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民族音乐家 吕文成诞生 ��周年

纪 念
一

轰亏 动
·

李毅刚

今年
，

是著名民族音乐家吕文成先生诞生八十五

周年
，
广东省文联

、

音协广东分会
、

广东民间音乐研

究室
、

广州市文联
、

广州市文艺研究室等五个单位
，

于十一月下旬在广州市联合举行一系列纪念活动
。

十一月二十二日
， “ 民族音乐家吕文成先生诞生八

十五周年纪念会
，

锡幕
，

广东省
、

广州市文艺界知名

人士及吕先生的生前友好李鹰航
、

周国勤
、

梁寒光
、

李门
、

杨奎章
、

刘夭一
、

郑达
、

吕坪
、

林韵
、
黎田

、

何浪萍
、

罗品超
、

郎摘玉
、

李少芳等二百多人参加大

会
。

中国音协副主席李凌同志专程从北京前来出席纪

念会
。

北京
、

上海
、

东北等地也有音乐界同志远道而

来出席纪念会
。

广东省委常委杨应彬
，

广东省顾问委员会副主任

杨康华
，
以及省委宣传部负责同志出席了纪念会

。

吕文成先生的谊子
、

香港粤乐名家冯华先生
，

香

港曲艺界人士黄明先生以及吕文成先生故乡中山县政

府
、

宣传文化部门负责人和吕先生的外甥参加了纪念

会
。

中国音协特地给纪念会发来了贺电
。

吕文成先生是广东省中山县人
，
生于一八九八年

三月十二 日
，

一九八一年八月廿二日逝世于香港
�

享

年八十三岁
。

是广
‘

东音乐著名的作曲家
、

演奏家
、

粤

曲出色的唱家
，

也是乐器革新家
。

一九�一年至一九三二年间
，

他随父旅居上海
。

童年
，

免费就读于上海广肇义学
，

四年毕业
�

后曾当

过铸冶金银首饰店徒工
。

他从小热爱音乐
，

在名家的

指点下
，

勤学苦练
，

自学成材
。

是一九一九年成立的
“
上海中华音乐会

”
的会员

，

并兼任该会和
“ 上海精武

体育会
” 以及

“
俭德储蓄会

”
粤乐组指导和演奏员

。

二

十年代
，

与陈铁生
、

甘时雨
、

钧‘ 仁
、

尹自重
、

何大

侄
、

司徒梦岩
、

杨祖永等人经常到
“
精武体育会

” 、

“ 上海中央大会堂
” 、 “

红光电影院 ” 、 “
广东大戏院

”
及

“
虹 口基督教青年会

”
等地排练

、

演出
�
为上海唱盘公

司灌制了一批粤乐和粤曲唱片
。

他演奏灌制的唱片
，

不胫而走
，

风行全国
。

上海装设无线电话室时
，

曾多

次邀请吕文成等人演奏粤乐和粤曲
，

成了上海无线电

话室的空前创作
。

吕文成在上海期间
，

常与梢武体育会的欧弦教授

小提琴家司徒梦岩合作演奏
。

在司徒的启迪下
，

他把

二胡的丝线外弦换为钢线
，

并采用了两腿相夹琴筒的

演奏方法
，

成功地制成了高胡
。

并运用了二
、

三把位

走指法和滑指法
，

丰富了表现力
，

使高胡成了广东音

乐和粤剧伴奏独具一格的主奏和独奏乐器
，

增添了演

奏形式
，

促进了广东音乐的发展
。

一九二六年 他参加了上海精武体育会组织的赴

北京
、

天津
、

武汉表演
。

除了体育舞蹈音乐伴奏和演

奏广东音乐外
，

还自弹自唱《燕子楼》 、 《潇湘琴怨》等
由他创腔的粤曲

。

嗓音清脆动听
，

引腔婉转自如
，

吐

字坚实清晰
，

独创一格
，

自成一家
，

哄动京津等地
，

饮誉艺坛
。

一九三二年
， “
一二八事件

”
发生后

，

他离开上海
，

到香港定居
。

到了香港不久
，

适遇一九三三年广东东

江大水灾
，

他积极参加由香港钟声慈善社主办的救灾

义演
，

受到各界的称赞
。
以后

，

与粤曲名家尹自重
、

何大俊
、

何浪萍 �前期为程岳威�等人长期合作
，

被

群众称之为
“ 四大天王，，�

吕先生居港期 间
，
为香港

“
新月

” 、 “
和声

” 、 “
歌

林
’

