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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文成生于清末 � � � �年
。
父亲是

经营糕饼业的
，
收入不丰

。

到他三岁时
，

父亲便携带他到上海定居了
。

因 当 时 家

贫
，
无法延师攻读

。

到十一岁时
，
与广东

同乡陈铁等人学广东音乐
，
并从当时出版

发行的丘鹤铸所著的 �弦歌必读 》 、 《 琴
学新编 》 等广东音乐入门丛书中学习广东
的几种乐器演奏法 ， 加上他自己的努力和

天赋
，
便在青年时期就得到崭露头角

，
并在

上海的一些业余的音乐会社如
“
中华音乐

会
” 、 “

精武体育馆
” 音乐部中任教

。

到

二十年代初
，
他并创作了一些新曲

。

这时

上海的唱片社兴起
，
吕文成由此为唱片作

了不乐曲来灌唱片
，
传播四方

。

从此
，
吕

文成便以毕生的精力
，
为我国民族音乐作

了杰出的贡献 � 六十年来
，
影响国内外

，

至今他的作品如 《 平湖秋月 � 、

�步 步

高 》 、 《 下山虎 �、 《 齐破阵 �
、 《 银河

会 》 、 《 岐山凤 》 、 《 二龙争珠 �
、 《 蕉

石鸣琴 �
、 《 渔歌唱晚 �、

咬青梅竹马 �

《 月影寒梅 》 、 《 东风第一枝 》 、 《 飘飘
红 》 、 《 满园春色�等曲仍是流传广远 。

在清末至二十年代前
，
广东音乐和粤

剧伴奏都是用二弦
、

提琴 �一种类似板胡

的中音乐器 �
、

三弦
、

月琴
，
被称为 “ 硬

弓 ” 乐器来演奏的
，
二胡在广东当时还不

十分流行
。

可是二胡在上海及江南一带却

是一种相当流行的乐器
，
在二十年代前

，

刘天华即在二胡这乐器上创作了一些独奏

曲
。

而吕文成身在上海
，
不免亦得接近二

胡的研习 ， 他也曾把几首江南丝竹乐以他

独自的创造来演奏
，
如

� 《 霓 裳 曲 �
、

《 欢乐歌 》 、 《 三六板�等曲，
虽然主旋

律来自江南丝竹
，
但由于吕文成用他自己

独创的新手法来演奏
，
则和原曲的风格大

不一样
。
同时

，
吕文成把二胡夹在两膝之

间来演奏
，
发音更高亮柔和

，
并在后改用

钢丝来代替当时上海原用的丝弦来演奏
，

声音就更明亮
，
引人喜爱

。

这 一 创 造 改

革
，
在当时应是一个不平常的创造发明

，

这是一个有时代意义的贡献
。

因为这一改

革
，
民族音乐就产生一支新军来

，
后来被

全国公认为一种新生的乐种
，
并 名 之 为

�广东音乐 �
。

而这一种二胡到解放后被

定名为
“
高胡

” ，
作为一个乐队的领奏或

独奏乐器
。
它具有一种明亮高亢

，
可又有

柔和优美的音色
，
正好 代表当时人民在辛

亥革命到五四运动这一段时期全国人民响

往光明
、

昂首奔腾的时代气息
。
就在这个

时候
，
吕文成又运用这高音二胡创作了许

多乐曲
。
从二十年代到三十年 代 这 十 年

间
，
他写作了近百首乐曲

。
吕文成所作的

乐曲
，
全没有悲怨哀愁的情调

，
都是欢快

流畅
、

明朗爽神的
，
正合鼓动当时人心向

上
，
奋发图强的思潮

，
具有激励群众的高

尚情调
。

三十 年 代 以 后
，
抗战中他还常

常在 日敌占领区中演出他作的 �齐破阵 》
以鼓动人心

。

他以一种简单的民间乐器
，

以工尺谱写出的单旋律乐曲
，
能获得如此

有不同凡响的效果
，
他的贡献

，
在我国的

民族音乐界中应视为是难能可贵的
。

吕文成之所以有这样的成就
，
应看到

他的心深入到群众这一点上
。

他本人自幼

至晚年
，
生活并不优裕

，
还常在借贷中度



日
。

他却对这种生活毫无怨哀之声
，
却在

作品中表现出他对大自然对祖国的赞美
，

写出激励人心的活泼的乐声
。

他的作品的

翅材相当广泛
�
