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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郑觐文与大同乐会之关系的
历史叙事与阐释

文◎李　昂

摘　要 ：传统文人郑觐文在剧烈变革的社会环境中所遭遇的实际生存问题，使其在上

海成立了大同乐会并推向社会活动。郑觐文“国乐观”的形成与变化及其社

会地位，以及上海独特的音乐社会，使得大同乐会 1923 年后呈现出较强的“商

业化”和“精英化”特点，这亦是大同乐会得以成就其影响力的根本原因。

关键词 ：郑觐文 ；大同乐会 ；历史叙事 ；阐释

郑觐文与其创办的大同乐会，对于中

国 20世纪民族器乐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
响，学界对其多有专论。本文围绕郑觐文

在上海建立大同乐会及其音乐活动展开历

史叙事，旨在探讨：哪些因素促成了郑觐

文 1919年在上海建立大同乐会，其音乐活
动受到哪些方面的影响，进而思考应该在

何种语境下理解和看待郑觐文及大同乐会

的音乐行为。

一、郑觐文为何在年逾不惑的

1912 年才来到上海？

学界对于郑觐文的研究，均从其 1915
年来到上海任教于仓圣明智大学开始。但

1872年出生的郑觐文，在 1908年就曾来过
上海，①为何 1912年在他已年过 40的时候
又来到上海定居？这一问题可以通过梳理

郑觐文来沪之前的活动来寻求答案。

1889年，郑觐文参加江南乡试，取得 
“副贡”功名，其间购得明琴一张。返回江

阴后，他跟随著名琴家唐敬询习古琴。

1902年，31岁的郑觐文进入江阴文庙
担任教授庙堂音乐的助教，因发现新制乐

器全不合律，便开始研究律学和乐器制作。

1905年，科举废除，兴办学校，在这样的
背景下，郑觐文于家乡老宅开办学堂，并

赴上海购置风琴，开设音乐课。1906年，
他又与堂弟郑立三同赴湖南浏阳，向已故

古乐专家邱之稑的门人求教古乐。1912年，
他加入国民党，参与地方自治，并来到 
上海。

郑觐文从 17—31岁的 14年间，不只
学习了古琴，并且对于古籍和民间音乐中

与雅乐相关的内容做了大量研究。那么，

在 31岁进入江阴文庙担任古乐助教之前，
郑觐文是如何生存的呢？

清朝末年，以科举“正途”考取功名

① 陈正生《郑觐文年谱》，《南京艺术学院学报（音

乐与表演版）》2015年第 1期，第 6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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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文人即为“绅士”。由于郑觐文地方士绅

的身份，31岁时他得以进入江阴文庙担任
古乐助教。值得一提的是，在清代大部分

时间里，文庙延续着“庙学合一”的功能，

既是官方主导下儒家文化的祭祀场所，亦

是学校教育的主要机构。②这说明彼时郑觐

文在家乡的社会地位应该不低。

1905年，清末新政废除科举，郑觐文
则将教学古乐调整为教唱歌曲，并曾去上

海购买风琴辅助教学。1905年到辛亥革命
期间，科举制度、文庙相继废除，随着封

建制度的瓦解，对于在封建社会“体制内”

