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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世纪二胡发展阶段的回顾与思考

蔡俊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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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二胡是中国当代民族乐器中最重要的乐器之一,它在今天的音乐创作和音乐生活中起着十分重要

的作用。然而作为一件有着几百年历史的乐器,直到20世纪才得以极其迅速地发展。20世纪以来,尤其是“五
四”文化运动的推进,在刘天华、刘文金等人为代表的音乐家的推动下,二胡在音乐创作、音乐演奏、情感表达、社
会地位等方面都获得了全方位的提升。回顾二胡在20世纪中几个阶段的改革,思考其人文内涵,对我们进一步

研究二胡事业的发展有着积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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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胡是中国当代民族乐器中最重要的乐器之

一,它在今天的音乐创作和音乐生活中起着十分重

要的作用。二胡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晋唐的奚琴,宋
代陈旸的《乐书》中就有关于奚琴的记载,元代史书

中记载的火不思也与今天的胡琴十分相似。二胡属

于拉弦乐器,由于它在线条性旋律的表现上有着特

殊的作用,所以在进入中国社会后与民族音乐相融

合的过程中分化为多样的形式,如从胡琴本来的样

式逐渐分化成二胡、京胡、板胡、高胡等。
一方面它们成为中国各地区民间器乐中重要的

旋律表现乐器,为中国近代民间器乐各乐种及风格

的形成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另一方面随着明清以后

中国戏曲的出现和发展,特别是京剧在徽班进京后

的繁荣、乐队伴奏音乐的逐渐完善成熟、京胡对京剧

的作用和意义等因素,使得胡琴得到极大的发展,几
乎成为中国最富民族性格的乐器。

但是由于文化背景和生活环境的不同,即使在

胡琴类乐器中间,不同的乐器有着不同的社会价值

体现。例如,京胡作为中国国粹京剧的主要伴奏乐

器而地位显赫,而二胡则由于其主要流行于城镇和

乡村,并大量存在于流浪乞讨的艺人中,使其在许多

年里始终处于低下的地位,从而使二胡在20世纪前

的发展十分缓慢。
进入20世纪后,随着中国整个民族自尊心的上

升,西学对中国的影响,特别是“五四”文化运动的推

动,使得大批知识分子重新思考和面对中国的传统

文化,一场针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反思和改革运动逐

渐形成。其中包括音乐方面的变革,如学堂乐歌、国
乐改进社的出现等,这些都为二胡在20世纪的变革

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二胡是一件有着几百年历史的乐器,但是只到

20世纪它才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其发展变化的原

因是什么? 它对我们今天民族音乐的发展有什么启

示? 本文试图通过对二胡在20世纪几个阶段里的

发展进行回顾和思考,并力求寻找一种答案,给我们

今天的音乐工作者以参考。

  一、二胡在20世纪发展的几个阶段

二胡在20世纪经历了这样几个发展阶段:1949
年前刘天华对二胡的改革;1949年至1966年间二

胡的进一步发展;80年代以后对二胡的进一步创

新。正是这样的几个发展阶段,使二胡艺术获得了

全新的生命。

1.1900-1949年的改革

刘天华对二胡的改革是全方位的,作为一个对

中国文化有着深刻了解的文化人,他还具有良好的

西学传统,这也是其改革成功的人文背景。这一改

革首先体现在他的音乐创作上,他并没有简单地搬

用一些民间曲调来作常规的发展变化,而是通过对

大量的民间音乐素材重新进行具体细致的融合处

理,所以我们今天很难从他的旋律中找到十分熟悉

的民间曲调,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创作音调,在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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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刘天华超越了他后来的许多音乐家。其次,刘天

