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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华丽丝 75 年的音乐人生，有三分之一的
岁月是在中国度过的，这也是她一生中唯一一段
创作的时光。记者发现，近年来，华丽丝所谱写的
一批中国诗词艺术歌曲逐渐被挖掘整理，并展示
出来。今年 6 月，扬州大学音乐学院组织了音乐
会，首次系统呈现华丽丝中国艺术歌曲作品，也让
观众了解了外国音乐家心中的中国诗词意境。

记者查阅资料获悉，华丽丝留存于世的中国
艺术歌曲近 20 首，有专家认为，华丽丝创作体现
的是欧洲较现代的（瓦格纳之后的）艺术歌曲理
念：注重用音乐表现诗的意境，歌唱曲调近似一
种遵循诗意的朗诵，而钢琴伴奏也作为作品的重
要部分来刻画诗意，这对当时的中国乐界来说是
全新的。

中 国 音 乐 学 者 梁 茂 春 教 授 也 曾 高 度 评 价 ：
“是她（华丽丝）开始将西方的后期浪漫派、印象
派的艺术歌曲创作观念带入中国，她以一批为中
国古典诗词谱注释写的艺术歌曲亮相于中国乐
坛。”

除了艺术歌曲创作，华丽丝在教学、演唱和
文化交流方面也做出了不少贡献。她是国立音
专最早的外籍教师之一。1931 年 11 月，为纪念歌
德逝世 100 周年，华丽丝举办了“歌德歌乐独唱音
乐会”，通过演唱以歌德的词谱写的艺术歌曲，向
中国听众介绍德国音乐文化。

华丽丝，一位德国人，连中国话都不会说，却
留下了一批为中国古典诗词谱写的艺术歌曲，而
且都是艺术品位很高的原创歌曲。这不禁让人好
奇：华丽丝究竟是怎样为中国古诗词谱写音乐的？

梁 茂 春 曾 在《华 丽 丝 的 中 国 诗 词 艺 术 歌 曲
—— 纪 念 华 丽 丝 诞 生 120 周 年》一 文 揭 开 了 谜
底。廖玉玑曾给梁茂春回信说：“当她（华丽丝）
听到吟诵中国诗词的时候，她会立刻想象怎样唱
这些诗歌。由于她能轻易地在钢琴上为自己的
歌唱伴奏，这些诗词也就被创作成歌曲了。”

华丽丝能够听到中国诗词的吟诵之声，是因
为青主喜欢吟诗。廖乃雄曾撰文回忆，青主每天
总要抽空用惠州家乡方言的声调，独自吟诵中国
古代的诗词。每当青主用广东话拖长声调来吟
诵中国古诗词的时候，华丽丝从中获得谱写艺术
歌曲的灵感。

令人唏嘘的是，自华丽丝与青主离婚后，就
再也没有自己创作过歌曲了。“华丽丝和青主的
音乐创作谁也离不开谁，离了谁都无法进行下
去。从这一点来说，他们的离异是真正的‘两败
俱伤’，是无法弥补的中国音乐的损失！”梁茂春
曾感叹道。

作为单身母亲，华丽丝对女儿廖玉玑倾注了
全部的爱与栽培。随着廖玉玑琴艺精进，华丽丝
意识到应该为女儿请更有经验的专业老师。就
这样，廖玉玑拜上海工部局乐团首席、奥匈犹太
小提琴家阿德勒，以及中提琴首席、奥地利犹太
人普度什卡为师。

廖玉玑在两位名师的指导下，很快崭露头
角，17岁就在上海工部局交响乐队的协奏之下担
任小提琴独奏，是当时上海乐坛的一件盛事。

1940年考入工部局乐团之后，廖玉玑仍然多
次作为独奏者演出协奏曲，包括1943年演奏布鲁
赫《小提琴协奏曲》、莫扎特《第五小提琴协奏
曲》，以及 1946 年演奏柴科夫斯基《小提琴协奏
曲》。廖玉玑自己也很早开始教琴。在她教过的
中国学生当中，杨秉荪是其中的佼佼者，成为中
央乐团第一任小提琴首席。

20 世纪 40 年代，廖玉玑结识了来自奥地利
的厄文·科瓦奇，他是一位会计师，也是一位不错
的业余钢琴家。两人恋爱、结婚，后定居阿根
廷。廖玉玑就在门多萨国立库约大学谋到大学
乐团副首席的职位，同时担任门多萨音乐表演艺
术学院教授。

