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吕文成对广东音乐的

革新与贡献

袁静芳

二十世纪初
，
即从义和团失败 �����年�到辛亥

革命 �����年� 的十年
，

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

高潮
。
����年开始

，

它形成了一个强大的思想运动
，

即
“
新文化运动

” ， “
新文化运动

”
所打出的旗帜是

“
科

学
” 、 “
民主，’，并大声疾呼“

打倒孔家店气 这次伟大的

思想革命
，

仿佛要把中国这个巨人从沉睡 中惊醒
。

正

是在这个波润起伏的思想热浪里
，

广东音乐以它新的

姿态登上了历史舞台
。

广东音乐逐步形成的过程
，

就

是艺术上的不断探求革新的过程
。

严老烈等一批创建

广东音乐的先辈
，
继承发展了我国民族民间音乐文化

的优秀传统
，

通过他们的演奏和改编
，

创造出一批清

新明快
、

爽人耳目的作品
，
这些作品明显地表薄了对

民主
、

进步的热望和对个性解放的追求
。
继之以仃柳

堂
、

丘鹤涛
、

尹自重
、

何大傻等一批富于革新精神的

音乐家
，
使初薄头角的新兴地方乐种广东音乐更加充

满了活力
。

在这一批崛起的生力军中
，

吕文成首屈一

指
，
以他出众的音乐才能和智慧

，

成为广东音乐发展

中贡献卓绝的人物
，

使广东音乐在很短的时间内就以

独立的完整的艺术形式活跃于文艺舞台
，

并占据了不

少省内外听众的心
。

吕文成
，

广东中山县人
。
他以毕生精力从事于户

东音乐
、

粤剧
、 ·

曲艺的演奏
、

演唱和撰曲工作
。

他搜

长演奏高胡
、

洋琴
，

并创作了一百多首广东音乐乐曲
。

他对广东音乐发展的贡献主要表现在
�

—乐器和乐队组合的变革
二十年代

，
吕文成旅居上海

，

他受江南丝竹音乐

演奏的影响
，

在二胡的墓础上
，

把外弦原用的丝 弦改

为钢丝兹
，

定音提高四度
。

这样就派生出了一件崭新

的拉弦牟
柔美纯净

器高胡 �即粤胡�
。

高胡发音高亢明亮
，

音质
。

在乐器改革的基础上
，

并大幅度地改组了

早期广东音乐的乐队组合特点
。

把广东音乐原来应用

的
“ 五架头嗡制 �即用二弦

、

提琴
、
三 弦

、

月琴
、

横

箫五件乐器演奏�改为高胡
、

洋琴
、

秦琴三件乐器演

奏的
“ 三件头嗡制形式

，

为了适应高胡的音响
，

并相

应地使洋琴高音区的琴弦
，
由原来的铜丝弦改换为钢

丝弦
。
�这种

“ 三件头
”
的演奏形式在广州流传后

，
又加

入洞箫
、

椰胡两件乐器而被称呼为
“ 五件头

” �
。

使原

来以二弦主奏的硬 弓组合形式改为以高胡主奏的软弓

组合形式
。

他以其新颖的形式
、

优美的旋律
、 清新的

风格使听众为之欢呼
。
因此

，

改革一举成功
，

使广东

音乐的发展跨入到一个新的阶段
。

— 高胡演奏艺术的开创人
、

莫基人

改革发展了一件新的乐器
，
必然要伴随着演奏艺

术上突破
。

吕文减在高胡演奏上
，

为了控制高胡演奏

的音色
、

音�
，

特别是要把握里外弦音色上的协调
，

而采用了琴筒半夹于两腿间的演奏姿势
，
演奏时通过

两腿对琴筒共鸣夹放力度的控制
，

使音色刚柔
、

明暗

相济
，

获得独特的音响效果
。
吕文成在高胡演奏上突

玻江南丝竹音乐多用一个把位的习惯
，
而以多把位的

演奏使器乐作品旋律获得更宽阔的发展余地
。

在演奏

风格上
，
吕文成运 弓道劲有力

，

饱满洒脱
。

指法坚实

灵活
，

擅用按颇指法
。

特别是换把时大幅度的上下滑

音以及迥滑音的运用
，

表现出广东音乐早期高胡演奏

上的独特韵律
，
耐人寻味

。

享有盛誉的
“ 吕派嘴奏风

格确立了高胡在广东音乐中不可动摇的主奏地位
。

吕

文成通过他的演奏和作品
，

使他成为我国高胡演奏艺

术的开创人
、

莫墓人
。

— 多产的广东音乐作曲家

