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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视角下明清乐在日本的传播与变迁*

王静怡 王晓霖

内容提要:明清乐是指在日本江户时代,经长崎传入日本的近代中国传统音乐的通称。其

中,明乐偏向于宫廷音乐和文人音乐,清乐则与我国南方的民间音乐更相似,日本将两者

统称为明清乐。明清乐伴随着中国的移民活动传播到了日本,中国移民一系列的明清乐

表演、教授活动,促进了明清乐在日本的繁荣发展,日本明清乐最著名的林德建和金琴江

派系就此诞生。这一时期的日本涌现了大量的明清乐乐谱,明清乐中的《茉莉花》《纱窗》
《算命曲》等民歌和月琴、琵琶等乐器,也在日本广为流传,并发生了变迁。明清乐对日本

音乐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是中日音乐文化交流的重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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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清乐由明乐和清乐组成,这是江户时代经长崎传入日本的近代中国传统音乐的通

称,包含文人音乐、宫廷音乐和中国南方的民间音乐。明清乐的传播发展,与中国的移民

活动密切相关。明清时期已有中国人移居日本,特别在日本近代开港之后,移居日本的华

人华侨迅速增加。前往日本的华人华侨以福建、浙江、江苏、广东人为主,形成了福建、三
江、广东三大帮派。他们先后建立了不同的社团组织,遍布日本长崎、神户和横滨等地,明
清乐也在日本得到了更广泛的传播。华人华侨是明清乐在日本传播的源头,因此,在研究

这一方向时必须注重移民角度。

一、近代中国对日移民状况

自清朝中叶以来,中国的社会矛盾愈加尖锐,经济压迫、社会动乱等问题愈发严重,直
接催生了中国海外移民这一现象,日本便是当时中国海外移民的目的地之一。伴随着近

代日本的开国,中国移民逐渐遍布日本各地。横滨、神户、长崎、大阪、函馆等地,逐渐形成

华人聚居区,在日的华人华侨主要来自福建、浙江、江苏、广东一带。
日本华侨人口数量在1854年仅有2341人,到1857年时增加到了2.5万人,在1861

年时减少至1.3万人,但在1891年时再增加到3.8万人。从1911年开始,华侨基本上是

逐渐减少,1911年时有2.6万人,1920年时有2.0万人,1931年时有1.5万人,1941年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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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1.7万人,1947年时有1.4万人。①伴随着甲午中日战争与日本的侵华战争,两国关系的

日趋恶化,在此状况下,华侨的人口数量大为减少。
在日的华商为了更好地在日本生存,组建了众多相关的地缘社团组织(见表1)。这些

组织承担着一些文化功能,就音乐的角度而言,这些社团也会组建自己的俱乐部,演唱家

乡的民歌与戏曲来自娱自乐,解解乡愁。总之,华人华侨的地缘社团组织对明清乐在日本

的传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表1 19世纪华人华侨地缘社团统计表

建立地点 建立时间 建立者籍贯 地缘社团名称 备注

长崎②

18世纪末 泉漳 八闽会馆 1897年扩建为星聚堂福建会馆

1871年 广东 荣远堂岭南会所 1884年改称合福堂广东会所

1868年 三江 和衷堂三江会所
三江指来自浙江、江苏、安徽和江西等长江
中下游地区的华人

1899年 福州 三山公所

神户③
1867年 福建 建帮公所 1870年成立“八闽会所”,同年又改名为“福建

商业会议所”

1877年 广东 广业公所

大阪④

1887年 三江 三江公所
1890年神阪华侨三江帮、广东帮、福建帮
联合,将三江公所改建成为“神阪中华会
馆”,在1892年神阪的中华会馆正式落成

1895年 华北
大清北帮

商业会议所

1895年 南方
大清南帮

商业会议所 1919年改称“大阪中华南帮商业公所”

1906年 福州 福邑公所 后与山东籍侨商共组“福东华商公会”