以制礼乐活动为生的郑觐文来说，其生活

条件必然每况愈下。同时，文化的剧变，

又迫使他在江阴迅速调整自己的音乐活动

以适应周遭社会环境的变化，但这对他来

说并非易事。

当时郑觐文的堂弟郑立三已在上海立

足，他早年留学日本，与孙中山私交甚笃，

且是同盟会会员，曾任江苏省议员。于是

郑觐文便来到上海投靠郑立三。郑立三则

为其引荐上海的知名人士史量才、周庆云

等。③同时，郑觐文凭借自身的专长，于

1915年被上海商界英籍犹太大亨哈同所创
办的仓圣明智大学聘为古乐教师；在这所

以传授中国古典传统文化为宗旨的教育机

构中，他试制仿古乐器、教授女子学生演

奏古乐达 8年之久；哈同为其古乐的制作
和研究提供了相当程度的支持。郑觐文曾

在《中国音乐史》的序中提到哈同对他有 
“知遇之恩”。④

由此便可明白，郑觐文为何会在 40岁
之后才来到上海定居。

二、为何大同乐会成立四年

之后才开始展开活动？

有关大同乐会的成立年代，较多学者

认为是 1920年。但值得注意的是，郑觐文
在 1928年 7月 22日的《申报》上有如下
叙述：“本会发生在民国七年，初名琴瑟学

社，民国八年五月，改名大同乐会，正式

成立”⑤。所以，大同乐会确切的成立时间

应是 1919年 5月。而作为国民党员的郑觐
文，在 1919年 5月将琴瑟学社更名为大同
乐会的原因，结合其后郑觐文多次表述的

“研究中西音乐归于大同”的宗旨，学界普

遍认可乃是受五四运动的影响。但是，于

1919年成立的大同乐会并未立刻开始活动，
据早期会员柳尧章回忆，1923年他最早加
入大同乐会之时，会址门前还挂着“大同

乐会筹备处”的牌子，直到这一年大同乐

会才完成了筹备工作。⑥

一个社团的筹备，固然需要一定的时

间。但是，1918年即有结社意愿，1919年
即打出大同乐会招牌的郑觐文，为何直到

四年后的 1923年才正式完成大同乐会的筹
备？郑觐文与《申报》所有者史量才的亲

密关系至少在 1920年之前就已建立，那么
为何直到 1923年大同乐会的活动宗旨才在
《申报》的醒目位置昭示于众？

②  张国鹏《政权与信仰变革下的民国文庙——以

上海文庙为考察中心》，南开大学 2016年硕士学位论文，

第 19页。

③ 陈正生《郑惠国教授早年在上海的音乐活动》，《上

海艺术家》2011年第 1期。

④ 在郑觐文离开仓圣明智大学若干年后的 1931年，

哈同去世，郑觐文率大同乐会乐队“以仓圣大学校友资格”

在其中式葬礼上奏乐致哀。参见墨逸《爱俪园速写》，《申

报》1931年 7月 22日，第 17版。

⑤ 郑觐文《郑觐文在大同乐会演说制乐》，《申报》

1928年 7月 22日，第 2版。

⑥ 陈正生《谈谈大同乐会的成立年代》，《音乐周报》

1992年 12月 11日，第 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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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报》上有关大同乐会的最早消息，

刊载于 1923年 11月 17日。学界往往只注
意到刊载在第 17版阐述大同乐会宗旨、文
化理想、组织结构等内容的《大同乐会之

新组织》，而未注意到大同乐会在《申报》

上的第一则广告也在同期第 9版以醒目标
题刊发。此广告寥寥数语，将《大同乐会

之新组织》所言大同乐会三个部门（设有

专门学校的研究部、编译部、研究制造部）

再次简述一遍，然后提出“如有愿入本会研

究或代售乐器、乐书者，请函上海爱多亚

路一千零零四号，电话西三千三百六十三

号索阅章程或驾临接洽可也”。如此少的文

字内容，为何不放在同样刊有许多广告的

17版的《大同乐会之新组织》中，而要在
全部刊登广告的第 9版单独刊出？这让人
感受到一丝郑觐文对于社团主旨言说的严

肃态度，以及商业行为出现的“矛盾”心态。

郑觐文 1915年起所供职的仓圣明智大
学，于 1923年停办告终。大同乐会会员程
午加曾写道：

大约在 1921 年左右……仓圣学校停办

后，学校的教师也只好失业出走，郑觐文

老师也只好离开仓圣学校古乐室……⑦

所以，对于 1923年之前的郑觐文来说，
哈同为其研究古乐提供的条件已使他别无

所求，从未想过将组织社团、研究和表演

古乐这样的事情投入到社会活动和商业化

的语境中。然而，据笔者统计，仅 1923年
末大同乐会开始媒体宣传之时到 1924年 8
月的半年多，《申报》上刊载的大同乐会有

关乐器和书籍的售卖、招收学员、演出售

票等广告，就达 20条之多，其中还不包括
音乐会评述、新乐器试制成功等“隐藏”

