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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　波

一曲江河水　四海有知音

论黄海怀的二胡曲创作

　　 [编者按 ]在中国民族音乐创作的历史长河中 , 涌现出许多为繁荣祖国的民族音乐呕

心沥血、 默默耕耘的杰出人物, 他们为民族音乐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我院已故著名

二胡演奏家、 作曲家黄海怀先生就是其中一位。 他移植改编的 《江河水》、 创作的 《赛

马》、 《洪湖颂》等堪称当今二胡曲中的代表。对黄海怀先生的创作 、 演奏、 教学及其生 平

的研究, 无疑会促进当代二胡艺术的发展。本期发表的黄波 (黄海怀先生的长子 )的文章,

对黄海怀先生的生平及其二胡创作进行了初步的探讨。 我们欢迎大家参与这一讨论。

[作者简介 ]黄　波, 男, 1962年生, 现为厦门大学艺术教育学院音乐系讲师。通讯

地址: 厦门大学 522信箱。 邮编: 361005。

　　曾记得 80年代, 世界著名的指挥家小泽征

尔先生第一次来到中国, 当他听到二胡曲《江河

水》之后, 被其震憾人心的艺术感染力所深深打

动, 不禁为之伏案恸哭! 当一曲 《江河水》的影

响广布于海内外时, 当音乐家们用不同的形式

和体载把 《江河水》改编成声乐曲、 室内乐、 管

弦乐作品时, 人们是不会忘记将 《江河水》成功

地移植为二胡曲, 并使之成为传世之作的一位

才华横溢的民族音乐家—— 黄海怀先生的。

黄海怀先生 ( 1935—— 1967) 虽然英年早

逝, 仅在人生旅途中渡过了短短的 32个春秋,

但他将毕生奉献给了祖国的二胡事业。 他以卓

越的艺术才能, 怀着对祖国民族音乐事业的无

限热爱, 谱写了一曲曲富有艺术感染力的作品。

无论是热情奔放的 《赛马》, 还是动人心弦的

《江河水》和作者生前未来得及搬上舞台的二胡

协奏曲 《洪湖颂》等, 这些久演不衰, 久听不厌

的作品, 是中国音乐文化宝库中不可多得的艺

术珍品。今天, 我们对他的二胡曲创作进行研究

和探索, 借以告慰黄海怀先生的在天之灵, 同时

对促进二胡艺术的繁荣与发展应具有一定的积

极作用。

黄海怀, 1935年生于江西省萍乡市, 他自幼

受民间音乐的熏陶, 酷爱戏曲, 并向民间艺人学

会演奏多种民族乐器, 二胡、 京胡、 笛子等样样

精通。由于他具有很高的音乐天赋, 很快熟练地

掌握了民间乐曲 《杜鹃哀鸣》、 刘天华的二胡曲

《光明行》 及 《空山鸟语》 等的演奏技巧。 1952

年出任萍乡一个业余剧团副团长, 经常登台演

奏, 初步显露其艺术才华。并为以后在二胡艺术

上的成就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55年, 黄海怀先生考入武汉中南音专 (现

武汉音乐学院的前身 ), 在系统的音乐训练中,

他对音乐的灵性和悟性迅速提高, 在周华林先

生的悉心指导下, 对二胡的热爱达到了如痴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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迷的地步。 为了更广泛地吸取各种民间音乐的

营养, 他努力学习各种地方戏曲诸如汉剧、 楚

剧、 豫剧等, 对其风格、 韵调、 行腔有了深入的

了解。众多音乐风格的吸取, 为他以后的演奏和

创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1958年, 黄海怀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并留校

