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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尺八、琵琶、三味线、筝等日本乐器来源于中国 ,与中国的传统乐器箫、琵琶、三弦、古筝形制相似而又有

所不同 ,到现在仍然较完整地保持着传入时期的形态。这与日本音乐界在教习方面履行着严格的传

承制度密不可分 ,由此使得许多古老的乐种、曲目、流派和风格能够长久地保存下来 ,形成日本独特的

音乐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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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见过日本传统乐器的人似乎都有一种感觉 ,许多乐器如

尺八、琵琶、三味线、筝等都似曾相识 ,很像我们中国的传统乐

器 ,如箫、琵琶、三弦、古筝等。这不由使人猜测 ,它们之间是

否有着某种联系。

我国和日本在两千多年以前就开始音乐文化的交流 ,而

在我国的隋唐时期 ,中日两国之间的友好往来日益频繁 ,日本

曾先后派遣五批“遣隋使”和十九批“遣唐使”到我国来 ,其中

每个使团都设有音乐长、音乐生 ,他们把在中国学习到的先进

的文化和典章律令制度及我国的音乐艺术带回到日本 ,从而

使我国音乐在日本国土上得以广泛地流传 ,并对日本的音乐

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尺八

尺八是日本流行的乐器。尺八原为我国古老的吹奏乐

器。早在东汉时期 ,尺八的前身羌笛就已流传于民间。到了

隋代和唐代 ,尺八已成为宫廷中的主要乐器。由于管身长一

尺八寸而得名。宋代以后 ,随着汉文化的断层 ,来自民间的

箫、笛等乐器逐渐取代了用于宫廷雅乐的尺八的地位 ,以致现

在我国已不见这种古代的乐器了。据记载 ,日本尺八是在奈

良时代 ,也就是我国南北朝末年至唐初 ,作为演奏唐代的雅乐

的乐器而由中国传去的。目前在日本流行的五孔“尺八”,则

是宋末元初时期由日本普化宗的禅宗和尚觉心引入日本的。

觉心和尚回国时带回尺八及《虚铃》和《虚空》等尺八曲。后

来 ,心觉创立普化宗 ,传授尺八技艺 ,称为普化尺八。1871 年

以后 ,普化尺八传于民间。日本现代尺八就是从普化尺八演

变而来的。

从外形上看 ,日本尺八的形状与我国现在常见的箫相似。

他们在中国时属同宗同源 ,但在发展的过程中有了较大的变

化。尺八管身较箫短而粗 ,中通无底 ,歌口为外切 U 形 ,正面

开四个按孔 ,背面开一个按孔。选用竹子近根部分制作。尺

八的音色圆润、柔美 ,苍凉辽阔 ,深沉而含蓄 ,并略带凄凉之

感 ,又能表现空灵、恬静的意境。箫由一根竹管做成 ,上端留

有竹节 ,下端和管内去节中空 ,歌口为内切 V 形 ,正面开有五

个音孔 ,背面开有一个音孔。箫的音色柔和、典雅 ,低音区发

音深沉 ,弱奏时很有特色 ;中音区音色圆润、优美 ;高音区发音

紧张。因此 ,尺八与箫虽形制相似 ,但在音色方面有显著的差

别 ,而且歌口切法的不同也会造成吹奏技巧的天壤之别。

琵琶

琵琶在唐朝时期 ,作为雅乐器的一种从中国传到日本。

从日本平安时代开始盛行 ,后发展成为了日本民众喜闻乐见

的一种乐器。由于最初习练并传播琵琶的多为僧侣 ,所以以

演奏吟唱琵琶行乞的“琵琶法师”们始创的独特流派“盲僧琵

琶”成了日本琵琶流派的先驱。

日本琵琶基本延续了中国唐朝时期的形制及演奏方式 ,

发展到现在有很多的种类 ,如乐琵琶、盲僧琵琶、平家琵琶、萨

摩琵琶、筑前琵琶、锦琵琶等。虽然各流派琵琶体积大小各有

不同 ,但形制大致相同 ,都呈梨形。琴颈成九十度角向后弯

曲。琴的表板上都有左右两个类似小提琴 F 字孔的半月形

孔。

日本琵琶的弦码称为柱 ,只设置四到五根的柱 ,柱被做得

很高。通过把柱与柱之间的弦纵向按入 ,有时候音会高纯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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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

