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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祝》 「洋為中用」的成功，啟發其他樂團探索傳
統音樂民族化的課題。一個最著名的例子是北京中央樂團
把京劇交響化，創作出交響詩《穆桂英掛帥》。那是該團
樂師們南下廣州巡演，在火車上的集體構思。時為一九六
○年春，樂團在北京首演《梁祝》，由首席司徒華城獨奏
、李德倫指揮。之後繼續把作品帶到武漢、廣州演出，其
中在深圳更首次為專程過境觀賞的香港愛樂者現場演出。

香港聽眾對《梁祝》並不陌生，俞麗拿和沈榕分別為
中國唱片錄製的錄音在香港可以買到，部分港產粵語長片
的配樂亦經常聽到《梁祝》片段。至於《梁祝》首次在香
港的正式演出，應算是一九六二年九月 「中國青年音樂家

演出團」的訪港演出，節目由劉詩昆等一眾在國際獲獎的年輕音樂家擔任，其中包括由俞麗拿獨奏、周廣
仁鋼琴伴奏的《梁祝》足本演出，大概是三年前何、陳試奏的二重奏版本。

隨着 「文化大革命」的爆發，《梁祝》以西洋樂器演奏封建故事，命運堪虞。引用當時的《人民日報
》說： 「他們在 『民族化』的幌子下，精心炮製了一個黑標本──小提琴協奏曲《梁祝》，搜羅封建文化糟
粕中低級下流的音調，用西洋管弦樂把中國古代的才子佳人裝扮起來，公然為地主階級大唱讚歌，為顛覆
無產階級專政大造輿論。」

十年寒冬，《梁祝》幾乎絕跡於神州大地，海峽對岸則亦視之為 「禁曲」，也遭禁演厄運。南隅香江
反而蝶影頻頻，更開始了《梁祝》的第一個非小提琴版本。據已故指揮東初先生回憶，早於一九六三年間
，他就將《梁祝》改編為民族樂器版本，由陳清池擔任高胡獨奏。但首位將《梁祝》以高胡協奏曲錄音的
，則是國樂大師吳大江一九六八年改編的版本，由一個二十六人的散裝中西樂隊伴奏，該唱片由百代錄音
，發行遠至歐美市場。

至於原裝小提琴版本錄音包括劉元生的簡約版、林克昌獨奏兼指揮的原版，還有他的胞弟林克漢一九
七八年與德國總監蒙瑪指揮香港管弦樂團的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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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七八年對《梁祝》來說是重要的一年。當年
居港日籍小提琴家西崎崇子由林克昌指揮名古屋愛樂
樂團在日本演出，一炮而紅，接下來的錄音以其澎湃
磅礴的效果，成為音樂、音響最佳發燒版本，以過百
萬張的銷售紀錄連奪多個白金獎，至今還是個紀錄。
此外，吳大江以香港中樂團音樂總監身份重新改編首
個純民樂版，由剛移居香港的胡琴大師黃安源作獨奏
首演，成為經典。但更重要的是，《梁祝》再次在北
京展翅飛翔，告別樣板團時期的中央樂團首場星期音
樂會，主打曲目正是《梁祝》，指揮卞祖善和獨奏楊
秉孫俱為 「文革」受害者，由他們作首場演出，有若

從哭墳到化蝶進入改革開放新世代。
進入八十年代，境外《梁祝》唱片蒸蒸日上之際

，國內新的一批《梁祝》獨奏家崛起，包括上海的湯
寶娣、竇君怡，北京的呂思清、孔朝暉等，全部都有
精彩的錄音。其中竇君怡一九八四年在上海音樂學院
《梁祝》比賽奪冠，翌年到北京與中央樂團為荷蘭飛
利浦唱片錄音，成為首張數碼《梁祝》，一年後與該
團南下先後在香港、澳門歷史性巡演。接着是上海交
響樂團歷史性訪港演出，一九八七年二月三場演出的
首場就有《梁祝》，由俞麗拿親自演繹，陳燮陽指揮
，為剛剛落成的沙田大會堂生色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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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祝協奏曲》未必有貝多芬、巴哈的音樂水準，然而它是動人的中國音樂，如
果憑心靈投票，我說這首樂曲是我心中的 『天下第一』 ！」

以上是去年辭世的武俠小說大師金庸生前對《梁山伯與祝英台》小提琴協奏曲的高
度評價。這首由越劇唱腔移植到小提琴及西洋樂隊的昔日實驗作品，自六十年前問世以
來，幾乎有中國人的地方，就有《梁祝》。受歡迎程度，可見於由小提琴改編為各樣獨
奏樂器的眾多版本，包括二胡、琵琶、古箏、鋼琴，以至合唱甚至鋸琴。就是原裝小提
琴版本，華人小提琴家們的錄音多不勝數，也是音樂會的票房靈藥。

《梁祝》的成功，深入民心的千古傳頌故事固然重要。但作品首次以西洋樂器講述
一個發生在四世紀浙江的民間傳說，通過小提琴和樂隊奏出歡快、纏綿、悲慟、晴天霹
靂等情緒，富有鮮明民族風格的交響效果為聽眾提供了嶄新的聽覺體驗，首演後幾乎一
夜成為經典，展開了一個甲子蕩氣回腸的經歷。