华在音乐创作中十分重视对音乐情感的表现。创作

的美学目标是通过他丰富、成熟的写作手法来获得

的,对旋律的充分追求是他二胡创作的重要特征,对
喜怒哀乐等情感的表达十分准确,这在他的《良宵》、
《空山鸟语》等作品中均有显示,这也充分展示了刘

天华情感美学的观念与标准。
刘天华自幼对中国民间音乐耳濡目染,而对西

洋作曲技法的学习,又使他能游刃有余地“洋为中

用”。在二胡创作中,他能将西洋作曲技法与作品的

内容、风格以及中国音乐特有的手法相结合,共同表

达思想情感,这在《光明行》中有生动的体现:以五声

音阶为骨干的大小调、典型的复三部曲式、三拍子的

节奏型等。这首作品所展现出的高昂、振奋的精神

为二胡开辟了一个新的表现空间。
在二胡演奏的技巧方面,刘天华同样有着不可

磨灭的贡献。他有小提琴演奏的基础,他将小提琴

的许多技巧移植到二胡上,使二胡的音乐表现力大

大扩展;它还模仿西方乐器的练习模式创作了许多

练习曲,从而丰富了二胡的表演技术。刘天华选择

二胡作为改革国乐的突破口,借鉴了小提琴等西洋

乐器的创作手法,融合了琵琶等民族乐器的演奏技

巧,增添了二胡艺术表现的深刻性。
这一时期,二胡领域重要的音乐家还有民间艺

人阿炳(华彦鈞)。阿炳精通各种民间乐器及道家音

乐,经中央音乐学院杨荫浏、曹安和教授的努力,为
我们留下了《二泉映月》《听松》《寒春风曲》等二胡名

曲。然而,由于社会地位等原因,阿炳更多地只是代

表他个体,他没有更多地影响到其他社会群体的创

作理念。将二胡教学和表演引入大学课堂和音乐会

舞台的是刘天华,刘天华扭转了二胡社会地位低下

的局面。当时二胡仅作为一件伴奏乐器在合奏中运

用,一般用于业余爱好者自娱自乐,甚至是行乞时的

工具,一直以来难登大雅之堂。刘天华从创作、演
奏、教学几个领域全方位地进行了变革,使二胡从此

迈入了音乐会的殿堂。事实证明,二胡具有非常深

刻和广泛的音乐表现力,只是在相当长的岁月里被

埋没了。在刘天华以后的时期,无论是独奏还是合

奏,二胡都在民族乐器中占据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位

置,“刘天华在二胡音乐创作上具有不可磨灭的开创

之功”[1]。

2.1949-1966年的发展

1949年后,万象更新,整个民族音乐得到了前

所未有的重视,许多作曲家对二胡报以极大的热情,
积极投身于二胡独奏曲的创作中。他们通过对民间

音乐的学习以及对西方音乐的了解,逐渐认识到拉

弦乐器本身的表现力和其在乐队中的重要性。当时

关于小提琴、大提琴的研究就有大批的文献,在这样

的背景下,大批优秀的二胡独奏曲应运而生,如《春
诗》《赛马》《山村变了样》《秦腔主题随想曲》《奔驰在

千里草原上》《草原新牧民》《豫北叙事曲》《三门峡畅

想曲》等等。这一阶段二胡曲的题材主要表现新中

国新的精神面貌,音乐素材基本上采用民间音乐的

旋律发展变化,他们以朴素的音乐语言获得了广大

人民群众的喜爱,这中间最具代表性的作者则是刘

文金。
刘文金在1966年的二胡代表作就是《豫北叙事

曲》和《三门峡畅想曲》。较以往的二胡创作,刘文金

在创作观念上有很大的突破。以《豫北叙事曲》为
