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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广志
日本“笛”文化中的
南宋竹

南宋初，日本执政的鸟羽天皇（上皇）给
宋朝皇帝献金千两，由此得到许多回赠品，
其中有一根竹子，竹节像蝉一样，微隆饱满，
富有节奏，栩栩如生。随后，日本用该竹做
了两支笛子，一支叫“蝉折”，另一支称“小
枝”。在日本“笛”文化中，这两支特殊的笛
子保留至今，一直占据着重要的位置，可谓
是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一个亮点。

用中国竹子制作笛子，在日本文献中又
被称作“汉竹”“甘竹”“幹竹”“唐竹”等。鸟羽
天皇之后，此笛传给其孙高仓宫（又称以仁
王）。治承3年（1179）11月，平清盛率兵控
制京都，废除后白河院政统治，由此引发日
本政坛的动乱。次年，高仓宫发出征讨平氏
的旨令，据《平家物语》卷四《僧众齐集》载：

（高仓宫五月二十三日）于是离开三井
寺，打算前往南都奈良。他珍藏有两支汉竹
所制的笛子，名曰蝉折、小枝。那蝉折乃是
昔年鸟羽院向宋皇帝赠送千两黄金时，宋皇
赠的回礼。原本是一节酷似活蝉的竹子，鸟
羽院道：

“如此重宝，不可轻易雕刻。”
遂请来三井寺大进僧正觉宗，将竹节恭

敬置于佛坛上，加持了七日，而后才雕成一
支御笛。

某日，高松中纳言实平入宫参拜，横御
笛吹奏一曲后，一时大意，忘记了此笛与普
通笛子不同，竟将它随意置于膝下。御笛有
灵，气恼之下，蝉形从笛子上断折脱落了，该
笛因此被称为“蝉折”。（引自王新禧译：《平
家物语》）

以上是传说中“蝉折”的来历。
值得一提的是，这两支名笛及其相关

的历史演绎，并未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消失，
时至今日，它们仍然作为日本的一个历史
文化符号，完好无损地传承下来。其中，

“蝉折”经由镰仓时代初期著名将领源义经
之手，保留在今石川县能登半岛顶端的珠
洲市须须神社里。而另一支“小枝”（又称

“青叶之笛”），则落户于平氏家手中，先是
鸟羽上皇赠给平忠盛，传给平经盛，再传至
平敦盛手中，最终落户于今神户市须磨寺
的珍宝馆中。

那么，做成日本名笛的“汉竹”，究竟是
从中国哪里运来的呢？进一步说，竹子产于
何处呢？这个问题，目前还没有答案，未见
史料记载。但是，当时正处于南宋初期，根
据这一时期中日贸易往来的总体特点来看，
中国对日本进出口的主要口岸是明州。笔
者推测，此“汉竹”是从明州港运到日本的。
至于竹子的产地，尽管中国很多地区都生长
竹子，但由于中日贸易主要集中于浙江一
带，竹子并不是输往日本的大宗货物，竹子
也不大可能从更远的地方调
配到宁波装船，因此可以认
为，日本名笛的原料为浙江
竹的可能性较大。回顾中日
文化交流史，浙江与日本，竹
韵悠长，笛声脆脆。

蝉折之笛（须须神社藏）

湿人甲
他们以这种方式描绘诗画江南

诗画江南可以有很多抽
象或具象的描绘与表达。可
以是一篇诗文、一首歌曲、一
幅图画，也可以是一部影视
剧……他们却用一种独特的
方式来描绘。

网友组成公益团队

词作者湿人甲（本名钟
学政）借用广泛流传于浙江
的梁祝、范蠡西施民间故事，
结合人们对爱情和美好人
生、幸福生活的追求，叙述亘
古不变的主题。湿人甲的网
友、青年作曲家邹璐懋在充
分体会创作思路和歌词意象
后很快谱曲。

《永恋》是一首歌，但她
不只是一首歌。

也许每个人心中，都有
一个诗画江南，都住着一段
美丽爱情。何不以音乐诗画
的方式来呈现？念头闪出，
网友们纷纷伸出援手，浙江
青年越剧演员黄一栋，北京
青年歌手陈佳懿、刘一伯，浙
江青年歌手吕存锋，摄影家
徐丹、鲁巍、牛八、张银舰，00
后大学新生王任杰等纷纷加
入，一个公益团队就这样行
动起来。

古今映照，时空穿越

尝试融合多种艺术形式
予以综合性呈现。

——结合歌曲的特点，
将传统越剧与现代音乐有机
融合，由青年越剧演员黄一
栋用越剧唱腔将歌曲引入。

——用四分多钟的时间，
由寻觅知音、别离相逢、伴读
诗书、蓑笠垂钓、风月泛舟等
情境形成古今映照，以时空穿
越的叙事来表达主题。

——由黄一栋、吕存锋、
王任杰多套装束实景出演，
强化穿越感，讲好“穿越千
年，永恋不息”的诗画江南
故事。

——以承载梁祝、范蠡
西施美丽爱情故事的浙江人
文山水为背景，故事性演绎、

实景化呈现诗画江南。

40℃高温的“烤”验

周末，空气发着40℃的
“高烧”。戏服、汉服与现代
妆交替，增加了实景饰演的
难度。演员的妆补了一次又
一次；摄影师牛八脖子上的
毛巾拧了一把又一把；每个
人衣服上都被“烤”出了一道
道盐迹。

夏季的天，娃儿的脸。
一场午后雷雨，打断了团队
的进程。大家临时躲进陶公
岛钓鱼矶旁边的亭子里，眼
睁睁看着乌云和倾盆大雨把
天幕渐渐拉黑。一道道闪电
滋啦滋啦作响，摄影师们却
若无其事地举着相机将它们
收纳。暴雨雷电疯狂了好一
阵子，累了，雨小了下来。团
队快速重启，让西施陪伴范
蠡蓑笠垂钓画面成了“现
实”。

西边的天露出了粉红，
接着，东边的天浸染出酒
红。人们兴奋起来。大家正
盯着镜头的方向，兴许是摄
影师“天生”的敏感，牛八猛
一回头大喊：“你们看，彩
虹！”

只见，湖面上空赫然挂
着一轮七彩虹，还不断伴随
着闪电。大家的思路恰如这
闪电一般——马上把这“风
雨相随”“彩虹桥上来相会”
的画面抢拍下来。无巧不成
书，真是天公也来帮忙“跑龙
套”了。

“七夕”这天，新华网、
央视频以及宁波发布、甬视
频等将这道高温“烧烤”出
的“菜”奉献给公众，受到广
泛好评。其中，新华网客户
端单篇点击量突破 200 万
次，中国文明
网等网站进
行了转发，向
人们展现了

“诗画江南、
活力浙江”的
气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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臭牡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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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琴老歌》：
她唱着宁波人写的歌
“痴痴的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