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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宏君
*

高胡一代宗師　民族器樂豐碑

*李宏君，中國民族管絃樂學會會員，澳門宏韻梵樂會會長，澳門長虹音樂會音樂顧問，澳門演藝學院兼職教師，二胡獨奏家，致力

於中國及澳門的民族音樂評論與理論研究， 2002年以特邀嘉賓身份出席馬來西亞（雲頂）“第一屆世界華樂節”， 2000年由文化局

贊助出版《濠江樂府隨筆》一書， 2007年入選澳門基金會策劃出版的《澳門知識叢書》之作者負責撰寫《澳門音樂》一書。

紀念民族音樂家呂文成誕辰110週年

著名民族音樂家呂文成祖籍中

山，自 1932年定居香港後，他曾三

次返回故鄉中山。第一次是在在抗日

戰爭時期，當時他與何大傻、尹自

重、何浪萍組成“粵樂四大天王”班

底，在中山石岐高昇茶樓演奏粵樂。

第二次是在抗日戰爭勝利後的 1947

年 8月至 9月初，呂文成攜大女呂紅

和歌伶蔣翠雲同行，在石岐淇園茶廳

與當地的白虹樂社拍和同樂。第三次

是在新中國成立後的 1951年，呂文

成攜大女呂紅和歌星白楊、梁英等同

行，在月圓茶廳再度與石岐白虹樂社

拍和。呂文成返中山時必途經澳門，

再加澳門有與呂文成同在“和聲”唱

片公司工作的同事   　 粵樂古腔唱

家李銳祖，所以呂文成就順道在澳門

與同行演奏粵樂。筆者於 1999年訪

問粵曲古腔唱家李銳祖時，就在李家中見到珍藏的幾張照片，照片中呂文成正是在演奏他自己創製的

高胡，而李銳祖則手執響板演唱，這是珍貴的歷史記載。抗日戰爭時期香港淪陷後，大批粵劇粵樂名家

移居澳門避難，呂文成亦隨他們在澳門演奏粵樂，這應是呂文成在澳門生活最長久的時期。當時的新中

央酒店、清平戲院、平安戲院都留下了呂文成用心演奏的繞樑樂音，深深地銘刻下呂文成閃光的才藝，

由此呂文成與澳門結下了深厚的藝術之緣。在此紀念呂文成誕辰110週年之際，澳門的樂壇、澳門的樂

迷也將深切緬懷粵樂一代宗師呂文成。

謹將此文獻給嶺南著名民族音樂家──呂文成宗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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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 4月 2日是著名民族音樂家、高胡創造者、

