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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胡的历史

高胡是广
一

东粤剧乐队中最主要的领奏乐器
。

相传它

是��世纪��年代中
，

由旅居上海的杰出广东音乐作曲

家
、

演奏家吕文成先生创造性地将二胡的丝质外弦换成

钢质的小提琴
�
弦

，

然后把定弦提高
。

为了克服因此而

产生的沙音
，

通过演奏时多次地摸索和实践
，

将胡琴筒

夹于演奏者的大腿两内侧之间
，

并通过控制大腿与胡琴

接触面的角度
、

面积和位置
，

起到调整音色和音量的效

果
。

为了彻底改善胡琴的音色
，

使胡琴的蒙皮拉得更紧
，

有更均匀的张力
，

吕文成把原来六角形的琴筒改制为圆

筒形
，

成了今日的高胡原形
。

这一系列革命性的变革成

功
，

造就了中国器乐的新品种一一广东高胡
。

����年我考入广东粤剧学校主科高胡和粤剧音乐
。

记得当时从老师傅手中接过来的胡琴还是用丝弦做琴弦

的
，

由于质地的缘故
，

拉断弦是经常有的事
。

而且高胡

的名称还未确定下来
，

称其为二胡
。

后来民族乐器厂生

产出真正的钢质高胡弦
，

我们用小提琴的 �
、
�
弦代替

二胡的内外弦应用在
“
二胡

”
�

，

厂
’

东高胡才不式确立

了自己的身份和名称
。

广东高胡音色通透亮丽
、

清脆悦耳
，

既柔美动听
，

又具有宏大的音量和不可抗拒的穿透力
。

同时它发音灵

敏
、

富有表现力
。

所以很快就在广东音乐
、

广东曲艺及

广东粤剧音乐伴奏等方面得到广泛的采用
，

并迅速取代

了粤剧乐队中原来由
“
二弦

”
�一种以竹筒做琴筒

，

筒

身比京胡大
，

声音近似京胡
，

但比京胡雄厚的弓弦类乐

器担任的
“
头架

”
�的领奏地位

。

经过几十年来高胡制

造者和演奏者的改造
、

借鉴
、

吸收和发展
，

广东高胡在

粤剧和粤曲音乐活动中
，

己经占有不可或缺的地位
。

粤剧演出是一门综合艺术
，

主要演员是表演戏曲的

核心
，

通过演员
、

伴奏乐队及后台各部门 �舞台美术
、

化妆
、

服装
、

道具
、

舞台监督等�的通力合作
，

才能成

功演出
。

下面就高胡的特性及它在
一

粤剧艺术中的作用
，

谈谈高胡在粤剧艺术中的艺术价值和地位
。

一
、

粤剧高胡的音域
、

音区
、

音色的作用

粤剧乐队中的高胡
，

一般定弦为 ��
、

��
。

在简

谱上通常用
“ ����厄��弦

”
来表示

。

为了方便记谱
，

习惯将音高比实际记低一个八度
。

它的常用音域可以从

��到
��

。

在乐队中
，

它奏高音声部
，

是高音部主奏

主旋律的乐器
。

由于它的音色优美
、

音量宏大
、

富有穿

透力
，

并且操纵灵活
，

所以十分适宜在粤剧乐队中担任
“
头架

”
�领奏 �

。

另外
，

粤剧高胡的伴奏手法十分灵活
，

个性很强
。

广东粤剧中的
一

胡高艺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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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高胡 与粤剧 乐 队的关系 供了较大的空间
，

就在这 ���或 灯�拍的乐队体止时

高胡在粤剧乐队中具有兼任乐队领奏者
一

的作用
。

在 间内
， �
台�胡

“
失架

”
可以通过

“
加花

”
穿插短旋律来引

粤剧音乐伴奏中的
“
起

、

承
、

转
、

合
、

托
、

顿
、

强弱
、

快 连上下句唱腔旋律
，

甚至在演��昌者开口唱之前引导演唱

慢
、

收
”

等艺术处理中
，

都是在高胡领奏者的各种明确 者开 口唱
，

引领唱腔和伴奏乐队顺利进行
。

不意下默契地完成
。

在
一

支高水平的乐队中
，

高胡领奏 五
、

高胡与剧情 的关系

者的艺术造诣往往起决定性的作用 在粤剧演奏中
，

通 作为舞台综合艺术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的粤剧乐

常先由打击乐器奏出 一个辣 �或长�的锣鼓点
，

给
“
头 队

，

必须面对因剧情需要制造各种音乐气氛的问题
。

山

架
”

把握演奏节奏速度的标准
， “
头架

”

