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简论吕文成的部分音乐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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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文成 �����年—���� 年�是我国著名的民族音乐家
，

广东音乐最杰出的代表人物
，

曾有，’�匕刘�天华�南吕�文成�’’ 之声誉
。

据记载� 他曾创作了二百余首广东小曲
、

粤曲和粤语

方言歌曲
。

由于种种原因
，

在我国大陆上公开发行的书刊中
，

署名吕文成作曲的广东小曲约

只有十余首� 他一生共灌制了三
、

四百张唱片
，
远销港

、

澳
、

东南亚及欧美各地
，
在国内外

有深远的影响
。

这些唱片现多已散失
，
能收集到的只有二百余张

。

限于手头的资料
，
本文所

论关于作曲家创作的广东小曲的风格特点
，
只能是管中窥豹而已

。

在吕文成从艺的六十余年间
，
我国人民经历过一个痛苦而巨大的变化

，
这必然直接或间

接地反映在他的音乐创作中
。

他的青年时期曾受到五四运动新思潮的熏陶
，

向往过资产阶级

民主革命时期城镇市民阶层中的那种
“
自由平等

” 。

这种小市民式的对生活的寄意在他早期作

品 �����年左右�
《
平湖秋月》 、 《

蕉石鸣琴
》
中有较明显的体现

。

在
《
吕文成琴谱

》 的自序中也

曾阐述过他的美学见解�“
乐记之言日 � 凡音者

，
生人心者也

。

有动于中
，

故形于声
，
声成文

谓之音� 璐我哉言乎
，
此音乐抉要之言也

，
夫声何以成文

，
则孟子所谓条理

，
亦 即所 谓律

也
，
是故歌以叶乐

，

律以节声
，
其足以感动人心者在此

，

其所以成为艺术者亦在此
。 ”
这里

，

吕文成是承认音乐艺术的社会功能的
。

他强调作者首先要有所感受
，

并按照艺术规律 行事
，

作品才足以感动人心
，
才能给人以感染和教育

。

这种朴素的唯物主义音乐美学观
，
在当时具

有一定的进步意义
。

他的音乐创作与此也是吻合的
。

吕文成是一个具有爱国思想的艺人
。

二
、

三十年代他创腔的粤曲
《
秋魂夜怨

沙 ，

内容是根

据孙中山先生 ���� 年在广州一次演讲的精神
，
以革命先烈秋瑾女士

“
在天之灵

”
的自述形式

，

描绘
“
推翻专制

”
后

， “
一个个

，

争权夺利
” ， “ 四分五裂

” ， “
疮痰满地

” ， “
怎对得起先民为国

，

头颅空掷
，

性命难偿
”
的先烈

。

音乐悲愤
、

激昂
。
����年

，
日本侵略军在上海发动进攻

，
十

九路军奋起抵抗
，
吕文成怀着对侵略者的仇恨写成了广东小曲

《
恨东皇

》 �又名
《
恨东望

》
�

，

亲自

演奏并灌成唱片
。
���� 年在香港

，
吕文成心向苦难的祖国

，
以真挚的感情写出了如 泣 如 诉

的
《
泣长城

》 � ����年
“
七

·

七
”
芦沟桥事件后

，

在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时刻
，
吕文成以

�



愤慨的心情
，
把广东传统乐曲

《
柳青娘

》
改编成

《
樱花落

》 。

在此时并演唱了粤曲
《
送征人

》 �

描

写了妻子送丈夫上前线抗击敌人收复失地的情节
，
以此来鼓舞人民斗志

。

吕文成还写了威武

有力
、

唤醒民众的广东小曲
《
醒狮

》
和进行曲体裁的

《
齐破阵

》 、

刚健有气势的
《 下山虎

》 。

这些

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他的爱国主义思想
