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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宏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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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宏君，民族音樂評論家，胡琴演奏家；澳門宏韻梵樂會會長；澳門演藝學院“中國音樂欣賞”科導師；專著有《濠江樂府

隨》《澳門音樂》等

前 言

古腔粵曲名家李銳祖是澳門藝壇中的一朵燦

爛奪目的奇葩。李銳祖一生以粵曲相伴，其藝術

生涯極富傳奇色彩。李氏在藝壇上多才多藝，粵

曲古腔、龍舟調堪稱曲壇絕唱，享譽東南亞藝

壇，成為上個世紀澳門曲藝界的代表人物。而其

多年精心製作的竹樂器，巧奪天工，美侖美奐，

更是樂壇上彌足珍貴的絕品。李銳祖先生在藝術

上取得了引人矚目的成就，名揚粵港澳，為澳門

藝壇增添了絢麗的光彩。

李銳祖先生已於2011年6月底與世長辭。這噩

耗如一聲驚雷，震撼了筆者心坎，也牽引起一個

深深的遺憾。十餘年前與李銳祖先生邂逅的情景

仍歷歷在目，那溫文可親的形態，那儒雅博學之

談吐，那對粵曲藝術精通之情景，在筆者腦海中

一一湧現。轉眼間十餘年光陰流逝，李銳祖先生

已與世長辭，這是澳門樂壇的巨大損失，亦是粵

曲、粵劇界的一大損失。如今祇能無奈興嘆：李

銳祖先生最擅長的古腔粵曲、龍舟歌，隨着李銳

祖先生的離世已成令人回味懷念的絕唱！

想當初，是一批製作精美的竹樂器牽出了筆

者與李銳祖先生的邂逅之緣。那是在2001年9月，

澳門文化局舉行的第十五屆澳門藝術節中，舉辦

了“李銳祖竹製樂器展”。筆者在新口岸觀音像

蓮花苑中的佛教博物館細心觀賞了李銳祖先生用

竹製作的樂器，而深深地被製作精緻、美侖美奐

的竹製樂器所吸引。但當筆者閱讀竹製樂器展的

簡介資料冊時，發現書中的文字說明太簡短，甚

至有不少部分存在謬誤，因此在筆者腦中萌發了

一個念頭，要為李銳祖竹製的樂器寫一本詳盡介

紹的書籍，以便推介澳門本土的音樂文化及李銳

祖先生匠心獨具的竹樂器製作。筆者通過文化局

與李銳祖先生取得聯繫，第一次見面是在大會堂

旁邊的檀香山咖啡室𥚃。當筆者向李銳祖先生道

明來意之後，他表現得非常熱情。他說：“祇要

你覺得有需要的事情，我一定會盡力協助。” 李

氏對一個素未謀面的後輩表現出如此氣度，令筆

者非常感動。

李銳祖先生向筆者簡介了其生平及製作竹樂

器之淵源。李銳祖1919年出生於佛山鎮柵下舖細

橋頭；抗日戰爭時期，十九歲時就隨父母前往上

海，營辦飲食生意。李氏自幼喜歡音樂，又兼生

澳門粵曲名家李銳祖，在藝壇上多才多藝，其粵曲古腔、龍舟調堪稱曲壇絕唱，而其多

年精心製作的竹樂器，巧奪天工，更是樂壇上彌足珍貴的絕品。李銳祖從1956年開始製作竹

樂器，直至1980年，二十五年間製作了近三十件竹樂器。 作者借此文把李氏之竹製樂器詳細

介紹，讓其藝術風采與讀者共享，以完成對李銳祖先生的一個承諾，亦聊表一份對李銳祖先

生深切悼念之情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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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聰穎，在音樂方面頗有天份，他在上海期間就

在粵曲社團中演唱粵曲，且小有名聲。1948年，

香港粵曲票友莫伍、羅唐生欣賞李氏在演唱粵曲

方面的超群才華，力邀其到香港藍鷹汽車公司任文

員收賬，空閒時陪他們唱粵曲。李氏在香港樂壇結

識了粵曲前輩潘賢達、馮維達，後李氏跟隨潘賢達

深造古腔唱法，終成古腔名家；之後再在香港結識

粵樂名家呂文成、梁以忠等，平時一起唱和交遊，

在香港“和聲”、“新聲”、“美聲”、“南聲”

