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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胡演奏技法的继承与衍变研究
———基于吕文成、刘天一、余其伟三位演奏家的作品分析
屠金梅 王梦 广州大学音乐舞蹈学院

摘要：自吕文成创制高胡以来，高胡演奏名家辈出，高胡演奏技法不断丰富，一方面，高胡演奏家们在演奏技法

上对同一乐曲的“精雕细琢”和在创作上对“中西合璧”的肯定；另一方面，高胡的演奏家们在学习借用其他弓

弦乐器演奏技法的同时，亦在不断推动高胡演奏之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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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研究》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纵观高胡的产生和发展历程，距今已将近 100 年。
20 世纪 20-30 年代是高胡的萌芽期，主要代表人物有
吕文成、尹自重、何大傻、陈文达、陈德钜等。 吕文成被
称为“二胡博士”，他是高胡的改革者和高胡艺术的开
山鼻祖。

20 世纪 40-60 年代是高胡的发展期，也是广东音
乐创作和演奏的高峰期。 这个时期的主要代表人物是
刘天一、朱海、黄锦培、苏文炳等。高胡演奏家刘天一的
主要代表作品是《春到田间》（林韵曲）、《春郊试马》（陈
德钜曲）、《鱼游春水》（刘天一曲）和《月圆曲》（黄锦培
曲），四首作品简称“三春一月”[1]，通过演奏这些作品，
高胡演奏技法大幅度提升。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是高胡发展的高峰期， 这一
时期的主要代表人物是余其伟。 他是集古今演奏大成
者，由于善于吸收传统演奏技法中的优秀元素，并在其
基础上添加新的演奏技巧， 音乐界评论余其伟的演奏
“富于诗意的幻想与哲理的深沉， 境界优美而高远”[2]，
“开拓了中国高胡艺术的新格局”[3]。

一、高胡演奏技术风格继承分析
从高胡演奏技术风格历史进程来看， 它可以分为

三个时期，这三个时期的主要演奏家是吕文成、刘天一
和余其伟，他们在演奏风格上都较重“承”、重“技”、重
“韵”。 由于吕文成、刘天一、余其伟三位演奏家因所处

的年代、教育背景、个人性格等因素的制约，三位演奏
家在演奏大家耳熟能详的作品《步步高》《鸟投林》《春
到田间》《平湖秋月》等作品时，演奏技术风格略有差
异。

（一）吕文成借鉴二胡、小提琴演奏技法
吕文成出生于平民阶层， 是广东音乐最卓越的作

曲家和演奏家，也是广东曲艺、粤曲的出色演唱家和革
新家， 吕文成在广东音乐发展史上是一位承前启后式
的人物，故称“广东音乐巨匠”。

1925 年左右，吕文成效仿上海的江南丝竹艺人演
奏，将二胡的外弦换成金属弦，又经过一定改制，至此
在广东音乐的乐器组合中开始有了高胡这件乐器。 广
东音乐作品《鸟投林》描述了夕阳西下、百鸟归巢的动
人景象。在曲式结构上主要分为三小段，乐曲一开始旋
律恬静，表现幽静的森林暮色，中间部分加入鸟鸣声，
华彩段出现， 顿时就可以让我们脑海联想到百鸟归林
的景象， 然后又借鉴小提琴高把位滑音技巧将乐曲推
向高潮。

谱例 1：《鸟投林》第 1-16 小节[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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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鸟投林》结束部分，夜幕降临，森林寂静，鸟儿应
已入睡，突然传出一声鸟鸣，表现还有一只小鸟没有入
睡之场景。《鸟投林》在创作手法和改编上加入了和声、
配器。 乐曲在开头部分穿插使用了揉弦、滑指，通过揉
弦、滑指来切入乐曲主题，揉弦、滑指的演奏技巧最早
使于小提琴， 后来吕文成将小提琴中的大揉弦滑指演
奏技巧添加于高胡演奏技巧当中。 大揉弦滑指是指在
演奏中腕子保持平直，用臂急速的前后抖动（一般是小
二度或大二度，正如《鸟投林》中第一小节和第二小节
的 sol-la）的揉弦换把，模仿丝弦板胡带上指套快速压
弦的效果，风味独具。细节决定味道，味道决定优劣，于
细微处见功夫，索然无味的当然不如味道十足的好听。
《鸟投林》中间部分连续快滑，鸟鸣含于像与不像间，凸
显大自然之美， 滑指的运用使乐曲在演奏中充满奇异
感。

