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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现代音 乐史 雨 个向题的 再认识

—从吕文成粤乐创作谈起

余 其 伟
�星海音乐学院 研究部

，

广东 广州 �������

�摘 要�本文就传统粤乐的关学品格和是谁开民族轻音乐之先河这两个既各 自独立但又互

有关联的 问题
，

作 了引证分析
、

论述
，

提 出跟 以往一些音乐教科书或音乐论著不 完全相同的看法
，

供研究者参考
。

〔关键词 〕传统粤乐 � 灸学品格 � 民族轻音乐 � 吕文成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 【文章编号�����一 ������������ 一���� 一 。

引 言

以吕文成为代表的一批粤乐家
，

他们的创作

�指作曲及演奏�活动
，

主要是在 �� 世纪初至

����年以前这一段时间
。

这个时期可以看作粤乐

发展的第一个黄金时代
。

目前还在广泛传播的一

些曲目
，

如何柳堂的 �赛龙夺锦�
、

丘鹤铸的 �娱

乐升平》 、

吕文成的 《平湖秋月 》 和 《步步高》 、

易剑泉的 《鸟投林》 、

何大傻的 《孔雀开屏》 、

陈

文达 的 《惊涛》 、

陈俊英 的 《凯旋 》 、

梁 以忠的

�春风得意》 及陈德矩的 《西江月》 等 ，

都是在第

一个黄金时期创作出来的
。

这个时期的创作
，

作

为一种文化现象
，

建国以来各种音乐研究著作中
，

分别有简略的或是 比较详细的分析及评价
。

但有

些问题
，

还有重新讨论
、

再次认识的必要
。

本文

针对粤乐的两个问题 �传统粤乐的美学品格 � 是

谁开民族轻音乐之先河�
，

作一些分析研究
，

以期

引起大家的注意和警醒
。

一
、

传统粤乐的美学品格

粤乐发展的历史并不算长
，

故此有行内专家

或一些业余爱好者习惯上将 ���� 年以前流传下来

的乐曲统称为传统曲目
，

而将 ���� 年以后即解放

�� 收稿日期
��《�又一

��
一

��

后创作的乐曲才称之为创作曲目
。

这种划分是否

准确
，

还可以研究
。

笔者暂时遵从这一划分规则
。

这样来看传统粤乐 �指 ���� 年前的乐曲�
，

其中

的大部分曲目
，

体裁上偏于小型精短
，

组合形式

即编制上则多为三
、

五件乐器合奏 � 内容表现上
，

以写 日常生活场面或山水 田园景致居多
，

它抒发

的多为平常人之心绪
，

兴许这就构成了粤乐的文

化属性
，

或者又可 以称之为粤乐的美学品格吧
。

传统粤乐的这一美学品格
，

它所涵盖的文化意蕴
，

笔者曾用
“
平民意识

，

世俗感情
” 〔’ 〕去形容

、

去概

括
。

这八个字是否恰当
，

还有待各方高明指教
。

当然
，

我们也注意到一些例外情况
，

比如创作于

����年左右的邵铁鸿的 《流水行云 》 、

崔蔚林的

《禅院钟声》 、

吕文成的 《泣长城 》 等 ，

均为激愤

感伤
、

优 国优 民之作 � 又如 吕文成的 《下 山虎》
和 《齐破阵》 、

陈俊英的 《凯旋》 等 ，

更是声调高

昂
，

乐音铿锵
，

一时便成了抗 日战争中响亮的号

角
。

比诸北方的激越凛然
，

金刚怒 目
，

南方音乐

即或是要催人奋发
，

当中也会不可避免地带上一

点温婉之性
。

这叫做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

你看五

月龙舟竞赛的南国健儿
，

不及北方大汉之牛高马

大
，

虽身材精短却个个生猛有力
，

手脚灵活
，

动

如疾风
。

因此说
，

类如 《齐破阵》 甚或是吕文成
的 《醒狮》 等曲 ，

不谛是南方之
“
铁板铜琶

”
也 �



可见
，

传统粤乐并不是如某些音乐研究著作或教

科书所说的一味追求轻快活泼
、

悠扬清丽
，

不问

政治不问国事只顾 自我逍遥
。

而是
，

只要情势使

然
，

它也可以
“
怒发冲冠

”
唱

“
大江东去

”
�

这里要引出一件公案
。

由山东文艺出版社 出

版发行的 ��� 年 ��中国音乐年鉴 》 ，

发表了 田青

先生 《余其伟与广东音乐的文人化 》 一文 ，

文中

提出到广东音乐是
“
小家碧玉

”
的风度

，

面对 中

华大地政治风云和经济大潮摆出一副
“
事不关已

”

