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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我的二胡情缘（自序）

这本书名叫《二胡曲论》，那就从我的二胡情缘说起吧！

１９３９年农历腊月初一出生在一个书香世家，听爷爷说他的爷爷、父亲都

是清朝穿白袍的官吏，家境殷实。父亲受过良好的教育，武昌大学哲学系毕

业，后在开封一高中任校长，教英语。

八岁前在开封第九小学上学，后转到唐河刘斌完小读书，１９５２年考入唐

河二中，在校期间，我的学习成绩不错，数学、物理、几何都在９０分左右，语文、

音乐、体育都在９５分以上，可谓班里的优秀生。在校期间对我影响最大的是

教音乐的宗老师，他会弹风琴、拉板胡、一副好嗓子，是我心中崇拜的老师；另

一位是教化学的韩老师，拉得一手好二胡，当时我是校乐队队长，师从韩老师

学习二胡，这是我的启蒙老师，至今难忘。

１９５８年随父母来西安，复习功课，准备考师大一类的文科学校，闲时也拉

一拉二胡，拉的曲子大多是刘天华先生的作品，或是一些歌曲。记得为了拉

《病中吟》到电影院看了三次巴金的电影《家》，因为那里面有蒋风之先生拉的

《病中吟》。１９５８年５月的一天，在东大街陕西日报社门口的报栏中，无意中

看到一则招生广告，是西安音乐专科学校（西安音乐学院前身）民乐系招生专

业中有二胡，当时我就想试一试，目的是摸一下政治、语文、时事考题，因为艺

术院校是提前招生，不妨碍师范类考试档期。记得这年夏天特别热，几十位考

生挤在一间大教室里，席地而卧，租用了学校乐器每天拉琴不止。在那个年代

里，水平都不高，最好的可以拉《光明行》，一般的都是《良宵》。有个安徽考生

叫李振荣的水平最高，敢拉《光明行》，但他入校不久又回到安徽参加工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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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水平一般，拉《良宵》，记得考场在北教学楼一层靠西第一间琴房。主