。

生活在十里洋场的吕文成
，
生活道路相当曲折

。

为了一家人的糊口而受雇于老板
，

从事商

品性演出
。

他在
《
衷心话

》
一文中说

� “
战后�我�迁居香港

，
眼见国乐的处境渐渐改变了

。

生活

的鞭子挞在每一个人的身上
，

为了生活
，
各奔前程

，

谁有闲心注意艺术修养� 个人但求可得

温饱
，
别人对国乐要求什么就顺从吧

。

因此
，
中国音乐艺术便进入停滞状态

” 。

在帝 国 主 义

文化和封建主义文化严重的侵蚀下
，
生活在复杂斗争年代的吕文成

，

其创作和表演也不可避

免地受到程度不同的污染
，

某些作品也有消极因素
。

吕文成在沪自小学艺
，
精通江南丝竹音乐

，
而且有机会接触昆曲

、

京剧
、

越剧等剧种
。

他认为� 地方剧种虽各有特色
，
但在唱腔和表演上有不少地方是共通的

。

他潜心地对上述剧

种的唱腔进行分析研究
，

并善于取各方之长
，

为我所用� 他精通粤剧
，

懂得其 中的 吹
、

拉
、

弹
、

唱
，

对粤剧青衣唱腔尤其有研究
。

在粤曲演唱上
，

他的正宗子喉 �旦角�唱法
，
行腔优

美
，
咬字清楚

，

字声柔和
， “
五音四呼

”
的基本功非常扎实

，

被当时评论界称为
“
调高响逸

，

雅韵欲流
，
使人聆之

，
荡气回肠

” ，

是
“
音乐界的杰出人材

” 。

他所唱的几十首粤曲多是抒情

性的
，

流传较广的有
《
燕子楼

》 、 《
雷锋塔

》 、 《
小青吊影

》 、 《
潇湘琴怨

》
等

。

他所设计的唱腔
，

如
《
黛玉焚稿

》 、 《
潇湘夜雨

》
等已成为粤曲中的名曲� 他为粤曲创作新的板式

，
如

《
燕子楼

》
中

缠绵
、

忧怨
、

行腔流丽的梆子中板
， 《 仕林祭塔

》
中深沉的反线立黄慢板

，
至今仍被沿用

。

吕

文成所设计的唱腔
，
既遵循传统板式的规律

，
在唱法上又突破其局限

，

在保留地方格调的前

提下广泛吸收兄弟剧种和外省音乐文化之长来丰富它的表现力
，

因此自成一派
。

如
《
潇湘夜

雨
》
的慢板芙蓉腔中

，

他借鉴了京剧唱腔中的拖腔
，
以字生腔加以变化

，

腔随字行揉合在 自

己的创腔中
，

从而创造出优美的新腔
。

评论界称赞吕文成的创腔是
“
贯通南北

，

舍南腔之短
，

取北腔之长
，
故能独创一格

” ，

有人简称他的创腔为
“
南头北尾

” 。

其次
，

在粤曲创腔方 面
，

吕文成又是最早将原属过场谱�广东器乐小曲�纳人粤曲唱腔的� 同时
，

他还不受小曲
、

小调

必须整首运用的限制
，

按艺术内容需要而抽取其中某一段落与粤曲或其它曲牌相连接
，

从而

创造出新的唱腔结构
。

吕文成对粤曲演唱艺术的高度修养
，

体现在他的器乐演奏艺术和器乐

曲的创作格调中
。

他演奏的
《 渔歌晚唱歼 ����年

，

百代唱片公司�和
《
恋春芳��� ���� 年

，

百代

唱片公司�表达出极其真挚
、

亲切的如歌意境� 他写的广东小曲
，
虽然曲调十分华丽

，

节奏

也相当复杂
，
并有器乐演奏效果

，
但填上歌词

，
却易记易唱

。

因此
，
许多广东方言歌曲

，
都

采用他写的器乐曲的曲调填词
，
而在群众中广为流传

。

吕文成熟悉中原古曲
，

在 器乐 创 作 上尤其受益于江南丝竹音乐
。

他把
《
欢乐歌

》 、 《
霓

裳曲
》
加以广东音乐式的加花演奏

，
引人广东音乐的演奏曲目中

，

他的名作 《 平湖秋月
》 也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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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江南丝竹 《 中花六板
》 的影子

