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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岭南音乐文化在东南亚传播的历史渊源

（一）历史渊源

岭南音乐文化在海外的传播有着漫长的历史，形成了庞大的

华人音乐文化体系，而这一文化现象的产生与岭南地区的海外移

民史有着不可分割的关联。17世纪，由于地理、自然、社会等各

种因素，中国东南沿海已经有大量居民移民海外，特别是17世纪

后期，侨居东南亚的华人已有相当大的数量，这些以贫民或劳工

为主体的移民在东南亚一些国家已经形成了数以万计的华人聚居

区。[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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鸦片战争后，华工移民的去向更是从东南亚扩大到北美、南

美、大洋洲、非洲、欧洲等世界各国，在经过了三四百年的历史

变迁后，华人移民群体如今已经遍及世界各地。与之相伴随的岭

南音乐文化也随之在东南亚各国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不仅为当

地的音乐文化增添了光彩，如今它们也成为了世界多元音乐文化

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传播主体

东南亚地区作为中国移民最早和最多的地区，岭南音乐文化

在该地区的形成与华人移民及其华人社会的发展有着直接的关

联。岭南音乐作为有着悠久历史和丰富内容的艺术载体，其在东

中国音乐在东南亚的传播历时已久，成为了中国音乐国际传播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音乐在海外的传播过程中，不仅以其独特的形

式和内容表现着中华民族的精神文化与艺术造诣，更以其和谐的融合了异域文化艺术，在流传地产生了新的音乐和艺术门类，它们对东

南亚诸国乃至世界更多国家与地区的音乐艺术做出了特殊贡献。[1] 岭南音乐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分支，其深厚的文化底蕴和独

特的艺术魅力，成为了连接国人与东南亚各国华人心灵的纽带，特别是随着当前中国大湾区政治、经济、文化的全面发展及人口的不断

向外迁徙，岭南音乐文化逐渐成为了世界多元文化的一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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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亚的传播主体主要包括粤籍移民群体、粤韵文艺团体和文化名

人等。通过交流、演出等方式，将岭南音乐文化传播到东南亚各

国，推动了岭南音乐文化的海外传播与发展。[3]

如2014年，中马建交40周年之际，笔者在马来西亚吉兰丹州

参与和见证的该州一系列音乐文化展演活动，除了有岭南醒狮、

岭南锣鼓乐、粤曲、粤剧等艺术活动外，印象最深的莫过于体现

马来华人英姿飒爽气质的“廿四节令鼓”。马来廿四节令鼓是由马

来人华人于1988年4月首创的清锣鼓乐形式，由马来新山中华公

会，联合潮州、福建、客家、广东和海南五大会馆出资成立，其

内容以中国传统二十四节令为创意，结合广东狮鼓和传统书法艺

术的特点进行编演，最终在海外形成并弘扬的一种独具岭南特色

的文艺形式。马来廿四节令鼓如今除了深耕马来西亚本国外，还

在世界各地特别是东南亚地区开花结果，2009年，马来廿四节令

鼓被授予马来西亚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1。

（三）传播内容

岭南音乐文化在东南亚传播的内容丰富多样，包括广东音

乐、潮州音乐、客家音乐等 [4]。这些独具特色的艺术形式各具风

味，既有浓郁的岭南风情，又融合了东南亚地区的音乐元素，形

成了“杂糅式”的风格特色。一代代华人通过岭南音乐表达出了

中国音乐文化兼容并蓄、乐观向上的精神风貌，正如大马华裔廿

四节令鼓的创始人陈再藩所说：“鼓乐是节庆的声音，鼓是传统

的脉搏，也是海外华人对中国故土的一种想念，廿四节令鼓的创

作就像一种来自中国古老文化的呼唤”。

二、岭南音乐文化在东南亚传播与发展路径

（一）融合创新

东南亚作为中国的近邻，它是中国移民最早到达的地区。新

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国的华人对当地的政治、经济、

文化等方面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这些国家的华人社会建立早、

规模大，在整个国家中具有重要的社会地位。如马来西亚的华人

社会是其中最为突出的一支，华族是马来西亚的第二大族群。马

来华人主要由广东籍的客、粤、潮支共同组成，岭南音乐作为中

国传统音乐的重要组成部分，经过海内外不断的发展和演变，最

终形成了形态万千、风格各异的岭南民间乐种。[5]

如中国传统音乐文化与印度尼西亚传统音乐文化相结合，形

成了独特的“印尼华乐”，而马来本土音乐与中国传统音乐融合

方面，如2024年初，由马来著名华裔音乐人阿牛创作和演唱的中

马建交50周年纪念歌曲《Sayang Sayang 亲爱的朋友》，该作品

通过中马乐器、语言等元素相结合的方式，很好地展示了中马音

乐文化的互融、互鉴及和而不同的理念。又如2024年7月，笔者

参与制作的中马建交50周年主题曲《携手未来》，将中国与马来

西亚的传统音乐文化元素融合起来进行创作，并让中国人与马来

人、华人、印度人共同参与进来演唱、演奏等，通过一系列融合

创新举措，恐怕世界上再没有什么比这些活动更能诠释“和而不

1　 二十四节令鼓 _ 百度百科 (baidu.com)