和“金星”五大唱片公司，合力錄製古腔新曲唱

片，成為享譽省港澳的粵曲名家。李氏從1956年

起開始製作竹樂器，直至1980年，二十五年間製

作近三十件樂器。竹樂器上有書畫名家手跡，並

曾由粵樂名家呂文成、何大傻、梁以忠等演奏並

獲贊揚，彌足珍貴。李銳祖先生的竹製樂器曾於

1974年在新加坡展出，1976在香港皇仁書院展

出，1978年在臺灣國立歷史博物館展出，1993年

在廣州越秀山五層樓展出，2001年在澳門蓮花苑

展出，譽滿東南亞及港澳臺。李銳祖先生的粵曲

古腔唱法及竹製樂器，展示了其超凡脫俗的藝術

才華，為澳門樂壇爭得榮譽，在澳門音樂史上寫

下精彩的一頁。

在緊接着的一星期的每天下午，筆者帶着筆

記本和卷尺來到位於水坑尾的李銳祖先生家裡。

李銳祖先生和太太兩人搬出那一批寶貝竹樂器，

如數家珍地逐一詳細介紹，哪一件樂器是在甚麼

時候製造的，有哪些書畫家的佳作，有如何超凡

脫俗的特色，讓筆者逐一記錄清楚。記錄工作完

成後，李銳祖先生還贈筆者四本書籍，其中兩本

還親自簽上了名。四本書分別是：1978年李銳

祖先生在臺北市國立歷史博物館舉辦“李銳祖竹

製樂器精品展”的紀念特刊，內有國民黨元老陳

立夫的“創造最樂”題辭；2001年第十五屆澳

門藝術節舉辦“李銳祖竹製樂器展”印製的特

刊；1999年8月《澳門雜誌》所刊陳繼春撰寫的

〈李銳祖的翰墨緣〉一文，論述李銳祖先生與眾

多現代名畫家的筆墨情緣；2001年11月《明報週

刊》“非常人物”欄目中刊登〈香江之寶──李

銳祖〉一文，描述李銳祖先生之生平，其古腔粵

曲、龍舟歌和竹製樂器。

據李銳祖先生親口講述，他和家眷於1953年

舉家從上海來到澳門定居，包括父母、妻子及四

個兒女；70年代起住在水坑尾，就是筆者訪問李

氏時之地址。李氏曾於1994、1995年移居加拿

大，但隨之返澳安享晚年，其最後的歲月就在澳

門渡過。李銳祖先生把澳門當成第二故鄉，稱自

己是地道的澳門人，澳門藝壇亦應以其為榮。

筆者與李銳祖先生的最後一次見面，是在

2003年4月10日澳門文化局的“李銳祖竹製樂器、

珍藏書畫捐贈儀式”上。當時是在大砲臺的澳門

博物館演講廳，筆者在捐贈儀式上再見到李銳祖

先生，覺得他精神還不錯。捐贈儀式結束後，我

們有緣傾談了一會，互訴別後情境，最後合照留

念，沒想到這竟是與李銳祖先生最後的一次見

面。在筆者拜訪李銳祖先生後的三年間，李銳祖

先生把這些價值不菲的竹製樂器、珍藏書畫全部

捐贈出來，真是一次令人敬佩的無私捐獻。據李

銳祖先生向筆者講述，在抗日戰爭時期，曾有日

本人不惜以近百萬港幣之高價，意圖購買這些竹

樂器，但遭李銳祖先生斷然拒絕。李銳祖向筆者

表示，日本侵略中國，我怎可能把心愛的樂器賣

給他們呢！李氏完全不為金錢所動，表現了其正

義凜然的愛國胸懷。

2003年，李銳祖先生先是把一套粵樂五架頭

的竹樂器捐贈予他的故鄉佛山粵劇博物館，繼而

把兩件精美竹製樂器捐贈予香港中文大學，然後

把餘下的全部竹樂器和珍藏的名家書畫捐贈予澳

門博物館。 

李銳祖先生的無私奉獻，表現了如勁竹般的

氣節與高尚品德，堪稱藝壇中的光輝典範。李銳

祖先生雖然仙逝了，但他那美妙的粵曲古腔、龍

舟調將永遠縈繞在樂迷們耳中，他在澳門曲藝史

上寫下了閃光的篇章。李銳祖先生演唱的粵曲古

腔、龍舟歌藝術及其多年精心製作的竹樂器，是

其遺留給澳門寶貴的文化遺產，將永遠閃爍着不

朽的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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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悼念李銳祖先生，表達對李銳祖先生無

私奉獻的敬意，筆者立意盡力宣揚李銳祖多年精

心製作的竹樂器，謹以此文向澳門粵曲名家李銳

祖先生致以深切的悼念和崇高的敬意！

竹節清音伴古腔

粵曲名家李銳祖一生愛竹，與竹結下不解之

緣，其居所自號“竹娛軒”，收藏之墨竹字畫數

量頗多。更令人嘆為觀止的是，大師不僅能以竹

製作傳統的中國吹管樂器，更匠心獨運地用竹製

作出中國拉弦、彈撥、敲擊樂器，製作精美，巧

奪天工，受到粵樂名家及廣大樂迷的極高評價和

贊譽。他用竹製作的中國樂器，鑲嵌紫檀、黃

楊、烏梅、象牙等名貴材料，兼雕刻名家題詩書

畫。它們不但是能演奏出優雅音樂的精美樂器，

還是具有很高藝術價值的工藝珍品。

李銳祖從1956年開始製作竹樂器，約至1980

年止，在二十五年間共製作近三十件竹樂器。早

在1956年，有一位朋友送給李銳祖一對竹製對

聯。一天，李銳祖與曲壇好友馮維祺共研曲藝

之際，一眼望到掛於廳中的竹對聯散發出雅致

的竹節神韻，頓時靈機一動，立意嘗試用竹製

作樂器，就在當年製成了第一把竹樂器 —— 秦

胡。1957年，李氏又用竹製成二胡、揚琴、胡琴

和椰胡四件樂器。1957年4月，李氏製成的竹樂

器迎來了處女秀，在香港電台“粵譜清音”欄目

中首播。李銳祖親自向筆者憶述當時情景：當時

演奏，由呂文成拉二胡，何大傻彈秦琴，陳厚拉

胡琴，郭倫彈揚琴，李銳祖操奏敲擊樂。演奏的

曲目有廣東音樂〈漢宮秋月〉、〈陌頭柳色〉、  

〈到春雷〉、〈岐山鳳〉等，歷時三十分鐘。

據李銳祖口述，樂隊陣容中個個都是赫赫有名的

粵樂大師，這一次演奏可稱得上是粵樂的巔峰之

作，而他們演奏的樂器，全部是李銳祖用竹製成

的。香港電台的這一次廣播盛會，轟動了嶺南樂

壇，竹樂器的清音雅韻大受好評，李銳祖竹製樂

器也從此揚名東南亞。

竹樂器一砲走紅，使李銳祖獨領風騷，但其

中飽浸着李氏的艱辛與心血。竹樂器的製作過程

非常複雜，要花費許多的精力和工藝。據李銳祖

講述，他當時在西灣河邊，買回整列的竹排，再

從中挑選出適用的竹筒，然後將竹材浸泡於石灰

水中數天，把竹的甜味浸漂出來，以起消毒滅菌

之效；然後將竹材用淨水冲洗，放於陰涼處陰

乾，所需時間長達半年以上。在陰乾過程中，有

崩裂、霉爛或變形的，就要被淘汰，這是製作竹

樂器工序中非常重要的一環。後來李銳祖就去找

舊竹家具，找到舊的竹床、竹桌、竹椅，再從中

選出適用的材料，這樣就能省去竹材的“老化”

程序，大大節省了製作的時間和精力。製作竹樂

器入迷的李銳祖，曾在朋友家中發現竹家具而向

友人索取，拿回家當樂器材料。而一班藝壇好友

得知李氏之“竹痴”，一有好竹也會主动送上門

來，為李氏的竹樂器製作大開方便之門。準備好

竹材後就進入了竹樂器的主要製作程序，把竹材

按所要製作的樂器的大小尺寸進行裁製。李氏採

用的製作程序是：先用木刨刨竹，粗材大概成型

後，再用粗砂紙打磨到所要求的尺寸，然後再用

細砂紙小心打磨到精確的形狀。最後一道工序是

粘合，最早是用木膠水，用開水沖攪木膠粉，調

和成膠水，用來粘合竹樂器，後期就改用性能良

好的混合膠，混合膠的粘性強，效果比木膠粉沖

成的膠水好，可以有效地防止潮濕脫膠，使竹樂

器堅固耐久。李銳祖在傾談中笑稱：“我製作竹

樂器，其實就是一味靠‘黐’(癡)，卒之‘黐’

成了一批勁節清韻的竹樂器。”