鲜明商业宣传功能的内容。

显而易见，1923年仓圣明智大学的停
办，让郑觐文意识到自己的生计问题再一

次摆在了面前。他不得不通过大同乐会，

为自己的生活求得基本的保障并对其进行

经营。所以，大同乐会成立四年之后才规

模性地展开活动，并显露出强烈的“商业化”

色彩。

三、1923 年后大同乐会音乐

活动特点及兴盛原因

1933年是大同乐会活动最为繁盛的一
年，基本涵盖了大同乐会自 1923—1935年
郑觐文去世的所有活动类型。笔者将 1933
年《申报》刊载的大同乐会音乐活动信息

整理为表 1，从表中看出如下三个特点。
其一，大同乐会的活动场域，是其他

上海的丝竹国乐团体难以企及的：多为商

界活动、政府文化活动或招待名流等，有

着典型的“精英化”“商业化”特点。

其二，其“精英化”活动的场域，是

与赞助人的关系紧密相连的。如 12月 16
日法国领事馆为法国议员饯行，由蔡元培

主持；多场在世界社的活动，则因世界社

的建立者为李石曾。

其三，其演出内容与其他丝竹国乐团

体有着显著区别：既有浓重“复古”倾向

的《中和韶乐》等曲目，也有以“崇雅”

为取向的大套琵琶和古琴曲；还有根据大

套琵琶、古琴曲创编的《国民大乐》《春江

花月夜》等“新丝竹”合奏曲，并不见《三六》

《行街》《四合》等当时已颇为流行的江南

丝竹曲目。

⑦  程午加《二十年代民族器乐活动情况的回忆》，

《南京艺术学院学报（音乐与表演版）》1984年第 3期， 

第 9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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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1933 年《申报》载大同乐会音乐活动

活动时间

（见报时间）
活动地点 活动内容 节目内容

2月 26 日（3月 2日） 世界社 合练《国民大乐》 《国民大乐》

3月 11 日（3月 3日） 青年会大会堂 潘金声第一次口琴表演大会 古琴独奏、大套琵琶

4月 6日（4月 8日） 明星大戏院 芝加哥世博会摄影试音
《东方大乐》《十面埋伏》 

《春江花月夜》《海岛孤踪》

4月 9日（4月 20 日） 明星影片公司
录制送往芝加哥 

世博会的有声影片

《高山流水》《平沙落雁》 

《春江花月夜》

4月 10—16 日间

（4月 15 日）
世界社 为作曲家弗里曼和汤斯孟表演

《大乐司晨曲》（由《东方

大乐》改编）《十面埋伏》

5月 22 日

（5月 23 日）
大光明戏院

与工部局乐队合作 

“中西音乐大会奏”
奏国乐

6月 11 日（6月 10 日） 湖社补行社所 湖社补行社所落成典礼 奏国乐

6月 23、24 日

（6月 21、22、23、27 日）
湖社大礼堂 口琴会两周年纪念音乐大会

卫仲乐独奏古琴及琵琶 

《淮阴平楚》

6月 29 日（6月 30 日） 世界社
李石曾招待日内瓦报 

主笔等茶话会

吴钊岚古琴《石上流泉》、

卫仲乐琵琶《淮阴平楚》、

合奏《国民大乐》三章

7月 9日（7月 4、9日） 市商会议事厅 中华国产绸缎展览会 奏国乐

7月 18 日—7月 25 日

（7月 19 日）
民众教育公馆 大同乐会乐器展览会 展览乐器

8月 18 日 市立民众教育馆 市立民众教育馆发行识字运动 卫仲乐奏大套琵琶

10 月 26 日（10 月 26、

28、29、30、31 日）
中央大戏院 明星影片公司有声影片开映

《东方大乐》《海岛孤踪》 

《春江花月夜》《大汉破楚》

10 月 26 日 中华学艺社大讲堂
中国教育电影协会上海分会演

映电影《东方大乐》
《东方大乐》

11 月 6 日

（11 月 6、7 日）
东海戏院

放映《东方大乐》 

《春江花月夜》《大汉破楚》

《东方大乐》《春江花月夜》

《大汉破楚》，每天四场。

11 月 8 日

（11 月 8、9、10、11 日）
新中央大戏院

放映《东方大乐》 

《春江花月夜》《大汉破楚》

《东方大乐》《春江花月夜》

《大汉破楚》

12 月 16 日

（12 月 16 日）
法国领事馆

中法联谊会为法国 

上院议员奥诺拉饯行
奏国乐

12 月 31 日—1次年 1月

3日（12 月 30、31）

湖社、中央大会堂、

宁波同乡会
救济战区灾难游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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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大同乐会兴盛的原因，笔者认为，