任教。在母校执教期间, 培养了一批优秀的二胡

演奏人才, 并开始致力于二胡的演奏与创作方

面的探索和研究, 成功地创作和移植了具有独

特艺术风格的 《赛马》、 《江河水》 及 《洪湖颂》

等作品。

50年代末至 60年代初期正是黄海怀青年

时代, 其二胡演奏技巧日臻成熟, 艺术经验逐渐

丰富, 于是在强烈的创作欲望和饱满的创作激

情的驱使下, 佳作相继问世。但随着 60年代中

期 “文化大革命” 的到来, 中国大地笼罩在一片

阴影之中。 音乐创作乃至整个文艺事业都处于

停滞和扭曲的状态, 他的身心受到严重摧残, 不

幸患了重病, 医治无效, 于 1967年英年早逝, 时

年仅 32岁。

如果从我国二胡创作的年代和整体发展趋

势进行分析, 我们不难看出, 从 20— 30年代以

刘天华创作的 《空山鸟语》为代表的十首二胡名

曲, 到 40- 50年代以阿炳创作的《二泉映月》为

代表的三首二胡精品, 为二胡艺术的创作和发

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并把二胡艺术推向了一

个新的高度。 50- 60年代, 以一批学院派为代

表, 他们在挖掘、 整理民间音乐的基础之上, 相

继创造出一批具有地方音乐风格的优秀作品,

如 《豫北叙事曲》 (刘文金 )、 《河南小曲》 (刘明

源 )、 《秦腔主题随想曲》 (鲁日融 )、 《山村变了

样》 (曾加庆 )、 《金珠玛米赞》 (王竹林 )、 《赛

马》 (黄海怀 )、 《江河水》 (黄海怀 )、 《梆子风》

(项祖英 ) 等。这一时期的作品一个典型的特征

是: 以各地方的音乐体裁为基础进行加工、发展

和再创作, 展现了各地不同的音乐风格及生活

风貌, 形成了一股新的、 多元化、 富有激情的创

作热潮。80— 90年代以来, 二胡的创作又有了全

新的发展。其创作由 60年代的风格小品发展到

结构复杂的大型作品, 以及用现代技法创作的

无标题音乐的作品等。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作品

有 《蓝花的叙事曲》 (关铭 )、 《新婚别》 (张晓峰、

朱晓谷 )、 《长城随想》 (刘文金 ) 等, 这一时期

的作品由于有更多的专业作曲家参与, 使得二

胡曲的创作更具规范性, 其创作技法更趋完善,

为二胡艺术开辟了全新的发展方向。

综上所述, 黄海怀先生创作的 《赛马》和移

植的 《江河水》, 无疑是他所处年代里最具代表

性、 最优秀的二胡作品之一。

《赛马》是黄海怀毕业任教后创作的第一首

二胡作品, 它是根据蒙古族民间音乐体裁而创

作的。乐曲旋律流畅明快, 结构规整精巧, 动机

简洁明了, 是一首典型的快、 慢、 快三段式结构

的精美小品。作者以欢快明朗的格调, 简洁精炼

的乐句, 把蒙古族人民在盛大节日里激烈竞技

的赛马盛会和载歌载舞的民俗风情展现得淋漓

尽致 , 使人如同身临其境一般。

《赛马》在创作上的显著特点是旋律的简约

化和节奏的动感化, 除中段部分采用蒙古族优

美的曲调外, 其它主要段落则是在节奏上的叠

加和重音立体动感变化中发展。 如第一段激昂

奋进的旋律, 生动、 逼真的形象, 作者用模仿马

蹄声的节奏形式, 在旋律展开、力度叠加及和声

织体转换中, 进行反复的对比, 构画出具有现代

美感的立体三维画面, 使音乐形象栩栩如生。

《赛马》创作上的另一精采之处是作者在创作中

的不拘成规, 大胆创新, 率先将西洋弦乐器的拔

弦技巧首次运用于二胡的创作和演奏中, 更使

《赛马》 具有独特的风格, 从而极大地丰富了二

胡的演奏技巧和表现力。

从 《赛马》的创作中不难看出, 黄海怀在继

承民族音乐精华的同时, 还敢于创新并借鉴西

洋乐器演奏技法为我所有, 这也正是 《赛马》的

成功之处。 1962年 3月, 在广州举行的首届 《羊

城花会》上 , 黄海怀以 《赛马》 一曲成名, 引起

轰动。 《赛马》 的成功, 为他以后的创作奠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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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实的基础。