，
此曲用

“
仕合

”
二音为主

，
是江南民谣或绍兴戏曲音乐中常用

的核心音调
。 《
岐山凤

》
中间的几个乐句

，

也采用了京腔特点的音调
。

有人说他的器乐创作是

欧洲作曲法的洋为中用
。

事实上
，
他自幼家贫

，
只有小学四年级的文化程度

。

那时无线电广

播还没普及
，
唱片事业刚兴起

，
西洋音乐开始传入

，
只在上海有一个外国人 为主 的交响乐

队
，
一些小型演出也只限于小剧场或家庭客厅

，
他是没有经济条件去欣赏这些音乐的

。

他一

生所创作的乐曲
，

大都采用工尺谱记谱
，
可能在他创作的后期才改用简谱记谱

。

这也可部分

地说明他对西洋音乐文化的素养
。

他是有感而写
。

他熟悉那样多的民歌
、

民族器乐曲和戏曲音乐
，

头脑里的民族
、

民间乐

汇又是那样丰富
，

于是他运用 自己熟悉的二胡
、

扬琴
、

木琴反复试奏各种曲调�他从民间小调

中学会了运用
‘

以一
、

二个有特性的乐汇为核心的方法
，

按着自己的音乐意境去把它呈示
、

变

奏
、

移位
、

发展
，
把音乐创作作为表达感情的一个过程

，

意尽 曲尽
。 “
熟而 能作

，
作 而 能

创
” ，
不少中外作曲大师也是这样成长的

。

吕文成的器乐音乐逻辑思维 和欧洲古典音乐大师

的音乐逻辑思维具有共同性
。

运用乐思的贯串发展手法来刻画人物 的心 理 活动
，
表达感情

，

可说是殊途同归
。

他是土生土长的
，
具有本民族的

、

本地区的特色和艺术个性
。

我们要发展

中国式的交响音乐
，
从吕文成的创作中可以汲取很丰富的经验

。

吕文成的广东小曲创作是在乐器改革的基础上取得成就的
。

他把二 胡 改 革为粤胡 �高

胡�
，

他首创了把高胡夹在两膝之间使之能按艺术内容需要而控制音色
、

音量的演 奏 法
。

由

于他的倡导而把高胡用作粤剧伴奏乐队的
“
头架

” ，
并使它成为演奏广东音乐的主奏乐器

。

据

说把扬琴的铜弦改换为钢丝弦
，
加大琴身共鸣箱

，

使乐器的音响和音域都有所扩大
，
也有他

的功劳
。

在高胡演奏上
，
吕文成是技艺超群的

，
民间称之为

“
二胡王

” 。

他在演奏上以走指灵

活见长
，

这反映在创作上
，
他所写的曲调中

“
花指

”
式的曲调华彩相当丰富

，

为发挥高胡的音

色特长
，
其曲调亦经常在高音区回荡

。

吕文成搜长演奏木琴
，
广东小曲

《 醒痴
》
开头的那一连

串的音阶式的下行曲调进行是典型的木琴化的音乐
。

经过广东音乐前辈民间作曲家的辛勤劳动
，

约在 ���� 年前后
，

广东小 曲 的地 方色彩
、

特点已有其共同特征
，

在写作上已归纳出一些带规律性的原则
�
例如曲调开端之重拍前可加

“
冒头，’� 重拍 �尤其是前半拍�少用曲调加花� 而弱拍 �尤其是后半拍�可多用曲调加花

，

这

样
，

经常出现一些抑扬格的小结构
，
它类似欧洲音乐作品中的完全动机

，

具有一种 完 满 感
、

动力感� 运用回音式的迭尾写法
，
使乐曲一气呵成

，
吕文成的音乐创作是在这个基础上起步

的
。

在这些一般规律之外
，

各名作家也有自成一体的写法
，

这些写法首先与各人所擅长演奏

的乐器直接有关
，

作曲家与演奏家合而为一可说是传统广东小曲的创作特色
。

严老烈
、

何柳

堂
、

吕文成这些作曲家都是某一乐器的演奏高手
，

由于他们之间在思想
、

生活
、

文化素养和

个性上的差异而形成各自的艺术个性
，

这些差异都具体地体现在各自的音乐 创作 上
。

吕 文

成在艺术 上 受益于前辈严老烈
、

何柳堂等人
。

严老烈在演奏扬琴上以右竹法见长
，
在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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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偏重于以旧曲为蓝本而出新
，

