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音 乐 家 的故 事
覆

不

廖
、

,

姗嶙紧撇书几恻

蛮声海内外的客家筝派
,

以

罗九香先生 一 年 的

杰出筝艺而闻名遐迩
。

客家筝派

是我国众多古筝流派 中的一支劲

旅
。

在罗 先生之前
,

客家古筝就

已经流传了相当长的 时间
,

但 因

史无记载
,

无法考证
。

自 世纪

年代罗先生扬名 以来
,

通过罗

先生和他的传人
,

客家筝得到 了

迅速流传
。

如果说
,

以往客家筝

仅局限在粤东
、

北梅州一带
,

那

么经过罗先生及其弟子们的推广
,

现 已被公认为独树一帜的筝派
,

受到世人的喜爱
。

如今到处都飘

扬着古朴雅致和优美动听的客家

筝乐之声
,

客家筝派已誉满天下
。

在历史悠久 的客家筝史上
,

罗 九香先生是近现代一位卓越的

代表人物
。

笔者虽然无缘与罗 先

生谋面
,

但有幸聆听到他生前演

奏的
、

由中国唱片社录制 的筝乐

唱片 《出水莲 》
、

《单点头
、

乱插

花 》
、

《玉连环 》
、

《昭君怨 》等
“

太古遗音
”

珍品
,

以及他的传人

李婉芬
、

陈安华
、

饶宁新
、

蓝新

德等古筝家演奏的 由罗先生传授

的正宗客家筝 曲
。

从中
,

我领悟

到客家筝曲的独特风采
,

亦很有

闻其声如见其貌之感
, “

曲如其人
”

的罗 先生仿佛伴随着客家筝乐 以

儒雅之态迎面款款走来
。

他是那

样的沉稳 自信
,

又是那样富于音

乐家的气质
。

从历史渊源来说
,

客家并非

粤东北土著居 民
,

而是西晋 公

元 一 年 以来
,

中原地区

的汉族 民系
,

按照
“

先来为主
,

后来为客
”

的 习俗
,

后世将由中

原移民而来的人众称之为
“

客家
” 。

客家先民 由中原地区南迁的导因

是为躲避战祸和谋求生

计 出路
,

但他们在漫长

的迁徒过程 中
,

也把 中

原汉族音乐种子撒播到

客地
,

逐渐在新的音乐

土壤里生根发芽
,

开花

结果
。

罗 九香先生为之

耕耘一生 的 客家筝乐
,

便是 由外来筝乐 与 当地

的土著音乐 交融而成的

客家音乐 中的一种
。

所

以包括筝乐在 内的客家

音乐又有
“

外江弦
”

或
“

中州古乐
” 、 “

汉调音乐
”

之称
。

经过无数代 流传下

来的客家筝 曲
,

在罗 九

香先生这一代筝家的演

奏中
,

仍可依稀感受到

中原古乐 的音韵遗风和

富于浓郁的 南 国情调
。

在你 中有我
,

我 中有你

的新型客家筝曲 中
,

虽

然难 以剥离 出 哪些是 中

原音乐种子
,

哪些是土

著音乐原生态
,

但无论

是客家筝乐 中欢快活泼
、

明 朗清新的硬线音阶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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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
,

还是深沉含蓄
、

缠绵忧怨的

软线音阶乐 曲
,

都既与源地中原

和受地粤东北的音乐有明显的不

同
,

也与我国其它筝派如河南筝
、

山东筝
、

浙江筝
,

乃至毗邻的潮

州筝
、

闽南筝存在很大差异
。

罗 先生客家筝的演奏
,

常常

是与椰胡 岭南特性弦乐器
,

形

如板胡
,

音箱用南国椰子壳制成
、

琵琶组成小型的丝弦乐形式
,

谓

之
“

清乐
” ,

民间又称
“

儒家乐
” 。

这个别称确实是名 副其实
,

从乐

曲 内容到 演奏形式都显现出客家

筝乐的儒家气派
,

情趣高洁
、

气

度儒雅
。

罗先生是一位全能音乐

家
。

令人钦佩的是
,

他不仅古筝

演奏别 具一格
,

而且也是椰胡
、

三弦等乐器的演奏能手
。

在他的

传谱中
,

既有 由古筝与椰胡合奏

的
“

清乐
”

