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幸福时光 

贺思敏  博 1991 级  计算机系  萨克斯 

 

明年 2021 年是军乐队建队 105 周年。我是 1986 年考入计算机系，一直读到 1997 年博士毕业，其

间 1991 到 1995 我在军乐队吹中音萨克斯。离开军乐队已经 1/4 世纪了，我一直想写点什么，向军乐队

表示谢意。再不写，可能既想不起事，又抬不起笔了。我一页一页翻阅着军乐队百年纪念文集，思绪一年

一年倒回到从前。 

我从小喜欢音乐，却一直没条件深度体验。父亲一生都埋怨母亲，说年轻时想买一架二手手风琴都没

获支持，可想而知我更是啥都乐器没有。我家门口就是我后来就读的中学，所以小时候我常去校园里溜达，

在操场上看红旗招展、鼓乐喧天地反击右倾翻案风，在窗外看教室里一班学生在拉小提琴，在街道上看军

乐队从家门前昂首走过，这一切距离我如此之近又如此之远。改革开放之后，就再也看不到这些文艺景象

了，学校开始狠抓升学率，记得小学三年级我视力还是 1.5，小学五年级视力就剩 0.1 了，中学六年也没有

什么业余社团活动，时代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学校里能正常上音乐课就不错了，课间偶尔会放一

点音乐，印象比较深的是《溜冰圆舞曲》。后来有了录音机，在家里能听到世界名曲，印象比较深的是小夜

曲、圆舞曲，还有那首《钟表店》。 

进入清华读大学后，时代惯性使然，我参加班级、党团的“主流”活动多，而对文艺社团的“非主流”

活动则完全没有概念，也没有老师、学长主动召唤我。我刚刚查阅了历届军乐队员名单，发现计算机系 1986

之前每一级至多只有一个军乐队员。观察周边同学，感觉多数可能过得比我还单调。 

我得庆幸，因为读博士，我有缘再次迈进清华园，从而开始了新生活——我加入了军乐队。具体的契

机我已记不清楚，但肯定是自己蓄谋已久、主动上门的。先参加了军乐队的室外招新面试，记得是我们系

比我低两级的军乐队著名号手陆松涛、英俊的军乐队队长陈鹰给了我很大支持，把我送到朱汉城老师面前，

而朱老师对我很客气，略加考察就把我招进来了。他问我想学什么乐器，我说小号。他认为我的嘴唇厚，

吹小号太累，但也提及许多美国黑人小号演奏家嘴唇也厚。于是我改学萨克斯——因为周边几个同学都想

学萨克斯，大家相对熟悉这个时髦的乐器，而我也不太知道其他乐器。其实我并不是太喜欢“油腔滑调”

的萨克斯，还是更喜欢明快、激越的小号，时至今日依然如此。不过萨克斯的确更容易吹响，小号太难吹

了——听老师的话没错。 

入队以后成为新学员，就开始跟随老师上一对一的小课。我的指导老师是穆礼弟老师。穆老师真人不

露相，他曾是解放军军乐团首席单簧管，迎接过尼克松，送别过毛周朱，指导我实在是大材小用。这也是

我特别感谢军乐队的地方：我可以说，清华是我凭本事考进来的，但是能跟随穆老师学习则完全仰仗军乐

队。每周一次课，印象比较深的练习曲有早先的贝多芬《小步舞曲》，还有 后的《牧羊姑娘》。记得当时

曾萌生这样的念头：学吹号要比读博士重要多了，我愿意这样一直吹下去。 

当时萨克斯没有系统的教材，图书馆也没有，发到手里的是一本音乐室 1983 年 10 月编写的 30 页油

印曲谱《沙克管教程(初级)》（我没写错，就是“沙克管”），没有文字说明，连指法都没有讲。后来我在海

淀图书城发现了萨克管演奏大师波尔博柔迪和他的导师编写的教程《萨克管演奏艺术》和《萨克管演奏曲

集》，极为兴奋，买到之后边骑车边不时检查包里的书，生怕放置不慎折了书页，结果与自行车道逆行的一



位骑车者相撞。人没事儿，但是车子被撞得有点歪了，幸亏不是撞了汽车，否则今天怕是没机会写回忆了。

我刚刚重新翻开这本书，扉页写着：“1992.8.5，海淀图书城，遭车祸，谨记！” 

