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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广 东音 乐老前辈黄锦培教授

余德育

黄锦培同志从一九三六年开始从事音乐工作
, 至今已经五十年了

。

五十年来
,

他经历了

许多艰难曲折
,

但始终热爱民族音乐事业
。

经过五十年的辛勤努力
,

他已经取得了可喜的成

就
,

成为一位博学多才
、

在国内外都享有声誉的广东音乐专家
。

黄锦培同志是一位多才多艺的演奏家
,

人们称他为“多面手 ”。

他不仅 会 演 奏二 胡
、

扬

琴
、

琵琶
、

秦琴
、

古筝
、

笛子等多种民族乐器
,

而且能够演奏小提琴
、

中音提琴
、

大提琴
、

低音提琴和钢琴等多种西洋乐器
,

其中以二胡
、

扬琴
、

琵琶尤为娴熟
。

早在四十年代
,

他就先后在重庆和香港广播电台经常独奏二胡和琵琶
,

参加过不少公开

演出 , 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后
,

在国共谈判期间
,

他参加过为招待中国共产党代表团而举行

的国乐演赛会
。

他在重庆和香港时
,

与音乐界的一些进步人士和地下党员一直有来往
,

受到他们不少的

影响
,

思想倾向进步
。

一九三八年他到重庆后
,

曾学匀过俄语
,

准备去延安
,

但 因 故 未 去

成
。

一九四八年到 了香港以后
,

参加了党领导的文艺宜传工作
。

新中国成立时
,

他和香港文

艺界的朋友们一起欢呼
、

歌唱
,

当他看到五星红旗第一次在香港上空冉冉升起
、

在庆祝音乐

会上他第一次奏起新的国歌的时候
,

他沉醉在无比的欢乐之中
。

他响往解放了的祖国
。

一九

五 年二月
,

他回到广州
。

在华南文艺学院音乐部任副教授
。

主教 二 胡
、

扬 琴
、

秦 琴
、

笛

子
,

兼教小提琴
、

大提琴和低音提琴
。

一九五三年
,

他参加 了中国青年艺术团
,

去罗马尼亚参加第四届世界青年与学生联欢节
,

在民间音乐演奏比赛中
,

他和老一辈的著名演奏家方汉
、

梁秋
、

朱海合奏的广东音 乐《双 声

恨》和《昭君怨 》,

荣获四等奖
。 同年十月

,

他作为中央歌舞团成员
,

到朝鲜向中国人民 志 愿

军作慰闻演出
。

一九五五年
,

他又作为中国民族乐团成员
,

到捷克斯洛伐克参加
‘

布拉 格 之

春 , 的演出 , 到波兰参加第五届世界青年与学生联欢节演出
。

亲身体验到国际朋友对我 国 人

民的尊敬
。 ·

参加这些演出
,

使他有机会聆听各国的音乐演奏
,

大开眼界 , 同时
,

各国人民对

我国的民族香乐的热烈欢迎
,

也使他深受鼓舞
,

决心为民族音乐事业而献身
。

一九五六年
,

在中南海的勒政殿
,

周总理接见了广东四位戏剧
、

音乐艺术家 马师 曾
、

红线女
、

黄锦培和林枪
。

周总理非常关心广东的戏剧和音乐
,

广东音乐团就是在周总理的亲

切关怀下成立的
。

当时
,

周总理 曾提出 在广州建个戏院
,

好让港澳同胞和国外友人来看着

我们的演出
。

从一九五八年至今
,

他一直在广州音乐专科学校 后更名为广州音乐学院
、

星海音乐院

拳 任副教授
、

教授
,

担任二胡
、

琵琶
、

扬琴等器乐课
、 “

广东音乐理论 , 公开课和民族乐器

眼忽裸
, ’