例,叙事曲是西方音乐的体裁,这里作者并没有完全

采用西方体裁中的含义。这首乐曲十分具有二胡的

特点,它有两个主题的情绪对比,在主题的创作上突

破了歌曲化的写作手法———在当时有许多乐器作品

的主题基本上都是运用歌曲形式,然后进行发展变

化,这无形中就限制了乐曲的发展空间。《豫北叙事

曲》克服了这样的局限,器乐化是它鲜明的特征,它
主要是通过音乐的呼吸句法、音域的扩展、材料的充

分展开等手段来获得的。其中第三部分作者安排了

一个散板性质的独白,这非常有特点,有点像西方协

奏曲中间的华彩乐章,体现了鲜明的器乐性。虽然

也是表现新旧社会的强烈对比,这在以前的一些作

品里也有过,但显然《豫北叙事曲》走得更高更远。
同样,《三门峡畅想曲》中的器乐性从开始充满动感

的跳跃主题中就能感觉到,它也是表现社会主义建

设的巨大成果,虽然是赞美性的,但作者没有简单地

以一种概念化的语言加以叙述,而是投以真实、自
然、朴素的感情,具有十分强烈的时代特征。

上述两部作品是中国二胡曲创作的里程碑,它
们继承了刘天华的创作传统,但是在对西方音乐的

吸收上更加成熟和丰富,并且更加自然地和中国传

统音乐融合在一起。其旋律完全是中国式的,但采

用了许多西方音乐的表现手法,从而扩大了二胡的

表现力,又依然保持了浓郁的民族风格,这将二胡所

表达的精神内容向前推进了一大步。另外,在结构

形式上,这在当时是属于比较大的作品,而且还用钢

琴伴奏,这些在二胡领域是前所未有的。这里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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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没有照搬西方的三部曲式,而是从内容要求出发,
以符合音乐自身发展的需要,灵活地对乐曲的结构

做了生动的处理。如《三门峡畅想曲》像一个回旋

曲,但又不完全是回旋曲,因为每次主题出现时总有

变化,而《豫北叙事曲》更是一个能做出多种解释的

形式。另外,叙事曲是西方音乐的体裁,畅想曲则是

作者自己的创造,但它们毕竟都是形式,作者并没有

拘泥于此。当然音乐表现形式总是为思想感情服务

的,无论怎样,它们都准确形象地表现了作品力求表

达的精神面貌,并且对同时期包括后来的民乐创作

都有深刻的影响。

3.1980-2000年的创新

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二胡音乐的创作主

要从两个方面发展。一方面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

入,西方的大量文化包括音乐文化逐渐进入我国,特
别是西方的一些比较新颖的作曲技术、音乐元素被

许多音乐家所熟悉,并被运用到他们的创作中。另

一方面是许多音乐家依然遵循传统的手法来创作,
而手法比过去更为成熟。刘文金的《长城随想曲》可
谓这一时期的代表。它是一首三乐章的二胡曲,形
式类似西方的协奏曲,内容主要表现中华民族的悠