高胡演奏家呂文成誕辰一百一十週年。值此之際，中

國樂壇、音樂界將深切緬懷這位中國民族拉弦樂器─

─高胡之創始者、高胡一代宗師呂文成。於 1898年

4月 2日出生於廣東中山市的呂文成，以其在音樂創

作、音樂演奏的卓越才華，活躍於20世紀的中國民

族樂壇。特別是在 20 世紀 20 年

代，呂文成發揮其民族音樂出類

拔萃的才華，把鋼弦安裝在胡琴

上，創造發明出通透明亮、甜美

圓潤的中國拉弦樂器  　 高胡，

填補了中國拉弦樂器高音聲部的

空白。隨後他又創作了約兩百首

高胡樂曲，創立了絢麗多彩的高

胡演奏藝術，成為高胡藝術的開

山鼻祖，樹立起中國民族拉弦樂

發展史上的一座豐碑，為中國現

代音樂史寫下了光輝的一頁。然

而由於種種歷史原因，呂文成在中國現代音樂史

上的重要地位卻未能得到充份的肯定。值此紀念

民族音樂家呂文成誕辰一百一十週年之際，筆者

想借此文，匯集各種歷史資料，從各方面論述一

下呂文成在創造中國民族樂器 　   高胡、創立

高胡音樂藝術、創作繁多高胡樂曲方面的輝煌成

就。時光雖然流逝，但呂文成發明的高胡、創立

的高胡音樂藝術，在中國現代音樂史上仍在閃閃

發光。歷史將給予公正的評價：呂文成堪稱中國

現代樂壇“高胡一代宗師”，其在中國民族拉弦

樂藝術所作出的貢獻，完全可以媲美胡琴大師劉

天華、阿炳，在中國胡琴藝術領域裡與他們鼎足

而立。

廣東中山人傑地靈，是革命先驅者孫中山先

生的故鄉，是一個對中國現代史有重大影響的地

方。 1898年 4月 2日，呂文成出生於中山市石岐

南門新墟鄉一個平凡的家庭。1901年，因家境貧

困，剛三歲的呂文成就離鄉背井，隨父親前往上

海謀生；年紀輕輕的呂文成曾在銀匠攤檔當童

工，嚐盡了人生滄桑；到了十歲，呂文成才就讀

於免費的“廣肇義學”。他利用課餘時間學習音

樂，從此與中國民族音樂結下不解之緣，步上其

光輝的音樂生涯。呂文成自幼就酷愛中國民間音

樂，經常利用機會，聆聽上海灘老藝人的演奏，

因其聰慧過人，加之勤學苦練，積極參與中國民

族器樂演奏，竟無師自通，自學成材。呂文成還

呂文成創製的高胡

呂文成改良的揚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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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到二十歲時，就已精通中國民族樂器二胡、揚