奋发的如 《 下 山 虎 �

、

�齐破阵�
，
优美的如 《 蕉 石 鸣 琴 》 、

《 平湖秋月 �，
活泼向上的如 《 步步高 》

《 岐山凤 》 ，
歌颂渔村的 �渔歌唱晚 �

、

《 渔村夕照 �，
有儿童情趣的 《 青 梅 竹

马 》 ，
有跳荡别致的 《 捷足先登 》 、 《 二

龙争珠 》 ，
民间风 俗 画 的 �银河会 �

、

�烛影摇红 �
，
报春美景的 《 东 风 第 一

枝 �
、

�飘飘红 �等等
，
不胜枚举

。
从量

上看
，
三十年代抗战以前的 �广东音乐 》

全部作品共二百多首
，
吕文成差不多占了

一半
。
论质量

，
他的作品不少流行广远

，

甚至到今天还为人们所乐奏喜闻的
。

他创作的曲体
，
都是一曲到底

，
没有

引子和尾声
，
大部分都可以反复重奏

。

如

�蕉石鸣琴 》 、 《 青梅竹马 》 等，
可 以反

复三几次都仍有新鲜动听之感
。

他 的 作

品
，
大多数在二十至三十小节左右

，
少数有

六十节左右的 ， 而 《 蕉石鸣琴 》 只有十三
小节

， 《 青梅竹马 �只有十六小节 。
他的

作品并不受 “
板

”
与

“
眼

珍
的牵制死板

，

随曲意而发挥， 但又不是毫无章法
，
听来

顺当流畅
，
条理分明

。

而在他的许多作品

中
，
很少有雷同或旋律重袭的现象

，
每一

曲都各有独特的乐思
。

吕文成对我国民族音乐有此贡献
，
是

值得我们学习及研究的
。

在二 十 年 代 前

后
，
我国的音乐教育是很初级的

，
只是民

间音乐在各地开展活动较多
。
那时期

，
正

式的音乐学校很少
，
甚至可以说还没有一

个完整的音乐教育设施
。
所谓正式的音乐

教育指无论是中国传统的音乐教育
，
或西

洋的传统音乐教育而言
，
都是 非 常 薄 弱

的
。

新兴的学堂教唱一些学堂歌
，
有不少

是引进外国的歌曲
，
而民间音乐只在广大

的人民群众中非常活跃
，
进不了学堂作为

课堂教学用
，
只有作为学校课余的文娱活

动
。

中国的传统器乐曲谱以七弦琴为最丰

富
，
但那种简字记谱法是很难广泛传播

，

那七弦琴声音又很微弱
，
难以在大庭广众

中演奏
，
更不能作一些喜闻乐见的曲艺或

戏曲的伴奏
，
甚至看见过七弦琴这乐器的

人也不是很普遍的
。

我幼年看见戏曲舞台

上演诸葛孔明在 《 空城计 �中，
他弹的那

个琴也是古怪的
，
孔明用两手左右扫来扫

去作演奏状
，
何况他坐在城楼上

，
根本不

知他做什么
。
琵琶这乐器却是普及得多

，

江南及北方以至南方都有不少曲艺用琵琶

作为伴奏乐器
，
琵琶曲谱大都是以工尺谱

加一些旁注指法
。
一般来说

，
看到曲谱都

可 以弹出曲子来 ， 虽然有些记谱不完整
，

以至学者难以一致准确
，
但总可 以弹出一

个轮廓来
。

而 《 广东音乐 �在这时期中，

却出版了 《 弦歌必读 �、

�琴学新编 》 等
音乐入门书

，
这书介绍了几种广东流行的

乐器的演奏法
，
可是还没有二胡

。

吕文成

在此期间是从这些书中及在上海的音乐生

活中学得这一部分知识技能
，
同时接触到

严老烈的学生陈铁及其它一些有音乐知识

的人士
，
于是集思广益

，
以他所具有的技

能进行了创作
。

由于他同时又从戏曲中学

到了一些粤剧及京戏的唱腔
，
又创造了一

些粤曲新腔
，
还从地方民歌中吸收了一些

因素
，
创作了如 �蕉石鸣琴 �

、 《 平湖秋
月 》 等一类小曲来 。

他的创作就是溶化了

几个地方民间音乐素材
，
加上他的二胡技

巧
，
又体会了当时时代的生活气息而进行

创作
。
他的创作技巧是沿袭一些地方小曲

形式的传统方法的
，
这些作品与我国的民

间音乐情趣及形式很接近
。

由于广大群众

习惯于我国的民间曲调
，
所 以听了他这一

类曲调也很悦耳
。

但他所表现的是具有当

时的新意境及新气象
，
所 以一下便被承认



为新声而又不是脱俗的怪调
，
因而流传开