配合教学编写 了大 教材
,

并任民乐系主任
、

音乐研究室主任等职
。、



一九八六年十一月 ,

黄锦培教授应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的邀请
,

前往加拿大讲学
,

为期一年
。

黄锦培同志没有进过正规的音乐院校
,

他走的是一条自学成才的道路
。

他一九一九年一

月出生在新加坡一个贫苦的家庭
。

其兄喜欢音乐
,

受其兄的影响
,

他从小酷爱音乐 , 特别是

广东音乐
,

四岁就学吹 口琴
,

五
、

六岁就学打扬琴
,

八岁学弹钢琴
,

九
、

十岁在新加坡的精

武体育会的音乐部学唱粤曲
, 后来又学拉二胡和小提琴

。

童年的黄培锦
,

聪明好学 , 兴趣广

泛
,

模仿性很强
,

记忆力很好
,

还在小学时期他就已经学过多种中
、

西乐器
,

背熟了不少广

东音乐乐曲
。

十二
、

三岁时
,

他回到广东惠阳
,

结识了一些粤剧
、

音乐界的朋友和前辈
,

他

立心地向他们学 习
。

这样
, 日积月累

,

就为他从事音乐工作
,

莫下了良好的基础
。

一九三六年十月
,

年仅十七岁的黄锦培
,

凭着他会弹会拉多种乐器
,

考进了中央广播电

台任音乐播音员
。

他除 了固定每周播音
、

演奏和参加演出外
,

他充分利用业余时间
,

向同行

学习 ,

向老前辈请教
。

他先后向卫仲乐学过琵琶
,

向杨葆元学过古琴
,

向金律声学过中音提琴
,

向当时国立音乐学院院长昊伯超学过和声
。

他经常到国立重庆图书馆借阅英文版作曲理论及

其他音乐书籍
,

往往从早上看到夜晚
,

手不释卷
,

中午只买个烧饼充饥
。

其刻苦 学 习 的 精

神
,

实在令人钦佩
。

几十年来的勤学苦练
,

终于便他成为一位著名的广东音乐专家
。

从一九四 年到一九四九年这十年间
,

他创作了各种乐曲三十多首
。

其代表作有 管弦

乐合奏《碧血英魂 》、

民乐合奏《华夏英雄 》、

二胡协奏曲《空前大捷 》、

小合奏《三宝佛 》 古曲

编配
、

民乐合奏曲《丰湖忆别》、

新笛独奏曲《往事 ,
、

二胡协奏曲《阳光华想曲》等等
。

一九四

年
,

他还是个二十一
、

二岁的青年
,

眼看日本帝国主义践踏着祖国的大好河山
,

无辜的同

胞修进杀害
,

他义债填腐
,

热血沸腾
,

怀着满腔的爱国热情
,

奋然拿起笔来
,

写了《碧 血 英

魂 》这首管弦乐曲
,

参加 了当时我地下党领导的 扰战文化协会
”

