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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都知道，清华校歌的词作者是著

名的文史学家、时任清华学校国文教师

（后为国文系教授）汪鸾翔先生。第一次

刊登校歌的《清华周刊》以及后来的一些

清华出版物上公布的校歌词作者清楚地写

着他的名字，1925年他本人还在《清华周

刊》上发表过《清华中文校歌之真义》一

文，诠释了他创作这首校歌歌词的构思及

其所蕴含的意义。

对于清华校友和关心清华校史的人来

说，曲作者“何林一夫人”则是一个既熟

悉又陌生的名字。说熟悉，是因为大家都

知道，她就是广为传唱的清华校歌的曲作

者，也即清华学校英文文案处主任何林一

先生的夫人。说陌生，是因为除此之外，

她叫什么名字？除了“何林一夫人”这个

身份外，她还有哪些鲜为人知的经历？这

些情况，不用说校友，即使我们这些从事

清华校史工作的人一度也不清楚。

自2011年11月校史研究室接到学校相

清华校歌曲作者“何林一夫人”究竟是谁？
○刘惠莉（教）

关部门转来的何林一夫人亲属来信起，笔

者即开始对“何林一夫人”的生平资料进

行搜集。本文主要针对社会上流传的“何

林一夫人”的几种名字进行考辨。

一封来信引出的问题

坦率讲，如果没有“何林一夫人”亲

属的来信，我们对何林一夫人的认识可能

仅仅停留在校歌曲作者“张慧珍”这一层

面上，既没有意识到这是个错误说法，对

其生平经历也无更多的了解。

记得2011年11月的一天，清华大学校

史研究室收到了学校信息办转来的一封来

自张丽珍侄女张雪芳女士的邮件。她在信

中提出：网上广为流传的清华校歌曲作者

何林一夫人叫“张慧珍”的说法是错误

的，准确的名字应该为“张丽珍”，是她

的大姑妈，曾留学于美国亚磐令大学（欧

柏林音乐学院）。而“张慧（惠）珍”是

张丽珍的妹妹，毕业于上海沪江大学，是

一位医生。

该信引起了校史研究室的

高度重视。受所在单位委托，

笔者随即开始了对何林一夫

人本名的查证过程，同时对

社会上不同说法及其来源进

行了梳理。

归结起来，关于何林一夫

人的本名，当时社会上主要有

张丽真、张慧珍、张惠珍、张

蔼贞几种误说。

1925 年，张丽珍（前排左 4）与清华学生 APOLLO 社团

成员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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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张丽真”说

1964年4月15日，台湾新竹清华大学

出版的《清华校友通讯》（新8期，第18
页）刊登了清华1922级校友姚崧龄先生写

给编辑的信《清华中文校歌谁作的？》，

回忆了清华中文校歌来源，并对词作者汪

鸾翔先生作了简要介绍。文中他专门提

到校歌“由音乐教员某先生（已不记其姓

名）制谱”“究系何年何月正式公布，鄙

人已不复记忆”。信后的编者按，对其所

说的曲作者信息予以了纠正：“清华大

学校歌，就记忆向刊为‘何林一夫人作

曲’，查核六级（一九三四）年刊亦然。

欢迎校友介绍何林一夫人，以充实校史资

料。”

一年后，1965年4月29日出版的《清华

校友通讯》（新12期，第60页）刊登了一则

有关何林一夫人逝世的消息，文中写道：

清华大学校歌系何林一夫人作曲，至

何夫人为谁？甚少人知悉。兹承潘光迥25

学长见告，何林一先生为潘学长及王世圻21

校友之连襟，现居留美国。何林一夫人为

张丽真女士，与潘夫人郁真女士及王夫人

霭真女士（清华21津贴）为姊妹行。张丽

真女士已于一九五一年过世。此为珍贵之

校史资料，特亟刊载，并对潘学长致谢。

（作者注：引文中的上标数字为校友毕业

时间）

这则消息，应是台湾的清华校友们了

解到的最早关于校歌曲作者何林一夫人的

情况介绍。也是比较接近张丽珍本名的一

个说法，信息的提供者为何林一夫人的妹

夫、清华1925级校友潘光迥先生。

1981年台湾南京出版有限公司出版的

《学府纪闻 国立清华大学》一书中，由蔡

孝敏所撰《清华大学史略》一节，有对清

华校歌的介绍，也是采用了校歌由“何林一

夫人张丽真女士作曲”的说法，来源同上。

此后，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新竹清华

大学的校歌曲作者一栏均沿用“张丽真”