横滨⑤

1887年 三江 三江公所

1898年 广东 亲仁会

1926年 福州 新兴福建联合会

函馆⑥ 19世纪末 三江 同德堂三江公所
1912年“同德堂三江公所”扩建为函馆中
华会馆

二、明清乐传播与传承

明清乐分明乐和清乐两部分:明乐是明朝末年由福建的魏之琰传入日本长崎,清乐则

是19世纪上半叶由金琴江、林德健等人传入日本长崎。日本将两者统称为明清乐。
明乐主要是宫廷音乐和文人音乐。明乐歌曲的典型代表是魏氏家族传入日本的《魏

氏乐谱》⑦。该乐谱卷1至卷4共180曲,都是中国古诗词歌曲;卷5共46曲,主要是明代

宫廷雅乐与诗乐。《江陵乐》《蝶恋花》《敦煌乐》《关山月》《关雎》《阳关曲》《杏花天》《采桑

子》《清平乐》等中国古诗词歌曲,都见载于《魏氏乐谱》中。传入日本的明乐乐器,见载于

魏浩弟子郁景周编著的《魏氏乐器图》中,该著以图画的形式介绍了魏氏传入日本的明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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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器。明乐的管乐器有筚巢、巢笙、长箫、龙笛;弦乐器有月琴、琵琶、瑟;打击乐器有云锣、
大鼓、小鼓、檀板,共计11种。

清乐与我国南方的民间音乐更相似。日本音乐学者塚原康子在其所著的《19世纪日

本对洋乐的受容》⑧中,对此进行了详细的调查和统计。清乐中共计有349首歌曲,其中带

歌词的有107首,没有歌词的242首。代表作如:反映男女爱情的《九连环》《算命曲》;描写

自然景物的《茉莉花》《四爱景》《耍棋》;反映日常生活的《凤阳调》《卖甲鱼》。传入日本的

清乐乐器更加丰富,共计有18种:管乐器有唢呐、洞箫、长箫、清笛;弦乐器有扬琴、携琴、
提琴、胡琴、三弦、阮咸、月琴;打击乐器有拍板、云锣、金锣、小钹、太鼓、片鼓、木琴。

前文已述,明清乐在日本的传播是中国移民活动带来的结果,结合19世纪华人华侨

地缘社团统计表(见表1)、明乐歌词发音、清乐曲牌及乐器的来源地,可以佐证明清乐的确

来源于三江(苏、浙、赣)和闽地。
日本明乐歌词发音近似闽南语。以明乐《魏氏乐谱·江陵乐》为例(见图1),这些歌词

为汉文歌词,在歌词的旁边以日语假名注写汉字发音,这些注写的汉字发音属于中国南方

福建语系。如:江陵乐的闽南语发音为江[kaŋ]陵[liəŋ]乐[lɔ:],日本《魏氏乐谱》江陵乐所

标注的假名发音为キャー[kjɑ:]リー[ɾi]ロ[ɾo],两者高度相似,说明福建的确是日本明清

乐的重要来源地之一。

图1 《魏氏乐谱·江陵乐》

从清乐曲牌、乐器的来源地及长崎华人华侨地缘社团的籍贯中,也能推测出明清乐中

近代中国移民的地域性。《月琴杂曲集》⑨中记录的《九连环》《茉莉花》《纱窗》等是沪、苏、
皖、浙等长江中下游地区吴越支脉的民歌,而《月儿高》《漳州曲》等则属于闽台一带的民间

音乐。此外,明清乐经常使用的月琴,也在苏、浙、皖、闽等长江中下游地区十分流行,且广

泛应用于歌舞伴奏、说唱和戏曲音乐中。这些曲牌、乐器的来源地,与长崎华人社团的籍

贯是一致的。
明清乐传入日本的时间较早,一开始影响并不大,传播范围限制在长崎。直至19世

纪上半叶,伴随着金琴江、福建的林德建两人在长崎的收徒传授活动,包含了中国南方各

类民间音乐(歌曲、琴曲、歌舞、戏曲等)的明清乐,才快速地在日本人中间流传开来,逐步

扩散到日本全国。日本清乐最重要的两条派系就此形成。虽说明清乐的传入是依靠近代

中国的移民,但在明清乐发展壮大的过程中,日本人付出了不少的行动。明清乐的林德建

和金琴江派系,便是由日本人发扬光大的。
林德健派系的镝木溪庵,曾经广学明清传奇和词曲,还学习了笛、鼓、筝、琵琶等明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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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乐器,并向友人传授讲解《西厢记》《琵琶记》。林德健派系的小曾根乾堂,曾教授女儿、
女佣和其弟子清三郎等数十人学习月琴、唐琵琶、胡弓、蛇皮线、明笛、鼓等明清乐乐器的

