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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思---论21世纪广东汉乐发展的新思路

发布时间：2008-01-14 17:53:58

  中国音乐文化·第二届广东汉乐理论研讨会论文 

  广东汉乐，历史悠久，源远流长，是我国古老的民间乐种。它继承了宋、元以来的中原古风，同时也融入
了江南地区优美秀丽的格调，具有“古朴典雅、清新淳美”的风韵。 

  广东汉乐是随着客家人的南迁，逐步地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地方乐种。在其南迁沿途，融合了诸边异域文
化，使它得到充实、扩展，经过不断的创新，使它独具特色，并成为岭南民间艺术中一颗熣灿的明珠，深受群
众喜爱，蜚声于海内外，影响深远。 

  一、历史回溯 

  关于汉乐的历史渊源，鉴于目前尚未掌握系统、全面和详实的史料，故定论不宜过早。现只从流传在粤东
部分地区的情况作一简述： 

  被誉为“汉乐之乡“的粤东大埔县，可说是广东汉乐的摇篮，它有四百多年（或更长）的历史了。据《大
埔县志》记载，明嘉靖三十六年（即公元1557年），已有中军班音乐，八音和丝弦乐的活动，并有“钟、吕”
文字古乐谱的出现。《县志》称：“埔之在潮弦诵媲邹鲁”、“埔之风俗，家诵户弦。”可见当时大埔县的民
间音乐活动十分盛行。 

  明、清之际，该县各地就有不少文人雅士善于抚琴，吹箫和弹奏，如罗淑予（明末）、杨缵烈、杨天培、
张振南（清代），还有清代的饶君谷，不但擅于弹琵琶、三弦，而且尚有手抄乐谱本《消遣集》，现已收入汉
乐乐曲中，时至今日也有100多年了。 

  至民国时期，汉乐在粤东地区可说是一个鼎盛时期，各地都有“弦馆”（“笛馆”），特别是大埔县，几
乎每个村落都有。繁盛的汉乐活动，自然造就了大批的演奏家、理论家，如：何育斋、钱热储、饶托生、饶从
举、饶淑枢、罗九香、饶碧初、李蓝田、李芝田等。这些老一辈的艺术家，他们不仅活跃在大埔县境及其诸边
地区，而且还远播到国内的广州、上海和东南亚的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尼等地。各地建立的社团大都是以大
埔县人为主体，故有“无埔不成汉”的说法。今天大埔县被誉为“汉乐之乡”也是名符其实的。 

  建国后，在党的“双百方针”指引下，粤东各地的“弦馆”（私伙局）更加红红火火，如雨后春笋，纷纷
建立，尤其是大埔县，成绩更是喜人。早期就成立了“民间音乐研究会”，并整理和出版了一批乐谱和曲集，
如《大埔民间音乐》1、2、3集；《汉曲集》；《唢呐曲牌》和《锣鼓经》等。 

  当时，一批汉乐名家如：饶淑枢、饶从举、罗九香、余敦昌、罗琏、管石銮、李德礼等，活动频繁，先后
曾分赴北京、西安、广州等地进行演出、录音和灌制唱片活动。特别是罗九香先生还在天津音乐学院、广州音
专任教，影响很大。被誉为“古筝岭南派”的代表人物，其学子有史兆元、陈安华、饶宁新、杨始德等。除古
筝外，唢呐、胡琴、笛子等乐器也是代有传人。 

  到了80至90年代，大埔县成立了“广东汉乐研究会”，并出版了学术专刊《汉乐研究》10多期，还出版有
《广东汉乐三百首》和《广东汉乐新三百首》乐谱本，并且改编和创作了一批汉乐曲，如《向阳花》、《梅州
乐》、《出水莲》等，新近还改编、创作有《将军令》、《平山乐》、《迎春曲》、《红山茶》、等乐曲。 

  上述成绩，显而易见，它不仅丰富了广东汉乐宝库，而且让世人瞩目。英国、美国、菲律宾等不少外国学
者前来学习、采访；另外，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台湾地区等多个电台、电视台亦派人前来录音、
录像，制作成播出节目。 

  这是汉乐在一个多世纪以来的辉煌成就，值得人们赞赏。 



  二、世纪呼唤 

  21世纪，人类文化的发展依然是多元化的格局，各国、各民族之间的交流，显得更加频繁，更加广泛。因
此，改革、开放、交融、互补，将成为人类文化发展的总趋势。 

  对于汉乐这一古老乐种，人们应以新的思维、全方位，多视角来审视它。继承什么？发展什么？如何发
展？都要周密、细致的思考，使它在新时期能健康地发展。 

  对上述问题，下面略陈管见。 

  （一）宣传工作 

  汉乐有几百年的传统历史，流传地域广泛，远播海内外，很有群众基础。当前应不失时机地做好舆论宣传
工作。时至今日，还有不少人对“广东汉乐”感到陌生，不太了解（不如“广东音乐”知名），纵然有不少人
知道，但又容易与“广东汉剧”的伴奏音乐混淆。故木子（李德礼先生）早在《汉乐研究》第五期上就发表过
“广东汉乐与广东汉剧音乐关系谈”一文，我认为这篇文章写得好，这就是为宣传汉乐做了很好的舆论工作。
我们不仅在理论刊物上、还要争取媒体多作报导。 