经过他的再创作
，
除保留原作的部分骨干 音 外

，

其音乐 具

有新的气质和新的形象
，

他是以扬琴的加花竹法来发展曲调的� 何柳堂是琵琶演奏名手
，
编

著过琵琶曲集
，
他是用琵琶来作曲的

。

从乐器说来
，
琵琶在我国的工业制作水平

，

较之其它

弹拨乐器更精致
、

完备
，

曲目也更丰富
，

这件乐器的演奏法和乐曲也较早传人广州地区
。
因

此
，
出身于琵琶世家的何柳堂有较多传统音乐文献作为他创作 的 基础

。

虽然何柳堂也 搞 古

曲改编
，
但主要是创作新曲

。

在前辈的作曲家中他是具有鲜明的现实主义创作特色的
。

为了

更堆确地表达人民群众的情绪
，

他从生活中提炼出新的节奏和琵琶化的乐汇
。

经吕文成改革

而成的高胡
，
较之二胡定弦调高了四度

，
把一个八度的音域扩展到两个八度以上

，
能演奏出

各种速度
、

表情
、

力度的乐句
。

高胡音色清脆
、

明亮
，
以演奏各种节奏复杂而华丽的曲调见

长
，
于是吕文成发挥这个乐器之擅长来表达 自己的感情

。

弦乐是一种接近人声发音的乐器
，

在广州方言语系中
，

阳上和阴上的字意常带有滑音
，
这类滑音的语调必然反映到广东小曲的

乐汇中
，

这些方面在吕文成的音乐中有较多的谊染
。

吕文成发挥自己所长的快速奏法
，

在曲

调进行中采用了浓密的加花法
，
并运用迭尾的原理而发挥为类似

“
无穷动

”
�即不中断的�一

气呵成的曲调来表达激情
，
演奏家们多数是喜爱这类华丽型的音乐的

。

在扬琴能手 严 老 烈
、

琵琶能手何柳堂所写的曲调中
，
经常会出现弹拨乐器演奏曲调时所特有的大 量 使 用 的 八 度

“
傍音，’�衬音�进行，

严老烈的那种快速紧凑的
“
冒头

” ，
简炼的句尾

，

各种适应
“
连打

户 、 “
衬

打
” 、 “

滚打
” 、 “

轮音
刀的曲调进行

，

这在吕文成的曲调中是极为少见的
。

那些上
、

下 回头 的

八度进行
，

并非高胡演奏所擅长
，
而都是扬琴

、

琵琶曲调的特色
。

高胡的曲调亦可用向上跳

进的八度进行
，

例如小曲
《
平湖秋月

》
乐曲的开端

，
曲调进行奔放地一跃而跳十度音程上

，

这

是严
、

何作品中所少见的
。

吕文成曲调中的十六分音符连续进行
，
是弦乐式的级进和三音列

式的曲调跳进
，

而在同样情况下
，

严老烈式的十六分音符连续进行却常是具有衬音
、

扬琴式

的八度
、

或用较低音作固定出现的陪衬写法
。

当然
，
上述讲的仅就作曲家的音乐器乐化的曲

调思维而言
。

严老烈是个有教养的人
，
他在音乐创作上是独辟蹊径的

，

他从平滞
、

迁缓的古典音乐中

挖掘出内涵的艺术生命力
，

保留原来古典音乐中所体现的中华民族浩然正气
，

使之塑造出与五

四以后新思潮相一致的艺术形象
，

这是一种富于创造性的艰难的艺术劳动
。

严老烈从对客观

现实的体现和艺术上的探索中逐渐学会运用音乐中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
，

创作出窝意新生事

物必将出现的广东小曲
《
旱天雷

》 。

何柳堂师承严老烈
，

在艺术思想上他较之严老烈 更 敏 锐
。

他写过一些宜传抵制洋货
，
反对蓄脾

、

劝戒洋烟等为内容的地方曲艺作品
。

在音乐 气 质 上
，

他保留了严老烈的那种苍劲
，
但更热情

、

更平易些� 在力度上保留了严老烈 那 种 内 在 的 力

度
，

但更奔放
、

更简明
。

何柳堂的音乐是很有气势的
，

他所写的广东小曲
《
赛龙夺锦

》
既表现

了节 日的欢乐场面
，
同时体现了民族的志气和人民的力量

。

从幼学艺的吕文成
，
文化修养比

较低
。

若说严
、

何二位搞广加音乐是作为业余的文艺爱好
，

那么
，

吕文成则是专业的广东音