 

新学员半年亦或一年后有一次考试。考场简直是一个说相声的现场，且比相声精彩多了，因为演员不

用说话，观众就笑声一片了。特别是听学员吹小号，在其声嘶力竭之中特别揪心他一口气上不来背过气去。

我演奏的曲子选自波尔博柔迪的曲集，法国作曲家玛里原创的《五十》，好像法语音译也叫《拉西昆泰》。

我自己在宿舍楼练习过一段时间，考前一周天天练，生怕考不过。记得考完试周乃森先生在总结中表扬了

我，好像是因为我多少注意到了强弱差异。还记得现场我也手忙脚乱，生怕不小心碰坏了膜片，所以一直

拿嘴叼着吹嘴儿，手里去倒腾谱架、曲谱什么的，下面也是一片笑声。 

从学员队升入二队，就开始参加合练了。我记忆比较深的一次是寒假去京郊虎峪 200 号基地集训。首

次跟随朱老师排练，很兴奋。朱老师符合我对音乐家所有的想象。校园里看到的朱老师常常身穿长呢大衣，

头戴一顶贝雷帽，一下子就与理工科的教授区别开了。1988 级队友李强对朱老师的回忆我觉得特别准确：

“他给了我一个很灿烂的微笑，让我寒冬腊月的心里感觉到了一种春天般的温暖。”记得排练《玫瑰狂欢节

序曲》，这是一首优美而难度不太大的曲子，有个晚上在舞台上听我们木管声部合奏，那真是太美了，音乐

的确带我们进入另外一个世界。还记得另一个晚上排练《自新大陆》， 著名的那段旋律恰好是萨克斯主奏，

我正吹得起劲，突然听到朱老师说了句什么，我赶紧停下，乐队也跟着停了下来。朱老师问：“吹得好好的，

怎么就停下来了？”我一打探，原来刚才朱老师是在表扬我——唉，我怎么那么不自信呢！ 

高潮的记忆就是参加 1993 年 7 月下旬在天津举办的首届全国大学生吹奏乐比赛。机缘巧合，我和

部分二队队员被选中与一队队员一起参加集训和比赛。那一次排练了三个曲子，《北京喜讯到边寨》《玫瑰

狂欢节序曲》《轻骑兵序曲》。其中《轻骑兵序曲》 难，我记得萨克斯参与演奏了方块 2 一段快板(Allegro)，



应该是全曲节奏 快的一段旋律，单簧管负责主旋律，萨克斯负责打拍子，每次排练都要重点练习，现在

想起来都紧张。天津比赛如愿获得了冠军，这应该是军乐队第一个全国性比赛的荣誉，以前获奖多是在北

京地区。朱老师获得了 佳指挥奖，那年好像正好四十岁。当时听朱老师讲，说有的专业指挥夸我们的《北

京喜讯到边寨》演奏得像是专业团队所为。《轻骑兵序曲》也非常出彩，记得比赛第二天节目录像，本来每

个团队只演奏一个曲子，但是特别请清华军乐队加演《轻骑兵序曲》。 

除了团队比赛，还有个人比赛，陆松涛的小号获得了第二名。他选择的曲目是《音乐会练习曲》，可能

是为了展示技巧，但是稍感曲高和寡；如果演奏他拿手的《西班牙斗牛士》，我猜测名次也不差，现场反响

一定会很疯狂——台下坐满了正值妙龄的男女大学生。第一名是来自北方交大的长笛手，选择的曲目是《法

兰多尔》，据说当年也是报考清华的特长生候选，但是因为谈恋爱没考上清华。队里长笛特长生于源有些郁

闷，他发现《法兰多尔》里面 难的一段没有吹，早知如此他也登台参赛了。 

天津比赛时，我入队才两年，但是可能因为这一次经历太亮眼了，之后我的记忆就很淡了。印象中排

练过《Heal the World》《阿尔维莫序曲》；保存的 1994 年 5 月 13 日军乐队的《学年音乐会》节目单，

在演员名单里还有我的名字；记得在蒙民伟楼也做过单练、合排，看《军乐队大事记》那应该是 1995 年。