久历史以及作者对人民的深厚感情。在写作手法上

刘文金还是秉承自己的传统风格,但因为乐曲的篇

幅较大,对材料的运用更为复杂,乐曲中还有对戏剧

性场面的描绘,作为二胡曲的写作具有相当的难度。
这部作品可以算作刘文金的三部曲之一,虽然从表

现力上及深度上都要超过前两部,但由于时代的不

同,其影响力客观地说都不及前两部。这一方面的

作品还有《红梅随想曲》《新婚别》《兰花花叙事曲》
《洪湖人民的心愿》等,这些作品基本上还是沿袭第

二阶段的风格,一般都是采用歌曲主题进行陈述和

发展,其模式常常为第一部分是歌曲化主题陈述,中
间部分是发展,一般都有戏剧性的对比冲突,第三部

分则是变化再现。与第二阶段的作品相比,它们的

结构和演奏技巧都有很大的提高,音乐的表现也更

为复杂,但基本的风格还是一致的。所以80年代后

有代表性的还是采用一些新技法同时又与民族风格

相结合的作品,如《第一二胡狂想曲》《第一二胡协奏

曲》《天山风情》等,这些作品又运用了一些新的手

法,使音乐表现力得到较大的提高,特别是在表现一

些少数民族的民俗场面时有着比较理想的效果。另

外,在对二胡的器乐化的挖掘上表现出很大的开拓

性,从而为二胡表现戏剧性的场面奠定了基础。这

些作品也逐渐被社会所承认,并越来越受到人们的

喜爱,他们用二胡表现了一个人们并不熟知的领域,
同时又具有十分理想的音乐效果。

对于这一阶段两种写作风格的二胡作品,在这

里并不想评论谁优谁劣,或者说它们之间也不存在

谁优谁劣,它们只是代表了不同风格的创作方向,也
说明了不同欣赏群体的音乐需求。应该说80年代

后的二胡创作更多地体现了一种多元化的局面,这
也预示着艺术健康发展的道路。21世纪的今天,无
论是二胡艺术还是其他艺术形式均是以这种开放的

机制可持续地发展着。

  二、二胡在20世纪发展的总体特征

二胡作为一件曾经存在、流传于民间底层的乐

器,在20世纪得到了很大的发展。这发展甚至超过

了之前几百年的进程,它的命运在20世纪发生了根

本的改变,认为它属民族乐器中变化最大者也不过

分。20世纪二胡艺术的变化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

方面:
首先是二胡的物理性能。过去的二胡制作十分

简单,以致在许多音区几乎无法表现,这也同时影响

到它的换把,从前的二胡按照其性能是很难换把的;
另外音响的共鸣也得到了很大的改进,这一切都建

立在其性能改变的基础之上。其次是二胡的社会地

位有了翻天地覆的变化。它从平民百姓自娱自乐的

“玩具”,逐渐发展为音乐会中专门的独奏乐器,同时

也成为高等音乐教育的一部分,其硕士学位的设置

和确立也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另外二胡的表现力也

有了极大的提高。在刘天华之前,二胡主要以演奏

城市乡村小曲或曲牌为主,表现内容多是一些单纯

的情绪,像阿炳那样的民间创作实属罕见。刘天华

的作品虽然也表现个人情绪,但感情更为深刻、细
致、复杂;在刘天华之后的阶段,二胡曲的表现领域

几乎拓宽到所有的音乐题材范围:民族、国家、个人、
风情等,从本来只能表现一些抒情歌唱性曲调发展

为能表现宏篇的戏剧性场面,既有文曲又有武曲,既
能抒情也能叙事,刚柔并济,雅俗共赏。最后,二胡

现在不仅是重要的独奏乐器,更是民族乐队里主要

的旋律乐器,我们目前的民乐队的编制基本模仿西

方的交响乐队,二胡也就类似小提琴成为乐队中主

要的拉弦乐器。

  三、对当代的启示

一件有着几百年历史的乐器为什么会在20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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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发生如此大的改变? 笔者认为大致有这样几个原

因:首先,在新文化运动的推动下,一些仁人志士重

新思考中国传统文化,认识民间文化的魅力,刘天华

便是这样的身体力行者。其次,二胡本身就有着独

特的表现力,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并且有挖掘的可

能;只是长期被埋没而已,而且这是社会对它的误解

和偏见所造成的,解决的方式关键是社会观念。另

外拉弦乐器是所有乐器中最富于歌唱性,最具有旋

律表达力的,由于长期以来中国的拉弦乐器始终不

发达,使整个乐器种类的发展很不平衡。
通过对西方乐队中小提琴、大提琴作用的了解,

因此自然加速了二胡的发展。二胡的发展对民族乐

队的发展又是一个很大的推动,而乐队合奏性音乐

的成熟必然又进一步影响独奏音乐的发展,这形成

了良性循环,二胡突飞猛进式的发展是必然的,只是

时间的早晚问题,而历史的必然性早已蕴含在二胡

艺术的内外历史环境中。

通过对二胡在20世纪发展的回顾,可以体会

到:一是民族音乐的发展其实有很大的潜能,它需要

大量的音乐工作者去创造和开拓。在这个发展的过

程中既要深入吸取民间音乐的养料,还应该吸收许

多西方文化中对我们有益的成分。二是音乐创作必

须走在改革的前列,并且这种创作既要考虑到音乐

本身的内容,又要注意对乐器自身表现性能的发展

与挖掘。只有坚持音乐创作是第一性的,音乐演奏

是第二性的,才能逐渐提高整个乐器的内容和形式

之水平,只有以这样的内容和形式,在新时期的今天

才能更准确,更富有艺术性地展现中华民族的精神

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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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viewandConsiderationoftheSeveralStages
oftheRoleErhuPlayedinthe20thCentury

CAIJun-chao
(CollegeofHumanities,JiangnanUniversity,Wuxi,Jiangsu,214000)

Abstract ErhuisoneofthemostimportantcontemporaryChinesefolkmusicalinstruments.It
playsanimportantroleintoday’smusiccreationandmusiclife.However,asacenturies-oldmusicalin-
strument,itwasunabletodeveloprapidlyuntilthetwentiethcentury.Sincethe20thcentury,especially
withthepromotionoftheMayFourthNewCultureMovement,owingtoLiuTianhuaandLiuWenjin’s
greateffort,erhugetsacomprehensiveupgradeinmusiccreation,musicperformanceandemotionex-
pressionanditssocialstatushasalsobeenimproved.Itissignificantforthefurtherresearchonerhuto
recalltheseveralstagesofthereformoferhuduringthe20thcenturyandtothinkaboutitsculturalim-
pl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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