�



乐家
。

他是以此为生的
。

他才华横溢
、

多才多艺
，
但欠缺严

、

何那种中国古典文化 的素养
，

这多少限制了他音乐写作上的思想和艺术深度
。

他是以旧社会艺人的体验来感受现实的
。

他

写过象
《 醒狮

》
那样

“
唤醒我民众

”
的作品

，
也写过

《
齐破阵

》
那种较威武的乐曲

， �

但他的主要乐

风仍是
“
华丽柔润

” 、 “
楚楚动听

”
这一类型的抒情小品

。

这些小品基本上是些贴题的标题音乐
，

例如小曲
《
渔歌晚唱

》 ，

音乐是明朗的
、

诗情画意的
，
仿佛是渔翁在归舟中欢乐而歌

。

其曲调线

之朴素在作者所写的小曲中很少有
。

他也有一些作品是不宜于按文字标题来直接解释的
，
因

为题 目与具体音乐不一定有紧密的直接的联系
，
只是从古词或在成语中取其美好的词意

。

例

如小曲《 烛影摇红
》 ，

很难具体地解释
，
它可能是一种吉祥的示意吧� 《

蕉石鸣琴
》 ，
又名

《
蝶

恋花
》 ，

后者是一个词牌的名字
。

我想 � 关于音乐的内容
，
还是应该以具体的艺术分析为准

。

在广东小曲中
，
有一个情况是值得注意的

。
一些小曲原并无具体标题

，
一些小曲原标题也经

过多次更换了
，

有的则是在被录制唱片的过程中
，
为推销之便而被老板们更动了曲名

，
基于

上述种种原因
，
若孤立地按乐曲文字标题而决定音乐的美丑是不可靠的

。

吕文成生活在十里洋场的上海
，

客观上接受各种外来文化的熏陶
。

其合作者尹自重亦曾

直接受过较高的西方的文化
、

音乐教育
，

曾向菲律宾音乐家李嘉士顿学音乐
，
专攻 小提琴�

另一伙伴何大傻早年亦曾在香港英文书院就读
。
吕本人亦学过一些西洋乐器

，
因此

，
欧美型

的轻音乐格调
、

语汇甚至结构方法在他的作品中也有所体现
。

只不过吕文成有很好 的肠 胃
，

他在写作过程中
，
不但能吸收江南丝竹音乐

，
同时

，
也消化了外国的轻音乐

，

从而产生出广

东风味的佳品
。

广东小曲
《
步步高

》
是一首交谊舞曲

，
轻松

、

愉快
，
按其节奏可翩翩起舞

，
但

它是一首具有浓郁广东地方特色的小曲�
《
醒狮 》

的音乐风格亦可归属于此类型
。

吕文成曾创

作出多种音乐风格的广东小曲
，
这是他的前辈们的作品中所少见的

。

吕文成的乐风潇洒
、

标致�广州人称为
“
骨子

”
�

。

他的音乐在思想上没有严
、

何那样深
，

但很甜美
，
多数是活跃

、

愉快的
，

较之严
、

何有更强的娱乐性� 在他 的音乐 中
，
没 有大 的

感慨
，
也没有幅度大的感情起伏

，
有如潺潺不息的小溪

，
纵情歌唱

。

一般的说
，
这些作品比

较简炼
、

紧凑
、

完整
。

一些乐曲的结构富于弹性
，

可长可短
，
开头清爽

，
结尾千脆

，

中间有

各种即兴创作的可能
，

这些方面
，
可能与他们经常演出的场所

，

例如茶楼
、

酒店
、

为无声电

影配音等有点关系吧
。

吕文成的音乐构思多种多样
，
他的音乐有很好的曲式感

。

在作品的整体上
，
讲究 对 称

，

前后呼应
，

但在具体写法上又区别于欧洲传统音乐中那种对置型的三部曲式
。

这里一切都是

那样小巧玲珑
，
音乐呼应也是短小的

� 为了描绘一幅静态的画面
，
在小曲

《
渔 歌 晚 唱

》
中

，

首
、

尾句是严格重复的
，

但仅此而已� 小曲《
岐山凤

》
的呼应手法更简明

，
在大段的音乐中只

有开端的二小节引子和最后的二小节尾声是前后重复
，
这似是一幅稍大的室内画

，
却用了一

个边条很细的画框
。

当然
，

这样的静态构思不是吕文成的音乐个性和特色
。

如果说
，
在吕文

成的音乐作品中绝少找到较大段落的严格重现的话
，
那么

，
在他的某一 些 作 品 中