一九五九年五月二十七日，上海蘭心大戲院《
梁祝》首演的成功，至今剛好一個甲子。很難想像
作品創作過程只有一百多天，而且主創的何占豪、
陳鋼俱為上海音樂學院管弦及作曲系學生，獨奏的
俞麗拿更是芳華十八的本科生。當時正值火紅年代
，全國躍進煉鋼，《梁祝》的誕生，用陳鋼的原話
： 「我們想用這一份薄禮來顯示我們這些新中國年
輕人的赤子之心。這首樂曲的主線是寫祝英台對自
由幸福的追求和對封建勢力的抗爭。記得我們寫作
時含着淚、絞着心，與女主角同命運、共呼吸。」

據資料顯示，當時《梁祝》與《全民皆兵》、
《大煉鋼鐵》作為三個獻禮題目供學院領導考慮，
後者更是由俞麗拿提出的。最後副院長孟波出於藝
術考慮，選擇了《梁祝》，而且在創作匯報過程中
，冒着倡導迷信的風險，提出加入 「化蝶」的終章
部分。結果就成為今天我們熟悉的版本。

值得一提的是，此前越劇梁祝曾拍成彩色電影
，而且在一九五四年日內瓦會議期間播放。按周恩
來總理的指示，邀請函介紹該劇為 「中國的羅密歐
與朱麗葉」，引來二百多位代表和記者出席，其中
包括留着淚觀賞的電影泰斗查理．卓別林。周總理
曾對該劇主演之一袁雪芬說： 「我們的兩台（指祝
英台和茅台）在日內瓦出了風頭，為國爭了光。」

身為浙江省越劇團樂隊成員的何占豪，曾參演
越劇梁祝二百多場，後來調到上海音樂學院進修小
提琴，領導一個名為 「小提琴民族學派實驗小組」
，探討小提琴創作和演奏如何體現民族風格。據親
歷創作過程的已故居港上海音樂學院小提琴教授鄭
延益回憶，孕育《梁祝》正是這個小組，成員包括
俞麗拿、沈榕、沈西蒂、丁芷諾、呂其嶺等。鄭教
授回憶： 「《梁祝》的形成是先由何占豪根據故事
情節，利用越劇唱腔，把情節具體化構思成為幾段
主題旋律，在小組內進行反覆試奏、討論、修改，
曲體基本上由小組的《小梁祝》四重奏試奏。小提
琴獨奏部分基本上寫成後，由陳鋼在其老師丁善德
助導下完成了鋼琴小樂隊配器部分。」

從四重奏《小梁祝》到樂隊協奏的《大梁祝》
中間還有一個二重奏試奏，由何占豪、陳鋼二人以
小提琴、鋼琴把全曲演一次，接受學院領導的檢閱
。三星期後在蘭心大戲院的歷史性首演，演出極為
成功，掌聲不絕，俞麗拿亦只有把全曲再演奏一次
。這是她五十年演奏生涯一場音樂會上連演兩次的
唯一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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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別樣板入新世
氣勢磅礴遍東瀛 一九八八年，香港中樂團首次在台灣演出，其

中最矚目的，是 「禁曲」《梁祝》在寶島的首次公
演，版本是何占豪重新為該樂團配器，高胡獨奏仍
是黃安源。無獨有偶，陳鋼也進行新的編曲，其中
包括鋼琴獨奏版本，首先在香港首演，由許斐平擔
任獨奏，之後參與了法國電影《花轎淚》的配樂。
一九九七年七月，呂思清先後在美國紐約、洛杉磯
「慶祝香港回歸祖國」音樂晚會上演奏《梁祝》。

進入二十一世紀，隨着北京獲選主辦奧運，會
徽強調人文精神，《梁祝》亦開始進入世界音樂主
流。二○○四年，格林美獎得主Gil Shaham率先成為
首位國際級非亞裔小提琴家灌錄《梁祝》，由水藍
指揮新加坡交響樂團作伴奏。唱片一律將所有名字

以西方 「先名後姓」排列，形成鋼陳、占豪何，連
板鼓也寫成 「鼓板」，頗有特色。一年後，法國小
提琴家Augustin Dumay與廣州交響樂團進行世界巡
演，將《梁祝》首次帶進紐約卡耐基等音樂廳，翌
年在北京國際音樂節重演。

二○○九年十月，俞麗拿再次現身香港文化中
心音樂廳，以《梁祝》慶賀國慶六十周年。結果那
是她封琴前夕的天鵝之歌。兩年後，她的入室弟子
、二○○二年帕格尼尼國際小提琴大賽冠軍黃夢拉
在港以清新脫俗、充滿靈氣演繹《梁祝》，足證後
繼有人。據聞新加坡華樂團和總監葉聰去年與
Joshua Bell合演的《梁祝》不久發行錄音。第三隻 「
洋蝴蝶」，值得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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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祝》高胡協奏曲專輯封面▲香港管弦樂團《梁祝協奏曲》專輯封面

◀由林克昌獨
奏兼指揮，與
香港交響樂團
合作的《梁祝
協奏曲》專輯
封面

▶ 80年代，內
地新興《梁祝》
獨奏家，包括上
海的湯寶娣、竇
君怡等的作品專
輯封面

▲各個版本的《梁祝》專輯封面，包括
盛中國、呂思清演繹的《梁祝》版本

▲《梁祝》創作時期，俞麗拿（左起）與作曲者陳鋼、何占豪合影

▲2009年俞麗拿在香港文化中心音樂廳親
自演繹《梁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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