唱片公司聘为固定艺员
，
长期从事灌制广东音乐

，

粤曲唱片工作和乐曲创作
。

据
“
中国唱盘公司

” 、 “
大

中华
” 、 ‘·

新月
” 、 “

歌柱
” 、 “

和声
” 、 “
歌林

，， 、 “
高亭

” 、

“
百代

” 、 “
胜利

”
各唱片公司

，
以及我国解放后建立 的

“
中国唱片社

”
复制的由他演奏

、

演唱录制的唱片不完

全的统计
，

就有二百七十多片
。

由他创作的广东音乐
、

粤曲
、

小调和粤语方言歌

曲有两百多首
，

其中《平湖秋月》 、 《渔歌晚唱 》 、 《蕉石

鸣琴》 、 《银河会 》 、 《青梅竹马》 、
�懊狮 》 、 《歧山凤 》 、

《步步高》等一批乐曲
，

成为百听不厌
、

脍炙人 口
，

至

今流传不衰的优秀之作
。

一九七三年
，

吕先生七十三高龄
，

由于他对广东

音乐艺术的关心
，

还专程回稼了解情况
，

探亲访友
。

可借那时正是
“ 四人帮

，

横行之秋
，

广东音乐和粤曲被

列入禁区
，

我们无法聆听他的演出
，

失却一次交流和

学习的机会
。

吕先生致力于广东音乐
、

粤曲艺术的介绍
、

传播
、

革新和发展
，

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

在广东音乐史上写

下了可贵的篇章
，

留给祖国一份珍贵的民间遗产
。

李凌
、

杨康华
、

杨应彬同志相继在纪念会上讲了

话
，

他们赞扬吕文成先生的爱国主义精神和他在继承

和发展我国优秀民族音乐传统的贡献
，
希望音乐工作



纪念杰 出 东民族音乐家 吕文成

·

杨 愈

�

吕文成
，

广东中山县人 �����一�����
，

是幻�东

音乐刀著名作曲家
。

创作的作品有二百多首
，

其中以《酿
狮》 、 《齐破阵 》 、 《步步高》 、 《青梅竹马》 、 《银河会 》 、

《歧山风 》 、 《渔歌晚唱》 、 《平湖秋月》 、 《蕉石鸣琴》 、

《樱花落》等一批乐曲
，

流传国内外
、

脍炙人 口
，

是有

影响的优秀作品
。

曾先后在上海
、

香港为
“
新月��

“ 和

声
�、 “
歌林

� 、 “
中国唱盘公司

” 、 “
大中华

� 、 “
歌柱

� 、

“
高亭

” 、 “
百代

” 、 “
胜利

’

