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幕
文艺随笔艺侮余波

关于粤乐的一些
“

活史料
”

—何晃谈吕文成及其他
� 余其伟

在我眼中的何晃先生
寒

可算是一位阅历颇丰且多才多

艺的人
。

何氏 ����年生于广东开平
，

他功岁左右
，

正值

杭日战争最后阶歇 参加了乡团自卫队少年哨组
，

与日寇

周旋
。

抗日战争胜利后
，
到香港同济中学读书

，
同时跟堂

兄学习理发手艺
。
后来又在

即
香港时报

”
当了几年记者

，

写

了不少采访文章
。

何氏对摄影特感兴趣
甲

周游世界各地时

便抓紧时机拍摄各种景象
，
多年来在报刊发表各种题祠的

摄影作品有百幅之多
。

其中 幅摄 于法国的以一对白鹤为

构图
，
题为 《双翼齐飞》 的作品曾荣获����年世界华裔摄

影人赛艺术奖
姐

‘

不过
，

何氏自认终归是牙动发型设计艺术情

有独钟
，

他的一个发型设计曾获�蛇公年世界发型大赛金棕

奖 �最高奖孤 何氏月前的衔头是法国�盯学院发型设计教

授
、

香港演艺界许多人如住剑辉
，
白雪仙

、
罗文等

，

均是

何氏发科屋的常客
。
在何氏家中

，

摆满了
一

桌用台湾竹孽

酸枝木自制的洞箫
，

音色还捷不错的雳 另
一
张用象牙镶制

的梧桐占琴
，
也是他亲手制作

，
工艺相当精笃象

、
闲时他弹

占攀
、

弄昆琶
、

拉胡琴
。

与吕文成先生有着多年的师徒情

缘
。

何兄先生少时踉堂兄边李边 �雀里发
，
店就开在香港庄

卜敦�兰阳号
。

吕文成遗孽晚演出完毕
，

必定背着高胡来理发

店打麻将
。

昌氏生性不贪大注
，

专吃
“
鸡糊

”
小注

，

稍获

小赢��氏便哈哈大笑
，

得意忘形
，

其性格爽朗善良
。

因吕

文成多吃
“
鸡乖故

”
便有

书
鸡叔

”
之称号

。

何晃那时年轻
，

经常在店中听昌文成拉高胡
，
逐渐着迷

，

提出要踉吕文成
“
学返两度

” ，

吕很爽快地答应他
� “
我教你学可以

，

但总

不能凭日头学
，

要买
一

把胡琴来
，

我才教你
。 ”
何大喜过

望
�

即用五块港兀买了一把椰胡
。

他们就这样成了师徒
。

何免汁意到吕文成在生活上的一些习惯
，

如专抽绿色盒装

的
沐
卜二炮台

”
牌香烟

、

极少穿西装
、

天热喜穿黑胶绸衫
、

人冷则穿西衣绒衫等等
。

署名吕文成作曲的 《平湖秋月令问世以来
，

以其优美

动听的旋律
，

流传甚广
。

掷门有一些学者研究出此曲跟江
�有小曲人有关系

，
甚至怀疑此曲是否为吕氏所作

。
何晃说

，

吕文成曾当面向何证实
，
成平湖秋月办不是我吕文成所作

，

只能算我吕文成根据江南小曲加花变奏而成
，

说是我吕文

成改编可以
。

何先生应该不会说谎
，
吕先生当然更不会说

谎
、

那么
， 《 ’

砰湖秋月》 的出现
，

也印证 了外因
一

位音乐
’

家说的
，

行乐足人民创作的
，

音乐家只不过是对其作加工

而 己
‘

世传 魂鸟投林》 一曲作者为易剑泉
。

有研究者认

为
，
在粤乐史上

，

一般的作曲家都有数首以上的佳作传世
，

吕文成就不用说了
。

其他如陈德矩有 《宝鸭穿莲》 、 《春
郊试马》

、

堪西江月》 ，� 。 二何大傻有 《孔雀开屏么 《花间
蝶》 一一陈文达有 《惊涛》

、 《狂欢》 · “ ‘ ·

丘鹤侍有 《娱乐

升平狄 艰相见欢》 、 《狮子滚球》 ……为何易氏只有 《鸟投
林》 一首传世�此曲是否易氏所作就产生了疑问

。

吕文成

就坚持说 寒鸟投林豁作者是钟桥生而不是易剑泉
，
这是吕

氏亲口对何晃说的
。

何先生说
，

很可惜当时没有得到吕文

成先生提供更多的有关 《鸟投林》 作曲者的材料，
此说可

留特后再证
，

又
，

熨鸟投褂 于上世纪加年代问世
，

相传初时奏此

曲者
，

均不能用高胡作鸟鸣之声
，

只是借装水陶鸟用人吹

奏当为鸟鸣
，
到了刘天一先生于��年代奏此曲

，

才独创高

胡奏鸟鸣之技
，

惟妙
�

准肖云云
。

这是相当流行的看法
。

而

何晃说
，

昌文成在��貂至 ��邪年间
，
常与徐柳仙

、

妙生
，

张勤仙等唱家在先施百货公司�原址在香港上环榔甫道中�

演唱演秦
。

吕奏 《鸟投林熟 用大力击奏碎弓
，

状描鸟儿活

泼鸣唱
，

然后一声长滑
，
表示鸟儿飞走了

、
最精彩的是昌

在奏出很多鸟儿在叽叽喳喳地欢闹时他竟将高胡从两腿夹

着当中突然吊空提起来演奏
，

效果更加强烈
，

是时听众就

大拍手掌
，

喝彩声四起
，
往往又习香高胡声盖过了

�

如此看

来
，
从五十年代起

，

或更早些
，
不但是刘天一

，

而且还有

吕文成
，

都以自己的不同手法
，

在高胡演奏创造出鸟鸣技

巧 〔我与何先生均感可惜的
，

是目前无法找到吕奏此曲的

唱片作印证�
。

何晃说自己一生最喜欢 带雨打芭蕉》 一曲
，

亦专门

跟吕文成学习此曲
，
一次

，
何问吕 《雨打芭蕉 》 是何

人所作 � 吕不加思索
，

脱口就答
� “
此曲就是你何氏家

族柳堂先生所作呀�
”
在今天的一些粤乐曲集中

，
嗜雨

打芭蕉》 均注明为 “
古曲，， ，

偶亦有署
“
佚名

、

好 二字

或
“
相传何柳堂曲

”
字样

。

研究者说
，

旧时乐人一般

都崇尚祖传古谱
，

对新谱往往不以为然
，
故有些作者为

了推广自己的新谱
，
故意不称此曲为新谱

，
却伪称此曲

为古谱
，
这样一来

，

大家便争相传奏
。

久而久之
，

很

多好曲便不知原作者为谁矣里大抵 《雨打芭蕉令亦属这
类情形吧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