考的是一位高个清瘦的青年老师，进入考试，报了考号，就开始拉《良宵》，拉

到一半那位老师就叫停了，让我走过去，看看我的手，说了一句“回去等通知

吧”。我退了回来，心想完了，拉一半就不让拉，肯定没戏，但我还是坚持考完

了其他科目。后来才知道那位就是鲁日融老师，也是日后五十年来支持、关怀

我的鲁先生。

回家后，继续复习功课，不到一个月，突然接到校方的录取通知，我兴奋极

了，一次偶然的机会竟然决定一生的专业道路，真不可思议，我的二胡情缘也

将从此开始。

１９５８年９月新生入学，我们班招了５０余人，民乐系学生十多人，二胡专

业６名，陕北招来的乔建中、高本正，陕南招来的李作明，河南招来的牛登荣，

西安的李兴义和我。那个年代是大跃进的年代，刚入学还没上课，在“教学与

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口号下，全校师生开拔到户县劳动锻炼。白天翻地，大炼

钢铁，晚上学习读报纸，想动一下琴却被高班同学戴上了“只专不红”的帽子，

只有将琴放起来。

半年后回校复课，学校还让大家写心得，记得语文老师出了一道作文题

“和农民相处的日子里”，我写了一篇还登在校刊上。在那个极“左”的年代

里，老师们也不敢讲真话，说劳动锻炼可以使手指更灵活。

第二学期开始上专业课，我的主课老师是鲁日融老师，鲁老师教学非常认

真，从姿势、手形、运弓，一点一滴从头开始，从此我走上了专业二胡之路，记得

１９５９年是建国十周年，在这个纪念活动中，校民乐队要排练《十番子》《欢度

新春》《金蛇狂舞》等曲目，因为我谱子抄的工整，鲁老师让我抄分谱，害得我

一个暑假都住在学校，不能休息，后来鲁老师说那些分谱至今他还保留着。

在校学习期间，我十分注重乐理、曲式、和声、歌曲作法、民歌、戏曲的学

习，欣赏室的京剧唱片我听了个遍，在卡片登记表上李凤山和我的名字最多，

这些知识为日后的创作积累了十分有益的素材和资源。

毕业后分配到陕西乐团民乐队工作。１９６３年并入陕西省歌舞剧院工作

直至退休。在歌舞团工作期间，除了乐队合奏之外，团上让我们出了一个二胡

齐奏（当时二胡声部已达十五六人），没有作品，于是就自己动手，改编了毛主

席诗词为《女民兵题照》一曲，加强了技术性能，使之更为器乐化。“文革”期

间，改编了《草原红卫兵》颇受欢迎。１９７２年为了丰富上演曲目，创作了《丰

收秧歌》《送肥路上》两首齐奏曲，这时边学习作曲理论、技法边创作、边演出，

为二胡齐奏这种形式积累了一批曲目。

１９８１年，陕西省首届音乐舞蹈调演即将开始，这是“文革”后文化厅举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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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艺术活动，团长王文对我说，你们可以搞一个独奏吗？能不能写一个大

一点的作品？团长发话了，就是圣旨，我和老战友吴桐商量，要弄一个大点的，

又是陕西的，于是找素材，就选了《蓝花花》这首民歌，这首民歌是刘燕萍先生在

上世纪５０年代唱红全国并在世界青年联欢节获金奖的一首民歌，也是我团音

乐会上的常演曲目，我们给她伴奏过，对歌词十分熟悉，群众基础好，但是用二

胡来讲这个故事，真得下一番工夫。我翻了资料，光打腹稿用了半年时间，七月

正式动笔。大热天，光着身子，扇着扇子，写一段，吴桐试奏一段，一个月后初稿

出来了，写完总谱，乐队试奏，一稿效果不错，修改后，形成第二稿，直接参加陕

西省首届音乐舞蹈调演，一举成功，获得创作二等奖（一等奖空缺），（见《蓝花花

创作纪实》）吴桐获得演奏一等奖，我也由乐队队员升为创研室创作员。为参加

全国比赛，鲁老师领着他的爱徒王方亮到歌舞剧院讨教月余。此曲由王方亮在

北方片全国民族器乐大赛中亮相，受到界内青睐，荣获优秀演奏奖，成为二胡演

奏界的佼佼者。

我本人也因这首作品的成功而走向全国，开始了全国性的艺术活动。

１９９８年中国音协二胡学会成立１６周年纪念活动中，我宣读了 《秦派二胡与

燕乐音阶》一文，备受关注，被聘为常务理事；２００１年第三届 “天华杯”

被聘为评委；２００２年中国音协二胡学会第二届换届活动中，被聘为副会长；

２００５年和２００８年文化部主办的音乐艺术院校民族器乐比赛被聘为评委；

２００９年二胡学会举办的 “敦煌杯”二胡大赛中担任评委；２００８年香港国际

艺坛举办的世界民族器乐大赛担任评委；２００９年 “上海之春”二胡比赛中

担任评委；２０１２年中日韩二胡大赛在韩国济州岛举行，担任评委；２０１２年

中国音协二胡学会换届时担任顾问。

２０１１年创作二胡曲《胡歌》，由孙凰演奏，获得好评，收入她的专辑之中。

与此同时，我也与二胡界前辈们参加一些纪念活动和研讨会，每次都是有备而

来，写了一些与二胡有关的文章。由于在不同场合使用，有些基本观点多次强

调，难免重复，这些文论也将与我创作的七首二胡作品一并收入书中，与大家

共勉。

在这本书里，有我的作品，我的创作理念、方法以及我的学术观点和价值

观。我之所以自己写序，也出自我的二胡情缘，自己写也许会更自然，更生动，

更朴实。

退休后这十年，我在陕西省民族管弦乐学会主持工作，这一部分将在后记

《我这十年》中简要记述，与大家分享。

２０１３年４月１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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