吕文成演奏的《鸟投林》与刘天华创作的二胡独奏
曲《空山鸟语》都是以鸟来抒情，从侧面反映演奏者的
心情。《空山鸟语》比《鸟投林》问世早十几年，广东音乐
《鸟投林》中间部分鸟鸣的演绎每个人的演奏方式与众
不同，下面以作品《鸟投林》为例对比分析吕文成、刘天
一、余其伟的演奏技术风格。

谱例 2：《鸟投林》第 27-36 小节[5]

《鸟投林》这首乐曲短小精炼，形式上较单一。“吕
文成在演奏技巧上比较注重弓法和指法。 具体的阐
述 即 在 弓 法 上，多 使 用 跳 跃 的 短 弓；指 法 上，走 指 有
力，喜 欢 使 用 高 音；在 演 奏 方 式 上，多 以 活 泼 跳 跃 为
主，最灵活最夸张。 在演奏风格上是借鉴西方音乐元
素进行创作，利用了传统与现代相结合的辩证美学风
格”[6]。

（二）刘天一开拓高胡的把位
刘天一出生于侨工家庭， 原名刘厚吉， 学名刘善

庶，后改艺名为刘天一。 1933 年，刘天一与俄籍钢琴家
夏里柯合作演出高胡， 用钢琴伴奏 《旱天雷》《饿马摇
铃》《雨打芭蕉》，受到广泛好评。

刘天一在运用加花、滑指、颤音等传统演奏技巧的
同时，大胆吸收小提琴的演奏技法，开拓高胡的使用音
域，丰富高胡的表现力。 他的乐风平实，深刻、隽永、独
特，其韵味浓郁、音色甜美。刘天一在演奏《鸟投林》时，
与吕文成如出一辙，还是以活泼、明快为主，却又在其
基础上添加了自己的演奏特色， 在倾向于活泼的同时
又不失于轻飘，倾向于明快的同时又不失火热，他对乐
曲的再创作很符合粤曲意境。

谱例 3：《鸟投林》第 75-85 小节[7]