来
，
深入人心

。

我近来听到一些广东音乐新作品
，
因

为脱离传统形式太远
，
这些作品往往套用

西洋形式而不予溶化
，
因而很难为群众所

接受 ， 而这些作品常常是由一些受过较正

规的音乐创作教育的人写作的
，
这些作品

反而不及一个未受到过理论作曲教育的 吕

文成作品所得的效果
。

由此来作一个仔细

分析研究
，
是很有必要的

。

我们学习吕文

成的创作方法
，
是先得熟习我国的民间民

族音乐
，
多学习各地音乐的素材

，
这点

，

在 吕文成是做到了相当程度的 ， 之后再分

析研究
，
进行创作

。

我国的音乐教育无疑是比以前大进了

一步
，
但应从学习吕文成的成就

，
从中得

到一些启示
。

我们培养作曲人材
，
应有一

定的 目标
，
有博的一面

，
也要 有 专 的 一

面
。
吕文成并没有写过其他样式的乐曲

，

这是他专的一面 ， 而博的一面是他学习过

广东
、

上海
、

北京以至其它民间音乐
，
所

以能有所成
。
三十年代他还听到过一些节

奏活泼的西洋舞曲之类
，
所 以他作的 《 步

步高 》 及 �满园春色�都吸收了一点这方
面的素材

，
但他却是加以溶化了的

，
和西

洋的舞曲相比
，
很少共同之处

。

这是他学

习西洋而又为他自己所用之经验
。
吕文成

除了搜长二胡之外
，
还精于杨琴及粤曲清

唱
。
之外

，
还介绍了木琴这乐器到广东音

乐来
。

他所奏的木琴是经过简化了的
，
适

应广东音乐曲之用
，
只有七音阶

，
一个木

琴只有三组音 �约二十一个音左右 �
，
琴

木片形式横排
，
用类似算盘珠的圆球作击

棒头
，
造价低廉

，
易于击奏

，
很快便普及

开来
，
成为广

一

东音乐中常用乐器之一
。

他

还为这乐器写作了 �二龙争珠 �等曲
。

这

是我国当时乐器工业制造的实际情况
。
我

们 当时只能制作一些简易的乐器来普及于

广大群众
，
同时也为这样简易的乐器制作

新曲以表达我国民族喜爱的熟悉的生活情

趣
。

众所周知
，
二十年代我国的乐器制造

工业还是手工制作方式
，
民间作坊只能制

作简易的乐器
。
吕文成为了表达我国民族

的高尚情操
，
运用了这类简易的乐器来创

造了为广大群众喜爱的乐曲
，
是一个有时

代意义的贡献
。
这一点精神也是值得我们

很好地研究学习的
。

我国对二胡创作上有贡献的刘天华
，

阿炳也是基于这一点
。
他们突破了过去旧

传统的二胡拉奏一些传统小调
，
音域扩展

了
，
手法更多样了

。
他们运用这简单的只

有两根弦的乐器创作出一些倾诉我国民众

的心声
，
他两位的作品一方面诉说当时的

民众的苦闷
，
同时表达他们企求光明的心

愿
，
引导听众走向改革前进的道路

。
吕文

成在这方面也同样是做这一些 相 仿 的 工

作
。
他对传统的二胡的中高音 区 不 够 满

足
，
把它的音色也变为明亮清越

，
因为他

要表达的是对祖国山河的美景
，
他要表达

广大群众的乐观向上的心情
，
他把二胡的

音区及音色的改革是有他的更高的要求目

的
，
而不是为了矫揉造作

，
取宠于人的

。

我们以悲痛的心情
，
惋借他于前年逝

世于香港
。
他在 � � � �年回祖国观光

，

他念念不忘祖国的山河及祖国的亲人
，
他

还要不断地为祖国而创作新声
，
他是一位

热爱祖国的一草一木和老幼亲 人 的 音 乐

家
。

他终年 � �岁
，
他做了他在这长达六

十多年的经过几个社会制度所应做的及所

能做的事业
。

人的一生应该做 好 一 件 事

业
，
吕文成一生的事业在我国的音乐史上

无疑应占有一页光荣的记载的
。

今天我们

纪念他
，
也应学习他为我们这一时代做好

我们所应做的及所能做的音乐事业
。

今天

我们的条件不同
，
时代不同

，
我们将以更

大的努力来做好我们的事业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