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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纪念喻宜萱诞辰 1 0 0 周年座谈会在京举行

■ 宋 学 军

中国文联 、 中国音乐家协会 、 中央音乐学院 、 上海音乐学

院 、 萍乡市委市政府主办 ， 中央音乐学院承办的纪念女高

音歌唱家声乐教育家喻宜萱诞辰 1 0 0 周年座谈会 ， 于 9 月 7

日 上午在人民大会堂台湾厅隆重举行 。 中国文联党组副书记

覃志刚 、 中国文联副主席吴雁泽 、 中国音协名誉主席吴祖强 、

中央音乐学院院长王次怊 、 上海音乐学院副院长华天辛乃 、 天津

音乐学院副院长靳学东 、 江西萍乡市委副书记晏德文等有关

单位领导 ， 王 昆 、 郭淑珍 、 刘淑芳 、 周广仁 、 陈复君 、 李双 江 、 王

秉锐 、 黎信昌 、 方仟（原文化部教科司司长）、 张素我（张治中

将军女儿 、 全国政协委员）等喻宜董的学生 、 同事 、 生前好友 ，

以及其家属和家乡代表百余人到会 。 中央音乐学院党委书记

郭淑兰主持会议 。

喻宜萱 1 9 0 9 年 9 月 出生于江西省萍乡市 ， 是中国现代音

乐史上由我国自己培养的第 一 代专业声乐家 ， 曾任中央音乐

学院副院长兼声乐系主任 。 她长期从事声乐演唱 、 教学和科研

工 作 ， 培养了许多优秀声乐人才 。 会上 ， 与会者共同缅怀和追

思了喻宜萱的人格风范 、 学识修养 ， 表达了对她的深切怀念和

由衷敬意 。 同时 ， 还举行了《喻宜萱的艺术生 涯》首发式 。

王次熠院长 、 华天初副院长和晏德文副书记对喻宜萱的

学术造诣和艺术成就给予了高度评价 。 王 院长在发言中指出 ：

“

在喻宜萱近 8 0 年的艺术道路上 ， 她之所以能在声乐表演 、

教学 、 科研各领域取得不 凡成绩 ， 做出重要 贡献 ， 成为
一

代著

名的歌唱家和声乐教育家 ， 主要靠她在青年时期的刻苦勤奋 ，

靠她对声乐艺术的执著追求 ， 靠她
一 丝 不苟的严谨治学精神 。

喻宜萱不愧是中国当代老 一

辈优秀声乐艺术家的杰出代表 ，

不愧是新中国声乐艺术事业的主要 开拓者和奠基者之 一

。 她

是中国 2 0 世 纪音乐史 上 声乐 艺 术领域 一

位 里 程 碑式的 人

物 。

” “

喻宜萱对中国现代音乐教育尤其是声乐艺术事业所做

出的卓越贡献 ， 必将永留史册 ， 永远留在
一

代
一

代音乐家们的

心中 。

”

华天丰乃副院长介绍了喻宜萱与 上 海音乐学院的渊源关

系 ，并代表
“

上音
”

全体师生表达了 对这位杰出校友的崇敬和

缅怀之情 。

晏德文副书记表示 ， 家乡人民要像先生那样 ， 以拼搏进取 、

勇 于攀登 、 奋发有为的精神 ， 立 足本职 、 爱岗敬业 、 争创佳绩 。

吴 雁 泽 、 郭淑珍 、 李 双 江 、 黎信 昌 、 石惟 正 、 吴 祖强 、 周 广

仁 、 王 秉锐 、 王 昆等老艺术家 ， 先后满怀深情地追忆了与喻宜

萱相识的情形 ， 师生情怀 、 朋友情谊溢 于言表 。 吴 雁泽 回 顾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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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0 多年前自己在喻宜萱的帮助下考入中央音乐学院的情景 ，

言谈中充满了感恩与敬仰之情 。 郭淑珍与喻宜萱相识于 1 9 4 9

年 ，她对这位声乐大师的第
一

印象是衣着得体 ， 气质优雅 。 她

认为 ， 先生 一 生严于律己 ，宽以待人 ，为声歌系的初建 ，为年轻

教师的培养 ，为声乐教材的建设 ，为中国声乐艺术的发展 ， 呕

心沥血 ， 不遗余力 。 先生 一 片丹心育桃李的敬业精神 ， 是声歌

系师生学习的好榜样 。 李双江表示 ， 他从喻宜萱那里学到的不

仅仅是声乐演唱艺术 ， 更重要的是恩师身上所具有的民族情

结和人文关怀 ， 使他受益匪浅 。 黎信昌回忆了 5 0 多年前在喻

宜萱班上学习的情景 ， 先生的言传身教令他受益终身 。 石惟正

认为 ， 喻宜萱的音容笑貌和举止言谈 ， 处处折射出她的学人品

格和大家风范 。 举办此次纪念活动的主要目的 ， 是现实的声乐

界能够继承和学习先生的爱国之情 、 治学精神以及诚恳待人 、

淡泊名利 、 敬业奉献的高尚品德 ， 使我国的声乐艺术事业朝着

正确的健康的道路发展 。

回想起与喻宜萱交往的点点滴滴 ， 吴祖强说他有 一 种亲

人般的感觉 。
5 0 多年来 ， 喻先生对学院建设和发展所做出的

贡献 ，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 。 王 秉锐用
“

学博为师 ，德高为范
”

高度概括了喻宜萱真实的 、 有价值的 、 光辉的
一

生 ， 他希望先

生的师格 、 师范和师德 ， 能够成为所有声乐教师的楷模 。 周广

仁是从小听喻宜萱的歌声长大的 ， 回忆起与这位
“

真正的
”

艺

术家的相识经历 ， 她哽咽 了 。 王 昆感言 ，

“

回忆是
一

种幸福 。

”

喻宜董是
一

个好人 ，

一

个非常好的长者 。

听了大家的发言 ， 喻宜萱的儿子管维拉 、 管维立 两 兄弟深

为感动 ， 并向与会者深深鞠躬表示感谢 。

据活动主办方介绍 ， 本次座谈会仅是喻宜萱百年诞辰系

列 纪念活动的 一 项 内容 ，
7 月 1 1 日 ，

“

喻宜 萱 艺术 纪 念碑
”

（原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为纪念碑题字
“

歌声飘 云 霞 ， 桃李竞

芳菲
”

）揭幕仪式和首场纪念音乐会已 在江西省萍乡市举行 。

今年 1 2 月 ， 中央音乐学院声歌系还将演出柴可夫斯基作曲的

三 幕抒情歌剧 《奥涅 金》（郭淑珍教授任艺术指导）。
1 9 5 6

年 ，喻先生任声乐系主任时 ， 该系师生曾在苏联专家指导下 用

中文演出过这部歌剧 。 如今 ， 声歌系经过几代领导和教师的建

设 ， 已 经有能力和水平用俄语排演这部著名歌剧了 。 将这样
一

场歌剧音乐会献给喻先生 ， 是对她百年诞辰的最好纪念 。

宋学 军 中央 音 乐 学 院 教 师

（责 任 编 辑 张 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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