举办的抗战征文比赛
,

并获得

第二名 没有第一名
。

这首乐曲是为纪念抗 日阵亡将领张 自忠而写的
。

黄锦培同志由于写

了这首乐曲
,

受到爱国民主人士冯玉祥将军的亲自接见和宴请
。

这首乐曲演出后
,

得到较高

的评价
。

民乐合奏曲《华夏英雄 》也经常演出 ,

颇受欢迎
。

解放后
,

黄锦培同志在党的关怀下
,

创作更活跃了
,

写 了二十多首乐曲
,

其中比较流行

的有广东音乐《月园曲》和民族管弦乐《怀念 》等
。 《月圆曲 》写的是异乡游子怀 念 亲 人

,

盼 望

圆团
,

其曲调优美
、

流畅
,

常在广东
、

广州
、

汕头电台播放
。

此外还写了粤 曲 演 唱 《铜 墙 铁

璧》,

小演唱《海岛女民兵 》以及小歌剧《山鹰》,

广东音乐组曲《五羊风光 》等等
。

这些作 品
,

题材广阔
,

形式多样
。

他还改编《赛龙夺锦 》为钢琴与民乐合奏曲
,

改编《俄马摇铃 》为钢琴独奏曲
,

碑 编《渔 歌

晚唱》为钢琴与小提琴合奏曲
。

这些改编
,

都是一种新的尝试
,

使钢琴这种乐器与民族 乐 器

相结合
,

更有色彩地表现民族乐曲
。

他还为《搜书院 》、 《七十二家房客 》、 《山乡风云 》等六部电影作曲
。

黄锦培同志又是一位研究广东音乐造诣较深的音乐理论家
。

一九五六年
,

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他写的《二胡人门》、《扬琴人门协和《粤剧锣鼓 》。

这三

本书
,

文字深入浅出
,

通俗易懂
,

对初学二胡
、

扬琴和粤剧音乐的人
,

是很好的辅导读物
。

一九八五年
,

星海音乐学院学报出版了他的专著《广东音乐欣赏》。

该书对广东音乐的源

优
、

形成
、

发展作了简明的概述 , 对广东音乐一些典范乐曲的作者
、

创作经过和影响作了恰



切的说明
、

分析和评价
,

是 了解
、

学 习
、

研究广东音乐的一本好书
。

多年来
,

他还搜集了五百多首广东音乐
,

并写出了四
、

五十篇介绍广东音乐的文章
,

一

九六一年
,

他在《人民音乐 》杂志发表的《关于老六板的变体 》一文
,

曾被加拿大民族音乐学家

艾伦
·

史莱舍教授翻译成英文
,

发表在美国出版的《 亚洲音乐 》杂志上
。

近几年来
,

黄锦培教授又化了不少心血
,

从事音乐美学的研究
,

先后写出了《论
“

音德
” 》、

《论“

音思
” 》、 《论

“

音语 ” 》、 《论
“

音形 》、 《论
“

音情
” 》等学术论文

,

发表在我 院 学 报和《人民

音乐 》上
。

一九八六年三月
,

他被国际民族音乐学会吸收为会员
。

准备一九八七年参加在美国举行

的国际民族音乐学年会
。

黄锦培教授今年六十七岁了
,

已近古稀之年
,

但他身体健壮
,

精力充沛
,

仍继续潜心于

广东音乐的研究
。

我们衷心地祝愿他健康长寿 祝愿他为我国民族音乐事业的发展
,

作出更

大的贡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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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的精神 , 两部三重奏作品是作者精心设计的新尝试
,

从不同的生活角度
,

运用不同的表现

手法
,

表现现代人的复杂的思想感情
。

音乐配置不是单一而是复合的交益出现和不断发展着

的
。

长笛
、

大提琴
、

竖琴三重奏《山村印象 》在保持浓郁的民间色彩的同时
,

曲作者采用了一

些欧洲印象乐派
、

现代乐派的创作手法
,

多侧面地反映了山村劳动生活 , 民乐三重奏《月光 》

则有三个不同形象的音乐主题
,

分别由高胡
、

洞箫及古筝以不同的调性巧妙地重益在一鹅
,

共同推动乐思的发展
,

使乐曲既保持了民族音乐传统中横向思维的特点
,

又构成现代和声复
杂的纵向关系

,

用以表现人们在朗朗月无下浮想联翩和复合的心理状态
。

作者在创作上寻求一条既符合民族传统
、

符合民族欣赏习惯而又能表达现代人的思想
、

思维方式的创作道路
。

此外
,

孙谊在音乐理论的研究方面也是孜孜以录的
。

他的《浅谈谭盾的民族器乐曲创作孙一

文发表在中央音乐学院学报上
,

被列人八五年重要文章
。 《论恰空变奏曲的创作手法及 其 艺

术衰现爪 《论我国青年作曲家的创作手法 》笋是他正在进行的科研项 目 我们衷心祝愿 他 在

菠学
、

创作
、

科研方面取得更丰硕的成果夕

冷
,

华

劝门阅目叫目卜翻今台命七分亡夕
、七令之编

、

之‘矛 多矛心‘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