如果说 《赛马》 是黄海怀一个成功的开始,

那么 《江河水》的成功移植则是他音乐创作步入

成熟的标志。在 1962年 3月的 《羊城花会》上,

当黄海怀第一次听到用双管吹奏的民间乐曲

《江河水》, 便被这首乐曲吸引住了, 该曲激发了

他强烈的创作激情。他下决心, 一定要用二胡独

特的表现手法和演奏技巧, 将他从此曲中悟到

的内涵、 神韵, 加以发展和进行新的创造。他在

尊重原曲调的基础上, 首先根据二胡独特的音

色 及 演 奏 特 点, 将 第 一 段 弦 式 定 为

m i- - si ( 1= bB ), 中段转为 re- - la ( 1= C ),

并根据乐曲悲痛哀婉的音韵大胆采用压揉 (一

种民间艺人的揉弦方法 ), 同时用特别记号注明

不需揉弦的地方, 以期达到乐曲特有的效果。同

时在旋律上采取加花 , 转调对比, 顿 、 抑交错,

形成强烈的戏剧冲突。

黄海怀以其敏锐的观察力, 丰富的想象力,

准确地把握住了音乐最深层的内涵, 使 《江河

水》以全新的形象展现在人们的面前。欧洲一位

伟大的艺术大师曾指出: “所谓艺术家, 就是他

用自己的眼睛去看别人见过的东西, 在别人司

空见惯的东西上发现出美来”。 从这一点来讲,

黄海怀无疑是成功的。

1963年 5月, 第四届 “上海之春”全国首届

二胡大赛在上海举行。黄海怀以 《赛马》、 《江河

水》参赛, 演奏和作品双双获得成功。这两首乐

曲也随之风靡全国。 事实证明, 用二胡来表现

《江河水》这一代表中国传统女性性格形象的主

题是十分准确和高明的。 二胡以其极富有人声

美的音色, 柔和细腻的表现手法, 令人听来如歌

如泣, 感动万分! 著名二胡演奏家闵惠芬又将此

曲传播到海外, 受到了世人的瞩目。真是 “一曲

江河水, 四海有知音”。《江河水》从一首影响不

大的民间乐曲到被黄海怀成功地移植成为今天

具有广泛影响的二胡曲, 无不体现他对艺术创

作的灵性和对音乐准确的驾驭能力。

随着 《赛马》、 《江河水》 的成功, 黄海怀更

坚定了自己的创作道路和发展方向。 他开始更

广博地吸取民族传统音乐的丰富营养, 尤其开

始着重对湖北地方音乐的整理、挖掘和研究。在

其后的几年里, 他潜心研究, 精心构思, 一首气

势磅博、旋律优美、结构完善的取材于湖北地方

音乐风格的二胡协奏曲 《洪湖颂》, 在他的笔下

诞生了。 遗憾的是正当他准备将这首乐曲更进

一步完善, 并把它搬上舞台之际, 文革这场灾难

使得这一宏愿化为泡影。不久, 病魔夺走了他年

轻的生命, 留下了这一终生遗憾。然而, 令人欣

慰的是 14年后黄海怀先生的学生著名二胡演

奏家吴素华于 1984年在武汉举办了 “全国民族

器乐大赛” 的开幕式上, 将 《洪湖颂》 这一用西

洋管弦乐队协奏的大型作品首次搬上了舞台。

演出获得极大成功, 在人们热烈的掌声及赞扬

声中, 我们仿佛看到了黄海怀创作的延续和升

华……

黄海怀虽然在人生旅途里只渡过了短短的

32个春秋, 但从他所留下的几首作品中, 我们不

难看出他对中国民族音乐素材把握的准确性和

表达的敏感性, 是与作者的音乐修养、艺术境界

及审美理想紧密相关的。 他的作品所体现出来

的是中国民族民间音乐纯朴和自然的美, 因而

深受广大民众的喜爱而流传至今。

综观黄海怀的二胡曲创作, 其突出特点是

纯朴真挚, 腔正味浓, 风格独特。 《赛马》 热情

奔放 , 纯朴自然, 形象生动鲜明。中段采用大段