的样子等观点
。

粤乐家刘仲文先生不同意这些观

点
，

写了 《广东音乐是 “
小家碧玉

”
吗—在世

纪末看广东音乐的走 向兼与 田青商榷 》 一文与田
先生讨论川

。

田青先生是当今 中国颇有威望的音

乐文化学家
，

他的生活环境和治学态度都应该跟

北方的人文精神有更密切的关系
，

他对粤乐的认识

可能不很全面
，

但他毕竟是一个胸襟广阔
、

在很多

问题上持有独特见解的音乐家
。

笔者曾就这个问

题跟田先生交换了意见
。

另有记录如下
�“

余其伟

… … 曾先后两次打电话到北京 … …与田青先生讨

论
。

余提请田注意两点史实
�
一

，

二十至四十年代
，

广东音乐虽然以描写风花雪月
、

花虫鸟语的作品居

多
，

但也有�凯旋 》《齐破阵》… …等一批鼓舞士气或

优国伤时的作品 �二
， ‘

文革
’

期间
，

广东音乐被诬为
‘

靡靡之音
，

不可救药
’ ，

故此
，
���� 年前后六

、

七年

间
，

基本上停顿了创作和公演
。

这两点史实
，

可 以

说明广东音乐并未完全如田文所说
� ‘

整个二十世

纪… …都摆出一副
‘

事不关己
’

的样子… … ’ 。

据余

其伟回忆
，

当时田青先生在电话里
‘

偷快地
’

接受了

余的意见
。 ’，

川至此
，

这一公案应该有个了结
。

这里还是回来谈艺术上的问题
。

所谓
“
小家碧

玉
” ，

或是
“

大家闺秀
” ，

触及的是传统粤乐在艺术表

现风范上是
“
小家

”
还是

“
大家

”
� 它所营造的艺术

意境—风骨神气
，

是
“
小气

”
还是

“
大气

”
�探索这

些问题
，

是很有意思的
。

按上文对传统粤乐的美学

品格的评价
，

它在艺术表现风范
、

表现意境上
，

基本

上是应以
“
小家

”

及
“
小气

”

见长的
。

小就是小气氛
、

小情调
、

小境界
，

如小桥流水
、

小巧玲珑
、

清风明月
、

桃红柳绿
、

良辰美景之类 �它 自然会少了些大漠孤

烟的苍茫
，

大江东去的豪迈
。

不过
，

笔者曾以一曲 《平湖秋月 》 可 以奏出
多种不同意境为例

，

指出了粤乐包涵的文化基因

之多面性和丰富性
�

其一
，

在平常业余爱好者手

中
，

一把高胡
，

奏出的是充满了世俗感情的曲意
，

因为他不一定有专业的技巧
，

或具一定的文化素

养
，

他只是 自娱 � 他给人可能是一种略显粗疏却

又悠然 自得的风格—这是比较普遍的民间风格
。

其二
，

在 目前的音乐界
，

举凡专业学生或专业团

体的演奏家
，

不同程度接受了欧洲专业音乐体系

的教育
，

他们在演奏 《平湖秋月》 时 ，

少了些中

国古典音乐的风韵
，

多了一些时尚的感情
，

台湾

的音乐评论家林谷芳先生曾批评这种演奏效果是

在抒发一种中国人想像中的
“
西方的浪漫

” 。

不光

是粤乐
，

在全国各地的民间音乐
，

都有人将它们
“
改造

”
为这种具有

“
现代

”

