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榮獲第三屆中國國際音像博覽會特別金獎的《清明
上河圖》是 一場獲得多方認同的中國音畫交響音樂
會，具有別具一格的鮮明中國特色，今次具有五十多
年歷史的吉林交響樂團將於12月16、17、18日在香港
演藝學院大劇院連演三場，為香港的聽眾帶來美妙的
視聽享受。

千年名畫能看也能聽
著名民族音樂作曲家史志有在黃河兩
岸曾採集民俗民風長達二十年之久，收
集了很多的素材，歷時五年，幾經修
改，運用獨特的音樂解讀方式，才創作
出《清明上河圖》組曲這樣高雅而不脫
俗的音樂章。《清明上河圖》是以北宋
畫家張擇端所作的歷史名畫《清明上河
圖》為題材，創作的一部中國音畫。組
曲以中原音樂素材為基礎，融合豫劇、
曲劇、越調、民歌、四平調傳統音樂的

精華元素，在突出民族旋律的同時，也加進了西方交
響樂的元素，襯托出古都盛世的宏偉壯麗，將《清明
上河圖》的意境轉化為音樂語言。用十八首色彩不
同、風情各異的樂曲來完成對《清明上河圖》這一偉
大畫作的音樂呈現。奏樂的同時，還加入了女聲歌唱
的元素，極大地豐富了音樂的表現力。商隊趕集、集

市驚馬、汴河兩岸……歷史畫卷的局部
和細節被形象和放大，在欣賞旋律的同
時，會有《清明上河圖》畫卷在眼前次
第展開之感。
整部交響樂以中華民族器樂和聲樂講

述了一幅北宋都城的繁華盛景和輝煌故
事。淡雅的畫卷中，絃管悠悠汴河岸，
鼓鑼驚豔天地間，那永不褪色的風華蓋
世的古都盛景，留給世人無盡的遐思和
震撼。九百年後，國寶級傳世奇畫《清
明上河圖》註定再現世間，以令人驚豔
的方式——中華民族交響音畫，再現磅

礡之勢。

二胡皇后聲「繪」北宋
本次演出還特意邀請了在業界享有「二胡皇后」、

「胡琴皇后」，甚至「民樂皇后」美譽的著名演奏家
宋飛領銜演奏，她將在被譽為「國寶級音樂大典」的
中國音畫巨作—《清明上河圖》領弓胡琴族系的二
胡、墜胡、高胡、中胡、板胡、二弦、京胡、低音胡

等，在出神入化的飛弓走弦間，將「馬嘶、流水，甚
至人物的對話和步伐」表現得惟妙惟肖。在《清明上
河圖》音樂中，以「田園春色」、「窗前思鄉」為代
表的幾首曲目，宋飛用堪稱「精緻」的二胡演繹，把
內在的感情表現得淋漓盡致。「貴婦花轎」則使用了
爽朗明快的墜胡，指法上華麗的滑音、裝飾音、潤腔
等多種技巧將聽者帶入畫中，彷彿親臨距今千年的汴
京，賞北宋風情、民生百態。

日語中有不少漢字，不僅表明日本受
中國文化的薰陶，其實更表明其對

中國現代漢語的影響。因為今日內地的現
代漢語中，不少詞彙來自日語。董炳月認
為，19世紀末20世紀初，對西方詞彙的
翻譯導致了大量漢字新詞的出現。這一過
程就是漢字文化與西方現代文化接軌的實
踐過程。而日本在這一進程中獲得了對於
漢字詞彙的主動權，中日兩國實現了有效
的互動，建立了集語言、思想、文化於一
體的現代漢字文化。這是值得國人深思的
文化現象。

同文，奠基於漢字文化
作為內地研究中日學術交流史的權威，董炳月說，所謂的「同文」是指

中國人和日本人共用的漢字；所謂「同文東亞」，就是基於漢字共用而形
成的文字共同體，主要也是指中日兩國。
十九世紀中後期，西方列強開始進入中日兩國。在巨大的國家生存危機

之下，學習西方成為一種時代印刻下的國家使命。因此，拋棄傳統、走向
西化成為當時中日兩國思想界甚至政界一些人的共同價值。這其中的一個
重要目標，就是徹底廢除漢字，實現文字的拼音化或字母化。
在日本，提出「脫亞入歐」的思想家福澤諭吉主張剔除日語中的漢字，

代之以羅馬拼音字母；在中國，包括魯迅在內的人也主張廢除漢字。這種
「漢字否定」思潮，跨越中日兩國，因為他們認為漢字複雜、量大、難以
學習和普及，是走向現代化的障礙。可見，面對西方文化的強勢，當時的
中日兩國，都出現了文化焦慮感。
董炳月說，「漢字否定」思潮最終在中日兩國都失敗了。因為文字作為
一種文化，同樣具有歷史性與現實性；改變約定俗成之物需要漫長的過
程，或者說是不可能的。其次，「漢字否定」流於庸俗的文化決定論、進
化論，過度地把國家的衰落原因歸結為漢字。其實文字對一個社會進步與
否的影響沒有那麼大。並非所有使用表音文字的國家都進步、強大。因
此，無論日本主張日語完全假名化也好、中國主張漢字拼音化也罷，漢字
終究在中日兩國都無法被否定。