在吕文成的一百多首广东音乐作品中
，
以借景物抒

情怀的短小乐曲见长
。

这类作品表现了作者对生活中美

的向往和对艺术创作中新的追求
，

在创作手法上是传统

艺术写意手法的继承和发展
。

如《蕉石鸣琴》 《烛影摇
红》 《浪声梅影》 《平湖秋月分衣花

‘

�甸璞》 《月影寒梅刀《枉

鹃啼》 《寒潭映月》 等等
，
可称为这类作品中的佳品

。

另一类作品则是表现明快的情绪和富于积极的进取精

神
，
如 《步步高》 《下山虎》 《 岐山凤 》 《沉醉东风》 等

。

另

外
，
还有描写生活风俗性约作品《扒龙船 》 《二龙争珠，�

和反映民间传说的作品《银河会》 等
。

吕文成作品中的主要艺术待点是什么呢� 可以

说
，
没有高胡

，

就没有吕文成约旋律
。

吕文成的音乐

创作大多以高胡乐器性能作为旋律的思维特点
，

与旦

期广东音乐多以弹弦乐器性能为思维特点的旋律形成

鲜 明对比
，

丰富发展了广东音乐旋律类型
。

如
一

早期严老烈改编的《旱天雷》 《倒垂帘 》 《连环

扣 》 等乐曲
，

旋律的加花和上下高低八度跳进的频繁

应用
，

表现出洋琴的旋律个性
，

在乐曲活泼
、

明朗的

情绪之中
，

更富有跳动感
。

而吕文成的旋律起伏发展多依据高胡各把位的移

动特点
，
而造成旋律线波浪式的进行

。

如《平湖秋月》 ，

它以清新明媚
、

恬美流畅具有抒情性
、

歌唱性的旋律

进行
，
展现出迷人的诗的意境

。

吕文成除注意应用高胡里外弦和第一
、
二把位音

色
、

音高的特点来造成旋律的对比起伏外
。

在短小的

乐曲里
，

还巧妙地应用第二把明亮的音色和一定的紧

张度
，

来表现乐曲的高潮
。

吕文成虽然以一件新的乐器高胡取替了传统的硬

弓组合特点
，

并使旋律富于自己的个性
。

但在音乐创

作上可以看到吕文成的作品仍然是传统欣赏习惯
、

创



作手法
、

结构特点的继续和发展
。

首先
，

从整体上来看
，

其情绪
，

风格仍保留了广东

音乐早期明朗欢快
、

活泼顿挫的旋律特点
。

其次
，
在传统习用的创编手法上

，

在吕文成的作

品中亦多存有民间的色彩和痕迹
。

如旋律乐节
、

乐句

的重复
、

变奏手法
，

虽普遮地见于各地民间音乐之中
，

但广东音乐的旋律
，

该手法是应用得很频繁
、

很有特

点的
。
吕文成把握住了广东音乐旋律变化的这一手法

的奥妙
，

使乐曲获得完满的艺术效果
。

如《燕石鸣琴��，
以特定的节奏音型 妞二二二迄迄�述之

‘ �和核心

音调构成一个乐节
，

在乐曲中不断地反复出现
。

它不

仅使全曲旋律具有协同感
，
而且由于核心音调在反复

中的变化发展
，
使乐思获得展开

，

旋律如歌如迷
，
意

境安适宁静
。

这种手法在《渔歌晚唱���平湖秋月》等乐曲中亦屡

见不鲜
。

另外
，

在乐曲结构和调式应用特点上
，

基本上已

沿用了早期广东音乐的特点
。

特别是慢板旋律与快板

旋律的对比井置
，
正线与乙反线在调式上的对比色彩

等
。

如吕文成的《杜鹃啼痔乐曲与传统的乐曲 《 昭君

怨风双声恨》等均有明显的洲源承继关系
。

但是
，
吕文成作品中最突出的特点表现为对外来

因素的吸收
。

吕文成对外来因素的吸收所获得的积极

效果就是斌于广东音乐旋律以新的因素
， 《步步高》可

谓其中代表作品之一
。

该作品产生于开年代
，

它以明

快多变的节奏
，
流畅起伏的旋律

，

表现出积极向上的

精神气质
，

乐曲充满了青春的活力
。 《步步高》并不 简

单是吸收外来因素的产物
，
应该说他是在传统基础上

向外跨出了较大的一步
。

《步步高》的旋律特点
，

从节奏上来看
，

全曲性格

是活泼跳动的
，
但在布局和组织上使分割性的停顿与

联贯性的舒展的各种节奏型有机的街接起来
，

构成了

全曲旋律节奏有逻辑的对比展开
。

从旋律线上来看
，

高低音区色彩安排和旋律起伏

很有层次
，
乐曲一开始有如异峰突起

，
给人以振奋之

情
。

全曲以把位的连续运动造成旋律的两次起伏