我应该是 1995 年随 1990 级队员退队，简短的仪式是在蒙民伟楼排练室，我还发表了感想，主题就是今

天这篇回忆的主题：在军乐队的日子是我在清华的幸福时光。 

关于幸福时光，我想讲一个故事。1993 年夏天的天津比赛结束后，我隔壁宿舍一位环境系博士生非要

“逼”着我去学游泳。我和他都是清华本科毕业、1991 年开始读博士，所以他在楼里听过我两年的萨克斯

练习，使他倍觉自己在清华的日子实在过得单调，决心要做点改变，于是 1993 年夏季他就去学了游泳，

考取了深水证。他学会游泳之后，简直欣喜若狂，他非要把他的喜悦传递给我，于是千方百计地劝说我也

去学游泳。我好像是被逼无奈，就也去报名学游泳，记得那是 1993 年 9 月初，当年 后一期深水训练班。

应当说，我对学游泳还是有点怵头的，当时在学员中我算是年纪大的老人了（时年不到 25 岁），十天的训

练班，别人早就学会换气了，我是第七天才学会换气，属于比较晚的一个。之后我考取了深水证，一直游

到毕业，游到现在。毕业至今二十多年，我回忆在清华的幸福时光只想起两件事，第一是军乐队，第二是

游泳，而游泳也是缘起军乐队。 

我在清华十一年，从 18 岁到 29 岁，正值青春年华，为什么对幸福时光的回忆只限于这两件事呢？我

在校期间也获得过校级奖学金，多门考试也得过 100 分，博士论文后来做得也不错，但是我总是很难把这

些与幸福感联系起来。当然，竞赛胜过对手，论文取得突破，也不能说绝对没有幸福感，但是这和参加军

乐队的幸福感很不一样。我比较肯定的一点是，清华学生缺乏幸福感，并非个别现象。听乐队同学讲，系

里有的同学各门功课都很好，但是没有一门课喜欢，反倒很羡慕军乐队员有个爱好。环境系我那位邻居同

学也如此，他学习很不错，但就是觉得过得不快乐。名校学生缺乏幸福感具有一定普遍性，中外皆然，据

说麻省理工、哈佛大学的学生幸福感指数就很低，我想清华大学的学生幸福感指数也不会高。我觉得清华

的老师们幸福感指数也不会高，不过音乐室的老师除外。 

我在军乐队为什么感到幸福呢？我一时也说不太好。小时候很喜欢、 终心想事成是个原因，不过更

重要的原因是我没有功利心、胜负感了。自己既非科班，又非特招，参加乐队既无心胜过别人，也不是太

在意丢脸——不必事事争先，这对一个长期处于竞争赛道上的人来讲，是一种极大的解脱。赛道上的选手，



无论是领先者还是落后者，始终都压力巨大，而且科研这条赛道没有终点，意味着你必须不停地奔跑，无

法停歇。我记得在 200 号集训的合练现场，心中曾经感慨过：滥竽充数的感觉真好:-)。听队友常宝成讲，

队里曾经有个声部首席把 Solo 吹砸了，第二天都不敢坐首席、直接坐到后排了——首席之位看似风光，

其实并不好坐。如果音乐成为我的职业，天天想着突破、创新，大概就与我的科研生活没什么区别了。 

军乐队带给我的幸福感，还表现在我结识了那么多不同系、不同年级、不同特色的同学；如果没有军

乐队，即使在清华再呆十年也不可能认识这么多人。男生中我想起常宝成，他是热能系 1987 级学生，1992

年读博士，宿舍仅隔一个楼。宝成大学就加入军乐队，吹长号，读博士之后继续吹，是军乐队的资深队员，

和我一起参加了天津比赛。如果不是因为军乐队，即使他和我住一个楼也不会有多少交往。我常听宝成讲

