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十世紀中國佛法經典歌曲──「清涼歌」初考（下） 
 
◆ 孫繼南 
 
清涼歌的藝術表演與媒體傳播 
 
    《清涼歌集》出版不久，抗戰爆發。因連年戰亂，歌集絕版，弘一大師對清

涼歌「當可風行一時」的預言亦未能兌現。不過，在漫長的數十年歲月中，清涼

歌的詞、曲在海內外有關歌集中並未絕跡。如：四○年代大雄書局出版的《妙音

集》，五○年代佛界出版的《海潮音歌集》，七○年代臺灣雲門學園編輯出版的《清

涼歌集》、《清涼歌新集》，八○年代浙江天臺山國清寺編印的《音聲佛事──梵

唄及佛教歌曲集》，九○年代上海企釋、培安編《李叔同──弘一法師歌曲全集》，

以及臺灣東大圖書公司出版的錢仁康新編《弘一大師歌曲全集》等眾多歌集裏，

都載有清涼歌的全部詞曲。 
    樂譜傳載，雖然是音樂作品的重要傳承方式，但音樂畢竟是聲音的藝術、二

度創造的藝術，只有通過唱、奏，才能更好地體現其藝術價值。就此而言，清涼

歌這部長期局限於樂譜層面的聲樂作品，直到上世紀七、八十年代以後，經過日

益見多的演唱和媒體傳播，才逐步讓較多的人所知曉。因此，回顧這一段有關清

涼歌的藝術表演情況，以加深對這部作品的認識，不無意義。 
    一九八○年，為紀念弘一大師誕辰一○○周年，中國佛教協會在北京舉辦「弘

一法師書畫金石音樂展」，陳列並放送了清涼歌的錄音與解說詞。這是《清涼歌

集》出版四十四年後第一次按原譜演唱、伴奏的音響資料。五首歌曲全部由上海

電影樂團女高音蔡連貞獨唱、金立平鋼琴伴奏。限於當時條件，演唱、錄製質量

未盡理想，但通過展播，使參觀者尤其是音樂界人士有機會首次聆聽清涼歌的歌

聲，讚歎不已，紛紛要求複製，並開始應用於中國音樂史的教學、研究之中。因

此，這分錄音的問世，意義非凡，影響深遠。 
    同年，在臺灣佛教信徒黃美惠倡議下，臺灣師範大學音樂系劉德義教授指揮

臺北中央合唱團錄製了一套質量較高、曲目豐富的《弘一大師（李叔同）歌曲集》

音帶。○26E

A其中，女中音獨唱〈花香〉（林桃英）、〈世夢〉（柴寶琳）的演唱較有深

度；最出色的是楊鳳鳴的女聲獨唱〈山色〉及中央合唱團的混聲合唱〈清涼〉。

前者如哲人宣教，字字聲聲引人入勝，鋼琴伴奏（鍾惠玲）入絲入扣；後者歌聲

和諧、恬淡典雅，聞之心曠神怡，充滿生機。在筆者聆賞過的眾多清涼歌中，對

作品詮釋之精當，藝術感人之深，至今無出其右者。 
    一九九○年上海舉辦弘一大師誕辰一一○周年紀念活動，演出、錄製了清涼

歌全套歌曲，較有特色的是馬革順教授指揮上海音協室內合唱團演唱的無伴奏合

唱〈觀心〉。按《清涼歌集》所載〈觀心〉歌譜計有兩種，一帶伴奏的單旋律譜，

供齊唱或獨唱用；另一則為四部合唱譜。A○27 E

A近年來，嚴格採用合唱譜並以無伴奏

方式演唱者，僅此一例。同年，臺灣音樂中國出版社出版發行《弘一大師紀念專



輯》○28 CD 一張，收錄上海梵唱合唱團演唱的清涼歌全部歌曲，上海華夏樂團伴

奏。 
    一九九一年，臺灣廣播公司轉播臺北市紀念弘一大師圓寂五十周年的音樂會

實況中有清涼歌四首：合唱〈清涼〉（臺北市立國樂團附屬合唱團）、男獨〈山色〉

（張清郎）、女獨〈花香〉（廖雪珍）、女獨〈世夢〉（邱玉蘭）。除〈清涼〉以民

族樂器伴奏外，其餘幾首均鋼琴原譜伴奏。 