作曲一说。

此外，1987年上海音乐出版社出版的

《赵元任音乐作品全集》中所刊《清华大

学校歌》页，作者一栏印为“张丽真曲、

赵元任编合唱”。2005年商务印书馆出版

的《赵元任全集》（第11集）所印《清华

大学校歌》页，作者一栏印为“汪公岩

词、张丽真曲、赵元任编合唱”，在歌曲

最下面的编者注中，另作了“何林一夫人

张丽真（一作张慧珍）作曲”的说明。虽

然这两首校歌分别标有1927、1930年的时

间，但目前无法判断是当时赵元任手稿

上即有这些信息，还是为编者后来所加。

二、“张蔼贞”说

此说最早见于清华1923级校友陈植在

1986年写的《缅怀思成兄》（收入《梁思

成先生诞辰八十五周年纪念文集1901—
1986》，清华大学出版社，1986）一文，

其中提到何林一夫人：“思成兄……酷爱

音乐，与其弟思永及黄自等四五人向张蔼

贞女士（何林一夫人）学钢琴。”后来，

与梁思成、林徽因有关的一些传记作品多

引用这种说法。

三、“张惠珍”说

此说较早出现于清华1921级校友浦薛

凤先生在其回忆录《万里家山一梦中》一

书（台湾商务印书馆出版，1983；黄山书

社，2009年）。在书中，作者回忆了1928
年偕新婚妻子重回母校执教时与师友交往

的细节，其中提到：“……从初期起，

佩玉时常来往者，有前辈王文显夫人施风

珠（作者注：应为史凤珠）师母，郑（桐



111

史料一页

2024年（冬）

荪）夫人曹纯如师母，何林一夫人张惠珍

师母及平辈李周丹凤……诸位。”

另见徐葆耕著《老校歌与清华传统》

一文（收入其《紫色清华》一书，民族出

版社，2001），作者提到“汪鸾翔先生作

词、张惠珍女士谱曲的《清华校歌》，传

唱一时，堪称佳作。”

四、“张慧珍”说

这是目前社会上流传最广的一种说法。

1986年10月，清华大学校报《新清

华》开设专栏，开始连载校史编写组署

名、撰写的《清华园风物志》系列，具体

执笔者为校史编写组黄延复。在1988年6
月23日刊登的《老校歌》一文中，明确写

着校歌经“本校英文文案处主任何林一先

生的夫人（名张慧珍）配曲”，当时是以

括号的形式作为说明出现。1988年9月，

《清华风物志》结集由清华大学出版社出

版时，去掉了括号，成为正文的一部分。

2001年、2005年增订版的《清华风物志》

中校歌一节均写为经“本校英文文案处主

任何林一先生的夫人张慧珍女士配曲。”