风格的做法
。

好与

坏
，

那就见仁见智 了
。

其三
，

在一些造诣较高的

老艺人或古典文化修养较高的演奏家中
，

他们奏

出的 《平湖秋月 》 ，

能在抑扬顿挫的运 弓走指里
，

表达某种虚实相生的音乐
，

一种令人感慨系之的

生命情绪
，

一种欲说还休的人生感悟 � 这可能显

示了中国传统中的儒道互补的人生姿态和审美意

识
。

���关于第三种演奏意境
，

笔者在这里还想引用

著名的音乐文化学家乔建中先生的观点去印证它
。

乔先生与田青先生一样
，

在生活环境和治学态度

上跟北方人文精神关系密切
。

且看乔先生对 《平
湖秋月》 的认识 � “

该曲为广东兴盛时期最有影响

的曲目之一… …乐曲的标题已明确标 出它是一首

颂景之作… …为了扩大广东音乐的影响
，

他 �吕

文成�曾久居上海
，

同时表演于穗
、

沪
、

杭之间
。

于是
，

西湖的美景很 自然地进人 了他的创作视野
· ·

一全曲在充溢浓厚的广东音乐风格的同时
，

也

融进了某些清丽柔婉的江南乐风
。

一方面是宽音

域
，

一方面又是级进为主的音型
，

两者表面有矛

盾
，

而实质上作者正是借此求得全曲音调大线条
、

长气息的运动
�
江南之景未必都是小桥

、

流水
、

人家
，

它也有类似西湖这样 的于柔
、

婉
、

精
、

巧

中见坦荡
、

雄阔的天之大景
。

但古往今来
，

从来

不曾有过纯粹写景的音乐
。

尽管
，

借景抒情
、

寓

情于景已是老生常谈
，

但我们仍然要强调
，

在这

首短短的作品中
，

从始至终都倾吐 了作者 吕文成

—一个南国的音乐家对浙江的自然风光的迷恋

和赞美
。

这里的迷恋
、

赞美之情才是全曲的灵魂
，

中国绘画大家李可染终生 以写 自然山水为已任
，

但他面对画布
，

描绘 山水之际
，

总是不忘毕生的

追求
�

所要者魂
。

听吕文成的 《平湖秋月》 ，

我们

��



同样能感到作者用音符表达的是融贯了全曲的
‘

乐

情
’ 。 ’ ，

���在乔先生的眼中
，《平湖秋月》除了柔美 ，

却

还有
“
宽音域

” 、 “
大线条

” 、 “
长气息

” ， “
坦荡

、

雄阔

的天之大景
” �尤是

“
所要者魂

”
与

“
乐情

” ，

点中要

害
，

魂者情者
，

乃直指艺术与生命之最高灵境
。

这

种认识与感受
，

该不是小境界
、

小气度了
。

魏晋时期的秸康在其著名的引起后人不断争

议的《声无哀乐论》中说 �“
心之与声

，

明为二物
。 ”
他

的意思是说
，

音乐�声�是独立于人感受之外的客观

存在
，

而人的喜怒哀乐�心�自有其主观性
，

二者不

能混为一谈
。

不过
，

从《平湖秋月�三种意境的实践
看

，

笔者又认为
�
心之与声

，

可为互动
。

一种情况

是
，

不同艺术意境的音乐会影响到人不同的心情 �

另一种情况是
，

即或演绎同一首乐曲
，

但不同的心

情�指人的不同的生活经历
、

文化素养及行为方式

等�却可以创造出不尽相同的艺术意境
。

这种现象

及其所构成的内在规律
，

就是主体与客体之间的互

动
。

关于互动
，

我们从现代西方比较流行的接受美

学观念的论述中
，

可以取得参照或互为印证
。 ①

综上所述
，

并结合 ����年建国后各种不同内

容和不同形式的新创作来看
，

对粤乐美学品格的
“
形容

”

或
“
规范

”
只能是大致上的

，

或有所侧重的
，

难以作绝对的和结论性的总结
。

二
、

是谁开民族轻音乐之先河

�中国音乐导览��
�〕第 ��� 页有云

�“ ���� 年
，

刘

明源完成了小型民族管弦乐曲《喜洋洋》的创作 。

该曲与刘明源后来创作的�幸福年�������一起
，

开
‘

民族乐队轻音乐
’

之先河
。 ”