硬线
、

软线乐 曲
,

也

有单独古筝声部的硬线
、

软线乐

曲
,

由他传谱的古筝与椰胡合奏

的
“

清乐
”

中
,

有硬线乐 曲 《雪

花飘 》
、

《西厢词 》
、

《进酒 》
、

《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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帘 》 又名 《串珠帘 》
、

《过江龙 》
、

《小扬州 》 又名 《小梁州 》
、

《柳

叶金 》 正指
、

反指
、

再反各一首
、

《双飞燕 》
、

《倒插花 》
、

《玉连环 》
、

《伴马索 》
、

《落地金钱 》
、

《平山乐 》
、

《小桃红 》
、

《有缘千里 》
、

《将军令 》

等 软 线 乐 曲有 《雪雁南飞 》
、

《水上鸥盟 》 又名 《寒鸦戏水 》
、

《散楚词 》等
。

由 罗 先生传谱的
“

清乐
”

筝乐声部有硬线乐 曲 《琵

琶词 》
、

《乡荷包 》
、

《翡翠登潭 》
、

《怀古 》
、

《乱插花 》
、

《薰风 曲 》

原名 《八大板 》
,

又名 《西调 》
、

《博古 》等 软线乐 曲有 《蕉窗夜

雨 》
、

《出水莲 》
、

《昭君怨 》
、

《崖

山哀 》
、

《单点头 》
、

《杜宇魂 》等
。

用 这样多 的篇幅列 出罗 九香

先生传谱的乐 曲名 称
,

是为 了表

明这样一种事实
,

对于一般人来

说
,

或许只能传授少数乐 曲
,

并

且可能只是某一个乐 曲的某个声

部的曲调 而罗先生却不同凡响
,

他作为客家音乐承上启下的杰出

人物
,

以其惊人 的音乐记忆力
,

能准确无误地将乐 曲通过演奏或

口 述出来
,

为我们 留下了如此众

多的宝贵 曲 目
。

而且这些传谱仅

是他音乐生涯中演奏过的一部分
。

据他的高足陈安

瞬耀缨黝鑫赢毓 华 教 授

说
“

由他 罗 九香 的不同学生

演奏
、

不同公司 出版的客家筝音

带
、

密纹
、

镭射唱片流传海内外
,

影响广泛
。 ”

如果把罗先生的传谱

全部记录整理出来
,

将是一笔可

观的音乐遗产
。

罗 九香先生传谱的客家音乐

与我 国其它传统音乐 的创作情况

一样
,

常常是采取个人与集体相

结合的方式进行
,

在长期流传过

程 中
,

许 多 都是集众人的智 慧
,

经过你加一点
,

我改一点
,

他又

进行加工修饰
,

才逐渐定型成精

品的
。

诚如我国著名美学家朱光

潜 一 年 在谈到民歌

创作时指出
“

我们可以说民歌的

作者首先是个人
,

其次是群众
,

个人草创
,

集体完成
。 ”

客家筝乐

也是这样
,

都是经过一代又一代

的
“

个人
”

筝家和
“

集体
”

筝家

群的智能共 同打造而成的音乐艺

术 品
。

像罗九香先生这样的代表

人物在创造和发展客家筝乐 中的

杰 出贡献
,

是有 目共睹的
。

尽管

我们难于分清在署名 由他
“

传谱
”

的乐曲 中
,

有哪些是属于他在前

辈
“

集体
”

创作基础上的
“

个人
”

独特创造
,

但从罗 先生学习筝艺

的过程中
,

不难看出其是
“

青出

于蓝而胜于蓝
”