演奏技艺。金琴江派系的平井连山和长原梅园,除了开展上述的一些教学活动外,还编撰

了大量的明清乐乐谱。平井连山先后于明治五年与明治十年编纂清乐曲集《声光词谱》与
《花月余兴》。长原梅园编纂的清乐谱传播更广,如《月琴俗曲爪音之余兴》《月琴·俗曲今

样手引草》。长原梅园在《月琴·俗曲今样手习草》⑩中介绍了12首文部省唱歌,激发了民

众对明清乐的喜爱。
金琴江系统的清乐大阪派、东京梅园派,以大阪和东京为中心,风行于日本的东部、北部。

林德健系统的东京派、长崎派,则风行于日本的西部。清乐在日本各地有着广泛的传播,受到

了社会上中下层人士的欢迎,日本社会一度形成了和乐、清乐、洋乐三足鼎立的音乐格局。

三、明清乐乐曲的传播与变迁个案

部分清乐曲目在日本广受欢迎,流行广泛,在流传过程中还发生了一些变化。这些曲目的

旋律为日本人所借鉴,改编成了新的歌曲和器乐曲。典型的代表有《茉莉花》《纱窗》《算命曲》。
(一)《茉莉花》的传播与演变

《茉莉花》不仅在中国广为流传,而且在日本也有相当的知名度,广为传唱。对比中日

两地的茉莉花曲谱,可以清晰地看出日本清乐与我国长江中下游地区民歌同出一源的关

系。日本长崎明清乐保存会收藏的《茉莉花》乐谱(见谱例1),与我国清代的《鲜花调》乐谱

(见谱例2)极其相似:从调式上看,两者都是徵调式;从旋律进行上看,两者的旋律骨架相

同,以三度二度级进的波浪形旋律线条为主。其节奏平稳、委婉流畅,极具江南小调的特

色。《茉莉花》也有器乐谱,器乐谱主要是简化了旋律的节奏,以便于教学活动,如《最新流

行新曲吹風琴独稽古》(见谱例3)就是将《茉莉花》的节奏拉长。
谱例1 日本《茉莉花》工尺谱及译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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谱例2 中国《鲜花调》译谱

谱例3 《最新流行新曲吹風琴独稽古》中的《茉莉花》

通过检索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网站,从明治十年(1877年)至大正三年(1914年)日本

的35本乐曲集,都记载了《茉莉花》的乐谱(见表2)。其中,既有《茉莉花》歌唱谱,又有《茉
莉花》器乐谱。《茉莉花》的乐谱数量虽多,但其旋律是基本一致的,只是局部旋律略有差

异。如:《茉莉花》歌唱谱Ⅰ和《茉莉花》歌唱谱Ⅱ的旋律差异主要在“满园的花儿开”这段

歌词上,前者工尺谱为“工 合 工 合五仩 五 六”,后者工尺谱为“工 尺 工六 工尺 上 尺

上”。总之,从日本各时期出版《茉莉花》的乐谱集、各类乐器(月琴、胡琴、明笛、手风琴)的
改编版中,可以窥探日本人民对于《茉莉花》的喜爱。

(二)《纱窗》的传播与演变

《纱窗》也是中国的歌谣,其歌词来源于唐代的诗歌,主要采用了李白的《春夜洛城闻

笛》、杜审言的《戏赠赵使君美人》、李白的《闻王昌龄左迁龙标遥有此寄》、李白的《客中

行》、张仲素的《秋闺思》、王勃的《蜀中九日》、张继的《枫桥夜泊》、贾至的《送李侍郎赴常

州》。《纱窗》(见谱例4)在日本有着相当广的流传,也深得日本人民的喜爱。其旋律也常

被日本人民吸收用来创作,日本长崎的民谣(见谱例5)、复兴节(见谱例6),便是代表之一,
甚至在当时的手风琴练习曲中也能看到《纱窗》(见谱例7)的身影。复兴节诞生于1923年

(大正十二年)9月1日关东大地震之后,是添田五月(1902-1980)为鼓舞人心而以《纱窗》
的旋律为基础创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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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网站《茉莉花》乐谱统计表

类型 乐谱书名 作者 发行时间

《茉莉花》
歌唱谱Ⅰ

月琴楽譜 元 中井新六 明治十年(1877年)

清楽歌譜 乾 鷲塚俊諦 明治十四年(1881年)