等唱片公司
，

以及解放 后的
“
中国唱片社

”
复制的由他亲自演奏

、

演唱录制的唱片

三百多种
。

特别是在国外侨胞中认为是联系祖国思念

家乡的乡音
。

成为百听不厌的音乐
。

吕文成除创作乐曲外
，
还是个著名的扬琴

、

二胡

演奏家
，

并改革了乐器性能
。

他在司徒梦岩的启发指

导下
，

采用了小提琴正线作为二胡外弦
，

把二胡琴杆

缩短
，

并采用了夹腿演奏的方法
，

成为高音二胡
，

现

称之为高胡
。
吕文成在演奏技巧上

，

运用了二
、

三把

位和滑指法
，

丰富了高胡的演奏性能
，

成为我国民族

器乐中一种独特的独奏乐器
。

一九二六年在广州演出

时曾轰动翎寸
，
吕文成被誉为

“
二胡博士

” 。

由于他那

高超的演奏技巧
，

在二
、

三十年代
，

北京
、

上海
、

广

州
、

香港等地享有盛誉
。

他不但演奏二胡
、

扬琴有高

明的技巧
，

且对演唱粤曲也有很深造诣
。

如锐燕子楼 》 、

《潇湘琴怨》 、 《潇湘夜雨 》 、 《离夫恨》等曲
，

当时报刊

评论他的演唱艺术是
�“调高响逸

，
雅韵欲流

，

使人聆

之
，

荡气回肠
” 。

他的唱腔自成一派
。

他精心创作的粤

曲唱腔
，

其中《燕子楼》中创作的“
梆子中板

”
及 《仕林

祭塔》的“
反二簧慢板

，

砚已成为粤曲专腔
，

乃学唱粤

曲必学的基本唱腔教材
。

他并曾与粤曲名家马师曾
、

白玉堂
、

薛觉先
、

桂名扬等合作演出过粤曲
。

他对粤

乐
、

粤曲的介绍
、

传播
，

对国外华侨深有影响
，

流传

甚广
。

吕文成于三岁时随父亲到上海
，

父亲是个穷手艺

工人
，

摆个银匠刁雌
，

为人修补银器糊 口
。
吕文成十

岁左右
，

免费就读于《广肇义学》 ，
四年中他用功勤读

，

课匆寸间开始他的音乐生活
。

由于家庭经济困难
，

还

当过上海
“
群贤商会

”
俱乐部粤乐队杂工

，

负责乐队排

脚寸乐器摆
、

收
、

管理等杂务
，

在排练空间
，

他便敲

打扬琴
、

拉奏二胡
，

偷学技艺
。

他弟弟杨汝成的扬琴
、

二胡
，

粤曲也是他教的
。
�后来曾灌了不少唱片�

、

吕

文成一家六口
，

二个姐姐
、

一个妹妹
、

兄弟二人
�

妹

妹很早去世
，

弟弟出世不久就送给杨姓人家
。

吕文成

的苦难家庭
，

往往有时吃不上饭
。

一九一九年吕文成

参加了当时上海有名的 《中华音乐会》 和 《精武体 育
会》 的音乐部

，

积极参加音乐活动
。

他当时在广东音

者为进一步发展广东音乐而努力
。

讲话提到
�

吕先生

在文章中常谆谆劝勉青年一代
“
记得自己是中华儿

女
” ，

这是语重心长
，

发人深省的
。
我们今夭纪念他

，

对我们响应党中央号召
，

开展爱国主义宣传教育
，

防

止和清除精神污染
�
对于加强省内外和省港澳文艺界

的团结及联系
�
对于促进民族民间音乐的繁荣和发展

，

有着积极的意义
。

纪念会上
，

广东省文联等主办单位向吕文成先生

的亲属赠送了礼品
，

由吕先生的谊子冯华接受
。

纪念会后
，

广东省
、

广州市专业文艺团体和业余

音乐工作者
，
分别在广州市文化公园中心台和南方剧

场
，
举行吕文成作品音乐会

�

共演出了四场
。

著名高

胡演奏家刘天一因年逾七十三高龄而息演三年了
，

今

次为纪念故友毅力登台演奏一曲《平湖秋月》
�

粤剧表

演艺术家红线女在准备出国演出的繁忙工作中
，

抽空

排练
，

演唱了吕文成先生的佳作 《平湖秋月》 、 《沉醉

东风护
，
�重新填词

，

名日价‘ 州锦 上添花加
。

当年广

东音乐的
“ 四大天王

”
之一

、

吕文成的故友何浪萍也领

奏一组清音演奏
，

表示炭姑交友的怀念
。

吕先生谊子冯

华先生也参加专场演出
。

广州文化公园中心台每晚均

有数以万讨
一

的观众在观看演出
，
并报以热烈的掌声

。

纪念活动中
，
还举办了《吕文成研究》学术讨论会

收到北京
、

上海和其他地区的论文三十篇
。

参加讨论

的学者有五十多人
。

其中著名音乐家李凌
、

著名作曲

家张棣昌
、

著名音乐理论家苏夏
、

杨愈
、

简其华等人

出席了讨论会
，
并作了发言

。

在所有论文和发言中
，

着重对吕先生的生平历史和艺术成就作了探讨
。

纪念活动还包括一项��吕文成生平图片展览妙
。

展

览陈列于广州文化公园立体玻璃橱窗
，
收集了吕文成

先生生平历史及艺术活动的珍贵图片近八十张
，

还陈

列了他生前用过的高胡
、

扬琴以及他的手稿等实物
。

使人能目睹这位民族音乐家不平凡的一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