一、竹製彈撥樂器

李銳祖的竹製彈撥樂器包括全竹揚琴、揚

琴、秦琴、月琴 、中阮和三弦等。 

李銳祖的竹製彈撥樂器中，有一把引人矚目

的樂器 ── 中阮。此琴製作於1960年，屬於李

氏早期製作的竹樂器。中阮是歷史悠久的中國樂

器，原名“阮咸”，它蘊含有一段引人入勝的歷

史典故。中國歷史上三國末期，魏晉易代之際，

在山陽 (今河南省修武縣) 城郊竹林中，聚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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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銳祖於1978年3月在臺北歷史博物館展示他的竹製樂器精品。下頁圖片是《中國新聞》(英文) 有關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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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銳祖先生竹製樂器精品暨展示實錄》(1978年3月．臺北歷史博物館 / 中華電視臺) 所輯的“陳立夫題字”(右上角) 和“梁在平手書序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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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群名仕文人，就是當時大名鼎鼎的“竹林七

賢”，其中有阮籍、阮咸兩人份屬親戚。阮咸，

字仲容，是阮籍的侄子。阮咸是歷史上傑出的音

樂家，史書上稱其“妙解音律，善彈琵琶”。他

當時彈的琵琶是一種下有圓形共鳴箱、直柄四弦

的樂器，古代稱為直項琵琶。此樂器曾一度失傳，

至唐朝武則天時，蜀人蒯郎從古墓中發掘到一種銅

製樂器，卻無人識得是何種樂器。當時掌管禮樂的

太常少卿元行冲觀其形狀，與宮廷中所藏晉畫〈竹

林七賢圖〉中阮咸手中所彈樂器一樣，所以就將此

樂器命名為“阮咸”，後簡稱為“阮”。這是唯

一以歷史人物命名的中國樂器，亦令此樂器增添

不少神祕的傳奇色彩。

李銳祖用竹所製的中阮，屬於演奏粵樂專用

的阮。其形狀是直項三條弦，安有十個品位。其

三弦定音應為：1弦G (5)、2弦D (2)、3弦G (低

音5)。樂器全長100cm，直項長64cm，項安有三

軸各長18cm，圓形共鳴箱直徑37cm。琴鼓圓形共

鳴箱面板用梧桐木製成，其它部分全由竹製成。

此琴琴項頭上刻有“庚子銳祖製”字句，兼有方

形陽文“李”字圖章一個。琴鼓裡有李銳祖手筆

自書：“1960年5月15日製作於濠江和隆街，1968

年重修，10月30日德福大厦廿二號二樓 (註：水

坑尾住宅地址)。”此段文字彌足珍貴，記錄了

此樂器的製作、重修的準確日期，並且告知我們

先生最早居住於和隆街、後來才遷居水坑尾的歷

史狀況。李銳祖用竹製的中阮，外形優雅，體形

比樂團用四弦中阮略小，但它卻可勝任粵曲的伴

奏。李氏應邀在香港電台的演奏中，就可見到其

玲瓏有緻的身影。

李銳祖的竹製樂器中，有一架嬌小玲瓏的蝴

蝶形揚琴。此竹製的揚琴是李氏早期的作品，於

1957年製成。此琴以原始蝴蝶形揚琴為樣本，

呈芭蕉扇形，形狀嬌小玲瓏，精緻脫俗。揚琴面

板上有竹碼兩排，每排各有八個音，共有十六個

音，音域超過兩個八度，用來伴奏粵曲演唱已綽

綽有餘。揚琴之面板扇形長邊長度為80cm，扇

形短邊長度為51cm，扇形面板寬為30cm。揚琴

正面橫幅刻有琴銘一首，由當年中華總商會中文

秘書簡沙侶題作：

李子銳祖，嫻聲律，善新歌，尤獨運匠

心，精作今樂。時流尚之琴，成，眎予。嘉

其技之巧，抑琴之貞，而繫以銘。(銘文) 寒山

之桐，嶰谷之竹，陶性寫心，賢者其能淑。下

款：丁酉仲春，簡沙侶時旅蓮島。

下方刻有方形陰文圖章“沙”、“侶”兩個，最

後還刻“太康刻”三字。據李銳祖親口叙述，此

銘文由當時知名人士許太康寫兼刻。揚琴兩邊梯

形幅刻有琴聯一對：“三弄梅花傳駐電，二分明

月在揚州。”   “三弄梅花傳駐電”句下款：    

“蒼城許太康刻於濠江”，並有方形“太”字圖

章一個。“二分明月在揚州”句下款：“南海

李銳祖精製”，並刻有“李氏”方形陰文圖章兩

個。揚琴配有梯錐形琴座一架，高7cm，寬6cm 。

座上另刻有對聯：“栩栩然猶蝶也，洋洋乎盈耳

哉。”下款：“丁酉二月太康刻。”李銳祖此架

用竹精製的揚琴 ，小天地裡有乾坤，計有題作、

銘文各一篇近百文字 ，另有對聯兩對，圖章五

個。此琴集詩文、對聯、書法、篆刻、雕刻、樂

器於一身，既是可供演奏的極品樂器，又是內涵

豐富的工藝精品，堪稱難得一見的藝術珍品，令

人嘆為觀止，彌足珍貴。此琴於2001年被李銳祖

連同一套廣東音樂五架頭樂器一起捐贈予佛山粵

劇博物館。

據李銳祖口述，在其所製作收藏的一批樂器

中，他最心愛的樂器並非是他的第一件製作，亦

非其它精美奇異的樂器，而是一架經他修補好的

揚琴，因為那是一架具有歷史意義的揚琴。該琴

是粵劇前輩丘鶴儔先生之物。1934年，丘鶴儔

與馮維祺在廣州濠畔街正聲琴館以二十六圓大洋

購買了這架揚琴，從此這架揚琴跟随丘師馳騁藝

壇多年，曾與粵樂名家呂文成等携琴赴新加坡演

奏。到了丘師捐館後，此揚琴輾轉落到李銳祖手

中，但揚琴已破爛不堪，銅鍵剝落損毀。李銳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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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盡心思對此琴精心修理，不惜花費重本，購買

白銅水煙筒，取用其特製的白銅，琢磨成銅鍵，

再逐一重新安装。經李銳祖一番精心修整，這架

具有歷史意義的揚琴終於脫胎換骨，重獲新生。

為此羅叔重曾親自作銘曰：“是變古音，是今揚

琴，丘子遺澤，歷世不侵。”並題“韻雅聲清”

