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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忘高胡艺术创始人
纪念粤乐大师 吕文成百年诞辰

陈 涛

高胡只有两根弦
，

妙韵生花意盎然
�

岭南三杰卢刘 吕
，

横断乐坛六十年
。

笔者诗中的卢刘 吕者
，

乃是指广东音乐的泰山

北斗卢家炽
、

刘天一和吕文成
。

提到吕文成
，

人们

很 自然就想到音色优美的高胡
，

想到风格独特的广

东音乐
。

吕文成不仅突破性地改革 了二胡这种乐

器
，

别出心裁创造了一整套独步南中的演奏风格
，

使广东小曲显耀出韵味无穷的地方色彩和悠扬悦耳

的迷人魅力
。

他同时还根据这种乐器的性能
，

谱写

了 《平湖秋月 》 、 《蕉石鸣琴 》 、 《步步高 》 和 《醒

狮 》 等数以百计的新作品
，

吸引了无数青年争相学

拉
，

一时间
，

琴声和鸣
，

人才辈出
。

高胡的迅速推

广
，

使粤剧传统棚面的混合音色产生质的变化
，

且

顿时感到群龙有首
，

使小曲的演奏水平和表现能力

都获得普遍提高而成为广东音乐和粤剧拍和的主奏

乐器
。

于是
，

舞台的演出
、

电台的直播
、

唱片的出

版
，

让 吕文成的名字家喻户晓
，

把广东音乐推向一

个鼎盛的时期
，

同时也掀起了一个空前繁荣的创作

热潮
。

可以这样说
，

不管广东音乐什么时候形成和

怎样形成
，

到 吕文成所创制的高音二胡成功
，

并由

他参与了演奏
，

广东音乐始登大雅之堂
，

逐步名扬

中外
。

所 以刘天一认为没有 吕文成就没有广东音

乐
，

卢家炽也认为没有高胡就没有广东音乐
。

高胡

的历史就是广东音乐的历史
。

吕文成 ����年出生于粤剧音乐之乡中山县一

个普通的农民家庭
。

幼时随父到上海谋生
。

他从小

爱好音乐
，

对音色柔润典雅
、

感情丰富而内在的二

胡情有独钟
。

本身的音乐天赋加上江南丝竹汪洋的

浸染及其后天的勤学苦练
，

年方二十已活跃于上海

乐坛
。

他那令人眩 目的扬琴独奏 《旱天雷 》 、 《倒

垂帘 》 和 《梅花三弄 》 等曲目
，

犹如大珠小珠落玉

盘
，
已 使 听众 击 节赞 赏

，

而 用二 胡来 拉 《小桃

红 》 、 《柳娘三醉 》 则亘具广东韵味
，

今 人陶醉
。

尤其是领奏广东最有代表性的小 曲 《双星恨 》 和

《昭君怨 》 时
，

如泣如诉
，

动人心魄
，

大有
“
一曲

未完皆掩泣
”
的情景

。

当时有关报章曾以
“
南中独

步
” 、 “

绕梁三 日
”
及

“
高山流水

” 、 “
闻者忘卧

”

等赞语喻其高超技艺
。

在上海从事西乐 的小提琴家司徒梦岩的启发

下
，

开始感 到小提琴 的 � 弦音色高贵
、

明亮悦

耳
，

拉到高把位时更加娇美迷人
，

于是灵机一动
，

把原来相当于小提琴 �� ��� �定弦的苏州二胡提

高四度定为 �� 线
，

为了避免断线
，

又用 �� 号杨琴

钢线取代二胡的丝质外弦
。

这是一个具有独创性的

想法
，

可惜试奏起来虽然音量颇大
，

但音色粗硬而

带沙哑
，

把琴马移动到哪个位置都不理想
，

用棉花

或草纸往琴马下端塞
，

也不成功
。

经过多方试验
，

正在恨无彩凤双飞翼之际
，

忽一 日
，

心有灵犀
，

索

性用两腿夹住来拉
，

果然奇迹发生了
，

不但沙音驱

除
，

音色娇美而浓厚
，

高音区竟象小提琴那样清脆

明亮
，

两腿可松可紧
，

共鸣箱可深可浅
，

既能控制

音色
，

也能控制音量
，

真是
“
拈花 回眸乐艺成

”

也
。

不久还逐步发现高胡与杨琴的乐音齐发和鸣

时
，

简直是象钢琴与小提琴一样
，

水乳交融
，

顿添

光彩
。

这种华滋润泽的混合音色
，

格外动听
。

更微

妙的是右腿的温热与蛇皮须臾接触
，

其纤维好象得

到暖流的疏通似的
，

发音更有光彩而越拉越纯
。

好

比
“
投石冲破水底天

” � 吕氏欢喜若狂
。

当晚在台

上试奏一曲 《鸟投林 》 ，

并在高把位处模仿鸟叫

时
，

掌声四起
，

有人欢呼
“
妙不可言

” 。

从此
，

易

剑泉的 《鸟投林 》 和吕文成的名字永远缘系在一起

而身价百倍
。

广东音乐之所以有妙韵生花
、

意趣盎然之感
，

主要是由于 吕文成在高胡演奏上的风格独特
。

构成

这种独特风格
，

归纳起来不外乎只有三个要素—
衬音

、

滑音和花音
。

由于刘天一和卢家炽经常把 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