（三）余其伟丰富高胡的弓法

余其伟曾师从于刘天一、黄日进、朱海等高胡演奏

名家，又师从赵宋光、冯明洋学习音乐理论。 1982 年，
他凭高胡独奏《鸟投林》获首届中国金唱片奖。 他演奏

的《鸟投林》活泼灵动、明快秀丽，与刘天一的演奏风格

可谓是相得益彰，演奏融情于景，情景交融。他是“第二

届羊城音乐花会”高胡比赛一等奖获得者，开拓了高胡

演奏技法和表现力的新天地， 超出了老一辈高胡演奏

家，是继吕文成、刘天一之后广东音乐高胡的第三代演

奏家。
余其伟作为杰出的高胡演奏家和当代广东音乐的

代表人物，他不仅有着精湛的演奏技艺，深厚的传统音

乐积淀，更重要的是他有着宽广的知识结构，对中国艺

术意境创造的道与技、 实与虚等一系列审美范畴的精

研和对艺术人生的感悟，使他的演奏既有激情四射、大

起大落的张力，更有细腻的层次变化，深邃的内涵意蕴

和妙味神韵、悠远空灵的审美情趣。
二、高胡演奏技术衍变分析

如果说吕文成是高胡的首创者， 那么刘天一就是

当之无愧的开拓者，余其伟就是高胡的革新者。下面以

《步步高》《春到田间》《平湖秋月》为例进行分析。
（一）《步步高》———重“乐思”
20 世纪 20-40 年代，吕文成将高胡用于粤剧伴奏

的“头架”，同时这个乐器也成为广东音乐的主奏乐器。
且写下了一首至今广为流传的《步步高》。 该曲在演奏

风格上属于“轻音乐”的范畴。 因此，吕文成又被称为

“中国民族轻音乐的先驱”[8]。 “从吕氏创作的风格整体

来看，都是生活情趣浓烈，节奏活泼跳跃的，选题也多

为平常的自然景致和生活场景”[9]。
乐曲《步步高》描绘节日喜庆的气氛，从侧面反衬

出广东地区的市民情怀， 是一首颇有 特色的广东音

乐。 《步步高》的显著特点为轻快积极、层次分明、奋发

向上。 在乐曲的创作手法上，不同程度地借鉴了西方

的音乐技法，中西合璧。 这首乐曲的第 1-2 小节，从低

音 sol 到高音 sol，共两个八度，音域跨度较大。 “这首

曲子作的时间是稍后于《平湖秋月》，从演奏技巧和作

曲技巧上都有了新的发展，曲式比较自由，摆脱 了传

统的民间曲体，它也不因袭西洋的对 答句，分段体的

曲体，而是自创一格，运用以围绕中心音的转接方式来

完成”[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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谱例 4：《步步高》第 1-14 小节[11]

三位高胡演奏家在高胡演奏 技术上都进 行了革
新。吕文成在演奏《步步高》的过程中，讲究音乐内在的
连续性，注重旋律上下起伏的推动以及重音处理等。在
演奏上，使用“走指”与“加花”相结合的演奏技巧，符合
有“玻璃音乐”之称的广东音乐。前人研究有陈德钜、黄
锦培说吕文成的作品与演奏“喜欢用高音，曲调热闹非
常，花团锦簇”[12]。

（二）《春到田间》———重“神韵”
刘天一比吕文成小 12 岁，他的主要贡献就是大胆

吸收了小提琴的演奏技法，开拓高胡的使用音域，丰富
高胡的表现力，他认为演奏一定要注意“神韵”，他的演
奏技术在 20 世纪 30-40 年代已经达到了登峰造极的
状态，出神入化的演奏方式令人叹为观止。他的代表作
品为《鸟投林》《鱼游春水》《春到田间》等。 高胡演奏家
吕文成、刘天一借鉴西方演奏技巧、拓宽高胡演奏使用
音域，《步步高》 就是借鉴西方演奏技巧成功的例子之
一， 该首乐曲在创作手法上已经到达了炉火纯青的地
步，现今有很多创作家想要去更改但是时至今日，仍无
一人可以改编《步步高》。 可想而知吕文成在创作该曲
时是何等的用心，以至于细致到每一个音符上。

作品《鱼游春水》集中体现了刘天一平生演奏技巧
和个人高度的艺术修养。 在演奏 《鱼游春水》《春到田
间》时，弓法上，长弓注重圆润饱满、短分弓富于弹性与
韧度，走指流畅，赋予线条性，线条性的体现受不同因
素的影响，性格、风格的把握以及演奏方式的不同都会
有所影响。《春到田间》在结构上首次运用华彩乐段。作
曲家林韵首创将西洋音乐曲式结构的华彩乐段引入广
东音乐创作中， 他将西洋音乐的审美取向融进广东的
旋律发展之中，并且将华彩段安排在全乐曲的第三段，
大约在黄金分割线上。“《春到田间》开创了广东音乐新
型的曲体，创造性的扩展乐曲音域为三个八度，为刘天
一演奏技巧的提高提高了一个更广阔的空间”[13]。

谱例 5：《春到田间》第 45-52 小节 [14]

如图，华彩部分，从 g 到 g2，刘天一以高把位连续
几个大跳，干净明亮，并用碎弓向下滑奏等指法淋漓尽
致地表现美丽的田野欣欣向荣、万木逢春的新景象。刘
天一在高胡高把位音区的换把、换弦、换弓、换指均不
留一点瑕疵。《春到田间》末段是快板，用意是表现欢快
的田间劳动。刘天一吸取潮州弦诗乐的“双催”手法，渲