四字，澳門著名書畫家林近特地為此製印。李銳

祖擁有丘師遺琴，睹琴思人，緬懷恩師，別具一

番深厚情意。

2003年，李銳祖把此珍貴揚琴連同兩把廣東

椰胡一起捐贈予香港中文大學。香港中文大學中

國音樂資料館檔案庫中銘文記載：

現年八十四高齡、仍活躍於港澳兩地的古

腔粵曲名家李銳祖先生，月前於香港大學音樂

系舉行講座後，兩度造訪香港中文大學音樂系

戲曲資料中心及中國音樂資料館，更慷慨捐贈

其珍藏多年之揚琴、李氏精製之椰胡及其演唱

之古腔粵曲原版唱片及鐳射唱片予香港中文大

學音樂系中國音樂資料館。該揚琴乃粵樂名宿

丘鶴儔先生 (《弦歌必讀》、《琴學精華》、

《國樂新聲》等世紀初粵樂名著之作者) 三十

年代之遺物，兩排琴馬，經李氏修復，琴背有

羅叔重先生之烙銘，為香港粵樂極具歷史價值

之音樂文物。香港中文大學音樂系喜得珍器，

此記。 

李銳祖竹製彈撥樂器中，有一把全竹製“秦

琴”。“秦琴”原為演奏潮州音樂的樂器，傳統

樣式為二弦或三弦，音箱由梧桐木板製成，共鳴

箱呈扁平，體形狀似梅花，所以俗稱“梅花秦

琴”。普通“秦琴”琴杆長約70cm，兩弦定音為 

G D，音域有兩個八度以上。20世紀20年代後， 

“秦琴”被引進到廣東音樂樂隊中，煥發出其特

有的南粵風韻，而成為彈撥樂的重要成員。

李銳祖竹製“秦琴”於1956年製成，亦屬於

第一批作品。此琴模倣潮州“秦琴”款式製成，

音箱呈橢圓扁鼓形，正面用梧桐木板製成。據李

氏向筆者介紹，此面板是拆舊揚琴後選取的，

這樣的木板比新木板穩定，可𣎴受氣候影響。

竹製“秦琴”安有兩弦。此琴比普通“秦琴”略

大，琴杆全長89cm，上安有十二品位，琴杆頂

部刻有“奔月”兩字。琴杆上安有兩個弦軸，長

15cm。橢圓扁鼓形音箱長27cm，寬24cm。琴鼓

底面用十片精選竹精密拼成，上刻琴詩一首云：

上枝似松栢，下根據銅盤。雕文各異類，

離婁自相聯。誰能為此器，公輸與魯班。 (下

款) 己亥冬為銳祖題，熊式一。

下有方形陽文“熊式一”圖章一枚。據李銳祖

講述，這題字是由當時的文學博士熊式一題書

的。琴鼓邊有題字曰：“匏土、革木、石金、絲

竹。”一邊中間下款：“蒼城許太康書並刻。”

並刻有題方形陰文“太”、“康”圖章兩個。另

一邊中間題： “南海李氏銳祖粗製”，底有方形

陰文“丙申年製”圖章一枚。

此把“秦琴”製作不算複雜，也不見得是最

精美的手工，但其身上的題字卻意味深邃。中國

古代從周朝末至清代初的兩千多年歷史中，都是

根據製造樂器的不同材料把所有樂器分為“八

音”，就是金、石、土、革、絲、木、匏、竹共

八大類。金屬類樂器有：鐘、鏞、鐃。石屬類樂

器有：磬、鳴球、擊石。土屬類樂器有：陶塤。

革屬類樂器有：鼓、鼗。絲屬類樂器有：琴、

瑟。木屬類樂器有：柷、敔。匏屬類樂器有：

笙、竽。竹屬類樂器有：笛、簫、箎。而李銳

祖竹製“秦琴”，其琴鼓邊有題字：“匏土、革

木、石金、絲竹。”這八個字所包含的意思就是

中國古代的“八音”。有意思的是許太康的題字

並不按“八音”的順序而是按照自己的意愿而排

列出來的。這或許是許太康先生想展示一下自己

的創意而採用的特別做法吧。

李銳祖竹製彈撥樂器中，有一把“月琴”。

月琴是由中國古老樂器阮衍變而成的，因其形似

滿月，故賦予“月琴”之美稱。月琴在中國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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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泛流傳，通常用於戲曲、曲藝的伴奏及獨奏，

器樂合奏。在京劇樂隊中，它與京胡、京二胡合

稱為京劇樂器三大件。我國西南部的少數民族，

常以月琴作樂舞主奏樂器，邊彈邊舞。月琴的音

箱一般都是木質圓形，也有八角形的。琴頸上有

七品，安四根弦，通常是五度定弦，定音為 G D 

G D。月琴在廣東音樂樂隊中曾佔據重要地位。在

最早期的廣東音樂“傳統五架頭”二弦、提琴、

月琴、三弦、鼓竹中，月琴就佔有一席之地。

李銳祖竹製的“月琴”以傳統月琴為樣本，

琴頸張有四弦，琴頸上安有十品位。月琴全長

63cm，圓月形琴鼓直徑36cm，琴頸長27cm，琴

頸上四個弦軸長14cm。琴鼓正面有趙少昂親筆

題詩一首云：

翠竹凝新綠，滌盡人間俗，添箇知了聲，

如聽霓裳曲。(下款) 辛酉夏五月，銳祖李兄精

製此琴，屬予為琴背後補詩於此，少昂。

並刻有朱方圓形“趙”字圖章一枚。詩右首頭有方

形佛印手圖章一枚。琴鼓背面有趙少昂畫一幅，

用潑墨作粗竹三枝，竹葉疏稀幾片，最傳神有蟬

一隻，蟬衣透明剔透，與前面詩意互相呼應，令

人拍手叫絕，回味無窮。畫之下題有“少昂”兩

字，刻有朱紅陰文“趙”字圖章一枚。月琴琴首

背面有方形陽文“南海李氏製”品圖章一枚。此

琴是李氏於1981年製成的，屬晚期製作之精品。

此琴再有著名書畫家趙少昂出色書畫之點綴，

詩意“添箇知了聲，如聽霓裳曲”生動有趣，

畫中蟬栩栩如生，蟬鳴盈耳，甚是傳神。此月

琴製作精美，再有趙少昂書畫錦上添花，已超

越了一般樂器的價值，乃李銳祖竹製樂器中之

彌足珍貴的精品。

李銳祖竹製彈撥樂器中，有一把竹製“三

弦”。“三弦”是中國傳統的民族樂器，已經有

二千餘年的歷史。傳說早於公元前214年，秦始

皇滅六國完成統一中國後，就徵用大批民眾去邊

疆修建萬里長城。為了應付繁重的勞動，北方民

族的人民就把一種有柄的小搖鼓加以改造，並在

上面安上絲弦，製成可以彈撥的樂器，當時稱之

為“弦鼗”。

三弦之加入廣東音樂樂隊行列，應始於20世

紀初。20世紀20-30年代，大批粵籍人士居住於

上海，因而上海也產生眾多的廣東音樂團體。 

“小三弦”原是伴奏崑曲的樂器，後被引進到江

南絲竹的演奏中。在上海的廣東音樂團體，受江

南絲竹的影響，亦把“小三弦”應用到廣東音樂

演奏中，並在早期廣東音樂演奏中成為主要彈撥

樂器。

李銳祖竹製“三弦”應屬“小三弦”型，於

1965年製成，是李氏竹製樂器的中期作品。竹

製“三弦”全長99cm，其長度介於“大三弦”