琴、木琴等樂器演奏，尤其擅長二胡演奏，被樂壇

冠以“二胡王”、“二胡博士”之美譽；加上呂文成

擅長粵曲“子喉”演唱，在上海樂壇頗具名氣。呂文

成在五光十色的上海灘打下了堅實的民族音樂藝術

基礎，走出了成功的第一步，在當時的中國民族樂

壇嶄露頭角。 1919年，上海成立了薈萃當時民族音

樂精英、研究民族音樂的“中華音樂會”，呂文成成

為創會會員，後為該會滬樂科幹事。呂文成還兼任

上海精武體育會音樂部教員，擔任上海鐵路職工組

織“儉德儲蓄會”粵樂隊指導等職，活躍於當時繁華

熱鬧的上海樂壇。

1 9 2 6 年，呂文成隨精武體育會組織的表演團

體前赴北京、天津、武漢、廣州等地巡迴演出，

他以精堪的演奏、伴奏技術，揚名大江南北。當

時的報章贊揚其高胡演奏“獨步南中”、“南宗祭

酒”，并以“高山流水”的美辭高度評價呂氏演奏

的音樂。

擅長演奏二胡、譽稱“二胡王”的呂文成并不滿

足於現狀，他以藝術大師的觸覺“靈機一動” ，創造

了中國民族拉弦樂器──高胡，而呂氏亦成為中國

高胡藝術的開山鼻祖。據說呂文成等人於 1926年從

上海輾轉來到廣州演奏，因南方氣候潮濕，呂氏從

上海帶來的南胡琴筒蛇皮脫膠，他臨時蒙上較緊的

蛇皮，但胡琴產生刺耳的沙啞噪音。呂文成與當時

小提琴演奏家司徒夢岩相熟，在其影響啟迪之下，

用小提琴的鋼絃取代二胡的絲絃，又發明用雙腿夾

琴演奏，既消除了噪音，且得到明亮甜美的音色，

使得二胡從此脫胎換骨，一舉創造發明了中國民族

拉弦樂器  　 高胡。呂氏獨創用雙腿夾住琴筒的夾

腿式演奏方式，既可改善噪音，又可控制胡琴音

量，成為獨樹一幟的高胡演奏方式而流傳至今。高

胡以其清麗甜潤、明亮通透的音色脫穎而出，取代

了其它樂器，成為廣東音樂、粵曲演奏的領奏樂

器，至今猶在粵樂壇獨領風騷。呂文成創造的高

胡，不僅豐富了廣東音樂、粵曲的伴奏，并且對中

國民族拉弦樂具有深遠影響，成為中國民族音樂中

獨當一面的重要樂器。在 20世紀中，中國北京、上

海、蘇州等地的民族樂器廠根據呂氏發明的高胡原

形，衍變製造出六角、八角、扁圓形高胡，現在廣

泛應用於中國民族樂團中，組成了音色明亮甜美的

中國拉弦樂高音聲部，大大豐富了中國民族樂團的

音樂色彩。

呂文成不但在高胡演奏方面具有卓越才華，其揚

琴演奏也出類拔萃。 20世紀 20年代，呂氏曾在上海

中華音樂社表演揚琴獨奏〈梅花三弄〉、〈小桃紅〉，

使聽眾如癡如醉，大受贊賞。後呂氏又大膽以揚琴上

盤線做低音，改以中盤和下盤線作主音，再把兩首廣

東小調〈三醉〉、〈柳青娘〉貫穿起來演奏，取名為

〈柳娘三醉〉，可謂創意新穎、異軍突起，因而大受樂

迷歡迎。據傳說，呂文成又把揚琴高音區的銅弦換成

鋼弦，擴大了揚琴原有的音域，增大了音量，形成了

如今清脆悅耳的揚琴音色。在揚琴改革過程中，呂文

成應記一大功。

中國高胡的誕生，為中國民族樂團交響化作出了

重大貢獻。呂文成在創造發明了高胡後，對高胡的定

音也作出了合理的改革，他把高胡內弦定音為G，外

弦定音為D，比二胡原定音高四度。高胡的G、D定

音法，非常方便廣東音樂、粵曲的演奏，若演奏C調

〈正線〉樂曲時，採用52指法，若演奏G調〈反線〉樂

曲時，採用15指法，演奏廣東音樂非常方便順手，可

發揮出高胡的最佳音色。後來高胡亦有採用A、E定

音法，比二胡原定音高五度，剛好等同小提琴的A、

E弦，亦覆蓋了小提琴的所有高音區。這種定弦法方

便演奏現代樂曲及移植的西洋樂曲，在現代中國民族

樂團中已取得良好的藝術效果。高胡的誕生，填補了

中國民族拉弦樂器高音聲部的空白，拓展了中國民族

樂團交響化的音域，增添了中國民族樂團的音樂色

彩，呂文成在此方面居功至偉。

呂文成作為高胡藝術的鼻祖，運用靈活的換把技

術，揮灑自如的滑音、加花，把高胡演奏得出神入

化。呂氏於 20世紀 30年代演奏廣東音樂名曲〈鳥投

林〉時，摹倣鳥鳴聲維妙維肖，手指迅速揮動於幾個

把位之間，右手用大力擊奏碎弓，猶如鳥雀笑語歡

歌；隨後突然一聲長滑音，生動形象地描繪鳥兒凌

空高飛而去，令聽眾擊掌叫絕。呂文成在當時具有



118

文

化

高
胡
一
代
宗
師
　
民
族
器
樂
豐
碑
　
　
紀
念
民
族
音
樂
家
呂
文
成
誕
辰1

1
0

週
年

文 化 雜 誌 2009

如此高超的演奏技藝，肯定是汲取了小提琴的演奏

技巧，將其運用到高胡演奏上，這與劉天華的〈空

山鳥語〉有異曲同工之妙。在中國胡琴發展史上，

人們一般都認為是劉天華創造了二胡的多把位演奏

法，其實在同一時期，呂文成亦在高胡上運用了嫻

熟的多把位演奏法。歷史證明：是胡琴大師呂文

成、劉天華共同為中國的胡琴藝術開拓出多把位演

奏的新天地。

呂文成是少年成名的音

樂家、演奏家，但他并不驕

傲自大，對於同行更是謙恭

有禮，諄諄善誘，粵樂界中

就流傳有許多呂文成的藝壇

軼事。有一次呂文成返回故

鄉中山，與當地“白虹樂社”