清楽雅譜 村田きみ 明治十五年(1882年)

清楽雅唱 上巻 太田連 明治十六年(1883年)

清楽譜 乾 一色親子 明治二十年(1887年)

清風歌唱 改題増補 秋山鹿園 明治二十年(1887年)

清楽合璧 山田信 明治二十一年(1888年)

清楽曲譜 沖野勝芳 明治二十六年(1893年)

清楽曲譜寒泉集 高柳精一 明治二十八年(1895年)

《茉莉花》
歌唱谱Ⅱ

明清楽譜 柴﨑孝昌 明治十年(1877年)

大清楽譜 乾 山下松琴 明治十三年(1890年)

月琴独稽古:清風雅譜 楢崎富 明治二十六年(1893年)

明清楽譜 柚木友月 明治三十一年(1898年)

《茉莉花》
器乐谱

月琴雑曲清楽の栞 【正編】 岡本純 明治二十一年(1888年)

月琴雑曲清楽の栞 続篇 岡本純 明治二十一年(1888年)

月琴雑曲集:一名·月琴早学 土岐達 明治二十六年(1893年)

明清楽独まなび:新案日本数学符 大塚寅蔵 明治四十二年(1909年)

明清楽之栞·横笛之栞(音楽全書;第3,4編) 百足登 明治二十七年(1894年)

尺八独稽古 後藤露渓 明治三十一年(1898年)

明笛胡琴月琴(音曲全書) 山田要三 明治三十三年(1900年)

明笛流行俗曲(音曲全書) 後藤新吉 明治三十四年(1901年)

尺八独稽古(音曲全書;第3編) 野田桂華 明治四十三年(1910年)

明笛清笛独習案内 香露園主人 明治四十二年(1909年)

明笛独奏 関西音楽会 大正二年(1913年)

明笛清笛独習(音楽独習全書) 町田桜園 大正三年(1914年)

手風琴独稽古 第1編 林乃爾 明治二十五年(1892年)

手風琴独案内 [第1集] 箸尾竹軒 明治二十六年(1893年)

手風琴独奏自在 新井清次郎 明治二十六年(1893年)

手風琴独まなび 下の巻 訂補3版 新井省五郎 明治三十一年(1898年)

手風琴と銀笛 小林盛宏 明治三十八年(1905年)

手風琴独稽古 第1集 葭田東海 明治三十八年(1905年)

手風琴獨まなび:軍歌唱歌端歌流行歌地
唄長唄大全 下の卷 第12版

新井省五郎 明治四十四年(1910年)

手風琴独習案内 魚住嘉三郎 明治四十四年(1911年)

最新流行新曲吹風琴独稽古 葭田東海 明治四十一年(1908年)

鉄心琴歌譜 中村寅吉 明治三十六年(1903年)

·011·

《音乐文化研究》2025年第1期



谱例4 日本《纱窗》工尺谱及译谱

谱例5 日本民谣

谱例6 復興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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谱例7 《纱窗》手风琴谱

这三首歌曲极其的相似:从调式上看,三者都是徵调式;从旋律进行上看,三者的旋律

骨架相同,以三度二度级进的波浪形旋律线条为主。三者的区别主要在于节奏型,清乐

《纱窗》的节奏型以四分音符为主,节奏平缓,风格典雅,颇有中国文人音乐的风格特点。
日本民谣的节奏型以八分音符和十六分音符为主,节奏轻快,这种改编生动形象地反映了

小孩子活泼好动的天性。《复兴节》的节奏型以八分音符和小附点为主,小附点节奏型的

大量运用,加强了旋律的节奏感,使得旋律更加生动,更具感染力,这种改编鼓舞了自然灾

害后人们的信心,有利于鼓励人们积极向上的生活。手风琴版的《纱窗》,除了在节奏型上

做出改变外,在旋律上也做了一些改变,主要是部分音的高八度运用,改变了原有的旋律

进行,如:将前两小节sol—mi小三度下行改为大六度上行;第四、五小节re—la纯五度上

行改为纯四度下行。
通过检索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网站,从明治十年(1877年)至大正三年(1914年)日本