，
在 乐 节

��



和乐句中
，
较有规律地反复重用某一个音

，
使之形成乐节�句�的特点

，
使之形成一个既不断

变化而又统一的音乐整体
，

却是常见的
。

例如小曲
《
步步高

》 ，

没有明显的乐句的前后呼应重

复
，
但音乐易于记忆

，
结构也紧凑

，

各个不同乐句的不同支柱音多次地在不同部位
，

不同时

值地重现
，
帮助句法的划分和结构的统一

，

这是作曲家在曲式运用上的一种创造
。 《
步步高

》

是民间的一句吉祥的比喻
，

表示乐观和有信心
，
在曲调进行中不断地出现肯定的语调也正是

此意
。

吕文成的华丽型曲调
，

经常是用自由变奏的发展手法来体现的
。

每次段落的再现都按变

奏原则来进行
，
这正是高胡所擅长演奏的快速节奏的曲调加花和各种装饰音的 乐 句

。

这 里
，

各个段落的长度并不一样
，

多数的情况
，
它们的开头和中间部分并不太相似

，
而在终止句上都

是相同或很接近的
。

吕文成的一些小曲
，
多数也是采用以音乐动机为结构基础的单主题发展

法
，
但他不是用欧洲音乐式的动机发展法

，

而是广东音乐式的动机法
。

我国有一些民族乐器
，

实际上是一种扩大了音域的
、

不受人体器官呼吸限制的仿效人声的乐音
，
上述的动机发展手法

正是与这种乐器性能相适应的产物
。

吕文成作品的音乐思维是相当集中的
，

他 善于抓 住 一

两个乐想而从不同侧面来反复发挥
，

有些小曲的音域只有十一度
，

但他能用各种方法把音乐

写得相当丰富
，
这是难能的

。

当然
，
在一些段落中

，
吕文成也并不一定拘泥于原来 的 主题

，

似是
“
柳暗花明又一村

”
地灵活地插入即兴性的新的乐想

、

新的节奏
，

这种创作选材上类似

“
必然性中的偶然性

”
的写法

，

既需要想象和胆识
，
更需要经验

。

吕文成是以单音音乐的音乐思维从事创作的
，
他不可能象和声音乐或复调音乐那样运用

多声部的手法来呈示和发展乐思
，

他必须把个人的感情集中地表达到一 个 音乐 声 部 里
，
因

此
，
他的音乐无论在节奏上

、

曲调线上都是比较复杂的
。

和他的前辈们相比较
，
吕文成的音

乐有较多的调式交替和转调
，
有较多样的音乐展开手法

，
例如在小曲

《
岐山凤

》
中

，
音乐引子

上已出现相当多样的节奏了
，
后来音乐又转入到上二度的调性上

，
这个转调片段在乐曲的结

尾中又重新在主调上再现一次
，
这样的主题发展使人具有一种完满的感觉� 又 例 如 在 小 曲

《
月影寒梅

》
中

，
由于作者巧妙地运用迭尾的写法

，

使音乐连绵不断地展开
，
这些展开的乐句

�节�都是以一些音群为支柱地通过各种变奏
、

移位来展开的
，
它们停顿在不同调式的交替音

上
，
或其中也有转入到调性的下属方面的

。

这样的一些表现手法
，
在一般的民族器乐曲中是

罕见的
。

吕文成在艺术上是个创新家
，
他的音乐创作大为丰富了广东音乐

，

其中有 些 并 已 成 我

国现实主义优秀音乐传统宝库的组成部分
。

在今人看来
，
吕文成所探索出的那些音乐表现手

法已不太新鲜了
，

但来之不易
。

今天或是将来
，
吕文成留下的那些优秀广东小曲

，
都将继续

地闪光
。

当然
，
吕文成也具有时代和个人思想

、

艺术修养上的局限
，

也有种种不足之处
，
这

是显而易见的
。

为了探求生活的美
，
吕文成在广东小曲

《
平湖秋月

》
中表达了自己的向往

，
他

憧憬着
“
太平盛世

” ，
希望人们能雅静地度过秋夜

。

对我们这一代人说来
，
这已经是现实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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