拍和時，其中“白虹”的薩克

斯風樂手楊峰習慣吹奏 D

調，而呂文成的木琴獨奏是

用 C 調，當呂文成發現這一

情況後，主動和藹地對楊峰

說：“我來將就你，祇要把

琴鍵削裁一下就可以。”結

果，呂文成花費了許多精

力，硬是把C調木琴削改為D

調，讓全體樂師都非常感

動。呂文成第三次到故鄉中

山演奏粵樂時，順道到三鄉

戲院演奏了一場，翌晨，當

地小雅山房樂社在三鄉龍門

茶樓舉行茶話會，祝賀呂文

成演出成功，并向呂文成贈

送了紀念錦旗。在場的粵樂

樂手們踴躍發表了觀摩演出

的心得，當許多樂手表示了

向呂文成學習其創作的樂曲

時，呂文成微笑着從手袋裡

取出了一本厚厚的樂譜，他

語重心長地說：“我明白你

們的心意，從你們在過去給我的信中，得知你們缺

少新曲操練，所以我特意集成這本樂譜，希望能適

合你們演奏，就算是此行的見面禮吧！”在場的人

喜出望外，為呂文成的大無私精神所深深感動。在

呂文成的鼓勵幫助下，小雅山房樂社成為嶺南地區

出色的粵樂樂社。另有一次，呂文成在中山小欖演

出後，與白虹樂社的樂手們同乘小客輪返回石岐。

呂文成一行剛坐好位置，祇見一位盲眼藝人在唱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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舟賣藝，他熟練地敲了一陣龍舟鼓後，就開腔高