的35本乐曲集,都记载了《纱窗》的乐谱(见表3)。其中,既有《纱窗》歌唱谱,又有《纱窗》
器乐谱。同《茉莉花》一样,《纱窗》歌唱谱、器乐谱的数量虽多,但其旋律骨架基本一致,无
太大的差别。值得注意的是,一般《纱窗》歌唱谱大部分段落为一字一音的形式,但《月琴

独習:新譜雑曲》中的《纱窗》一开始就是一字多音的形式(见谱例8),这是《纱窗》在日本

流传过程中的一个小变化。
表3 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网站《纱窗》乐谱统计表

类型 乐谱书名 作者 发行时间

《纱窗》歌唱谱

月琴楽譜 元 中井新六 明治十年(1877年)

明清楽譜 柴﨑孝昌 明治十年(1877年)

明清楽譜摘要 佐々木僊 明治十年(1877年)

清楽曲牌雅譜1 河副作十郎 明治十年(1877年)

大清楽譜 乾 山下松琴 明治十三年(189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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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类型 乐谱书名 作者 发行时间

《纱窗》歌唱谱

清楽歌譜 乾 鷲塚俊諦 明治十四年(1881年)

清楽雅譜 村田きみ 明治十五年(1882年)

清楽譜 乾 一色親子 明治二十年(1887年)

明清楽譜 松本藤七 明治二十年(1889年)

月琴独稽古:清風雅譜 楢崎富 明治二十六年(1893年)

清楽曲譜 沖野勝芳 明治二十六年(1893年)

清楽曲譜寒泉集 高柳精一 明治二十八年(1895年)

明清楽譜 柚木友月 明治三十一年(1898年)

《纱窗》器乐谱

明清楽之栞·横笛之栞
(音楽全書;第3,4編)

百足登 明治二十七年(1894年)

明笛独習(音曲全書) 後藤露渓 明治三十一年(1898年)

尺八独稽古 後藤露渓 明治三十一年(1898年)

明笛尺八独習(音楽独習全書) 津田峰子 明治四十二年(1909年)

明笛清笛独習案内 香露園主人 明治四十二年(1909年)

尺八独稽古(音曲全書;第3編) 野田桂華 明治四十三年(1910年)

明笛独奏 関西音楽会 大正二年(1913年)

尺八独奏 関西音楽会 大正二年(1913年)

尺八独習 (音楽独習全書) 町田桜園 大正三年(1914年)

明笛清笛独習 (音楽独習全書) 町田桜園 大正三年(1914年)

月琴雑曲清楽の栞 続篇 岡本純 明治二十一年(1888年)

月琴雑曲集:一名·月琴早学 土岐達 明治二十六年(1893年)

月琴独習:新譜雑曲 町田桜園 明治三十一年(1898年)

手風琴独奏自在 新井清次郎 明治二十六年(1893年)

手風琴独案内 町田桜園 明治二十九年(1896年)

手風琴と銀笛 小林盛宏 明治三十八年(1905年)

手風琴独習案内 魚住嘉三郎 明治四十四年(1911年)

明清楽独まなび:新案日本数学符 大塚寅蔵 明治四十二年(1909年)

吹風琴唱歌軍歌俗曲清楽独案内 吉武常吉 明治三十一年(1898年)

最新流行新曲吹風琴独稽古 葭田東海 明治四十一年(1908年)

吹風琴独習 (音楽独習全書) 津田峰子 明治四十二年(1909年)

八雲琴独習之友 下 土岐達 明治二十五年(1892年)

速成風琴笛独稽古 宮本久忠 明治三十二年(189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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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谱例8 《月琴樂谱》与《月琴独習:新譜雑曲》中《纱窗》对比

(三)《算命曲》的传播与演变

《算命曲》在日本也颇受人们的欢迎。这首曲子主要记述了未出嫁的姑娘请求算命先

生测算姻缘的事情,描绘了未出嫁姑娘思春的心情。《算命曲》(见谱例9)在日本也被改编

运用,其旋律曾经被填词为《静夜思》(见谱例10)。
谱例9 日本《算命曲》工尺谱及译谱

    

谱例10 《静夜思》译谱

这两首歌也是极其相似:从调式上看,两者都是徵调式;从旋律进行上看,两者的旋律

骨架相同,以三度二度级进的波浪形旋律线条为主,尤其上述曲谱中所标注的三处旋律几

乎完全相同。
通过检索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网站,从明治十年(1877年)至大正三年(1914年)日本