日本琵琶大都为四弦。但就萨摩琵琶和筑前琵琶而言 ,

现在音乐会的演奏上使用的大多为五弦。弦采用中国古法 ,

均用捻在一起的丝弦 ,第一弦 (筑前琵琶为第二弦)最粗 ,逐次

变细至第四弦。第四、第五弦粗度相同 ,所以也被调成同音 ,

像曼陀琳一样经常被同时弹奏。

中国唐代的琵琶用拨子弹奏 ,这个演奏方式至今被日本

琵琶所保留。为了体现不同的风格变化 ,不同流派的拨子大

小也会不同。如盲僧和平家琵琶的拨子较大 ,萨摩琵琶拨子

顶端的扇形部分最大超过 30 厘米。

虽然日本琵琶与中国琵琶同源 ,但中国琵琶发展到现在

已有了很大改观。中国现代琵琶的琴颈向后基本成 45 度角

倾斜。面板上没有半月形开孔 ,只是在覆手内有一开音孔。

琵琶的柱有 20 多个 ,按十二平均律排列 ,可进行多种转调。

除了形制上的不同之外 ,日本琵琶还有自己的一些特色。

如日本琵琶几乎没有器乐曲 ,只有声乐曲。乐器一般只在前

奏、过门中使用。声乐曲也是以说唱曲为主 ,几乎没有抒情性

的歌曲 ,并以类型化旋律作曲。如有的流派所有的曲子都共

同使用同一种前奏 ;有的流派使用固定歌唱旋律型 ,还在过门

中使用鸟名、波浪名及树木名来称呼旋律型。

筝

日本筝也是隋唐时期从中国传入的 ,至今日本筝仍保持

中国唐朝 13 弦筝的形制。每根弦用 1 柱支撑。琴身为笔直

的长方形音箱 ,长度约 180cm ,宽度约 30cm。最初它只用于雅

乐的管弦乐队中 ,到 16 世纪时九州僧人贤顺创立了筑紫筝流

派 ,其曲调多来自雅乐 ,主要在僧侣、武士阶层中流行 ,学习筑

紫筝并非为娱乐消遣 ,而是作为修养身心的手段。而当今依

然流行的、带有较强艺术性的俗筝音乐是由盲人音乐家八桥

检校开创的。他顺应当时市民音乐欣赏趣味的变化 ,将筝原

来没有半音的定弦改为包含两个半音的都节音阶定弦 ,从而

为近代俗筝音乐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日本筝弹奏时右手的大

拇指、食指、中指需套上指甲套 ,左手按弦。不同流派指甲套

的形状有所不同 ,有铲型、椭圆形等。

中国现代古筝的形制与日本筝基本相同。唐以后为 13

弦 ,20 世纪 60 年代逐渐增至 18 弦、21 弦、25 弦 ,并改传统丝

弦为钢丝弦或尼龙缠弦。现在又试制出有变音装置的快速转

调筝和以十二平均律定弦的蝶式筝。

筝曲在日本是雅乐之外器乐曲最发达的音乐种类。但多

数是以两面或多面筝等合奏形式演奏 ,或者是由筝与其他乐

器共同进行的 ,这是日本筝曲区别于中国的一个显著特点。

在日本音乐中 ,筝曲具有内在、沉静的风格特点 ,被认为是上

流阶层的音乐 ,它继承了雅乐具有高雅品位的传统。

三味线

一听到“三味线”这个名称可能有些陌生 ,但如果看到这

个乐器 ,就会发现“三味线”和中国的“三弦”形制几乎相同。

其实“三味线”正是中国的传统乐器三弦经过琉球王国 (现在

的冲绳)传入日本 ,产生了早期的冲绳“三线”,之后传到日本

本土 ,逐渐成形。在日本传统音乐界中 ,也直接称“三味线”为