唱：“龍舟鼓響，喜樂咚咚，歡迎船上來了音樂大

師呂文成（⋯⋯）”船上頓時響起了熱烈的掌聲，人

們把目光集中到了呂文成的身上。呂文成很驚奇盲

眼藝人為甚麼會知道他在船上，他就伸手往口袋裡

掏了一把錢，快步走到盲藝人面前，將錢放在錢盒

子裡。船上有乘客對着盲藝人大聲喊：“呂文成先

生打賞你啦！”盲藝人連聲道謝，接着舉起龍舟鼓

高呼：“今天我們很榮幸與名家呂文

成同舟共渡呀！”船艙裡響起了浪濤

般的掌聲和歡笑聲。“二胡王打賞盲

眼龍舟藝人”，傳為嶺南樂壇佳話。

從以上幾則樂壇軼事，我們也可看出

呂文成對廣東音樂事業的熱情，以及

其樂於助人的情操。

呂文成從 20世紀 20年代起，就

積極從事廣東音樂的創作與編曲工

作，一生作品約有二百餘首。呂文成

是位立場鮮明的愛國民族音樂家，

20世紀 20年代，他不畏艱難險惡的

社會環境，高歌粵曲〈秋魂夜怨》 　

歌頌革命烈士秋瑾。抗日戰爭時期，

呂文成先後創作〈恨東皇〉、〈齊破

陣〉、〈泣長城〉等多首抗日樂曲，

並經常演唱〈臺兒莊之戰〉、〈送征

人〉等抗日粵曲，以此喚起同胞英勇

抗戰。 1983年，由廣東省民間音樂

研究所編、人民音樂出版社出版的

《呂文成廣東音樂曲選》，收集了呂

文成創作的一百二十五首樂曲，代表

作品有：寫景抒情的樂曲〈平湖秋

月〉、〈蕉石鳴琴〉、〈漁歌晚唱〉；

情緒輕快樂觀的樂曲〈步步高〉、〈青

梅竹馬〉、〈醒獅〉；描繪民間習俗

的〈二龍爭珠〉、〈獅子上樓臺〉、

〈鸚鵡戲麒麟〉；表現民族感情的〈恨

東皇〉、〈齊破陣〉、〈泣長城〉等。

這許多作品已成為大眾喜聞樂見的美

曲妙樂，廣泛流傳，其中旋律委婉秀麗、飽蘊江南

風韻的〈平湖秋月〉，節奏活潑明亮、情緒樂觀激昂

的〈步步高〉兩首樂曲，更成為中國樂壇上百聽不

厭、歷演不衰的經典名曲。

20世紀 20年代，香港有一家慈善社邀請呂文成

到香港義演，以賑濟東江災民。當呂文成蒞臨香港

之際，香港各界派出三艘汽艇出港歡迎，紅毯舖

地，鑼鼓喧天，鞭炮轟鳴，眾多樂迷夾道歡迎，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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睹音樂名家呂文成之豐采，成為至今仍令人津津樂

道的樂壇佳話。 1932年上海“一．二八”事件後，

呂文成離開上海，移居香港。呂氏居港期間，繼續

活躍於香港民族樂壇，特別是在廣東音樂、粵曲音

樂方面，大有成就。呂氏是香港“新月”、“和聲”、

“歌林”唱片公司聘請的固定藝員，長期從事廣東音

樂、粵曲唱片的錄製工作，并為香港“高亨”、“百

代”、“勝利”等公司錄製唱片。據不完全統計，由

呂文成所演奏的廣東音樂、粵曲錄製而成的唱片，

有二百七十餘張。

呂文成與澳門樂壇結下很深的藝緣。抗日戰爭

時期有不少粵劇大老倌及廣東音樂名家從香港逃難

來澳門居住，呂文成亦是其中赫赫有名的廣東音樂

大師。在那段時間裡，呂文成活躍於澳門樂壇，他

經常以頭架的身份參與廣東音樂的演奏，並為大佬

倌的粵劇演出、粵曲演唱擔任伴奏。本澳著名粵曲

名家李銳祖曾參與以呂文成為首的廣東音樂五架頭

演奏。筆者曾在李銳祖家中，見到多幀李氏珍藏的

照片，其中有現場演出的劇照和在電臺錄音的照

片，而呂文成演奏的就是由其創造發明的廣東高

胡。

1981年 8月 22日，年老體弱多病的呂文成在香

港病逝，享年八十三歲。 1983年 4月，廣東文藝界

舉辦了“紀念著名民族音樂家呂文成先生誕辰 85週

年學術會”。呂文成已經離開樂壇近三十年，但他

發明的高胡正在中國樂壇大放異彩，他創作的樂曲

仍在舞臺演奏。呂文成創造發明高胡八十年以來，

高胡藝術之應用已經不局限於粵樂，已在中國民族

器樂中佔有重要地位。呂文成創作的作品約兩百

首，若與胡琴大師劉天華的十首、阿炳的三首相

比，有過之而無不及。呂文成於 20世紀馳騁中國民

族樂壇六十餘年，把畢生精力奉獻給中國民族音

樂，特別是其創造的高胡音樂藝術。在紀念中國民

族音樂名家呂文成誕辰 110週年之際，我們不能祇

把呂文成定位為“粵樂宗師”，他不愧為集改革創新

中國民族樂器、創立高胡演奏藝術於一身、對現代

中國民族音樂作出重要貢獻的著名民族音樂家和胡

琴一代宗師。

澳門、中山古代同隸屬香山縣，歸化於香山文

化區域。所以，澳門人亦可以視出生於中山市的呂

文成為澳門鄉親。呂氏在民族音樂方面的輝煌成

就，為香山文化、亦為澳門樂壇增光添彩。呂文成

演奏的愛國愛鄉、通俗親民之音樂深入人心，呂氏

的藝蹤深印在港澳、嶺南地區，他所創作的樂曲在

舞臺上歷演不衰，令人百聽不厭。一曲〈平湖秋月〉

被改編成數拾種版本的樂曲，煥發出迷人的藝術魅

力。一曲〈步步高〉，成為樂觀向上的勵志樂曲，經

常迴響在神州大地。

呂文成大師的不朽樂魂永存於中國樂壇、永存

於千千萬萬樂迷的心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