的40本乐曲集,都记载了《算命曲》的乐谱(见表4)。《算命曲》也见载于诸多的歌唱谱和

器乐谱中,不过这些乐谱中《算命曲》的面貌基本一致,只有结尾的旋律略有区别。如:《大
清樂譜 乾》与《明清樂譜》中《算命曲》的结尾都以“四上合”三个音为主,但前者为“四四

仩四合合”,后者为“四仩伬仩四合四合”(见谱例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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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网站《算命曲》乐谱统计表

类型 乐谱书名 作者 发行时间

《算命曲》
歌唱谱

月琴楽譜 元 中井新六 明治十年(1877年)

明清楽譜 柴﨑孝昌 明治十年(1877年)

清楽曲牌雅譜1 河副作十郎 明治十年(1877年)

明清楽譜摘要 佐々木僊 明治十年(1877年)

大清楽譜 乾 山下松琴 明治十三年(1880年)

清楽歌譜 乾 鷲塚俊諦 明治十四年(1881年)

清楽雅譜 村田きみ 明治十五年(1882年)

清楽雅唱 上巻 太田連 明治十六年(1883年)

清楽譜 乾 一色親子 明治二十年(1887年)

清風歌唱 改題増補 秋山鹿園 明治二十年(1887年)

清楽合璧 山田信 明治二十一年(1888年)

明清楽譜 松本藤七 明治二十二年(1889年)

清楽曲譜 沖野勝芳 明治二十六年(1893年)

清楽曲譜寒泉集 高柳精一 明治二十八年(1895年)

明清楽譜 柚木友月 明治三十一年(1898年)

《算命曲》
器乐谱

月琴独稽古:清風雅譜 楢崎富 明治二十六年(1893年)

月琴雑曲清楽の栞 【正編】 岡本純 明治二十一年(1888年)

月琴雑曲清楽の栞 続篇 岡本純 明治二十一年(1888年)

月琴独習:新譜雑曲 町田桜園 明治三十一年(1898年)

明笛独習 (音曲全書) 後藤露渓 明治三十一年(1898年)

明笛胡琴月琴 (音曲全書) 山田要三 明治三十三年(1900年)

明笛流行俗曲 (音曲全書) 後藤新吉 明治三十四年(1901年)

明清楽独まなび:新案日本数学符 大塚寅蔵 明治四十二年(1909年)

明清楽之栞·横笛之栞(音楽全書;第3,4編) 百足登 明治二十七年(1894年)

手風琴独案内 [第1集] 箸尾竹軒 明治二十六年(1893年)

手風琴独案内 町田桜園 明治二十九年(1896年)

手風琴独まなび 下の巻 訂補3版 新井省五郎 明治三十一年(1898年)

手風琴独稽古 第1集 葭田東海 明治三十八年(1905年)

手風琴と銀笛 小林盛宏 明治三十八年(1905年)

手風琴独習案内 魚住嘉三郎 明治四十四年(1911年)

手風琴獨まなび:軍歌唱歌端
歌流行歌地唄長唄大全 下の卷 第12版

新井省五郎 明治四十三年(1910年)

尺八独稽古 後藤露渓 明治三十一年(1898年)

明笛尺八独習 (音楽独習全書) 津田峰子 明治四十二年(1909年)

明笛清笛独習案内 香露園主人 明治四十二年(1909年)

尺八独稽古 (音曲全書;第3編) 野田桂華 明治四十三年(19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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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类型 乐谱书名 作者 发行时间

《算命曲》
器乐谱

尺八独奏 関西音楽会 大正二年(1913年)

明笛清笛独習 (音楽独習全書) 町田桜園 大正三年(1914年)

吹風琴唱歌軍歌俗曲清楽独案内 吉武常吉 明治三十一年(1898年)

最新流行新曲吹風琴独稽古 葭田東海 明治四十一年(1908年)

吹風琴独習 (音楽独習全書) 津田峰子 明治四十二年(1909年)

速成風琴笛独稽古 宮本久忠 明治三十二年(1899年)

谱例11 《大清樂譜 乾》与《明清樂譜》中《算命曲》对比

在以长崎为中心的九州圈广为流传着一首童谣「でんでらりゅう」(见谱例12)。这首

歌除了在民间广为传唱外,还被应用在电视广告的歌曲中,大和静流曾在NHK电视台的

节目《用日语玩游戏》中演唱,是日本全国闻名的歌曲。作为民间的俗曲,「でんでらりゅ
う」也根据歌手的不同有各种各样的版本,以下是NHK《用日语玩游戏》中演唱的歌词和