主要有以下两个因素所致。

（一）赞助人提供的舆论宣传与经费 

支持

1923年，郑觐文再次遭遇失业后，不
得不将大同乐会推向社会作为谋生的手段。

值得庆幸的是，此时史量才、李石曾、缪

云台、王晓籁、周庆云、蔡元培，甚至杜

月笙等政商界名流给予他不小的支持。作

为上海的传媒巨头，史量才的《申报》对

大同乐会的宣传是非常全面的。据笔者统

计，从 1923—1935年，《申报》上有关大
同乐会的消息就达到 11万余字，除了大量
的广告之外，还有对于大同乐会音乐活动

的评述和对音乐思想的宣传等。

据大同乐会会员郑体思所言，同盟会

的元老李石曾，作为一位成功的商人和文

化界名流，每月给予大同乐会的资助为 100
元；另王晓籁和杜月笙每月各拨补助 30元。
以当时上海的物价水平，这 160元已经相
当于五个中产家庭的生活开销。⑧可以说，

以上因素是大同乐会得以顺利开展各类活

动的重要舆论和物质基础。

（二）上海独特的城市地位与业余丝竹

国乐活动繁盛的音乐环境

其一，上海作为西方音乐输入中国的

桥头堡与近代国际化大都市，大量的演出

场所，以及政治、商业、文化活动，为坐

落其中的大同乐会提供了丰富的艺术活动

空间。此外，得益于上海在近代工商业发

展进程中的重要地位，诸多民族资产阶级

中的重要人物也充当了大同乐会的赞助人；

诸多中产阶层业余国乐爱好者亦缴纳会费

加入大同乐会。大同乐会教授昆曲、舞蹈，

以及小提琴等西方音乐，以求“有价值之

国乐，以与世界音乐相见”，除了高水平的

丝竹乐师外，还吸引了戏剧家、舞蹈家欧

阳予倩和小提琴家罗曼丽等担任教员。

其二，上海繁盛的业余丝竹乐社及其

活动。据统计，自 20世纪初至 30年代，
上海市区、郊区有据可查的丝竹社团就多

达 200个。⑨这样的环境不止为大同乐会提

供了大批水准颇高的丝竹教员，如琵琶泰

斗汪昱亭、施颂伯、吴梦飞，洞箫及古筝

好手王巽之等；还为大同乐会招收学员提

供了较为良好的环境，如柳尧章、卫仲乐、

秦鹏章、许光毅、许如辉、程午加和金祖

礼等，都曾在大同乐会学习琵琶、古琴等

乐器，而后成为大同乐会的中坚力量。

正如程午加先生回忆道：“大同乐会就

是主要面向各单位的职工、银行职员、中

学教师、学生等，当然大多还是为有钱的

资产阶级服务。”⑩所以，上海独特的城市

地位与业余丝竹国乐活动繁盛的音乐社会，

为大同乐会提供了庞大的受众群体，也是

其音乐活动“精英化”特征得以实现的重

要前提。

可以看出，大同乐会在应对社会变革

“适应性”转变下，既进一步获得了维持运

转的基础保障，更重要的是，也使文人音

乐传统有机地融入了当时的上海社会生活。

四、对大同乐会与

郑觐文之关系的阐释

通过前述对于郑觐文与大同乐会之关

系相关三个问题的叙事与分析，可以发现：

郑觐文个人经历形成的社会地位及其“国

⑧ 郑体思《抗战前后的两个“大同乐会”（上）》，《乐

器》2012年第 9期，第 73页。

⑨ 李民雄《丝竹乐述略》，《中国民族民间器乐曲集

成·上海卷》（上），人民音乐出版社 1993年版，第 240页。

⑩ 同注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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