2000年4月28日出版的《新清华》

“清华史苑”栏目，对清华大学的老校

歌、老校训作了专版介绍，在署名李轩所

写《清华大学老校歌歌词释义》一文及所

印歌曲中，均写明“张慧珍女士作曲”。

2001年清华大学90周年校庆前后出版的一

批校史论著，在介绍清华校歌时，都采用

了曲作者为“张慧珍”或“何林一夫人张

慧珍”的表述，如齐家莹编著《清华人

物》一书中《清华校歌及其作者汪鸾翔》

一文，清华大学校史研究室编的《清华大

学志》“大事记”相关条目等。2011年4
月，清华大学校史研究室编写出版的《清

华大学一百年》中校歌条目、百年校史展

校歌图片上亦如此。社会上涉及清华校歌

曲作者方面的文章及著作，多采此说。

何林一夫人本名叫张丽珍

尽管张雪芳女士为我们提供了何林一

夫人名叫张丽珍的正确说法以及一些相关

线索，为更有说服力起见，仍须从其他一

些材料中加以印证。

鉴于当时张慧珍先生（1916—2015）
已95岁高龄，身体欠佳，无法进行交流，

于是笔者先从校史资料入手进行查询。

因张丽珍不是学校的正式教员，作为

眷属，学校档案及内部出版的教职员名录

中均没有她的信息。通过进一步对其他零

散的、间接材料的梳理，终于查到“何林

一夫人（太太）”与“张丽珍”为同一人

的关联史料。

在清华学校编印的《清华一览》

（1925—1926年）中，《附津贴学生一览

表》津贴生“何张丽珍”一栏中，下面的通信

处写着“何林一太太，住北京清华学校”。

在1927年清华学校编印的《清华同学

录》所附《津贴学生同学录》里，“何张

丽珍”一栏下面的通信地址也写着“北京

清华学校何林一夫人”。

除以上清华校方编印的资料间接记录

外，笔者还找到了两份最直接的史料。

一份为1936年3月28日发表于上海

《申报》的记者黄寄萍对张丽珍的采

访——《上海女青年会会长张丽珍女士访

问纪》（此文还登载于《道南旬刊》第10
卷第20期，1936年8月20出版；并收录于

1937年联华出版社出版的《新女性讲话》

一书）一文。该文开篇即写道：“上海女

青年会会长金龙章夫人赴滇后，会务便由

张丽珍女士主持，这位张女士的大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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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觉得很陌生，所以只晓得她是何林一

夫人。”

另一份为上海图书馆所藏《张蟾芬

先生哀挽录》（铅印本，1936年9月）一

书所记。张蟾芬为张丽珍父亲，于1936年
4月16日去世。《哀挽录》系张丽珍家人

为纪念父亲所编，含遗像、葬礼等照片，

及墓志铭、哀启、诔文、挽诗、挽联、幛

额、唁电等内容。除由友人沈卫（曾为前

清进士出身、翰林院编修、陕西学政）所

写《上海张蟾芬先生墓志铭》对张蟾芬子

女情况有详细介绍外，张丽珍弟弟张石

麟、张仁麟落款的《哀启》一文也有如下

叙述：

鲍太夫人先后育不孝等子女七人，长
姊丽珍，适现任开滦售品处主任武进何林
一；二姊蓉珍；三即不孝石麟；四妹蔼珍
适现任经济委员会公路处主任闽侯王世
圻；六妹玉珍适现任铁道部主任秘书宝山
潘光迥⋯⋯继慈李太夫人来归，生不孝仁
麟，妹宝珍、慧珍、玲珍四人⋯⋯张仁麟
即为张雪芳父亲，与张慧珍均为张丽珍同
父异母的弟、妹。