后来外婆华丽丝也移民阿根廷，以教声乐为
生，但是和中国、青主就此断了联系。她曾经多
次去信寻找青主，很久之后才得知，青主已经于
1959年去世。

后来，母亲才和她同父异母的弟弟廖乃雄联
络上。乃雄舅舅带着女儿廖冲来阿根廷探望我
们。廖冲与图科曼交响乐团合作演出了柴科夫
斯基的一首钢琴协奏曲，并与拉普拉塔国立大学
弦乐四重奏团合作演出了德沃夏克《钢琴五重
奏》，而我是该四重奏团的中提琴手。直到多年
后，我才真正了解到我的中国家庭在近代音乐史
中占据多么不寻常的地位。

慢 慢 地 ，两 人 的 友 谊 变 成 了 爱 情 。
1921 年，荫嘉与廖尚果在柏林结婚。与此
同时，尚果历经艰难，完成大学学业，获得
了法学博士学位，结束了在德国的求学生
涯。次年，一心想报效祖国的廖尚果回国，
曾任黄埔军校校长办公室秘书等职，但他十
分耿直，与校长蒋介石存在了较深的芥蒂。

1926年，荫嘉带着4岁的女儿廖玉玑万
里寻夫来到广州，也曾加入国民革命军总政
治部协助工作。1927 年风云变幻，曾狂热
激进的廖尚果遭到通缉，被迫只身逃亡香
港。不久，荫嘉母女也逃到香港。几经辗
转，廖尚果前往上海，受到留德时的老同学
萧友梅的聘任，担任国立音乐院校刊主编，
化名青主，由此开始了他“亡命乐坛”的生
活。

1928年，荫嘉携女儿也来到上海，受萧
友梅所聘，担任国立音专外籍教师。萧友梅
以荫嘉在香港起的化名“Ellinor Valesby”
译“华丽丝”为其中文名。从此，青主与华
丽丝开启了两人艺术歌曲创作的高峰时
期。那几年，青主在朋友的协助下开办了书
店，专营舒伯特、舒曼等的艺术歌曲，以及
青主为其译配的歌词，并售卖毕加索、夏加
尔等名家的复制品。

青主和华丽丝在音乐创作、著述、教育
方面成果累累。青主的音乐论著《乐话》和
《音乐通论》都由商务印书馆于 1930 年出
版，他的艺术歌曲《我住长江头》也创作于
1930年。华丽丝的所有为中国诗词谱曲的
艺术歌曲，也全部在这一时期产生。积聚经
年的创作冲动，在时机顺遂时尽情地喷涌而
出了。1931 年 6 月，商务印书馆出版了艺
术歌曲集《音境》，作为“国立音乐专科学校
丛书”中的一种。这本曲集成了研究华丽丝
歌曲创作的最重要的参考资料，代表了华丽
丝音乐创作成就的一个高峰。

关于与妻子的创作，青主曾说：“如果没
有华丽丝，我不可能创作出这样的作品，尤
其是在钢琴伴奏方面。”

当时一家人住在法租界，在上海的生活
是相对快乐的。廖玉玑上的是德国“威廉皇
帝学校”，很早就开始与母亲华丽丝学习小
提琴。每天下午，廖玉玑放学之后就回家练
琴，母亲会在钢琴上为她伴奏。廖玉玑回忆
说：“我们一家三口会在不同的楼层：父亲在
顶楼练长笛，我在二楼练小提琴，而母亲则
在一楼教学生弹钢琴。这是一段平静而美
好的日子。”在这段时间，廖玉玑沉浸在诗歌
与音乐之中，也体验到了两者交融之美。

好景不长。1932 年，华丽丝与青主离
婚。华丽丝继续在上海音专任教，并在德国
福音教会担任管风琴师。青主的小弟廖辅
叔回忆说：“华丽丝对年轻学生爱护有加。
付不起学费的，她就免费上课。她经常在家
里组织音乐会，让学生多积累表演经验。她
的学生当中有日后成为著名作曲家的陈田
鹤。”廖辅叔本人也得到华丽丝很多帮助。
她虽然和青主离异，但是仍然让廖辅叔住在
自己家里，并且帮助他精通德语、英语，为
其日后成为翻译家、音乐美学家打下了坚实
基础。

1945年，华丽丝还在吴伯超成立的“国
立音乐学院附属少年班”担任教师，不仅教
音乐理论，还用古典诗歌文学拓宽学生的文
化视野，培养出了一批优秀的音乐家和音乐
教育工作者，很多人成为了中央乐团、中央
歌剧院、上海交响乐团等艺术团体的首席。