和 “小三弦”之間，琴杆上的三個弦軸長15cm。

琴杆下的琴鼓直徑18cm，琴鼓兩面都蒙蟒蛇皮。

琴頸背面刻有“乙巳冬至銳祖製”字款，並刻有

方形陽文“李”字圖章一枚。因三弦的木質面積

較少，所以此樂器的題字和雕刻較少，但此三弦

發音清雅明亮，屬於實用型樂器中的精品。

現存資料顯示，李銳祖竹製“三弦”曾於

1978年5月參與在臺北國立歷史博物館的“李銳

祖竹製樂器精品展”。在臺灣期間，李銳祖在   

“華視”四頻道演唱〈祝壽歌〉時，此三弦就由

嶺南音樂社的樂師們演奏拍和，三弦之樂韻曾伴

隨着李銳祖的古腔粵曲，飄盪在寶島上空。從歷

史相片中我們還可知道，此三弦還參與了天籟音

樂社在“華視”的廣東音樂演播節目。

二、竹製拉弦樂器

李銳祖竹製的拉弦樂器包括：二弦、提琴、

全竹提琴、二胡、胡琴和中胡等。

李銳祖最早用竹製作的樂器是“二胡”與   

“胡琴”，兩件樂器同時於1956年製成，屬於

李氏竹製樂器的處女作品。“胡琴”是中國拉弦

樂器的中流砥柱，在中國民族樂團中有着舉足輕

重的地位。“胡琴”在中國樂壇上有着悠久的歷

史。宋沈括《夢溪筆談》中記載：“馬尾胡琴隨

漢車，曲聲猶自怨單于。彎弓莫射雲中雁，歸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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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不寄書。”詩中清楚記載宋代已有“馬尾胡

琴”的歷史事實，是中國音樂史中的重要詩篇，

對研究胡琴的歷史來源有着重要的作用。20世紀

以來，二胡演奏技術有許多突破性的創新。二胡

演奏家進行國外演奏及國外講學日益增加，使世

界的人民及音樂界對二胡藝術有了較深入的了

解。二胡藝術正以其濃郁的民族風采，晉身於世

界樂壇中。

李銳祖竹製的“胡琴”，琴杆長78cm，琴筒

直徑17cm，兩琴軸長16.5cm，琴弓長77cm。此

琴最特別處是琴筒後面是梅花形竹罩，上刻有篆

書“上林”兩字，乃用十一塊竹片拼凑而成，佈

局巧妙，銜接精密，彰顯出李氏製琴的精工巧手。

琴筒左右兩邊寫有：“黄鍾”、“大呂”四字，

字體典雅大方。下款：“南海李銳祖精製”，並

有方形陰文“祖”字圖章。此字由篆刻家許太康

書寫並雕刻。琴杆一側刻有鳥投林山水畫一幅，

乃由許太康畫並刻。上題“鳥投林”，丙申冬月

石人刻。下有方形“石人”圖章一個。相信此畫

乃取自廣東音樂名曲“鳥投林”之意境，其佈局

深邃，山水重疊，樹林中有飛鳥投林，字畫意合

無間。琴杆另一側面刻有詩句：“起勁商教雲雁

落，陶融羽葉水龍吟。”下題：“丙申冬月蒼城

新會許太康刻。”下有方形陰文竹字圖章一個。

此面詩句與前面字畫互相呼應，相映成趣。此琴

琴筒直徑達17cm，屬於拉弦樂器的大個子，其發

出的樂音低沉渾厚，是廣東音樂拉弦樂中的中、

低音樂器，現一般由椰胡、中胡代替。所以，李

銳祖這一低音“胡琴”，乃是罕得一見的孤品，

具有很高的收藏價值。

李銳祖竹製拉弦樂器中還有一把竹製“二

胡”，此樂器亦是全竹製成。琴杆採用青頭竹，

青竹頭在上，全長76cm。另配有一把琴弓，長

84cm。竹琴筒直徑10cm，與現代二胡大小相

若。竹琴筒前面蒙有蟒蛇皮。據李銳祖向作者講

述，此蟒蛇皮是從香港摩囉街買來的。竹琴筒蟒

蛇皮的邊上還另匝有一個竹圈，以保護竹琴筒前

面的蟒蛇皮，製作手法甚是精緻，別出心裁。據

李銳祖親口向作者介紹：“此琴筒用整個精選竹

筒雕空，蟒蛇皮蒙在另一個短竹筒上，然後套入

大竹筒之中。”這種方法是李銳祖獨創的，其好

處是可以保護蟒蛇皮能長久使用，但可能會令二

胡的音量較弱。竹琴筒後面用自然竹節雕成雙勾

竹葉圖形花窗，具一種自然純樸之風采。琴杆上

兩琴弦軸長16cm，亦由精選竹製成。琴筒上有

澳門早期音樂家許太康題並刻“清樂”兩字，下

雕有“銳祖製”字款，並有方形朱文“李氏”圖

章一枚。琴杆的一面是澳門著名畫家、高劍父入

室弟子司徒奇工筆畫“晴竹圖”一幅。畫中竹枝

疏勁清秀，竹葉交疊錯落有趣，竹節清晰層次

分明。下款 “司徒奇”三字題名，並有方形陰

文“奇”字圖章一枚。琴杆的另一面，是澳門著

名書法家林近用行草書簡文銘曰：“繫彼絲竹，

詠之歌之，悠哉悠哉，以永於斯。”下有“庚子

春李銳祖製，簡文銘，林近題”。並雕刻有圓形

陰文“李”字，方形陰文“製”字圖章兩枚。字

畫簡約清晰，但具名家風範，令此樂器具有一種

超凡脫俗的氣質。此樂器是一件能演奏二胡神韻

的樂器，又是一件銘記着李銳祖匠心獨具的精緻

藝術品。

李銳祖竹製拉弦樂器中，有一把精緻的“二

弦”。中國民族樂器中稱為“二弦”的拉弦樂

器，大都流傳於江南閩粵地區，例如有福建南音

專用“二弦”，潮州音樂應用的“二弦”，廣東

音樂所用的“二弦”等。其中以福建南音專用“二

弦”最為古老，其完整地保留着古老“奚琴”的

形體。《元史．禮樂誌》詳述：“胡琴，制如火

不思，卷頸龍首，二弦，用弓捩之，弓之弦以馬

尾。”中國拉弦樂器“二弦”之名稱應源於此。

李銳祖竹製“二弦” ，琴杆全長56cm，用整

枝竹製成，琴杆頂以象牙冠頭。琴筒長13.5cm，

直徑8.5cm，琴筒正面蒙南蛇皮。琴杆上兩個弦

軸為四方錐形中空軸。琴杆的一側面上有著名畫

家趙少昂畫的粗竹圖，圖上有潑墨粗竹，節勁枝

疏，栩栩如生。下有趙少昂親筆簽名及“趙”字

陽紋圓形章一個。琴杆的另一側面上，是金石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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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家馮康侯正楷題字曰：“妙曼清遒諸樂隨。”