落拔弦更是开二胡演奏技法之先河。 《江河水》

悲痛哀婉, 刚中有柔, 柔中带刚, 感人心肺, 催

人下泪。 《洪湖颂》 气势磅礴, 味浓秀美, 倾诉

了作者对生命的感悟与对祖国大好河山的赞美

之情。

我们以今天的眼光来分析不能不得出这样

一个结论: 黄海怀用他对音乐内涵至深的领悟

能力, 对创作大局把握的超前能力, 以及对音乐

表现熟练的驾驭能力, 使得他的创作总是具有

浓郁的民族色彩和鲜明的个性特征。

黄海怀留下的作品虽然为数不多, 但却是

8



我们宝贵的音乐财富。 从这几首二胡作品里我

们可以看到作者对音乐的无限热爱, 对琴艺的

刻意探索以及对创作完美追求的精神! 从 《赛

马》、 《江河水》 到 《洪湖颂》, 记载着黄海怀人

生和艺术创作的双重升华。

黄海怀所创作的几首二胡曲, 使我们能够

从中得到这样一种启示: 只有按照二胡这种乐

器自身所固有的特性及规律, 充分挖掘和发扬

它的优势, 表现二胡其独有的艺术风格, 在中国

民族音乐这一丰富的土壤里努力探索, 不断追

求, 才能创作出具有中国音乐神韵和时代特点

的二胡精品。

责任编辑　　蔡际洲

简　　　讯

○由中国音乐家协会和中国戏曲音乐理论研究会联合主办的全国戏曲音乐论著与论文评奖活

动, 与今年 8月下旬在北京举行。我院刘正维教授的论著 《戏曲新题—— 长江中上游小戏声腔系统研

究》 获最高荣誉一等奖, 蔡际洲副教授的论文 《中国戏曲音乐学学科建设构想》 荣获二等奖。

这次评奖是在中国音协书记处常务书记冯光钰同志的主持下, 由中国艺术研究院余从等专家组

成的评委会从 80年代以来发表的论著和论文中评选的。 这次活动也集中展示了自 1989年中国戏曲

音乐理论研究会成立后, 先后组织的四次全国性研讨会的学术成果。 　　 (刘　夜 )

　　○日前, 历时九个多月, 由 《湖北农民报》 发起并承办的 “我是农民” 歌曲征集活动已见雌雄。

我院姚峰副教授作曲、 栾志龙作词的 《黑土地牵着咱农民的心》 荣登榜首。

“我是农民” 征歌活动共收到全国 29个省、 市、 自治区的词、 曲来稿分别为 13400余首、 3500余

首。全国 300名词、 曲作家为次创作了高水平的作品。姚峰的这首获奖歌曲为男女声二重唱, 由他和

空政歌唱家周灵燕演唱, 日前已在北京录制完毕。　　 (李文龙 )

○著名旅美作曲家瞿小松于 10月 18日来我院就他近年来的音乐创作作了专场学术讲座。 介绍了他

1993— 1994年创作的室内歌剧 《厄迪普斯之死》、 1991年创作的打击乐三重奏 《L am M o t 》 和 1990

着手构思与创作的室内乐 9首—— 《 J I》 (寂 )系列; 并介绍了这几首作品的创作过程、 演奏情况以

及美学思想。

时隔 10日, 另一位著名旅美作曲家谭盾也来我院访问, 并举行了标题为 “未来之路” 的音乐创

作专题学术讲座。 介绍了他在美国获博士学位的毕业作品—— 交响乐 《死与火》 和新近创作的四幕

歌剧 《马可· 波罗》等作品, 以及这些作品的创作过程。之后, 与在场的师生进行了座谈。谭盾在这

次访问中, 被聘为我院名誉作曲教授, 院党委书记邓道祥为谭盾正式颁发了聘书。 　　 (朱爱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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