“三弦”。为了不与日本的三弦混淆 ,因此在中国一般只称日

本的这种民族乐器为“三味线”。

日本的三味线基本分为“琴杆”、“天神”(缠弦的部分) 和

“琴身”三部分。为了便于携带 ,琴杆一般都是由三截拼接而

成的 ,分别称为“上杆”、“中杆”、“下杆”。与此相对 ,不能分成

三截的琴杆称“长杆”。根据形状大小 ,三味线可以分为“细

杆”、“中杆”和“粗杆”三类。顾名思义 ,粗杆最大 ,细杆最小。

根据流派 ,三味线又可以分为长歌三味线、义太夫三味线、常

盘津三味线等。不同流派使用的杆粗细有所区别。琴身呈四

方形 ,正反面蒙上猫皮或狗皮。

三味线演奏时与日本琵琶相同 ,也使用拨子。拨子成银

杏叶形 ,具体的大小形状根据流派、音乐和演奏者的习惯不尽

相同。演奏时将琴身靠在右大腿上 ,左手按弦 ,右手用拨子拨

击发声。传统上 ,演奏者一般以臀部坐在后脚跟上的跪坐姿

势演奏 ,称为“正座”,现在也经常直接坐在普通椅子上。

日本三味线的演奏中 ,右手拨弦的力度很大 ,节奏感很

强 ,甚至有人戏称其不是弦乐器 ,而是打击乐了。

中国现代三弦的构造较简单 ,可分为琴头、琴杆和琴身三

部分 ,琴身两面蒙以蟒皮而成。演奏三弦 ,左手按弦 ,右手指

弹弦或用拨子拨弦。由于三弦琴杆无品 ,弹奏旋律时音域间

高低变化自由 ,可奏出各种滑音 ,在所有说唱、戏曲和歌唱伴

奏中 ,都能很好地起到衬托作用 ,在转调和演奏有半音的乐曲

时尤为灵活 ,最宜于演奏抒情的旋律和激昂的曲调 ,具有丰富

的表现力。

这样看来 ,日本乐器之所以与中国乐器相像 ,是因为其多

是由中国传入的。但到现在这些乐器仍然能较完整地保持着

传入时期的形态 ,这与日本音乐界在教习方面履行着严格的

传承制度密不可分。

在日本 ,当一个人一旦学习音乐后 ,他就必须拜某一位师

傅为师 ,把他视同自己的父亲一般。初学者首先必须要掌握

某一流派所必须的礼仪和行为方式 ,例如对乐器的崇拜仪式 ,

侍奉师傅的各种礼节等。从此以后 ,他不仅在学习音乐时 ,而

且在日常生活中一举手一投足都必须严格遵循这一套繁文缛

节。不仅如此 ,日本音乐界还有一套严格的家元等级制度 ,家

元制要求学生对师傅、晚辈对长辈的绝对服从 ,对师傅传下来

的曲目、演奏技术和风格不能有任何改动。这种严格的封建

家元制造成的积极后果是使得许多古老的乐种、曲目、流派和

风格能够长久地保存下来。[1 ]另外从地理上看 ,日本被亚洲大

陆东部的海域所包围 ,日本本土的众多岛屿与亚洲大陆及东

南亚岛群隔离开。这种地理环境使日本有可能接触并吸收大

陆文化 ,而又不被大陆文化所支配和征服。因此 ,日本文化在

进化中一直有牢固的连续性 ,继续保持日本民族精神 ,使其对

世界的精神与物质文明能不遗余力地吸收、借鉴和仿效 ,并巧

妙地加以融化之后 ,重新打上日本式的烙印 ,从而形成日本民

族特有的文化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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