下款馮康侯親筆簽名畫及“馮”字陽紋方形圖章

一個並下款：“李銳祖製”。此畫及字都是由兩

名家用墨寫在竹琴杆上，然後由金石雕刻家盧雲

齊手刻。

“二弦”在廣東音樂“舊五架頭”中屬於主

奏的頭架。李銳祖曾親筆書寫一張條幅給予筆

者，上曰：“粵曲、粵樂之傳統是五架頭，1) 二

絃；2) 提琴；3) 月琴；4) 三絃；5) 鼓竹；鑼

抄。此器 (註：指二弦) 是百年前之用 (註：指頭

架)，後來七十年前呂文成由上海南下，發明用二

胡 (註：用二胡改良發明創造出廣東高胡) 做音樂

頭架，尺線改用鋼線。小提琴之祖 (註：首創) 用

玩粵劇由薛覺先用，尹自重玩小提琴做頭架。”

李銳祖的手筆是一份非常珍貴的粵樂歷史資料，短

短的一段文字，卻闡明了廣東音樂“傳統五架頭”

的原始形式，呂文成發明高胡做頭架、尹自重玩

小提琴做頭架的粵樂發展歷史，可謂彌足珍貴。

竹製樂器中有拉弦樂器“提琴”。提琴是粵

樂“傳統五架頭”中的重要成員，在五架頭中起

着和音的作用。清末民初的粵樂“傳統五架頭”，

由二弦、提琴、橫簫 (曲笛)、喉管、三弦 (或月

琴) 五件樂器組合而成。因這一組樂器演奏出來

的音樂音色較強烈，音量較大。而各種樂器的弦

線較粗，弦的張力大，演奏手感強硬，所以賦予

其“硬五架頭”之名稱。

李銳祖曾經於1957年4月和多位粵樂名家在香

港電台“清音譜子”欄目中演奏廣東音樂，演奏

歷時三十分鐘，演奏曲目有〈漢宮秋月〉、〈陌

頭柳色〉、〈到春雷〉、〈岐山鳳〉。當時呂文

成拉二胡，何大傻彈秦琴，陳厚拉胡琴，郭倫彈

揚琴，李銳祖手打敲擊樂，用李氏自製之竹樂器

演奏，都是廣東音樂“傳統五架頭”的一種新的

組合形式。

李銳祖精製的樂器中，有一把全由竹製成

的“提琴”，是李氏於1962年春季製成的，屬於

早期的作品，體形比較簡樸。全竹“提琴”琴杆

長59cm，竹琴筒長12cm，琴杆上端的兩個琴軸

長16cm。琴杆的一側有著名篆刻家盧雲齊刻的 

“李氏製品”，而琴杆的另一側刻有“嶺南至

寶”四字。

李銳祖用竹精製的另一把“提琴”，是於

1971年製成的，屬於中期作品。精製“提琴”全

長62cm，琴筒長13cm，直徑12.5cm。雙弦軸長

17cm，為四方錐形中空軸。琴弓為白馬尾弓，全

長88cm。琴柄用烏梅木鑲竹而製成，柄頂黑牛角精

製冠頭，手工精巧，造形典雅。琴筒背面花窗由自

然竹節雕空製成，由盧雲齊操刀刻有“南海李氏”