，

把

乐曲推向高潮
。

在旋律的发展手法上
，
一方面应用了传统核心音

调反复
、

加花
、

扩展的惯用生法
，
以反复强调曲型性

的乐思
。

另一方面则是应用模进手法
，

赋子乐曲以新

的气质和情趣
。

《步步高》从总体上看
，
富有较多的外来因素

，

但

它仍然是一个吸收外来作曲技法使之与传统广东音乐

惯用手法的一个创造性的结合
。

全曲即感到新颖
，

并

富有积极的奋进情绪
，
又能给人以新鲜的充满着朝气

的艺术感染力
。

该曲不仅在当时广东乐坛上轰动一时
，

至今仍不为群众所忘
，

始终保持着他的艺术生命力
。

的道路上也并不总是成功的
，

也有创作上的欺笔
。

升

年代末至四十年弋 由于帝国主义文化的渗透侵蚀
，

广东音乐在城市文化生活中亦受到严重的污染
，

出现

了所谓
“
精神音乐伽商品化的倾向

。

当然
，

这首先是一

个社会问题
，
那就是旧社会政治上的腐致和对帝国主

义文化的妥协
。

同时
，
也反映出中国资产阶级民主主

义革命运动
，
由于其先天不足

，

后天失调
，

在思想文

化战线上
，
面对已经发展起来的强大的帝国主义思想

和根深蒂固的封建主义思想所结成的反动文化同盟
，

表现出其斗争的软弱性和不彻底性
。

当时中国社会的

发展现状
，

与帝国主义
、

资本主义
、

封建主义的旧文

化斗争的任务已历史地落到了无产阶级身上
。

但吕文成作为一个特定时期的历史人物
，

在现代

民族音乐发展历史上的功绩仍是不容忽视的
。

吕文成
二十至三十年代在乐器改革

、

演奏
、

创造
， ·

不仅促进

广东音乐发生重大变化
，

达到一个新的起点
，
而且丰

富扩展了我国现代拉弦乐的表现领域
，
深受群众喜爱

，

可誉为
“
岭南明珠

” 。

吕文成的艺术道路给予我们深刻的启迪在于
�

艺

术是在不断的斗争中
，

突破中求得生存和发展
。

没有

严老烈等先辈音乐家的革新发展
，

就没有广东音乐的

萌起
，
没有吕文成等一批优秀音乐家的创造精神也不

会有今天广东音乐的软弓组合
，

革新发展是历史在任

何领域中的一个必然的客观进程
。

但艺术的发展与社

会思想
、

生活是不可分割的
，

它们是一个完整的整体
。

正是在民主主义思想革命的高潮
，

在民主
、

进步
、

革

新的大旗下
，
造就了现代民族拉弦乐战线上 的一批勇

士
，

达到艺术上的一个高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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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社会和个人的种种原因
，
吕文成在艺术发展

��
·

中国音乐史家杨荫浏先生逝世

六届全国政协委员
、

中国文联全国委员会委

员
、

中国音乐家协会理事
、

中国音乐家协会民族

音乐委员会主任
、

中国艺术研究院顾问
、

研究员
、

中国音乐研究所原所长
、

著名中国音乐史学家
、

民族音乐家杨荫浏先生因病于二月二十五日在京

逝世
，

享年八�四岁
。

在杨荫浏先生病重期间
�

文化部副部长周巍峙
、

中国音乐家协会主席吕骥
、

副主席孙懊
、

中国艺术研究院副院长苏一萍
、

白

鹰等同志曾前往探望
。

杨荫浏先生的一生
，

是为中国音乐理论建设

奋斗的一生
。

解放后
，

他在党的领导下
，

坚持学

习马列主义
、

毛泽东思想
，
努力运用历史唯物主

义的基本观点来研究和解决中国音乐史和音乐学

方面的一些重大课题
�勒奋地做了大盆社会调查

，

写出了大批有价值的学术论文
� 写出了我国第一

部大型高水平的 《中国古代音乐史稿》 ，

这部巨

著
，

解决了一些现代音乐理论中盆要问题
，

为进

一步研究中国古代音乐理论和历史
，
莫定了坚实

的基础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