军乐队的轶事，也交流对音乐、科研的看法。记得有一次谈起小夜曲，我说我觉得小夜曲中海顿的 好听，

怯怯地征求宝成的意见，宝成说他也同感，我因得到他这位资深者的共鸣而颇为高兴。还有一次谈起好像

是《读者》有篇讨论水变油的文章，我说我懒得看了、请告诉我是什么逻辑，宝成说，文章的意思是，牛

顿定律就那么铁板一块吗？我学会游泳之后，常和宝成约着一起去，特别是 1993 刚学会游泳那一年，我

记得和宝成一起游秋泳，一直游到北京深秋的 10 月 28 日，整个游泳池每一次也就三五个人。 

女生中我想起 1990 级电子系的虞慧臻、马晓雪、沙列维，她们也都参加了天津比赛。虞慧臻吹长笛，

后来她和我都选修了实分析，这是一门比较难的数学课，我是因为读博士才选修，她则是真热爱数学，我

博士论文有个数学定理还采用了她给出的一个更简洁的证明；后来她去北京大学读硕士、麻省理工读博士，

一路走下去，成为一个纯粹的应用数学家。马晓雪吹单簧管，她好像也选修了实分析，特别是她的乒乓球、

羽毛球打得都很不错，队员们很爱和她一起玩；可惜我和她好像只说过半句话——不是话不投机，而是没

有机会:-)。沙列维敲鼓，她从名字到相貌到衣装都像维吾尔族姑娘，其实她是汉族，名字则是她父亲取自

伊朗国王巴列维之名；天津比赛后集体去天津海滨浴场，据说她游得很远，我后来学会游泳后才理解，在

游泳池游泳与在海滨中游泳大不一样——海里有浪。 

军乐队不仅在军乐队员心里播种了幸福，还进一步通过队员们把这种幸福传播出去。看军乐队百年纪

念文集，可知 1962 级的老队友徐锡安在北方交大做领导时拉起了军乐团，2010 级小队友宋嘉勋在云南支

教时组织起 35 人的鼓号队，2010 级小队友冯洛苏在队里带了 11 个小徒弟。而我因为参加了军乐队，导

致我隔壁同学和我先后学会了游泳，而我当了老师之后，一时没有条件推广军乐，于是我要求我的学生毕

业前必须学会游泳。学校教育的影响在校园之外、毕业之后延伸，甚至代代相传。 

对于军乐队的发展，也有一点建议。小的方面讲，建议进一步丰富曲目，选用一些旋律优美的新曲目。

有人说西方音乐以和声见长，东方音乐以旋律见长，拉美音乐以节奏见长。考虑到我们的音乐基础，我觉

得旋律还是 令人印象深刻，太高深的音乐适于参加比赛，但不容易引发普通观众的共鸣和记忆。1947

级老队友何曾佑、王尚真在其回忆中也提到选曲的问题。2013 年军乐队以《华丽舞曲》获得大奖，我在网

上听了两遍，其难度的确比 1993 年获奖的《轻骑兵序曲》高得多，但是个人感觉其旋律远不及后者。我

听过《在中亚细亚草原上》《向德里纳河进军》，旋律非常优美，其中前一个是交响诗，各种管乐轮番独奏，

只是部分弦乐不知如何替代，而后一个本就是进行曲，很适合军乐队演奏。1953 级老队友芶荣隆在其回忆

中力荐《体育进行曲》，也可以尝试。周先生在队时，选用过一些俄罗斯乐曲，感觉旋律也很不错。此外，

1947 级老队友茅沅回忆说张肖虎先生极力提倡民族音乐，故而合唱团除西洋名曲外多演唱中国作曲家的作



品。我想张肖虎先生并非不知道西洋音乐的总体成就更高，但是音乐教育宜保持必要的多样性、民族性。

2013 年军乐队参赛时还演奏了规定曲目《康定情歌》，我想类似的中国作品应该还有很多，不必非等比赛

才选用。 

