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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12月4日是无锡民间音乐家
阿炳去世七十周年纪念日。今年，也是阿
炳的二胡名曲《二泉映月》问世七十周年。
昨天，“阿炳《二泉映月》问世七十周年纪念
会暨东亭阿炳祖居陈列展示馆揭牌仪式”
在阿炳的老家无锡东亭举行。专家学者相
聚一堂，忆阿炳，谈民乐。江苏省楹联研究
会会长周游为阿炳题联：“目瞽心明，泉边
每映一轮月；听松淘浪，弦上已生万缕风。”
道出了我们对阿炳和阿炳音乐的怀念。

阿炳（1893年 8月17日—1950年 12
月4日），原名华彦钧，无锡东亭春合小泗
房人，出生在无锡雷尊殿旁“一和山房”。
阿炳8岁从道，12岁已能演奏多种乐器，18
岁时被无锡道乐界誉为演奏能手，后来，阿
炳患眼疾而致双目失明，无力参加法事劳
动，遂以街头卖艺为生。阿炳刻苦钻研道
教音乐，并广泛吸取民间音乐的曲调，一生
共创作和演奏了270多首民间乐曲。1950
年，为了抢救、发掘、研究和保存民间音乐，
中央音乐学院教授杨荫浏等人专程到无锡
为阿炳录制了《二泉映月》《听松》《寒春风
曲》三首二胡曲和《大浪淘沙》《龙船》《昭君
出塞》三首琵琶曲。同年12月4日，阿炳去
世，为人间留下这六首曲子。

纪念会上，《二泉映月》的辉煌被一一
提起：1951年，天津人民广播电台首次播
放《二泉映月》；1959年国庆十周年，中国
对外文化协会将《二泉映月》制成唱片，赠
予国际友人；上世纪70年代，世界著名指
挥家小泽征尔第一次听到《二泉映月》，称
此曲要“跪着听”；1985年，《二泉映月》在
美国被灌成唱片，并在流行全美的十一首
中国乐曲中名列榜首；1997年，《二泉映
月》被列入联合国《世界记忆名录》；2007
年，与中国第一颗探月卫星“嫦娥一号”一
同绕月……

“对阿炳的认识不能道听途说、听信传
言，要尊重史实。”“无锡需要一所阿炳艺术
馆。”“阿炳是无锡的一个文化符号，对他的
研究要结合中国民乐史的发展。”吴仁山、
钱铁民、徐诚一、庄若江等专家纷纷发言。
阿炳去世至今，人们对阿炳艺术的研究也
走过了70年：从新中国成立初期原始音乐
的录制、整理、出版阶段；到改革开放后阿
炳研究在音乐各领域全面展开；进入新世
纪，阿炳研究持续化开展，除了无锡每年的
纪念活动外，中国民族管弦乐学会成立了
阿炳艺术委员会、开展“阿炳”艺术论坛、
《二泉映月》音乐会等一系列活动，体现了
全社会对民间艺术和民间艺人的尊重。

阿炳仙去七十载，《二泉映月》曲不绝
东亭祖居三修揭牌 纪念活动精彩纷呈

昨晚，在位于解放南路的演
艺剧院内，一场为纪念民间音乐
家阿炳逝世七十周年的专场音乐
会，在二胡低回婉转的乐曲声中
拉开了序幕。无锡新生代民乐人
组成的无锡民乐团演奏了阿炳的
经典曲目，向一代中国民间音乐
家、向家乡的民乐前辈致敬。

阿炳存世的六首经典作品中，
最让人感动的无疑是《二泉映
月》。被中国“二泉迷”们喻为“二
泉使者”的无锡籍著名二胡演奏家
邓建栋，一直以是阿炳的故乡人而

骄傲，而无锡的山水更孕育了他浓
郁的二胡情结。“为什么听着《二泉
映月》能流泪，不是对阿炳苦难的
同情，而是被他感动，这两种眼泪
是不一样的。”邓建栋告诉记者，
《二泉映月》已经成为了中国音乐
的符号，也是中国的文化符号，他
带着这首曲子走遍了世界各地，演
奏了多少遍早已无法计算。