接着独奏数护
‘

先 于高胡的音色优美悠扬
，

表现力丰富
，

在民族弦乐器中

锋指 ” 即在主乐句出来前加插的一个或几个所谓的
“
加 音域最高

，

所以常被用作独奏
。

营造优美的环境气氛
、

花
”
音符

。

行内人俗称为
“
先锋指

”
�

，

然后才引领整个 剧中人物的静默沉思
、

抒情的描述等场景的音乐衬托
，

乐队加入
。

往往都是通过
�
苛胡独奏奏出

。

某些特定的音响效果
，

更
一

般情况下
，

高胡只需按着锣鼓定下的节奏速度进 是非高胡莫属
。

如高胡通过特别的拉奏技巧模仿大自然

行下去便可以了
，

但如果锣鼓点没有掌握好适当的速度 的鸟鸣声
，

惟妙惟肖
，

几可乱真
。

赋予了模仿的艺术性

时
，

高胡领奏者就必须利用这有限的几个
“
先锋指

”
的 和音乐性

。

虽然刘天华先生的二胡曲
“
空山鸟语

”
中早

时值将速度调整到正确的范围内
，

这时
“
头架

”
就起到 有先例

，

但
，
高胡演奏家刘天一

、

余其伟用高胡拉奏的�
’ �

了最关键的作用
。

东音乐
“
鸟投林

” ，

证明了用高胡演奏的鸟鸣声比一胡

三
、

高胡与演 员 的艺术关系 演奏的鸟鸣声更为逼真和真实
。

高胡
“
头架

”
是乐队的指挥者

，

但在粤剧演奏中
，

刘天华的
“
空山鸟鸣

”
使用的是

“
旋律模仿

”
为主

却不具卞导地位
， ‘

自必须服从对戏曲表演进行伴奏的任 的表现手法
，

�“ 东音乐
“
鸟投林

”

却以
“
自然模仿

”
为

务
。

在粤剧演出中
，

它的职责是用音乐手段衬托演员的 主要的表现手法
，

两者各有千秋
。

但从真实感和 自然度

表演 高胡
“
头架

”

和演员的密切合作是演出顺利进行 来说
， “
鸟投林

”
就更胜

一

筹了
，

这正是戏剧演出所最

的关键
， “
头架

”

和演员之间应该在长期合作的基础上 需要的效果
。

增进
“
宾 �二

”

之间的艺术了解
“
头架

’

对演员行腔的特 六
、

高胡与演奏者 的关 系

点
、

表演时节奏快慢转换的尺度�行内俗称
“
寸度

”
�

、

演 高胡与演奏者的关系
，

是粤剧中的高胡艺术最重要

员的表演风格
、

情绪变化等特征的熟悉 而演员对
“
头 的因素之一

。

粤剧高胡的这一系列特性
，

向它的演奏者

架
”
伴奏风格的了解

、

对
“
头架

”

伴奏风格和方法的习 提出了很高的素质要求
�

惯和适应等
，

都是演出时能否默契配合和顺利进行的重 �一 �要求具有扎实的粤剧唱腔 音乐知识基础
，

熟

要保证
〔

悉粤剧各行当自����昌腔规律和特点
，

熟悉粤曲结构
，

甚至

四
、

高胡艺术 与粤剧 唱腔 的关系 懂得设计唱腔和 音乐
，

而不依赖乐谱
。

因为只有这样
，

粤剧唱腔的伴奏方法与其它地方戏曲的伴奏方法不 伴奏才能伴得活
，

伴得有神韵
，

伴得����
�
切

同
，

它除了小曲和特定唱腔部分与唱腔齐奏之外
，

基本 �二 �要熟背数量繁多的粤剧小曲
、

粤剧牌子和广

卜是采取分奏的伴奏形式
， “
行内人

”
习惯称之为

“
追 东音乐曲目

，

因为这些都是粤剧剧�
一

�中大量采用的音乐

伴法
”
但实际

�

卜粤剧的伴奏手法包含 了各种变形模拟 素材 粤剧的剧本往往只有文字和曲名
，

如果不熟悉曲

平法的复合运用
。

调
，

何谈伴奏 � 反之
，

熟能生巧
。

什么是
“
追伴法

”
呢 � 简言之

，

即乐队与演唱的 �三 �要有较强的高胡演奏技巧
、

扎实的基本功和

旋律儿 乎每句都小是同步齐奏的
，

而是由演唱者先唱出 优美的音色
。

曲牌的 ���或 ���拍的时值
，

再由乐队将唱出的儿个音 �四 �在深厚的粤����唱腔音乐知识和熟练的演奏技

符的时值压缩到适当的程度再全部奏出来
，

产生一种追 巧的基础上
，

要求高胡手必须具有 自信
、

冷静
、

敏捷
、

赶的效果
，

追伴巧妙地追上了唱腔旋律之后
，

就与演唱 果断的心理素质
，

担负起整个粤剧管弦乐队在戏剧演出

者同步地伴奏完余 卜的乐句
，

这就是粤剧伴奏最常用的 中的重担
。

“
追奏 �伴 �法

” 。

这种独特的伴奏手法
，

是粤剧音乐伴 高胡在粤剧中的作用
，

有如京剧中的
“
领弦

” ，

交

奏区别于其它地方戏曲伴奏的一大特点
。

由于
“
追奏 响乐队中的首席

。

在粤剧音乐中具有乐队首席
、

领奏者
、

�伴 �法
”
的使用

，

就给高胡
“
头架

”
领奏技巧的发挥提 乐队指挥者的地位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