張之洞「抵制日貨」的失敗
在日本明治維新之後的時代大變革中，漢字不僅沒有被最終剔除，反而

在介紹和引進西方先進思想中獲得了新生。日本在文明開化的進程中，走

在了當時的清國前面，從而也以漢字為媒介，
形成了相對近代中國的文化優勢和主動。日語
藉詞的進入便是例證。
在現代漢語中，不少詞彙是日語藉詞——
即，由日語進入漢語。這恰恰就是兩國同處一
個文字圈的事實證明。例如，我們耳熟能詳的
「自由」一詞，便是對英語單詞liberty的日語
現代翻譯。當時，中國著名的大思想家嚴復，
從古漢語的視角出發，曾將liberty翻譯為「群
己權界」，雖然形象，但卻不如「自由」一詞
來得簡約明了通俗。
董炳月說，日本的「新詞洪水」幾乎是在氾
濫之初就湧入中國，規模大、難以迴避，因為

現代漢語中自日語借用的詞彙並非全部是名詞，也有動詞、形容詞——如
「促進」、「浪漫」、「革命」、「教育」、「演出」等。董炳月指出，
中國學者，曾經以不同的標準對中國現代漢語
中的日語藉詞數量進行統計，從四五百到近千
各不相同。但可以確定的是，今日中國人張口
說話，便無法離開此類日語藉詞——「宗
教」、「民主」、「哲學」、「警察」、「會
談」、「文學」、「手續」等。諸如此類，不
勝枚舉。
面對日語新詞彙大量進入中國漢語使用領域

的情形，一些中國士大夫從民族大義的角度出
發，認為「只要是日本人創造的詞彙，就不該
使用」。董炳月說，這種強烈的「抵制日語漢
字新詞彙」的意識，體現較為突出的就是晚清
著名政治家張之洞。他曾經要求禁止使用「日
本新名詞」。但是隨即發現一個巨大的尷
尬——「名詞」，也是來自日語的詞彙，故而
改稱「日本土話」。名詞也好，土話也罷，張
之洞「抵制日貨」的失敗，證明日語新詞彙對
漢語的影響已經相當之大。

兩國同處漢字共同體的省思
放眼今日中國所使用的現代漢語，人文社科

領域的用語，甚至到一般生活層面的語言，大

量詞彙來自日
本，數不勝數。
董炳月指出，
「同文」在近現
代中日兩國之間
是個多意詞，是
對兩國共用漢字這一基本事實的描述，是一種意識形態，同時也是一種文
化認同感的表達。所以才有「東亞同文會」、「同文書院」這種促進兩國
文化交流與合作的機構出現。現代漢語中的「新名詞」出現在近代日本、
大量日語藉詞進入中國，表明在現代社會中，漢字依然具有旺盛的生命
力。中日兩國共用漢字詞彙的現狀，表明兩國作為漢字共同體依然是一個
事實。
尤為值得中國人深思的一點是，董炳月認為中日兩國的「同文」，是在

共通的話語體系中展開各自的話語行為——在古代，日本相對於漢字來
說，是被動的，那麼對於現代漢語來說，日本有了更多的主動權。因為日

本以創製新詞彙的方式參與了現代漢語的創造。故而，
「同文東亞」將在某一段時間內繼續存在。
的確，古代日本仰慕中國的強大，派出大量遣唐使來

到中國。那時面對日本，中國具有明顯的文化優勢和高
度。邁入近代，晚清中國也曾努力過，與日本一樣，學
習西方列強——設立京師同文館，翻譯和介紹外來新思
想，派出留學生，培訓新人才。
但是在這一文化競賽中，清國沒有佔上風。中國翻譯

出的「計學」、「群學」、「玄學」，今天在中國幾乎
已不再使用；相反，現代中國人接受了以日本翻譯的
「經濟學」代替「計學」；以日本翻譯的「社會學」更
換「群學」；以日本翻譯的「形而上學」取代「玄
學」；我們也不再用嚴復翻譯的「天演論」，而是用日
本翻譯的「進化論」。可見，失敗的，不僅是甲午那一
戰。
我們固然可以「自豪」地說，茶道、太鼓、漢字，都

是中國傳入日本的。但是從遣唐使、鑒真東渡演變為留
學東洋，令人慨嘆無限。透過改革維新，近代日本以漢
字為媒介，獲得了晚清以來相對中國的文化優勢。這背
後的原因值得深入自省和細究。董炳月指出，近代中國
和明治日本曾經共有一個思想源頭，共有相同的價值
觀；差異只在於一個獲得了成功，一個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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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文東亞同文東亞」」現實背後的省思現實背後的省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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