘
天华和父亲刘北茂，为弘扬和
发展民族文化贡献了毕生精
力。我走上音乐表演和教育
之路，与他们的影响密不可

分。”刘育熙讲述，抗战爆发，
北平沦陷，父亲刘北茂誓不做
汉奸，先是去了陕西汉中，在
西北联合大学教英语，后又奔
赴重庆青木关的国立音乐院
改教音乐。

国立音乐院建在小镇青
木关的一处山坳里，没有围墙，
只有一些大小草房作为教室和
琴房，还有一个竹子搭的大礼
堂。刘育熙回忆说：“音乐院的
宿舍毗邻当地农村，农民卖菜、
挑粪经过我家时，经常放下担
子趴在窗上听父亲拉琴。父亲
则会恭敬地请他们进屋，演奏
一曲让他们说说自己的想法和
感受，这给我留下了深刻印
象。父亲常说一句话：‘音乐和
音乐家，主要是为广大不搞音
乐的民众服务的。’”

刘北茂在《致读者》一文
中，曾诚恳而又深刻地表示：

“我深深感到，任何艺术作品
只有向群众学习才有可能由
不成熟变为成熟，由肤浅变为
深刻。艺术创作不是一件简
单的事情，闭门造车，不向群
众请教，创作出来的东西不为
群众所喜爱，这样是徒劳无益
的。向群众请教正如人们把
自己的孩子送到学校去求学
一样重要。对我来说，不仅是
希望目前这几首作品能根据
群众的意见得到不断修改，更
重要的是希望在今后的创作
中能得到正确的指导。”

近 30多年来，刘育熙依
然保持每次独奏演出后都收
集观众的“反馈单”，并依据观
众意见，结合自身的思考和探
索，不断完善演奏技巧，增强
乐曲表现力。如今，他的住所
里随处可见观众或鼓励、或批
评的信件。

“爱国敬业、崇文尚德、正
直善良、开拓进取、为民服务
等价值取向，成就了‘刘氏三
杰’，同时也成就了家族兴
盛。”刘育熙说，“我会把这优
良的家风家教传承下去。”

“三杰”情怀传
“奉献”为人民

2023年9月24至25日，
纪念“刘氏三杰”暨民族音乐
大师刘北茂先生诞辰120周
年音乐会分别在中央音乐学
院歌剧音乐厅和北京大学百
周年纪念讲堂举行。

婉转悠扬的二胡独奏、清
脆明亮的琵琶独奏、高亢激昂
的男声独唱……每一次乐声
响起都牵动着观众的心弦。
音乐会现场气氛热烈、掌声持
久不断。“音乐会能达到这样
的演出效果很罕见，每个节目
都能引起观众强烈的情感共
鸣。”刘育熙回忆说，那次音乐
会展示了“刘氏三杰”在各个
历史时期创作的16首（篇）代
表性作品。这些作品的创作
是历史风云在艺术家精神世
界留下的真实印记，其中蕴含
着中华民族坚韧不屈的抗争
精神、深厚的家国情怀和强烈
的社会责任感；在艺术形式上
的传承则体现了中华民族文
化的高雅志趣和文以载道的
高尚精神，是对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
发展的可贵探索。

“自小受父辈影响，我12
岁开始学习小提琴，青年时代
曾师从马思聪、林克昌等教
授。1983年我公派留学法国，
师从世界小提琴大师热拉尔·
布莱。留学期间，我在法国巴
黎香榭丽舍剧院举行独奏会，
录制两张唱片。上世纪90年
代后，我担任玛格丽特·隆—雅
克·蒂博国际音乐大赛评委，并
在法国国立巴黎高等音乐学
院、英国苏格兰皇家音乐学院
等多国音乐院校举办大师班。
近年来，我在法、英、德、意、奥
等10余国举行独奏会百余场，
积极促进中外文化交流。”回
顾自己的音乐艺术生涯，刘育
熙表示他的演奏风格和演出
信念受其父影响，坚持每一次
演出都是对艺术的敬仰、对生
活的热爱、对观众的尊重。

值得一提的是，在数十年
的职业生涯中，刘育熙除繁忙
教学外，也常到全国多地为高
校学生及群众带去主题为“奉
献”的义演独奏音乐会，演奏
中外名曲，普及高雅音乐，足
迹遍布全国主要高校以及三
峡工地、沂蒙山区、新疆边防
军营等祖国大江南北。

“我觉得这不是我个人在
这方面有多么突出的表现，而
是我作为一个中国人，作为

‘刘氏三杰’的后代，在我的艺
术实践中，自然而然地有着我
们民族文化的继承和延续。
所以在国内外每一次音乐会
获得热烈反响的时候，我心底
都会油然而生一种强烈的民
族自豪感。”刘育熙说。

走近走近““刘氏三杰刘氏三杰””的精神内核与后继风华的精神内核与后继风华

小提琴家、中央音乐学院教授刘育熙（左）在江苏省江阴市西横街49号刘氏三兄弟的故居，

为文学家、音乐家等现场讲解家史。 刘育熙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