  其次要加强演出活动，广泛交流，扩大影响，这也是很好的宣传。过去，长期处于“私伙局“的涣散状
态，这是历史情况，今后如何改变，则要靠大家的努力了。 

  （二）理论研究 

  理论是先导，是一个十分艰辛和重要的工作，正如周凯模教授在《客家音乐文化研究与传承论纲》中，有
这样一段话，她说：“对一个艺术品种深层本质和独立品格的把握，没有理论宏观视野和多重角度的透视和剥
离，其特色的把握是有限的。”我认为她对理论研究的重要性做了比较深刻和透彻的描述。 

  对于理论研究这项工作，建国后，整理和出版的专业书刊，如《汉乐研究》、《广东汉乐三百首》、《广
东汉乐新三百首》等，这都是众人皆知的。但从发展来看，与广东兄弟乐种比较的话，仍有许多差距，譬如对
“广东汉乐的历史源流研究”、“对汉乐纵横关系的比较研究”、“对汉乐乐种的深层底蕴的研究”等等，如
何进一步用民族音乐学，音乐文化人类学的方法进行研究、探讨，这显然是十分重要的一项工作。 

  客家音乐文化的研究，也是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循序渐进的。从初期的音乐资料的挖掘、整理，逐步到形态
研究，进而上升到音乐文化学的层面（如历史源流、比较学、传播学等）研究，这一现象正说明学科深入发展
的必然趋势。我们一定要用新的思维来发展21世纪广东汉乐的理论工作，要与时俱进。 

  （三）创作实践 

  对汉乐的创作，要有超前思维，因为超前思维是人类寻求发展，面向未来的一种思维活动。另外，更主要
的是要敢于创新。 

  对于广东汉乐原生态的东西，既要保留也要革新，重要的是要与时俱进，要创编出更多具有时代特色的精
品来，以适应时代潮流，因而两者关系宜处理得当。我们总不能靠传统过日子，要有所作为。长期以来新作品
问世比较少见，就2004年《客风·出水莲——大埔广东汉乐大型音乐会》演出的节目来看，虽出现不少带有新
意的作品，但大都是在艺术手法上的一些更新，而乐曲本身，仍是传统乐曲，这当然也是属于创新的一部分，
是好事，但真正创作的乐曲则较少，象《阴那山畅想》、《客风》这类显示客家文化和风情的作品，无论是改
编或是创作，都应该值得鼓励。 

  关于创作手法，可多种多样，根据乐曲内容和要求而配置，没有固定的框框，一切要从内容、形式和实际
效果出发。可以吸收西洋音乐中的和声、复调、织体、配器等各种手法来丰富我们的民族音乐。 

  创作要出成果，必须建立一个有实力的创作班子（专业与业余相结合），以保证新作品源源不断的向世，
以供人们练习或演出的需求。 

  （四）音乐教育 

  教育问题是保障乐种不至断代、后继无人的问题。培养接班人也是老一辈艺术家们的后顾之忧。当务之
急，是要取得地方政府的继续关心，争取教育部门将“广东汉乐”纳入中，小学的乡土音乐教材中去，从小培
养人才。这方面大埔县做的较好，办过短期培训班，（在校生）还有个别的培养，这种做法很好，既培养了接
班人，同时活跃了农村乡镇和城市社区的文化生活。 

  三、再创辉煌 

  我们要铭记历史、把握现在、创造未来。大埔县被誉为“汉乐之乡”，汉乐也已是全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
代表作，属广东的文化品牌之一了。 



 

  我们要借此机遇，不失时机地开展各种活动，并通过媒体大造舆论，大力宣传广东汉乐。象“羊城广东汉
乐乐团”自2005年成立以来，开展了许多活动，出版了《羊城汉乐之声》刊物，在广州市区作过多种形式的演
出，联合了梅州、大埔、深圳、惠州等地的汉乐工作者和爱好者共同发展汉乐事业。这些举措，不仅宣传了汉
乐这个乐种，而且也联络了国内乡亲和海外侨胞的情谊，这是良好的开端，值得赞赏。 

  为迎接广东文化大省高潮的到来，我们要树雄心，立壮志，为广东汉乐事业的发展多作贡献。要让广东汉
乐繁荣昌盛，并屹立于世界民族文化之林！ 

  参考书目、文章： 

  ①李德礼的《历史沿革》一文，见“汉乐研究”第七期。 

  ②张高徊的《汉乐之乡——大埔县》一文 

  ③孙洪敏的《超前思维》一书，辽宁人民出版社199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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