染出活跃、热烈的气氛，表现生机勃勃、生机盎然的气
势。“《春到田间》是当年普遍用来衡量高胡演奏技巧的
试金石”[15]。

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刘天一演奏的《鱼游春水》
和《春到田间》被广为流传。 刘天一在演奏《鱼游春水》
时，流利酣畅的行音，洒脱的韧性快弓，华彩乐段一串
妙绝天然的泛音等， 都让其演奏的惟妙惟肖、 栩栩如
生。在演奏《春到田间》时，“引子部分优美活泼，中板部
分以散文诗般的乐语，描绘新农村的春天，恰似‘春风
吹绿江南岸’，华彩高把的自由发挥，尾段热烈的快板，
令人心旷神怡”[16]。

（三）《平湖秋月》———重“画面感”
《平湖秋月》是广东十大名曲之一，又名《醉太平》，

是吕文成根据北方小调《闺舞》改编而成，此曲旋律主
要以五声音阶为主，高胡为主奏乐器。 其借景抒情、格
调清新，具有浓郁的地方特色及连绵不断的抒情性。吕
文成在演奏时习惯将乐句或某一段旋律翻高八度在高
音区演奏， 这种变换八度的演奏特点能使听众感受到
乐曲音调的婉转和流畅。 音乐表演是一种不言而喻的
传达行为， 也是表演者把音乐的情感和意义传达给受
众的一种交流行为。“音乐表演所具有的最本质也是最
重要的一个特征，就是一次呈现性质，是不可重复、不
可修改的艺术行为”[17]。 因此，我们可以直接理解为音
乐表演者在不同场合演出的作品在音色、 风格上可能
都会出现一些微妙的变化，不可能完全相同。

余其伟演奏《平湖秋月》多使用垂直滑音，细致含
蓄、境界高雅，怡然自得，这一点笔者认为可能是借鉴
了刘天一的演奏技巧， 但他与刘天一的不同之处就在
于余其伟有自己自成体系的一套演奏风格， 主要表现
为风神朗逸、古雅稳健。

谱例 6：《平湖秋月》第 1-7 节[18]

虽前面说到吕文成是滑指的首创者， 但真正将滑
音用的出神入化之人是刘天一。 余其伟在继承广东音
乐“五架头”的基础上，弃旧开新、不拘一格，堪称民族
音乐家的典范。除了以上作品他演奏的妙韵生花外，在
协奏曲上也颇有造诣，如作品《粤魂》和《梁祝》等。

三、结语
高胡作为广东音乐的主奏乐器， 在岭南音乐中扮

演着重要的角色，是中国民族音乐的重要组成部分。“二
胡王”吕文成推动广东音乐的进一步发展，在演奏技法
上，他“运用二、三把位走指法和独特的滑指法” [19]；在
创作上，他大胆引用西洋音乐的曲式结构、旋律织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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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他之后， 高胡宗师刘天一在高胡的发展上也发
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他在开拓高胡使用把位的同时
亦将广东音乐“神韵”演奏的淋漓尽致。 他的演奏风格
别具一格、风神朗逸、古雅稳健，在吸取高胡前辈优秀
演奏技术的基础上，将高胡又推上了一个新高度。

余其伟被称为“学者型艺术家”“艺术家型学者”[20]。
港澳地区报纸曾以醒目的标题称他为“刘天一高徒”[21]。
余其伟的演奏继承了广东音乐抒情委婉、秀丽流畅、轻
快活泼、悠扬动听的特色，掌握了广东音乐的地方色彩
和神韵，同时又有所发展、有所创新，已近于炉火纯青
的程度。 “在弓法和指法上，保留了刘天一演奏时的韵
味，同时在技法上更为成熟，指法灵活变化的运用更为
细致圆滑，弓法轻重快慢的控制更为层次分明”[22]。

近百年来， 高胡演奏技术风格也有了很大程度上
的发展与改良，并呈现出繁复化及多元化的趋势。本文
虽以研究高胡演奏技术风格的继承与衍变、 以三位大
师创作作品及演奏技巧分析为主线， 实则也在表达中
国民族民间乐器要想长远发展，就一定要与时俱进、开
拓创新。在演奏技术风格上高胡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
且在创作现代高胡曲时需注意契合多元 化的文化背
景，符合时代发展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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