综合以上材料，我们确定：清华校歌

的曲作者何林一夫人名为张丽珍。据此，

当时清华大学百年校史展览中关于校歌曲

作者已改为张丽珍，后来的校史出版物、

《清华大学章程》及现在的110年校史展

上校歌曲作者均为“张丽珍曲”。

2017年，台湾新竹清华大学图书馆的

洪素萱老师与笔者在交流清华校歌曲作者

问题的过程中，我们彼此分享了研究所

得。现在看到的新竹清华大学图书馆主持

的数位校史馆网站上，在“精神象征”栏

目关于“校歌”介绍后的注释中，也作了

曲作者为张丽珍的说明。

出现不同说法的原因

分析起来，之所以造成清华校歌曲作

者张丽珍本名会有多种说法，主要有以下

两种原因：

首先是民国时期的社会习俗所致。当

时大家对于成家后的女性，一般都尊称为

某某夫人或太太，很少直呼其名。老清华

时期也是这样。且不说张丽珍不是清华的

教师，名字不会出现在学校编印的教职员

名录中，即使像王文显夫人史凤珠被学校

聘为“名誉教员”，出现在《清华一览》

教职员名录中，她的“名字”一栏仍被印

为“王力山夫人”。所以，当时作为家属

的何林一夫人，尽管是师生们熟知的“编

外”音乐指导、校园音乐活动的热心参与

者，在《清华周刊》《清华年刊》等出版

物中也有一些相关的报道，但都没有提及

何林一夫人的本名，当时准确知道她名字

的清华师生应该不多。这无疑为日后校友

们的回忆增加了困难。

其次，校友们记忆有误所致。如上面

提到的“张丽真”一说，提供信息者为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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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大学民乐队始建于1924年，是清

华大学学生艺术团中的一支历史悠久、队

风优良、建制齐全、非艺术院校的大型

民族管弦乐队，2013年荣膺教育部颁发的

“北京市大学生艺术团民族管弦乐团”称

号。民乐队百年变革中，清华民乐人紧跟

时代脉搏，在学习专业理论知识的同时，

利用业余时间，不断学习和提高民乐演奏

技艺，在民族音乐熏陶和学生民乐团体建

设中不断提升自我修养，全面锻炼能力，

成为清华大学因材施教、全面发展的“三

支代表队”中最具特色的队伍之一。

翩翩佳少年，俊气欲无敌

20世纪70年代末至90年代中期，清华

大学民乐队，乃至其他代表队在全国高校

中都是比较稀少的存在。

清华大学1946年成立的音乐室，在很

我有青云志  何惧星汉遥
——1978 年以后的清华大学民乐队

○刘  沫（1997 级水利）

长时间里，在中国的非艺术类院校中都是

独一无二的。1948年，音乐室聘请西南联

大文学院毕业生王震寰来校担任教师，开

设民乐的理论型课堂教学并指导学生民乐

队，自此，王震寰老师在这个工作岗位上

耕耘了整整40年。“文革”结束后，当音

乐学院都还在渐渐恢复正常教学和工作的

时候，在音乐室的主持下，清华大学学生

民乐队1978年前后就已经复建了。在王震

寰老师的指导下，民乐队迅速恢复到了50
年代末、60年代初的规模。

1978年时，王震寰老师已经60岁了，

但是依然耐心慈祥，不但选拔新队员、教

授二胡演奏、指挥乐队，还非常关心队员

的生活，深受队员们的爱戴。王老师近视

达两千多度，带着中间有小孔的极厚的

镜片，每次民乐队外出演出时，队长都要

委派专门的队员来照顾王老师的安全，负

丽珍的妹夫，按理是一家人，不会记错。

但因潘光迥夫人名字由“张玉珍”后改名

为“张郁真”，妻姐张霭珍（校友王世

圻夫人）后改名为“张霭真”（又名张霭

贞）的缘故，他也将何林一夫人名字“张

丽珍”误记为“张丽真”。又如浦薛凤回忆

的“张惠珍”一说，显然也系记忆失误。

虽然未查到最先在《清华风物志》上

明确“张慧真”说的来源，推测同样应为

校友回忆而来。自20世纪50年代初起，清

华校友工作一度中断。1979年清华大学决

定恢复校庆纪念，校友工作也随之恢复，

海内外校友与母校的联系日益频繁。每逢

校庆日或校友们聚会时，唱校歌、回忆母

校时光成为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所以，

如果不是校友们的回忆，在20世纪80年
代，校史编写组的老师不太可能得到何林

一夫人为“张慧珍”这样一种说法的。另

外，张丽珍家庭姐妹众多且优秀，有一定

的知名度，也会导致校友们张冠李戴。如

以上所举“张蔼贞”“张慧珍”，并非与

张丽珍无关，而是她的两个妹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