乐谱改成的歌曲。
谱例12 「でんでらりゅう」乐谱

关于这首歌的歌词和起源有很多谜团,若从旋律上看其与《算命曲》有一定的关联。
「でんでらりゅう」前三小节的旋律与《算命曲》完全一致,采用了有中国明亮风格的五声音

阶,并无日本都节调式的特点。由于缺乏更多的证据,若说「でんでらりゅう」源自《算命

曲》有些武断,但诞生「でんでらりゅう」的长崎就是明清乐的中心地,说其受到清乐曲的影

响还是不会错的。
总之,明清乐在日传播对中日两国的发展都有着不小的影响。明清乐对日本华人社

会有着积极的影响,赴日的华人漂泊外乡,生活多有不便,家乡的音乐便是他们自娱自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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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解乡愁的重要手段;明清乐对近代日本音乐的发展也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在明清乐的

鼎盛时期,这是日本中上层家庭的必学音乐,这是长崎诹访神社祭祀活动中不可或缺的音

乐,这是关公祭祀华侨烧香礼拜必须演奏的音乐。日本对明清乐也进行了直接学习和借

鉴吸收创新,这也丰富了日本的音乐文化,清乐中的民谣就曾被移植到日本的乐器上来演

奏。1969年明清乐被指定为县级非物质文化遗产,1971年明清乐保存会成立,明清乐已

经成为日本音乐文化中重要的一部分。

结 语

伴随着近代我国的移民浪潮,明清乐在日本得到了迅速的传播发展。伴随着明清乐

的传播,其中的民谣及月琴、琵琶等乐器在日本得到了广泛传播。这一时期的日本出现了

林德建和金琴江两大明清乐派系,编辑出版了八十四册明清乐乐谱,其中一些清乐民歌

(如《茉莉花》《纱窗》《算命曲》)还被日本音乐吸收借鉴,改编成新的日本歌曲和器乐曲。
明清乐在日本的传播不仅丰富了日本音乐,还成为中国传统音乐对外传播的重要组成

部分。

注释:
①朱国宏:《中国的海外移民一项国际迁移的历史

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1994,第12页。

②長崎華僑研究会編:《続·長崎華僑史稿(史·

資料編)》,1988。

③内田直作:《日本華僑社会研究》,一橋論叢東京

同文館,1949。

④同③。

⑤飯島泉美:《横浜華僑社会の形成と発展:1859
年から1920年代中頃まで》,株式会社山川出

版社,2018。

⑥斯波义信:《函館華僑関係資料集》,大阪大学文

学会,1926。

⑦魏皓(鉅鹿民部)編,平信好校:《魏氏楽譜》,東

京芸術大学所蔵,1768。

⑧塚原康子:《十九世紀の日本汇书行西洋音樂の

受容》,多贺出版,1993。

⑨土岐達 (六陽居士):《月琴雑曲集》(又名《月琴

早学》),吉岡平助出版,1893。

⑩長原梅園:《月 琴 俗 曲 今 様 手 引 草》,汎 愛 堂 出

版,1889。

太田連:《清楽 雅 唱 上 巻》,出 版 者 鏑 木 七 五 郎

等,1883。

《中国民间歌曲集成江苏卷下》第721页,源自

清道光元年(1821年)的《小慧集》译抄书中卷

12第38箫卿主人小调第6首,原谱无调号和速

度标记

葭田東海編:《最新流行新曲吹風琴独稽古》,名

倉昭文館,1908。

中井新六編:《月琴楽譜》,群仙堂出版,1877。

同。

《月琴新譜 長崎明清楽のあゆみ》,長崎文献社

出版,平成三年(1991年)。

添田知道著.《演歌の明治大正史》,岩波新書出

版,1963初版,1970第5刷。

三田村楓陰:《手風琴速成独習自在》,和田安治

郎出版,1893。

町田桜園:《月琴独習:新譜雑曲》,桜楽会音楽

部編,出版者西村寅次郎,1898。

平井連山:《声光詞譜天》,1878。

大島克:《観生居月琴譜》,伊勢の津刊,1860。

山下松琴著,小林松堂校:《大清楽譜 乾》,出版

者川流斎,1880。

柚木友月編,山本喜六校:《明清楽譜》,出版者

柚木初次郎,1898。















































·711·

王静怡 王晓霖/移民视角下明清乐在日本的传播与变迁



MusicalCultureThenandNow

105 TheDisseminationandTransformationofMingandQingMusicinJapan:AnImmigrantPer-
spective WangJingyiandWangXiaolin

Abstract:MingandQingmusicreferstoChinesetraditionalmusicintroducedtoJapanduringtheEdoperiod
viaNagasaki.Mingmusicisaboutcourtandliteratimusic,whileQingmusicissimilartosouthernChinesefolk
music.BotharecollectivelyreferredtoasMingandQingmusicinJapan.ItspreadtoJapanthroughChinese
immigrants,particularly,performancesandteachingfosteredthedevelopment.Duringthisperiod,famous
schoolssuchasLindejianandJinqinjiangemerged,andnumerousscoresappeared.Folksongssuchas“Jasmine
Flower”,“SilkenCurtains”,and“FortuneTelling”alongwithyueqinandpipabecamewidelypopularand
transformed.MingandQingmusicsignificantlyinfluencedJapanesemusicandrepresentsanessentialaspectof
