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不Ｍ进驭的音乐人

——我 国著名作 曲 家 吕 文成 系 列 故事 （
二

）

？ 文 ： 半夏

３岁就跟着继父 ， 背井离乡来到上海讨生 ＩＢ
活的吕文成 ， 小小的年纪就尝尽了生活的 艮

ＩｎＩ

辛 。 虽然繁华的上海没有给他—个幸福美满
丨 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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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童年 ， 但给了他－个五彩缤纷的音乐世界 〇 Ｉ

他把来自家乡的广东乐曲 、 以丝弦和竹管乐
］ ｜

器为主祖酷娜涵方舰ｓｏ＿，
ａ

ｊ＾
Ｈ

合 ，臓了他自己独特的麵 。

新天地里的学无止境

１ ９ １ ９年 ，
２ １岁的吕文成加入了上海的中华音乐会 。 在那里 ， 他认识了许多和他志同

道合的音乐人 。 大家经常聚在一起切磋演奏技艺 ， 同时交流对音乐的领悟和感想 ， 这些

使得他的演奏水平有了大幅度的提高 。 上天总是眷顾着努力的人 ， 很快地 ， 积极参加会里

活动的呂文成便被任命为中华音乐会沪乐科的干事 。

不久之后 ， 呂文成又被上海精武体育会音乐部聘为教员 ， 专门教授一些乐理和演奏方面

的知识 。 与此同时 ， 他还以指导的身份参加了上海铁路职工组织的乐队活动 ， 并且受到人们的

热烈欢迎。

就这样 ， 吕文成当时就成了上海知名的演奏家 ， 但是他那颗终曰沉浸在音乐中的心还在不

知疲倦地渴求着新的音乐知识 。

在一次朋友的聚会上 ， 吕文成认识了留美返沪的造船工程师 、 小提琴演奏家和制作家司 ^

徒梦岩 。 初次见面 ， 他便迫不及待地向司徒梦岩请教小提琴演奏和乐理方面的知识 。 司徒

梦岩被他对音乐的热情所感动 ， 毫无保留地向他侉授了自己所懂得的音乐知识。 在司徒

梦岩认真用心的指点下 ， 吕文成不仅在很短的时间里学会了小提琴的演奏 ， 对西洋乐理

也有了更深层次的认识和了解。 这为他今后的创作 ， 打下了很坚实的基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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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广东音乐的改革和创新＼
１ ９ ２ ０年的上海 ， 很流行男唱女声的反串唱法 ， 而喜欢自弹自唱的吕文成唱的就是

女角 ， 他的声音圆润柔和 ， 受到了不少人的追捧和喜爱 。

通过不断地摸索 、 实践 ， 对家多广东音乐情有独钟的吕文成把京剧和江南丝竹巧妙地融

入里面 ， 创造出了许多令入耳目一新的曲风。 不仅如此 ， 他还把广东音乐小曲和粵剧巧妙地串

接起来 ， 创新出了新的剧种 。 人们把他的这些创新称作
“

新腔
”

， 新腔为粤剧清唱打幵了一条崭

新的道路 。

据不完全统计 ， 吕文成一生创作出了２０ ０多首粵乐歌曲 ， 《燕子楼 》 《潇湘夜雨 》 等初学者耳

熟能详的唱腔教材 ， 就是他在上个世纪 ２ ０年代的作品 。

呂文成在上海音乐社演奏的扬琴独奏 《梅花三弄 》 《小桃红 》 和二胡独奏 《双声恨 》 《昭君

怨 》 更是听得人们如痴如醉 ， 欣喜若狂的观众爆发出的掌声几乎掀翻了现场的屋顶 。

与此同时 ， 呂文成在观看武术表演时 ， 灵机一动 ： 假如把广东音乐当作背景音穿插在了其

中 ， 岂不是很妙？ 这样一来 ， 流畅 、 优美的曲目不仅丰富了武术表演的内容 ， 还把广东乐曲独特

的魅力呈现在了人们面前 。 ， ／

因为吕文成 ， 广东乐曲被越来越多的人所熟知 。 上海 、 香港 、 广州出现了粤乐的创作热

潮 ， 而北京、 天津 、 武汉等地也涌现了一大批喜欢听广东音乐的乐迷 。 吕文成还和一些唱片公
＞

司合作 ， 灌录唱片。 他这一举动既快速 、 有效地扩大了广东音乐的影响力 ，
又改变了学习唱曲

必须跟着师傅学舌的传统 。 有了唱片之后 ， 想学的人大可以自己跟着哼唱 、 学习 。

二
—

赴港演出
Ｓ

１ ９ ２ ５年 ， 忙碌的吕文成接到了香港钟声慈善社发来的邀请 ， 对方希望他可以去香港参加

赈灾演出 。 接到邀请函的呂文成没有多做考虑 ， 马上就吩咐助手停止了自己在上海所有的演

出工作 。 虽然他只是一名普通的艺人 ， 但是他也想为受灾的灾民尽自己的一份绵薄之力 。

吕文成当天就登上了幵往香港的轮船 ， 令他没有想到的是得知他要去香港的消息后 ， 香

港各界人士派出了３艘汽艇出港迎接 。 当时锣鼓喧天的场面 ， 热闹极了 ， 并且香港的华商会更

是举办了盛大隆重的欢迎宴会 ， 为他接风 。

呂文成深受感动 ， 因此在赈灾义演的晚会上的表演也格外卖力 。 经过这次香港的公幵演

出 ， 吕文成的名气更是远播到了海外 。 就这样 ， 呂文成把广州音乐推向了空前的繁荣时期 ， 并

引领着它走向世界 。

— （末完待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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