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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文也: 第一位名揚國際樂壇的台灣作曲家

1930年代，當先進的中國作曲家還停留在學習和模仿舒伯

特、舒曼、布拉姆斯傳承下來的浪漫派音樂時，一位留學日本

的臺灣人作曲家卻早已在國際樂壇上嶄露頭角，他就是台灣

音樂史上最才華橫溢的作曲家江文也先生。

 江文也，本名江文彬，1910年6月

11日出生於台北大稻埕富商之家。

父親江長生是來自台北三芝的商

人，母親鄭閨是花蓮商人之女。文彬從小就喜愛唱歌，也喜歡隨著母

親逛廟會，欣賞各種民俗活動。當時因為日本在中國福建沿海取得「

獨家租借權」，使得日本人以及「台灣籍民」在租界區能夠享有治外

法權以及免稅的優惠，於是臺灣人赴廈門經商成為一時風尚。務商的

江家也在文彬六歲時，舉家遷居廈門的日本租界。文彬三兄弟則就讀

於台灣總督府直營，專供「台灣籍民」子弟念的僑校「旭瀛書院」。

 1923年，文彬13歲時，因母親逝世，由父親安排與兄長赴日求學。

留日期間，每隔一、兩年都會返鄉探親，或是回到大稻埕老家，或是

造訪三芝古厝，也曾到花蓮拜訪舅舅和阿姨。1928年考入東京武藏高等工業學校。就學期間，

有一年暑假回到台北松山發電廠實習。文彬利用星期假日與弟弟文光，四處欣賞南北管戲曲、

採集民歌，甚至深入阿里山旅遊，接觸到原住民的歌舞，埋下50年後，寫作〈阿里山之歌〉的種

子。

 由於對音樂的喜好，文彬在東京武藏高等

工業學校求學時，晚上就到東京上野音樂學校選

修聲樂，後來又轉入東京音樂學校御茶水分院作

曲科。高等工業學校畢業後，文彬毅然放棄所學

的工科，考入哥倫比亞唱片公司，轉以演唱為主。

短短數年裡，便以男中音在日本樂壇成名，並與

當時日本最負盛名的歌劇明星藤原義江同團演

出。

 在歌唱生涯達到巔峰之後，文彬逐漸轉往

作曲發展，拜師於當時日本兩位大師級的作曲家

山田耕筰和橋本國彦。1934年，24歲的文彬以童年時期台北城的印象為主題，創作了第一號

作品鋼琴曲〈城內之夜〉。為了慶祝這一個人生的新里程，文彬將他的名字改為文也，日文拼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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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用Bunya Koh。而與文也相戀多年的瀧澤信子女士，也在這一年，不顧父親的反對，與文也