四字篆書。琴柄兩面刻“浪淘沙”詞一首云：

幽意繫絲，綣戀芳時想銜，杯酒問花期。

春暮江南梅嫁了，賸有相思，鶧鵡笑人痴。繡

幕低垂，多情應為譜新詞。紫玉烏梅削遍，祗

倩琴知。

此詞為香港詩詞名家羅智光特為此提琴所題，其中

詞句“春暮江南梅嫁了”，“紫玉烏梅削遍”，形

象描寫出此琴特色，遣詞優雅濃情，令人回味無

窮。詩詞下款刻有 ——

銳祖吾兄造琴，智光倚聲，雲齊操刀，辛

亥春月曉山敬書。

下有橢圓章“浪淘沙”一方，方形圖章“駱”、 

“盧”兩方。用小篆正楷題字，字體清秀逸雅，

刀法清晰勁健。整把“提琴”集手工藝、詩詞、

書法、篆刻於一身，不僅是一件樂器，更是一件

無比精緻的藝術品，令人嘆為觀止。

粵樂組合中的樂器“提琴”與西洋“小提

琴”，名稱上一字之差，卻是完全不一樣的樂

器，要將其區別清楚，不可混為一談。有趣的是

在20世紀20年代之後，西洋“小提琴”卻加入到粵

樂組合中的樂器行列，成為廣東音樂演奏樂器中的

一員，甚至有時還擔當“頭架”的重要角色。

李銳祖竹製拉弦樂器中，有一把於1960年製

成的中胡，應是李氏製作的第二批竹樂器。竹中

02-RCC85-13.indd   33 1/20/14   4:06 PM



34文 化 雜 誌 2013 

名

家

李
銳
祖
之
竹
製
樂
器

胡琴杆用長竹製成，全長96cm。琴杆上兩枝弦軸

長18cm。這是所有竹製樂器中的大個子，堪稱竹

製樂器中的老大。大琴筒直徑22cm，長23cm，用

十九塊精選竹片精確拼成。琴筒背面用十二片竹

拼成後花窗圖案，精巧別致。此琴專用琴碼非常

特別，用海中貝殼打磨再粘合竹底座而成，高度

2.5cm，這琴碼應在產生此琴濃厚中音時發揮重

要作用。此琴大琴筒一面上題有：“音響遏雲來

鳳舞，瀟湘夜雨起龍吟。”下款：“李銳祖兄雅

屬，獻之。”下有方形朱文“盛”字圖章一枚，

字體用草書而成，字瀟灑華麗，由著名篆刻家盧

雲齊刻成。琴筒另一面畫“雙勾竹圖”一幅，由

畫竹專家劉大步畫成。

三、竹製吹管樂器

李銳祖竹製的吹管樂器有竹笛、洞簫、長筒

和短筒。

吹管樂器是歷史悠久的樂器，是中國樂壇上

最早出現的樂器，也是目前發現的全世界最早產

生的樂器。中國古代對笛簫沒有嚴格的區分，如

李白〈春夜洛城聞笛〉詩中“誰家玉笛暗飛聲”，

就稱笛為“玉笛”；另一首五言詩中“羸女吹玉

簫”句，又稱之為“玉簫”，其實這很可能是同

一種樂器。到了近代，對笛、簫有了較清楚的區

分。現代對笛、簫的根本區別是：橫吹的為笛，

有孔有膜；豎吹的為簫，有孔無膜。笛、簫主要

用竹製成，現代亦出現以紅木、紫檀木或黑檀木

製成的笛簫。

李銳祖竹製的吹管樂中有竹笛兩枝，形制應

屬曲笛類。竹笛為罕見四方筒形。據李銳祖先生

口述，此竹材是李氏於1980年特地到廣西桂林

陽朔採購回來的，罕有的四方竹材共製成竹笛一

對、竹簫一雙。李氏所製的一對竹笛，大的一支

全長68cm，直徑2.5cm。整枝竹笛有四目五節，

上有十個音孔，兩邊有象牙冠頭。小的造形與大

的基本相同，其全長64cm，直徑3cm。此竹笛上

刻有方形陽文“銳祖選竹”圖章一枚及方形陰文 

“莫奇製律”圖章一枚。這一對竹笛是20世紀80

年代的作品，屬於李氏的晚期產品。

在李銳祖竹製吹管樂中有竹簫一雙，亦用四

方竹精製而成。大的竹簫全長69cm，管徑3cm。

整枝竹簫有五目六節，大頭一邊有象牙冠頭。竹

簫身上刻有長方形陽文“銳祖選竹”圖章一枚及

方形陰文“莫奇製律”圖章一枚。小的竹簫形制

與大的基本相同，全長64cm，管徑3cm。

笛簫於明代之前已在廣東流行，亦順理成章

地進入廣東音樂樂隊行列而被稱為“廣東橫簫”。

在早期廣東音樂樂隊組合“五架頭”中，有一個

組合形式是以二弦、提琴、三弦、月琴、橫簫五

件樂器組成，竹笛就成為吹管樂之代表，佔據一

席之地。

李銳祖竹製的吹管樂中還有長筒喉管、短筒

喉管各一枝。廣東短筒喉管是廣東音樂中很有特

色的吹管樂器，其是在北方管子 (註：古代稱之為

篳篥) 的基礎上衍變而成的，不同的是北方管子是

用硬木挖空製成的，而廣東喉管則用竹管製成。

廣東喉管於明代時已在廣東廣為流行，廣泛應用

於民間習俗音樂、梵音及道教音樂中。廣東喉管

音色高亢嘹亮，音調熱情粗獷，音質略帶沙啞，

音樂效果別具一格，成為早期廣東音樂演奏的主

要樂器。長筒喉管是在短筒喉管的基礎上加長管

身而做成的，後來經常在長筒喉管末端套上金屬

喇叭口，使發音有更佳的共鳴效果。長筒喉管音

域較低，音色柔和豐潤，在樂隊中起着和諧協調

的中介作用。據粵劇歷史資料記載，20世紀20

年代，在粵劇著名小武靚仙倡議下，粵劇伴奏中

加入廣東喉管，使其晉身廣東音樂樂器行列。稍

後的硬弓“五架頭”，以揚琴、高胡、三弦、橫

笛、喉管五件樂器組成，喉管也佔有一席之地。

李銳祖竹製的短筒喉管，全長21cm，用一

節竹製成，頭尾安裝有銅套，下款題有：廣州嶺

南，李生收藏伴奏粵曲用。李銳祖竹製的長筒喉

管，全長40cm，用兩節竹拼合製成，下端套有金

屬喇叭口，另一端安有5cm長的蘆葦吹嘴，離吹

嘴10cm處安有雙銅套，可伸縮校音，竹管下款題

有：廣州嶺南，李生收藏伴奏粵曲用。這兩枝長

筒、短筒喉管，應是較為實用的粵樂伴奏樂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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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竹製打擊樂器

李銳祖竹製樂器中有多件打擊樂器，包括南

梆鼓、沙鼓、竹裙鼓、裙鼓、竹雙條、竹雲板、

竹魚和竹魚棰。李銳祖製造許多手工精緻，成為

眾多名家應用的竹樂器，但其並不懂演奏這些樂

器，這也算是讓人驚訝的一個奇蹟。李銳祖雖然

不懂得演奏這些樂器，但與眾多粵樂器名家拍和

演唱時，李氏卻可演奏打擊樂器。從李銳祖以前

演唱的照片中，我們可以看到其手打敲擊樂的形

態。李銳祖最擅長的龍舟演唱，也必須手搖或敲

打龍舟。在“東方衛視”電視台的節目中，就有

李銳祖手持打擊樂演唱古腔粵曲的片斷，這是李

氏現場演唱的珍貴記錄，亦證明了李氏能演繹打擊

樂。因此，李銳祖竹製樂器中許多件打擊樂器，恰

恰是李氏親手演奏過的樂器，可謂彌足珍貴。

中國民族打擊樂器歷史悠久，種類繁多，堪

稱世界打擊樂器種類最多的國家。梆子是中國在

民間音樂和地方戲曲伴奏中經常採用的打擊樂

器，大約於17世紀隨着梆子腔的興起而流行。梆

子還依地區不同分為北梆子和南梆子兩種。北梆

子是北方梆子戲的主要伴奏樂器，河北梆子戲、河

南梆子戲因之而得名。南梆子又名“卜魚”、“廣

東板”。《清朝續文獻通考》記載：“卜魚之用

等於點鼓或代拍板，南方之節樂器也。”

李銳祖竹製打擊樂器中有一個全竹製的南梆

子，而李氏則稱之為南梆鼓。南梆鼓用竹材拼合

而成，於1970年製成，屬李氏中期作品。南梆鼓長

24cm，寬8.5cm，厚5cm，兩頭蓋竹青板。其敲擊時

聲音渾厚、沉實，近似木魚之聲。南梆鼓正面有香

港著名書法家羅叔重題詩一首，並親筆書其詩云：

截得琅玕三兩枝，製為梆鼓勝新詩。閒

來歌弄堪娛己，古調今腔萃一時。(下款) 戊

申年李銳祖造，羅叔重書。

再有方形陰文“瑛”字圖章一枚。據李銳祖口

述，此為篆刻家盧雲齊雕刻。南梆鼓背面刻有隸

書：“發聾振瞶”四字，是羅叔重手書。

李銳祖竹製打擊樂器中有兩個名為“沙鼓”