同”的真正含义了吧？

（二）教育推广

东南亚各国政府和文化机构高度重视岭南音乐文化的教育推

广，他们或是开设岭南音乐课程，或是组织各类音乐比赛和展演

活动，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岭南音乐人才。如在新加坡举办的

“中新国际音乐大赛”，创立于2006年，现已经覆盖了20余个国

家，成为了亚洲最具专业性、规模性的国际古典音乐比赛之一。

该大赛作为获 ISO9001国际质量体系认证的赛事，以推动音乐教

育方式改变为核心，培养和挖掘了一大批古筝、阮、琵琶等民族

乐器的好苗子，从不同侧面促进了中国音乐文化的海外宣传与推

广 [6]。在岭南音乐文化的东南亚传承方面，如中国客家音乐传承大

使陈善宝老师受邀定期到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国去传播客家音乐

文化。

（三）文化交流

岭南音乐文化在东南亚的传播与发展，为东南亚各国间的文

化交流搭建了重要平台。[7] 通过音乐这一独特的艺术形式，各国人

民得以更加深入地了解彼此的音乐文化和民族精神，增进了彼此

之间的友谊和互信。同时，岭南音乐文化也为中国传统文化在东

南亚地区的传播提供了有力支持。如自2017年，由新加坡华乐总

会、新加坡中国文化中心及新加坡古琴协会共同主办的新加坡古

琴艺术节，先后与中国琴会、上海琴会、国际古琴学会等合作，

邀请了赵家珍、戴晓莲等众多知名琴家与学者举办音乐会及讲

座，这些文化交流活动为挖掘、培养传承人才等方面发挥了重要

的作用。而与岭南音乐文化相关的文化交流活动也对促进了岭南

音乐文化在东南亚的传播与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8] 随着全球化

的深入发展，岭南与东南亚之间的文化交流日益频繁，通过音乐

节的举办、艺术团体的互访以及学术研究的合作，岭南音乐文化

得以在东南亚地区展示其独特的魅力，并与东南亚各国传统音乐

文化相互借鉴、融合，形成新的艺术风格。

三、岭南音乐文化在东南亚传播与发展的意义

（一）促进文化交流与融合

岭南音乐文化在南亚各国的传播，有助于增进东南亚地区人

民对中国文化的理解和认同。[9] 音乐作为一种跨越语言和国界的文

化桥梁，它以其独特的音阶、调式、旋律、节奏和特殊的情感表

达。岭南音乐文化独特艺术魅力以及多种多样的文艺交流活动，

促进了中国与东南亚各方之间的友谊与合作，实现了彼此情感的

互联和民心的想通。

（二）弘扬中华民族文化

岭南音乐文化在东南亚地区的传播与发展，对于弘扬中华民

族文化及增进中国与东南亚彼此的文化交流与理解，推动东南亚

地区音乐文化的多元化发展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音乐文化作为

一国外交的软实力，正式通过潮州音乐、客家童谣、粤语歌曲等

艺术形式的国际交流与合作，让东南亚人民进一步认识和了解中

华传统文化的无穷魅力，提升中华传统音乐文化的国际影响力，

增强中华民族文化自信。



2024.3 | 007

（三）推动旅游业发展

随着东南亚国家对中国以及中国对新加坡、 马来西亚、 泰国

等国免签政策的落地实施越来越多的东南亚游客被岭南音乐文化

的魅力所吸引，前往岭南大地交流学习。同时，越来越多的中国

人走出国门，去感受东南亚各国的异域文化风情。宽松的出入境

政策和良好的配套服务，使中国与东南亚人民之间走的更近，文

化艺术上的交流与互鉴和更为顺畅，这些都为彼此的文化旅游业

带来了新的增长点，并促进了双方经济的繁荣与发展。[10]

（四）增强民族认同感和凝聚力

岭南音乐文化以其深厚文化内涵，成为了东南亚华人群体互

相连结的桥梁和纽带，同时它也是华人族群由小到大，由弱到强

的“见证者”。一首首或是缠绵悱恻、或是悠扬动听、或是动感

跳跃的岭南音乐，无不展示着华人族群生动的情感。在东南亚地

区，华人社群是岭南音乐文化的主要传承者，大家通过各式各样

的岭南音乐文化活动，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一起，共同维护和传承

中华民族的母语和方言，达到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增强华人

社群的族群认同感和凝聚力的重要作用。

四、结论

东南亚地区作为中西文化交汇融合的十字路口，其得天独厚

的地理位置和特殊的文化背景，为岭南音乐文化的传播与发展提

供了丰沃的“土壤”，中国音乐文化在东南亚的传播与发展对于

提升中华文化软实力上具有重要意义。在当下全球化大背景之

下，文化软实力已经成为彰显国家综合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岭

南音乐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瑰宝，其在东南亚地区的广泛传

播和深远影响，无疑为中国文化走向世界、提升国际影响力提供

了强有力支持，而以广东音乐、潮州音乐和客家汉乐为主的岭南

音乐文化在东南亚国家的传播与发展，他同时也体现出了岭南文

化的包容性与多样性，它们体现了中国文化兼容并蓄的特征，它

们在海外的不断传播与变迁，最终成为了海外华人思故土、念乡

音的重要“精神粮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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