我外婆本名是荫嘉·海因
里希，1895年出生在德国柏林
的一个中产阶级家庭。她从小
对艺术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
表现出卓越的音乐才华，能够
随手弹出听过的曲子。她的家
庭好友、音乐家阿道夫·斯坦曼
听到她的演奏后，决定资助
她。除了给她上课，还经常带
她去柏林歌剧院看排练。后
来，荫嘉考入了德国皇家高等
音乐学院，学习钢琴、声乐、小
提琴和作曲，并曾在柏林演唱
歌剧。

有一天，一位中国留学生
在当地报纸上登了一则征求私
人教师的广告，荫嘉去应征。
慢慢地，荫嘉发现这个叫廖尚
果的年轻人并非一般学生，家
世背景显赫。他出身于广东惠
州书香门第，从小就在父亲的
严格调教下熟读传统诗歌和哲
学。他天资过人，10岁就参加
了清朝最后一次的科举考试，
并顺利通过。17岁时，廖尚果
考入军校，并于次年参加了辛
亥革命，因亲手击毙潮州知府
而立下军功，荣获了国民政府
奖学金。他在 1912 年赴德留
学，在柏林大学攻读法律，兼学
音乐。

在荫嘉的帮助下，廖尚果
在小提琴琴艺方面进步神速，
很快又学习钢琴和作曲。两人
交往过程中，尚果时常为她朗
诵中国古诗。荫嘉被底蕴深厚
的中国诗歌以及廖尚果的人格
魅力深深地吸引，也爱上了中
国文化。

1919年至1920年，在梁启
超访问柏林的欢迎宴上，荫嘉
以李白的《清平调》谱曲并为梁
启超演唱，这是她最早尝试用
中国诗词谱曲。在同一时期，
廖尚果也根据苏轼的《念奴娇·
赤壁怀古》创作出大名鼎鼎的
《大江东去》。从中不难看出，
廖荫嘉在音乐上给予尚果巨大
的帮助。

2015 年，中国音乐学者梁
茂春教授发表了《华丽丝的中
国诗词艺术歌曲——纪念华丽
丝诞生 120 周年》一文，他写
道：“1920年夏，廖尚果在德国
柏林谱写了艺术歌曲《大江东
去》（为苏轼的词《念奴娇·赤
壁怀古》谱曲），同时还构思了
歌曲《夏夕》（青 主 自 度 曲）。
可以说，青主的这两首歌曲是
他们恋爱时期的艺术产品，从
作品中可以看到荫嘉对廖尚
果的深刻影响。”

华丽丝和廖玉玑华丽丝和廖玉玑：：
中国现代音乐史

传奇母女

文/图 Alan Kovacs Liau
（艾伦·科瓦奇·廖)

编者按
12月10日，是德国音乐家华丽丝

的诞辰纪念日。她是惠州籍音乐家青
主的结发妻子，与中国音乐结下了不
解之缘。正是在华丽丝的帮助下，青
主才创作了著名的艺术歌曲《大江东
去》和《我住长江头》，奠定了其在中国
近现代音乐创作史上的开创性地位。

中国音乐学者梁茂春曾撰文表
示，华丽丝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是中
国乐坛上一个独特的、很少引起关注
的现象，是外籍作曲家中对中国诗词
最感兴趣、谱写作品最多的人。然而，
相比于青主的声名显赫，华丽丝及其
创作的艺术歌曲却鲜为人知。

华丽丝与青主离异后，独立抚养
女儿廖玉玑，把她培养成为卓有成就
的小提琴家。日前，记者辗转联系到
廖玉玑的次子、中提琴家艾伦·科瓦
奇·廖。他从回忆个人家史的角度揭
开 20世纪中国音乐史这段尘封已久
的故事。

（李海婵）

2022 年是我的母亲廖
玉玑的百年诞辰。那时，她
同父异母的弟弟、音乐学家
廖乃雄建议我写她和她母亲
华丽丝的生平，“因为这两位
女性不仅仅是廖家人，更属
于中国近代音乐史！”

回首我们的家庭，从欧
洲，到中国，到南美，音乐把
我们和三个地方连接起来。
我们在中国有特殊的根，外
婆华丽丝和母亲廖玉玑都曾
在中国音乐史上留下长久的
影响。用外公青主的话说：
“生活是悲苦的，而只有最美
妙的音乐才能让我们欣赏生
活之美，并体味其中的真
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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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会说中文的华丽丝
如何为古诗词谱曲？

文/羊城晚报记者 李海婵

华丽丝与青主
在德国相识相恋，
尝 试 用 中 国 诗 词
谱曲

华丽丝(左一）与廖玉玑在上海演奏

德 国 音
乐家华丽丝

《音境——华丽丝、
青主创作乐歌第一集》
是研究华丽丝艺术歌曲
最重要的参考乐谱

青主与华丽丝的作品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