的打擊樂器，都於1970年製成。經查核有關民

族打擊樂器資料，並無“沙鼓”蹤跡，但粵樂

打擊樂器中有名為“索鼓”的樂器，“沙鼓”應

是“索鼓”之別稱。其中有一個黃楊木沙鼓，採

用黃楊木製成，以兩塊黃楊木粘合而成，其發音

清脆，結實而響亮。沙鼓面呈梯形，長邊長度為

13.5cm，短邊長度為13cm，高4.5cm，厚寬5cm。

沙鼓一面刻有：竹娛軒製品。(註：竹娛軒是李銳

祖自創之名號) 另一個沙鼓全部用竹製成，用多

片竹拼合而成。其形制為長方形，長為13cm，高

5.5cm，寬5cm。竹沙鼓上刻有長方形陽文“銳祖

製” 圖章一枚。

李銳祖竹製打擊樂器中另有兩個名為“裙

鼓”的打擊樂器，兩個“裙鼓”分別以黃楊木和

竹製造，亦都於1970年製成。裙鼓與李銳祖稱

為沙鼓的打擊樂器形制相倣，兩側面呈梯形狀。

其中一個全竹裙鼓，以多片竹拼合而成。其側面

梯形，長邊長度為17cm，短邊長度為16cm，高

6cm，寬5cm。其一側面刻有方形陰文“李氏製”

圖章一枚。全竹裙鼓發音清脆響亮，具有一種非

同凡響竹音清韻。另一個黃楊木裙鼓，用整塊黃

楊木製成。其側面梯形，長邊長度為15cm，短

邊長度為14cm，高5cm，寬6cm。一邊側面刻有   

“銳祖所製”四字，另一邊側面刻有“雲齊樂”

三字，應為盧雲齊操刀雕製。

李銳祖竹製打擊樂器中有竹雙條一對，20世

紀70年代製成。中國民族打擊樂器中有一種名

為“四塊瓦”的樂器，其由四塊竹板組成。演

奏時，雙手虎口處置兩板，由大姆指、中指持

握，控制兩竹板碰擊發音，聲音清脆響亮，“四

塊瓦”運用於地方戲曲、民間說唱伴奏中。李銳

祖竹製的竹雙條，形制與“四塊瓦”一樣，數目

祇有其一半。這是單手演奏的打擊樂器，很可能

是李銳祖演唱時親自演奏的樂器。竹雙條呈圓柱

形，長19cm，直徑3cm。

李銳祖竹製打擊樂器中有竹雲板一對，竹搖

板一對。拍板是中國民族打擊樂器中古老的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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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隋唐時期，拍板已在宮廷燕樂和民間散樂中

廣泛使用。《舊唐書．音樂誌》記載：“拍板，

長闊如手，厚寸餘，以韋連之，擊以代抃。”拍

板也是中國民族樂隊中控制節奏的重要樂器。中

國成語“有板有眼”之中的板就是以拍板為實

物，而引申為節奏。李氏製竹雲板，長25cm，

寬4.5cm，呈薄片狀。薄竹板上刻有“銳祖遣興”

方形陰文圖章一枚。據李銳祖親口介紹，此竹雲

板發音較沉實，是演唱粵曲南音時打拍子用的。

李氏製竹搖板，長16cm，寬6cm，呈薄片狀。竹

搖板發音清脆響亮，在伴奏粵曲作打板眼之用。

李銳祖竹製打擊樂器中個頭最大的是一對竹

魚，還配有一對竹魚棰，此一對竹魚力圖模倣木魚

音響而製。木魚是中國民族打擊樂器中很有特色的

樂器，原是佛教“梵吹”(佛教音樂) 的伴奏樂器，

廣泛應用於寺廟誦經詠唱伴奏。明王圻《三才圖

會》曰：“木魚，刻木為魚形，空其中，敲之

有聲。”清代之後，木魚廣泛流行於各地民間。

現代木魚呈團魚狀，腹部中空，頭部正中開口，

尾部兩邊相交盤繞。其造形昂首縮尾，富卡通韻

味，可愛有趣。

李氏用竹製成的一對竹魚，一大一小。大竹

魚用三節竹筒製成，最上面一節雙邊開叉，以收

增強振動共鳴之效果。大竹魚長度為28cm，直

徑為7cm，開叉長度為9cm。此竹魚配有大魚棰一

枝，魚棰用麒麟竹及檀香木拼合而成，手持一端

選用七節竹，有20cm長。敲打竹魚的一端以檀香

木製成梅果狀，有8cm米長。大魚棰全長28cm，

形似古代兵器──手鞭，古樸而雅致。

大竹魚一面有趙少昂畫“秋柳鳴蟬圖”一

幅，但見柳枝彎垂而下，形態飄逸，蟬依附其

上，蟬足、觸角清晰可辨，蟬衣清楚剔透，簡單

幾筆，傳神盡意。畫旁題：“辛亥六月少昂。”

下有方形陽文“少昂” 圖章一枚。另一面刻有

篆書“聲發清趣”四字，下款：“銳祖製，雲齊

刻，康侯篆。”前有橢圓形“丙辰”圖章一枚，

後有方形陽文“馮”字圖章一枚。另一小竹魚用

兩節竹筒製成，最上面一節同樣雙邊開叉。小竹

魚長度為23cm，直徑為6cm，開叉長度也是9cm。

小竹魚也配有小魚棰一枝，小魚棰同樣用麒麟竹

及檀香木拼合而成，手持一端有15cm長。敲打小

竹魚的一端也用檀香木製成梅菓狀，有8cm長，小

魚棰全長23cm。小竹魚一面有方形圖章三枚，其

一為陰文“銳祖製竹”，其二為陽文“曉山篆”，

其三是陰文“雲齊刻”。另一面刻有三行字，從

左到右分別為： 

今 五　六　工　尺　上

古 羽　徵　角　商　宮

西 A　 G　  E　 D　  C

這三行字其實是五聲音階音名的不同寫法。

上寫“今”字一行，下面排列着現代粵劇、粵

曲記譜用的“工尺譜”的音符：五、六、工、

尺、上。上寫“古”字一行，下面排列着中國

表示傳統“五聲音階”音符：羽、徵、角、商、

宮。上寫“西”字一行，下面排列西洋音樂“五

聲音階”的音名：A、G、E、D、C。應該注意

的是，此三行五聲音階音名全部按照音的高低

而排列，而且全部準確對應。這也讓我們認識

到，李銳祖的粵樂音樂藝術能夠古今貫通，中

西對應，其在粵樂音樂藝術上取得成就，絕非

偶然僥倖。

李銳祖竹製的樂器涵蓋了中國民族樂器吹管

樂器、拉絃樂器、彈撥樂器、打擊樂器四大種

類，完全可以組合成一個聲部完整的民族樂隊。

這些樂器凝聚了粵曲名家李銳祖多年的心血，也

顯露出李銳祖卓越的藝術才華。李銳祖先生已離

開我們，離開他多年來大展身手的粵曲樂壇，但

他卻無私無償地把所有竹製樂器捐贈予澳門、香

港、佛山。如今，每當見到這些手工精巧、發聲

優美、造形典雅並附有名書畫家之作品的樂器，

人們就會想起粵曲名家李銳祖在樂壇的偉大成就

及其坦蕩無私的胸懷。粵曲名家李銳祖的竹製樂

器將在粵港澳永放異彩，李銳祖這個令人尊重的

名字將在澳門音樂史上耀眼永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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