    一九九二年七月，臺灣音樂中國出版社再次出版《弘一大師歌曲全集》音帶

一套○29，五首清涼歌分別以女聲齊唱、女聲合唱形式錄製，原譜略有改動。管

弦樂隊伴奏，配器基本遵照原伴奏譜的構想，演唱、音響質量均較好。 
    一九九二年九月二十六日，天津李叔同研究會、天津市音協、天津音樂學院

等七單位主辦「李叔同──弘一法師圓寂五十周年紀念音樂會」，演出大師音樂

作品二十餘首。其中有清涼歌兩首，即：女獨〈山色〉（於淑華），合唱〈觀心〉

（天津友誼合唱團）。 
    二○○○年，弘一大師誕辰一二○周年，十月十七日，天津市紀念音樂會上

由王慧演唱〈山色〉，夏冠玲鋼琴伴奏；同月二十三日，杭州師範學院弘一大師、

豐子愷研究中心舉辦「紀念弘一大師誕辰一二○周年國際學術研討會」期間的紀

念音樂會上，演出十二首弘一大師歌曲，其中包含清涼歌兩首：〈清涼〉及〈山

色〉。 
    二○○二年弘一大師圓寂六十周年，臺灣弘一大師紀念學會於十月中旬在臺

北市舉辦規模盛大的「弘一大師圓寂六十周年紀念音樂會」。六個合唱團體及多

位知名歌唱家、演奏家應邀參加。清涼歌除〈觀心〉外，其餘四首均在音樂會上

演出：合唱〈清涼〉（中央合唱團），女中音獨唱〈世夢〉（柴寶琳），〈花香〉（林

桃英），男中音獨唱〈山色〉（白玉璽）。另外，佛光合唱團演唱了作曲家黃友棣

根據弘一大師原詞譜以新曲的〈山色〉○30，是作曲家希望清涼歌能夠普遍化的一

種嘗試。全場音樂會均有錄音錄影資料收藏。 
    二○○二年十月下旬，臺灣財團法人益生文教基金會與中華慧炬佛學會假臺

北新舞臺隆重舉辦紀念弘一大師圓寂六十周年「天心月圓」音樂會。導聆鄭振煌

在介紹清涼歌時說：「這五首歌曲，就像地球轉動般渾然天成，禪機輕扣，心光

朗照。」○31 清涼歌前四首歌曲由男高音林文俊、女高音吳青分別獨唱。「觀心」

以二重唱形式演出，旋律略有調整，別具一格。由采風樂坊絲竹樂伴奏，樂隊配

器富於新意，黃正銘指揮。在臺北公共電視臺播放這場音樂會的實況錄影中，五

首清涼歌全部播出。之後，益生文教基金會將「天心月圓」音樂會製成光碟和

CD 保存並與有關方面交流，其中合唱鏡頭被上海電視臺「百年一別」所選用，

影響較廣。 
 
結 語 
 
    早在一九五九年編寫出的我國第一部《中國近現代音樂史綱要》○32 E

A中，李叔



同就被列知名音樂家之一。肯定他的歌曲作品「無論是詞曲的配合和意境的創

造，在藝術性上都超過了同時代的學堂樂歌」；不過，在高度評價其藝術成就的

同時，又指出他的歌曲「含有消極因素」○33，顯而易見，這指的是音樂家在俗及

出家後所寫的那些含有出世思想或佛教淺理的歌曲作品。這一論見在中國音樂史

學領域產生較大影響，以致像清涼歌這樣一部繼中國樂壇第一部清唱劇「長恨

歌」○34 之後創作的又一部大型聲樂作品，一直未能獲得應有的歷史評價與學術地

位。有感於此，筆者對清涼歌進行了如上初考。經反復分析、研究，深深感到清

涼歌是中國近代佛學歌曲的經典之作，是一部哲理性與藝術性結合得相當完美的

藝術歌曲，也是中國近現代歌曲創作的精品。故為文，拋磚引玉，以期學界對清

涼歌投以更多的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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