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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践耳，原名朱荣实，安
徽泾县人。1922年 10月 18日
生于天津，自幼随家迁居上
海。读中学时对音乐产生兴
趣，自学钢琴和作曲。因被聂
耳的歌曲深深打动，他把自己
的名字改为朱践耳。朱践耳年
少时气管有病，会大口吐血，
几乎每年都会发作。他曾为此
休学3年，休学期间，他借来一
台收音机，边听音乐边自学。

1945年朱践耳赴苏北解放
区，先后在前线剧团和华东军区
文工团从事音乐创作。1947年
莱芜战役后谱成歌曲《打得好》，
在解放区军民中广泛传唱。

1949至1953年期间，先后
在上海电影制片厂、北京电影
制片厂和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
片厂作曲，曾为 《大地重光》
《和平万岁》《龙须沟》《海上风
暴》《伟大的土地改革》等影片
配乐，创作了 《翻身的日子》
等电影插曲。

著名作曲家
朱践耳昨去世
享年95岁
曾创作《唱支山歌给
党听》等歌曲

我国著名音乐家、上海交响乐团
作曲家朱践耳先生，因病于昨天上午9
时左右在上海瑞金医院辞世，享年95
岁。根据朱老遗愿，其遗体将捐献用
于医学研究。朱践耳先生生前曾创作
《唱支山歌给党听》《接过雷锋的枪》
等革命歌曲。这位从60岁才开始创作
交响曲的作曲家，在短短22年间雕琢
出了10部属于中国人自己的交响乐作
品，这些数字，称得上是一个奇迹。

因被聂耳的歌曲打动
改名“践耳”

1982 年 5 月，朱
践耳创作的交响组曲
《黔岭素描》在第十届
“上海之春”上首次奏
响，这一独特创作被
赞誉是用音乐的刻刀
所刻画成的一组“单
色木刻”，全曲对民
间音乐素材的加工和
对多调性、侗族特殊
调式与非三度叠置和

弦的运用，既标新立
异 ， 又 力 求 返 璞归
真。

在朱践耳的音乐
生涯中，先后担任过
上影、北影、新影、
上海歌剧院、上海交
响 乐 团 专 职 作 曲 。
1985年，他被选为中
国音乐家协会第四届
常务理事。1990年朱

践耳被列入英国剑桥
传记中心的 《世界音
乐名人录》，2001 年
荣获首届中国音乐金
钟奖“终身荣誉勋
章”。

根据朱践耳先生
遗愿，丧事一切从
简，不举办追悼会，
遗体捐献医学研究。

本报综合报道

1955年朱践耳留
学苏联，1960年学成
归国后，朱践耳于翌
年起在上海实验歌剧
院任专职作曲。此后
数年，创作多为小型
声乐体裁，其中 《接
过雷锋的枪》《唱支山
歌给党听》 等，成为
当时流传较广的歌
曲。尤其是 1962 年，

姚筱舟作词、朱践耳
谱曲，创作出 《唱支
山歌给党听》，歌曲由
胡松华首唱，再经才
旦卓玛演唱后，红遍
大江南北。

1975年起，朱践
耳任职于上海交响乐
团。作于1978年的弦
乐合奏曲《怀念》，是
他在交响音乐创作方

面触及悲剧性题材的
第一次尝试。完成于
1980年的《交响幻想
曲——纪念为真理而
献身的勇士》，则是他
在张志新烈士悲剧性
事件的激发下，经过
两年的酝酿而写成
的。此曲在1981年的
全国首届交响音乐作
品评奖中获优秀奖。

《唱支山歌给党听》红遍大江南北

获首届金钟奖“终身荣誉勋章”

吕其明（著名作曲家）
朱践耳在音乐创作上不懈耕耘，

其革命英雄主义和乐观主义精神也时
时体现于他的作品之中。

阎惠昌（香港中乐团艺术总监、
首席指挥）

朱老特别善于运用扎实而丰富的
民族音乐素材，使之与西方交响乐技
巧融为一体。他坚持深入生活、扎根
生活，交响组曲《黔岭素描》就是他
深入我国少数民族地区多次采风后写
就的经典作品。

陈燮阳（著名指挥）
无论从技术、艺术、内容方面

看，在中国，交响乐作曲家的第一块
牌子就是朱践耳，因为他的每一部作
品都有新的探索。

郭文景（电影作曲家）
1974年的时候，我随重庆市歌舞

团到北京参加文艺汇报演出。演出完
毕之后，其他人都回重庆了，只有我
一个人跑到上海，去敲朱践耳先生的
家门。他与我素不相识，我却在他家
连吃带住了好几天，他还想尽办法帮
我买从上海回重庆的船票。我仅有一
腔青年追求艺术的热忱，而朱践耳先
生珍视青年，珍视青年对音乐的这份
热忱。

余隆（上海交响乐团音乐总监）
我正在欧洲准备上海交响乐团即

将开始的巡演，惊悉践耳老师的离
世，心情非常沉痛。朱老是中国老一
辈音乐家的代表人物之一，是中国音
乐家的良心。他对上海交响乐团、对
中国交响乐事业的贡献，是一座不可
磨灭的丰碑，让我们这些晚辈深受鼓
舞。希望我们能传承他的音乐精神、
延续他的音乐梦想，让中国交响乐事
业薪火相传，把中国音乐带向更广阔
的天地。我谨代表上海交响乐团的同
仁们，致敬朱老的音乐精神与人文情
怀，致敬他作为一个大写的“人”的
人格魅力，他的作品和思想将激励我
们新一代的音乐家们继续前行。音乐
是朱老留给我们最宝贵的财富，我们
也将用音乐来缅怀他、向他致敬！

大师们记忆中的
朱践耳

天堂响起
一支山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