結為連理。同一年，開始新人生的文也再以台灣的田園風光為主題，創作了第二號作品管絃樂〈

白鷺的幻想〉，獲得全日本音樂比賽作曲組第二名。此後連續四年蟬聯日本作曲比賽獎項，奠定

他在日本作曲界的地位，也成為台灣人旅居日本音樂家中最能大放光彩的一位。 

 1936年，文也26歲時更以管絃樂《台灣舞曲 

(Formosa Dance) 》獲得柏林第11屆奧林匹克國際音

樂比賽作曲獎，從此一躍而成為國際性的作曲家，兩年後

又以鋼琴曲《斷章小品》再獲威尼斯第四屆國際音樂節

作曲獎。不到30歲的他，已經躍身為國際級的大師，作品

不但在日本家喻戶曉，也被當時定居在巴黎的俄裔美籍

鋼琴家齊爾品(Alexander Tcherepnin)介紹到美國和

歐洲。齊爾品當時在中國被稱為「中國音樂導師」，他於

1935年間在北平與東京各創立了一所音樂出版社，專門

出版介紹日本及中國作曲家的作品。齊爾品自從接觸到江

文也的作品之後，大為驚訝，不止一次稱讚江文也是當時

包括日本和中國地區最有才氣的作曲家。

 1937年，日本侵華戰爭正式開始，全民投入戰事，文

也被派擔任日本軍方宣傳影片的作曲與配樂。沒想到，他

卻在拍攝影片「東亞和平之道」時，發展出了一段短暫的

婚外情。女主角是他教導聲樂的學生，也是片中的女主

角，一位來自滿洲國的北京女孩史詠芬。1938年，就在文也的音樂創作達到頂峰之際，他卻很

出人意外的決定放棄在日本優越的地位與生活，轉而接受北平師範學院音樂系的敦聘，擔任該

系的教授。文也從此定居北京，終其一生不曾再踏上台灣的故土。文也來到北京以後，與返回北

京的史詠芬重逢，兩人攜手暢遊北京。不過，重拾舊情不到一年，史詠芬就轉往上海的影劇界發

展，日後成為影歌雙棲，有「中國一代妖姬」之稱的名演員白光。

文也於是專心在北京師院教書培育人才，一面也潛心研究中國的古樂、民間音樂以及古

代詩詞。他用先進的西方現代音樂技巧，來重新詮釋中國的古樂，自然是駕輕就熟。所以這一

段時間（1938年至1945年），成為文也作品產量最豐富的時期。在聲樂曲方面他完成了《中國

民歌一百曲集》。另外，他也依據中國歷代流傳下來的音樂文獻，陸續譜寫成了自古代歌謠、詩

經、樂府、唐詩、宋詞、元曲而至明清詩詞的一系列的作品集。1940年，文也又與他的學生吳

韻真女士墜入情網，進而成婚，但他卻沒有和留在日本的妻子辦理離婚。 

 當時的北京是日軍佔領區，由於文也的台灣人背景，日本政府將他視為一個可以用來宣

傳日華親善友好的樣板，所以極力吹捧。這時候的文也，不但是全日本知名度最高，也是作品公

演次數最頻繁的作曲家。可是，這一切在1945年日本戰敗後就改變了。戰後選擇與中國的妻兒

一同留在中國的文也，從此在日本的樂壇銷聲匿跡，而留在日本的妻子也不得不單獨扛起養育

四名幼女的重任。生性樂觀的文也卻沒料到，由這時起，命運之神即將悄悄的掀開他個人生命



史上最悲慘的一頁。

 由於文也在日軍佔領時期是日本人宣傳的樣板，又

曾經為許多部日本戰時的宣傳片擔任配樂，於是戰後

馬上被國民政府逮捕，下獄十個月。出獄後失去了北平

師院的工作，生活一度潦倒。一直到1947冬天，才被他

的知音，北平藝術專科學校校長徐悲鴻聘請至該校任

教。1949年，共產中國成立後，文也又與北平藝專的同

事齊赴天津，參與馬斯聰創辦的「中央音樂學院」的建

院工作。

 共產中國的政治運動頻起，在1957年的「反右」運

動裡，文也再度被貼上「漢奸」與「資產階級」的標籤，

先是教授職務被撤銷，再被派往圖書館裡整理書籍。這

一段逆境，卻使文也有時間來埋首整理自己三十年來收

集的一百多首台灣民歌，也寫下了＜台灣山地同胞歌＞，

自認是「盡了對台灣同胞的一份義務」。1966年，歷時

十年的「文革」開打，文也更是倍受摧殘。先是被罰，每天揹著籮筐打掃十幾個廁所。後來又和

院長馬思聰等人，被紅衛兵抄家，剃光頭，跪在地上向「偉大領袖」請罪，最後被下放到保定勞

改。

 十年的「文革」期間，文也的音樂創作完全中斷。一直到1976年，四人幫垮台，文化大革

命結束，他才重新開始整理少年時期與其弟文光在台灣山區所採集到的台灣民歌，並陸續將之

改編為配有管絃樂的聲樂曲。1978年起開始傾全力製作管絃樂曲《阿里山之歌》，未料卻因病

症突發，臥病不起，導致長期癱瘓，一直到1983年逝於北京，也未能完成他最後的遺作。

 在人生上，文也雖然擁有台灣、日本，中國三地的淵源，但是在政治上，卻也各有一段為

每一地的執政者都不能接受的歷史過去。於是一位原有可能大放異彩、享有璀璨人生的台灣作

曲家、卻在政治與歷史的糾纏下，被台、日、中三方的政府刻意淡忘，成為歷史上一個「生為台

灣人的悲哀」的鮮明例証。所幸從1981年開始，在海內外許多台灣音樂家的共同努力之下，藉

著各種研討會與音樂會的形式，使得他的作品在台灣獲得重生。一位長年流落他鄉的傑出作曲

家，文也和他傑出的音樂創作，終於被帶回到故鄉溫暖的懷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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