大的方面讲，首先是提高的问题，特长生和零基础生都需要再提高。对于特长生来讲，原本有很好的

基础，普通的大队训练可能对他们提高很有限，如果只有责任、没有提高，那就很难保持他们的兴趣和持

续的参与，也就很难保持大队的水平。除了组织小乐队等现有形式之外，可以鼓励、支持更多的特长生辅

修比如中央音乐学院的相应学位，其实这在文艺社团历史上也是有先例的。对于零基础的普通队员来讲，

也同样有一个提高的问题。2010 级小队友孟潇潇在其“一个普通老队友的自白”中有段话我很有同感：“说

来很是惭愧，即便四年下来，离开了校音器还是听不出自己的音准高低，气息还是不稳，音色还是不行，

被单听时还是吓得各种肝儿颤、各种冒汗，对于古典音乐还是听不出个所以然来。离开了军乐，我的生活

似乎就和管乐分开了…”我毕业之后，也没有再拿起萨克斯，并非买不起乐器，而是因为演奏、欣赏水平

的提高并非买一个高级萨克斯就可以解决，需要解决更深层次的问题。网络时代可以利用的音乐教育资源

更加丰富，因此学员培训可以更加正规化、系统化。老队友芶荣隆建议选修视唱练耳课，也许有助于队员

提升水平和保持兴趣。 

1947 级的老队友黄昭度回忆说，早先清华农学院教授韩德章先生是“高水平的业余爱好者”，能听唱

片写总谱，其听力及乐理水平，虽专业音乐工作者不过如此。1959 级的老队友王其祥的回忆中提到张肖虎

先生说过：“我们军乐队先后出过三代音乐家，第一代有黄自、赵元任、应尚能；我和陆以循属于第二代；

第三代有茅沅、汪声裕等，可惜你们这一代没有出现过专门的音乐工作者。”我觉得，培养“专门的音乐工

作者”也许可遇不可求，但是培养“高水平的业余爱好者”还是可以探索的。1959 级的老队友姜华山提到

“清华 长的一门课”很有启发性，军乐教育可以成为 长的一门课，因为现在读硕士、读博士的同学越

来越多，他们要在清华呆上 7~10 年，只要能坚持，无论从头学什么都可以学到很高的水平，从零基础成

长为“高水平的业余爱好者”也完全有可能，老队友芶荣隆就是很好的实例。以“高水平的业余爱好者”

为核心，相信军乐队的水平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提高之外就是普及，让更多的清华人触摸音乐、实践音乐、创造音乐。不仅仅是体验管乐，还可以体

验弦乐、键盘乐。更为经济的是体验合唱、舞蹈。关键的一点是把音乐课从选修课提升到必修课，要考级、

要达标，逐步提升到与体育课并重的地位。这看似有客观条件限制，其实更多是主观认识不足。重视体育、

特别是重视体育的普及，是清华的好传统，为此还有相应的口号，但是对于音乐教育、艺术教育的重视则

远不如体育。记得有一次一位校领导视察军乐队，说“你们是清华的门面”，我听后心里感觉复杂。重视“面

子”可以理解，把“面子”做好也不容易，人力、财力都得跟得上，看看军乐队百年纪念文集可以更好地

理解这一点。但是总体上讲，现在“面子”问题已经解决，我们有条件、有必要去尝试解决“里子”问题，

即普遍提升清华人的音乐素养，进而普遍提升幸福感。 

在军乐队迈入新百年之际，祝愿军乐人：为祖国健康工作五十年，为自己幸福生活一辈子！ 

 

写于 2020-8-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