刘明源先生的 《幸福
年》 ，

特别是他的《喜洋洋 》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流
行于中国大江南北

，

曲中轻快活泼
、

委婉流畅的情

绪
，

给人们带来多少的愉悦和欢乐 �我们将永远地

感谢
、

怀念故去的民族音乐家刘明源先生 �

《中国音乐导览 》上述观点代表了多年来部分
学者的观点

。

但是
，

关于现代意义上的中国民族轻

音乐的开端
，

从粤乐的史料来看
，

提供的却是一些

不同的情况
。

比如
，

粤乐名曲�迷离》就是一首慢三拍舞曲 ，

南帆先生说此曲是陈文达的处女作
，

写于 ���� 年

�见《民族民间音乐 》���� 年刊�总第 ��期�
，

第 ��

页�
，

时间的准确性还可待查
。

但笔者收藏有民国

��

�� 年即 ����年发表的沈允升编著的《弦歌中西合
谱第三集 》② ，

第 �� 页便印有�迷离》一曲 。

陈文达

还作了《惊涛》�狂欢》等快二拍
、

快四拍的乐曲
。

易

剑泉于 ����年作慢三拍 的 《依稀 》�吕�。 一���年以

后
，

吕文成也作 了著名的《步步高》《醒狮》等快二

拍
、

快四拍乐曲③ 。

其中《步步高 》流传广远 ，

已经

到了妇幼皆知的地步
。

那时
，

还有林浩然作的《村
晓》 、

李佳作的�甜蜜的苹果》等一批轻音乐风格的
粤乐

。

查阅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由
“
和声

” 、 “

新月
”

等

唱片公司灌制出版的数百首粤乐
，

除《步步高》《醒
狮》等为典型的舞曲演奏外 ，

即使如《蕉石鸣琴》�平
湖秋月》这样很地方化的旋律 ，

也有用中西乐器混

合演奏
，

并配上西洋舞曲节奏及和声�旋律进行当

中也保留了传统的支声合奏手法或轮奏手法�的
，

这应该视为早期的
、

较典型的轻音乐队组合
。

大家

可知
，

上世纪 �� 年代陈济棠治理广东
，

做过了一些

发展民族经济的有益的事
。

加上之前的辛亥革命 �

新文化运动的壮大
，

欧风美雨之东渐… …政治的变

革
，

经济的发展
，

必然促进文化的繁荣和开放
。

粤

乐在那个时代
，

创作上借鉴 了西洋音乐舞曲的手

法
，

在组合上吸收了某些外国乐器
，

又坚持了自己

的本土特色
，

不期然便产生了《步步高》这样的优秀
的轻音乐

，

它应该是中国现代音乐发展史上一个异

数
，

一份令人惊喜的收获 �有趣的是
，

作曲家任光

除了创作不少革命救亡歌曲
，

也在 ���� 年于上海

发表了轻音乐《彩云追月��，�
。

有研究观点认为
，《步步高��迷离》这些 “

轻
” 、

“
小

”

类型乐曲
，

于 ����年前后国恨家愁之际
，

一度

在醉生梦死的商业舞厅
、

茶座表演
，

某些不健康的

表演形式或演出内容也曾使一些乐曲变得光怪离

陆
。

这些情形
，

我们在研究粤乐史时
，

都应引起深

切的关注
，

对一些问题要作客观的分析和批评
。

不

过
，

同时期在内地
，

也有一些旋律很优美的民歌
，

被

一些流氓地痞填上下流庸俗的词句去演唱
，

事过境

迁
，

这种情形毕竟无损于原作的优秀或伟大
。 《步

步高》等曲又何尝不是如此呢�①

综上所述
，

关于
“
开先河

”
一说

，

其实是可以商

① 相关研究请参阅
�
修海林

、

罗小平著《音乐美学通论》第一
章

、

第六章
，
上海音乐出版社

�

����年 �月 �叶林著《关于音乐意象
、

音乐意境的审美思考》
�

见 《音乐研究与创作�
，

广州市文艺创作研
究所

，
���� 年刊

。

② 由广州永汉北路美华商店印刷发行
。

③ 苏夏《简论吕文成的部分创作》一文说《步步高》�醒衡》作
于

“ ���� 年左右
” ，

见 ���� 年广东省《纪念著名民族音乐家吕文成先
生诞辰八十五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油印本 。