的
。

罗 九香先生的筝艺可说是大

器晚成
,

并非像有些杰出音乐

成 年 后

才 开 始

人 门 学

习 弹 筝

的
。

据

说
,

他

岁 年 在大埔县广德 中

学担任 国文教员 时
,

常遇见一位

古筝盲艺人走街串巷行艺
,

优美

动 听 的琴声引起他对筝 的兴趣
,

于是跟着这位盲艺 人学起筝来
。

两年后他趁在广州工作之便
,

又

拜有
“

广东汉乐宗师
”

之称的何

育斋先生学习 民 间音乐和 弹筝
,

以后便经常与乐友们一起
“

和 弦

子
”

演奏
。

在何育斋 的 指 导下
,

他逐渐通晓 《中州古调 》
、

《汉皋

旧谱 》等乐 曲
。

从 世纪 年代

起他在广州
、

汕头
、

大埔等地从

事为 了谋生而与音乐无关的行政

文秘及管理等职业时
,

也一直痴

迷于筝的演奏
,

其技巧 日趋成熟
,

受到社会好评
。

新 中国成立后
,

由于其客家筝演奏高超
,

被聘汉

剧团任职
,

先后到天津音乐学院
、

广州音乐专科学校 现星海音乐

学院 教授古筝
。

几十年 的演奏

和教学生涯
,

他的客家筝艺达到

了 炉火纯青的境界
。

他不仅终生

手不离筝
,

一生都埋头于演奏
,

而且培育了大批后继者
,

使客家

筝作为一个流派而享誉海内外
。

俗话说
,

不怕 不识货
,

就怕

货 比货
。

和任何事物都是从 比较

中鉴别其优长之处一样
,

客家筝

曲亦如此
。

我们将同一首筝曲的

不 同谱式 版本 加 以 比较
,

便

能看 出彼此艺术高低的 区别 来
,

如 《出水莲 》是客家筝曲的代表

性曲 目
,

是许多筝人都必弹的作

品
。

我们有幸聆听到 罗九香先生

在 世纪 年代演奏的这首乐 曲

中国唱片 一 甲
。

尽管受到

当时快转唱片录制技术条件不佳

的影响
,

唱片音质不够理想
,

但

仍能 听 出 出 自大家之手 的风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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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这首经罗先生多年锤炼打造

的 《出水莲 》
,

与 民间同名筝谱

相 比
,

就可看 出彼此天壤之别

的景况
。

下面仅选取这两首

板 小节 结构 的 《出水莲 》

的前 板 小节 为例
,

试作

比较

例 《出水莲 》是流行于民

间的
“

清乐
”

合奏谱
,

亦是古

筝谱
,

记的是骨架音
,

朴实简

洁
,

演奏时可能有即兴加花装

饰
。

例 《出水莲 》是罗九香古

筝演奏谱
,

虽然是严格地按传

统 板的框架及音域演奏
,

但

演奏家通过左右手揉弦及大颤
,

对软线的 下
、

工 两弯上下滑

及附点弯的巧妙处理
,

把乐 曲
“

盖 以红莲出水
,

喻乐之初奏
,

象征其艳嫩也
”

的意境和音乐

形象
,

表现得惟妙惟 肖
,

使人

自然地联想到莲花出淤泥而不

染的高 尚情操
。

这样的例子
,

在罗先生的传谱里不胜枚举
。

由于历史的原因
,

像 《出水

莲 》这样由罗 九香先生本人演

奏的实况录音不多
。

所幸的是
,

他的一些传人的客家筝曲演奏
,

均能体现 出罗 先生传授的乐 曲

神韵
,

较好地再现了客家筝派

的艺术特色
。

常言道
,

流派
,

好似江河水流
,

贵在奔流不息
。

由罗 九香先生等古筝家创立的

客家筝派
,

犹如永不枯竭的河

流将在中华乐苑永远流淌
。

愿罗九香先生的客家筝乐

之光 和客家筝派更加 绚 丽多

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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