Sino-Japaneseculturalexchange.

Keywords:MingandQingMusicofChina;immigration;Japan;dissemination

118 OntheMusicalAestheticThoughtsinXuDachun’sYuefuChuansheng ZhangJiaming

Abstract:YufuChuangsheng (TransmissionofSound)isaQingDynastytheoreticalworkdetailingvocalper-
formancetechniques.Thebookcanbedividedintosectionsonvocalandtonaltechniques,methodsfor
handlinglyricsandphrasing,andtheexpressionofemotionalresonanceinperformance.Fromtheconceptsof
tonalbeautyas“authentic”and“pure,”technicalbeautyas“harmonious,”andperformanceas“aconsistent
unityofspiritandform,”thisstudyexplorestheaestheticthoughtsofXuDachun’sYuefuChuangsheng.Itex-
aminesXu’sinterpretationsoftonal,structural,andexpressivebeauty,andinvestigatestraditionalChinese
aesthetictheoriesandvocaltechniques.Itplaysavitalroleinsupplementingandenhancingvocalperformance
techniques,promotingtheinheritance,performance,andteachingoftraditionalvocalmusic,andcontributing
totheconstructionofanancientChinesemusicalaestheticssystem.

Keywords:XuDachun;yuefuchuansheng;unityofSpiritandForm;harmony;authenticity;pu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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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7 BorrowedSceneryandthePassageofTime:ExploringCompositionalTechniquesandMeaningin
LeiLiang’sGardenEight ZhangYuanyuan

Abstract:GardenEightispartoftheGardenseriesbyChineseAmericancomposerLeiLiangandstandsasa
foundationalworkinhiscareer.Asthesourceofmanyofhissubsequentmusicalconceptsandtechniques,it
holdssignificantimportance.ThisarticleanalysesLeiLiang’sserialcompositiontechniquesandexploresthe
profoundconnectionsbetweenhismusicandtheChinesegardendesignphilosophyof“borrowedscenery”(jie
jing).Byexaminingthesymbolicrepresentationof“change”withinthemusic,thisstudyuncoversthe
culturalconnotationsandphilosophicalreflectionsembeddedinitssoundscapes.
Keywords:BorrowedScenery;change;sequentialmusictechnique;timbre

139 ApplicationofLine-BasedTexturesinPascalDusapin’s“QuadforViolinandChamberOr-
chestra(1996)” ZhangXiaoxia

Abstract:TheFrenchcomposerDusapont,becauseofhisloveforlinearforms,oftencreatedmusicalworks
withmelody,usinglinestoconstructvarioustexture,whichhasbecomeoneofhismainmusicalcharacteris-
tics.ThisstudyexaminesDusapin’sviolinconcerto“QuadforViolinandChamberOrchestra(1996)”,focu-
singonthefundamentalconstructionandorganizationofline-basedtexturesformedthroughsynesthesiabe-
tweensoundandvisualimagery.Itexploreshowthesetechniquesenrichtheconcerto’scompositionalframework.

Keywords:Synesthesia;line-basedtextures;PascalDusapin;Quadconcertoforviolinandsmallorchest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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