榷的
。

依愚见
，

上世纪 �� 年代初从陈文达
、

吕文成

诸人创作《迷离》《步步高 》等曲起 ，

加上任光的《彩
云追月 》 ，

可说是现代意义上的中国民族轻音乐的

开山之作 �到了 �� 年代初
，

又有了黄锦培的《月 圆
曲》②… …又至 �� 年托末

，

有了刘明源的《喜洋洋》
《幸福年》 ，

同时
，

还有彭修文根据黄贻均原作改编

的《花好月圆》等曲
· · · · ·

一路过来
，

这就初步形成了

一个历时不算很长
、

但却极具历史意义的现代中国

民族轻音乐的传统
。

行文至此
，

笔者附言
�

关于
“
谁

开先河
”

问题
，

恐怕还不好作最后的结论 �倘若将来

再有新的史料发现
，

比如出现更早期的作品
，

笔者

愿意再次修正 自己的观点
。

全相同的治学态度和方法
，

包括不同的思想政治观

念与不同的艺术审美趣味
，

并因此在治学中得出不

尽相同的价值判断和研究成果
，

等等
。

某些史实
，

某些粤乐的创作活动
，

就如
“
轻音乐

”
及

“

开先河
”

这

些问题
，

它们在中国现代音乐史上产生了怎么样的

作用和影响
，

又应该如何去定性
，

随着意识形态领

域的更加宽松和开明
，

对粤乐的研究将会有更深广

的空间
，

只要我们继续探讨
，

不断认识
，

终归会得出

客观而公正的结论
。

结 语

本文牵涉到如何评价粤乐的风格
、

体裁与形

式
，

粤乐的思想性
、

艺术性
、

人民性和它的文化价值

等方面
。

综合起来
，

什么是粤乐的美学品格
，

我们

应该有了一些基本的认识
。

文章也触及到中西音

乐文化相互借鉴
、

相互融会的问题
，

审美过程中主
、

客体之间的关系的问题 �还触及到在不完全相同的

社会历史
、

生活环境条件下而形成的南北学人不完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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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对于这个敏感时期的粤乐创作之得失
�

建国以来
，

多数的研究均过分强调
“
失

”
的方面

�

如汪毓和编著�中国近现代音乐史》�人民音乐
出版社

，

���� 年 �月�及其修订版����� 年 �� 月�
、

第二次修订版�����年 �� 月 �认为
�“
在三十年代以后

，

特别是抗战爆发以后的 十多年间
，

随着帝国主义文化
、

经济的侵略以及国内反动统治的加强
，

广东音乐的发展愈来愈受到中外
‘

黄色歌舞音乐
’

的影响
，

并加进 了电吉他
、

萨克

管
、

斑卓琴�����
。
�等外国乐器

，

产生 了不少肤浅庸俗的作品
。 ”

其他如叶栋编著《民族器乐的体裁与形式》�上海文艺出版社
，
���� 年 �月�

、

高

厚永著《民族器乐概论》�江苏人 民出版社 ，
���� 年 �月�

、

杜亚雄编著�中国民族器乐概论 》�湖南人 民出版社
，

���� 年 �月�均持与汪著相似

观点
。

不过
，

袁静芳编著《民族器乐》�人民音乐出版社 ，
���� 年 �月�虽持有类汪著观点

，

但她在 《民族器乐》及其所编�民族器乐欣赏手册 》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
���� 年 �月�中则认为

， “
三十年代由于受西方音乐文化的影响

�

城市广东音乐演奏中曾普遍地应用过小提琴
、

萨克管
、

吉他
、

小号
、

木琴等外来乐器
。

这种大量吸收的后果可以说是两方面的
�

一方面它曾破坏了广东音乐传统的演奏风格
，

使之舞场化
、

爵士化
。

另一方面在演奏上由于演奏家的努力和民间音乐的影响
，

不少乐器在 民族化
、

地方化方面作出了大胆的探索和有益的尝试
。 ”
相对而 言

，

袁

氏之论 比较公允
。

看来
，

由
“
现代民族轻音乐

”
引出的这一历史公案�它几十年来一直影响着对粤乐的认识和评价�

，

尚未了结
。

②黄锦培说 �

解放前为生活四方奔波
，

饮尝流离之苦
。

解放初年
，

时局稳定
，

岁月 静好
，

感今昔之不同
，

以
“
花好月圆

、

人约黄昏
”
为理念

，

作《月圆曲》—笔者 ���� 年间访问黄氏记录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