“作为民乐人，也是阿炳艺术
的传承者，我们要继承阿炳的精
神，把他的艺术发扬光大，为弘扬
民族音乐事业尽自己的努力，贡

献最大的力量，无愧于中国民乐
之乡、中国二胡之乡的称号。”在
阿炳逝世七十周年的日子，邓建
栋有感而发。昨晚，在无锡民族
乐团的演奏下，跌宕起伏、悲壮有
力的室内乐《听松》、龙舟竞渡时
欢乐情景的琵琶独奏《龙船》《二
泉映月》的姊妹篇《寒春风曲》、表
现了阿炳对不平人世无限感慨的
《大浪淘沙》、新江南丝竹《江南
美》以及经典名曲《二泉映月》又
一次响起，震彻人心。
（晚报记者 陶洁、张月、马晟）

江大人文学院音乐系副教授
许恩表示，华彦钧虽出身社会底
层，但自幼艺术天分极高，生活环
境中音乐养分充足。阿炳在民国
时期江南良好的音乐环境中生
长，吸收积累了大量的优秀民间
音乐，十几岁就被无锡当地人誉
为“小天师”，身上储备了上千首
江南民间乐曲。在学习道教音乐
的同时，他还向锡剧前辈艺人袁
仁仪，苏州评弹著名高手张步蟾，
丝弦大王、北方著名盲艺人王殿
玉，评弹艺人王琴芬等多位民间
艺人学习，与江南著名丝竹高手

周少梅、著名二胡大师刘天华等
进行艺术交流与探讨。

“大量的演奏曲目积累、扎实
深厚的演奏技艺积淀，加之华彦
钧优秀的创作天赋可以使他演
奏的曲目‘随心’‘依心’。”许恩
直言，这是音乐演奏、创作的最
高境界。从今天的作曲技法角
度看，华彦钧的演奏符合中国民
族音乐即兴创作理论三大法则：
偶发性、非乐谱性、表演行为与
作品的同时呈现。通过研究阿
炳音乐艺术的特色，可反观清
末、民国时期无锡音乐的发展情

况，而能培育出如此优秀的民间
音乐大师，无锡的音乐生态环境
值得研究。

在许恩看来，阿炳音乐艺术
发展的七十年，为当下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的传承、非物质文化遗
产的保护和发展提供了很好的范
例。阿炳音乐艺术七十年的发展
也是“活态”传承非遗的七十年，
是不断推陈出新的七十年。今
天，在世界的不同地区，都有可能
响起阿炳的音乐，这就是对一位
民间音乐家最好的纪念、对中国
民乐最好的传承。

提起阿炳故居，大多数人第
一时间会想到崇安寺二泉映月
广场旁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
位阿炳故居。其实，在阿炳的
老家锡山区东亭街道春合村小
泗房 100 号，还有一处阿炳祖
居。阿炳 1岁至 8岁就生活在
这里。小泗房是道士村，阿炳
从小受到道教文化的熏陶。阿
炳祖居原来的建筑在新中国成
立前遭雷劈失火，仅存残垣断
墙。1993 年，东亭春合村村民
委员会为纪念阿炳诞辰一百周
年，在原址集资重建了阿炳祖
居，后于2002年修缮。昨天，第

三次修缮完成的阿炳祖居升级
为陈列展示馆正式揭牌。

阿炳祖居占地258平方米，
其中，建筑面积68平方米，庭院
一隅为展示阿炳演奏二胡的铜
质雕塑。祖居建筑为3开间平
房，地面为砖瓦地，总体陈设为
朴素的市镇人家生活场景，再现
了上世纪中期的普通江南人家
模样。正中间为起居空间，摆
放了当时东亭地区常见的长
台、八仙桌；西厢房为阿炳卧
室，空间内有老式雕花木床和
小件柜子；东厢房位置则成为
展示阿炳主要艺术生平介绍，

以及一些和《二泉映月》演奏有
关的史料复印资料，新增加了
影像展示播放环节，阿炳最出
名的二胡曲《二泉映月》《听松》
《寒春风曲》和琵琶曲《大浪淘
沙》《龙船》《昭君出塞》将为来
访者循环展示播放。

据现场参与修复的设计人员
介绍，修缮工作参考了研究阿炳
的专家提供的资料和部分早年日
本杂志的图片等史料，完全按照
当地的生活痕迹进行还原复制，
尽可能通过重现当时民居场景和
一些老家具，原汁原味重现当时
阿炳生活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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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阿炳民乐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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