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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今乐初集》是由民国时期作曲家、音乐教育家萧友梅和词作家易韦斋合作完成的一部歌唱教本。其中的歌曲以简单

易唱，并具有一定人文教育意义而成为音乐教育的经典。由于时代距今较为久远，很多歌曲中的文学表达，已经不能为当下

的人们所熟悉。也正由于语言文化方面的隔阂，《今乐初集》这部教材中的大多数歌曲也已经消失于当下的音乐教材当中。

不过，这部民国时期的歌唱教材对于今天仍存在借鉴意义，因此，本文选取《今乐初集》当中的单声部歌唱与钢琴伴奏的歌

曲——《燕·蝶》《踏歌》《中秋（秋季始业）》《新雪（初冬二日）》四首歌作为研究对象，首先对歌曲的调式调性、节

拍、写作目的、表达内容进行阐述，再分别选取每首歌曲中的歌唱要点以及难点进行简要的分析，并通过对作品的分析达到

指导歌曲教学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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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曹粹（1984—）女 ，沈阳音乐学院大连分院讲师。

曹   粹

谈萧友梅《今乐初集》中四首歌曲的演唱

《今乐初级》是民国时期的一部为中等以上学校编写的歌唱

教本，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于 1922 年 10 月。歌曲集中的曲目

都由易韦斋作词，萧友梅谱曲。他们是中国音乐创作早期的一对

合作者，通过写作一些适于各个等级学生歌唱的歌曲，并集合成

集出版，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音乐教育事

业的发展。在这些音乐教材当中，《今乐初级》是他们合作出版

的第一部歌唱教本。因为在此之前，中小学校音乐教育当中所用

的歌曲大多是选用原有曲调并填词的学堂乐歌，所以这部原创歌

曲集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开创了在国内中小学音乐教育中选用创

作歌曲先河。本文所选取的四首歌曲，都是单声部旋律并配合钢

琴伴奏的歌曲。从歌词上来看，这四首歌曲都是有着文人气息的

文白相兼的文字风格，而在曲调上则都具有典型的欧洲古典时期

音乐特点的旋律及和声。

一、《燕·蝶》

歌曲《燕·蝶》所选用的调式为 A 大调，节拍为四分之四拍，

速度为小行板，歌唱表情“怡荡”——可以解释为轻松或者愉快

的意思。这首歌曲的旋律共 24 个小节。自 6 小节的前奏开始，便

具有轻松明快的音乐风格，渲染出春日当中生机盎然的气息。歌

曲第一段写燕子，第二段写蝴蝶，虽说是用相同的旋律描绘不同

的动物，但这两种动物都是在春季较为有生机的，因此具有一定

的代表性。

（一）较为多变的节奏类型

第一乐句 4 个小节的主要节奏特点是前附点节奏和大切分节

奏的结合。旋律从跳进开始，其后连接相对平稳的级进。第二乐

句从第 5 小节开始，第 1 小节，在节奏上承接了之前的音乐动机，

但在最后一拍加入了三连音的节奏。从第 8 小节开始旋律加入了

新的节奏特点，曲作者通过大附点音符结合两个十六分音符的节

奏，谱写出了燕子和蝴蝶飞来飞去、时动时静的景象。

从这些变化上来看，这首歌曲的节奏具有相对的不稳定性，

如果脱离钢琴伴奏，对于水平相对较浅的歌者而言，可能会造成

节奏把握不明确的问题。因此，慢速的节奏练习对于歌唱者的初

级训练是有极大帮助的。

（二）歌曲中颤音的演唱

例 1.

 

在歌曲的倒数第二小节，出现了一个带有颤音的二分音符（例

1）。这个音所对应的唱词分别为西（第一段）、翩（第二段）。

从形式上来看，这个颤音的用法与西方古典主义或更早时期的咏

叹调中所使用的颤音用法极为相似，应当可以看作是对古典主义

音乐的一种效仿和致敬。不同于很多中国民歌或是戏曲中的吟诵

式的颤音歌唱方式，这里的颤音在歌唱中具有着西方古典音乐的

典雅效果。从谱面上看，这个颤音所在的一个连贯的乐句，在两

个半小节之内是不能换气的，演唱这一颤音需要保持松驰的声音

状态，与后面的音进行完善的连接。

二、《踏歌》

歌曲《踏歌》所选用的调式为 D 大调，节拍为四分之二拍，

速度为小快板，歌唱表情“喜乐”为喜悦、欢乐的意思。全曲旋

律共 40 个小节，篇幅稍长。这首歌分成两个乐段，第一乐段描写

了美好的夜景以及一群青少年学生在夜色中借着灯光与星光一起

漫步的场景。第二乐段描写了学生们对友谊的珍爱以及对未来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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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朗的人生的思虑，还有对待当下美好时光的珍重。

（一）长音与短音在歌唱中的节奏对比

长音与短音的结合通常是打破节奏惯性的有效途径，同时也

会增加演唱的困难程度，这种困难尤其出现在类似节奏运行方式

的基础上加以稍有变化幅度的音程之后。

例 2.

 

在这首歌的第 31 小节，我们看到，“今夕何夕”两小节所对

应的音乐节奏为大附点节奏（例 2），在歌曲中是属于较慢的节奏

类型，而紧接着的“云胡不乐”（第一段歌词）则迅速变为十六

分音符的组合。这一部分需要注意的是“云”“胡”两个字的演

唱难度较大，主要体现在音高、歌唱状态以及咬字的准确把握上。

（二）重音与顿音的演唱对比

通常，标有重音和顿音记号的音符，在演唱效果上具有一定

的相似性，都是带有一定力度的。而有所不同的是，标有顿音记

号的音符，在演唱上具有一定跳跃性，而标有顿音记号的音符，

只是要求了演唱声音的力度。

例 3.

 

而在歌曲《踏歌》中，倒数第 3 小节和倒数第 2 小节，这两

个相邻的小节，出现了重音和顿音的具有对比性的音乐效果（例 3），

“盈盈”两个字所在的音符标有重音记号，也就是强调了这个形

容词，而在后面的“亭亭”处，则是顿音和长音结合的演唱效果。

这里的顿音要唱得灵活而坚定，有着一丝调侃戏谑的意味。这也

体现出了歌曲本身所具有的趣味性。

三、《中秋（秋季始业）》

歌曲《中秋（秋季始业）》所选用的调式为降 D 大调，节拍

为四分之四拍，速度大约为小广板，歌唱表情为静谧的。这首歌

曲的旋律共 16 个小节，篇幅较短。所谓秋季始业，是指全校学生

开始上秋季学期的课程的意思，可以看作是开学的第一首歌。前

半部分歌词通过起兴的方式，描写没落的秋景，展现时光匆匆流逝，

吐露出的是时不我待的含义，后半部分则承接之前的景观描写将

劝学的主张较为巧妙地表达出来。

例 4.

 

这首歌曲的主要演唱难点是，在较高的音区进行渐弱。在歌

曲的第五小节，“未”字的所在重拍的音为降 e2，而之后的音则

提升为降 g2（例 4）。这个音乐向上运行的过程，在谱面上给出

的标记却是渐弱，这一音乐处理给实际演唱增添了不小的难度。

需要歌唱者在演唱这一部分的过程中，控制好气息运用的方式，

并且不要过度用力，以至于声音过强，破坏了歌曲所希望达到的

美感。

四、《新雪（初冬二日）》

歌曲《新雪（初冬二日）》所选用的调式为 F 大调，节拍为

八分之六拍，速度大约为小广板，歌唱表情为感慨。这首歌曲的

旋律共 36 个小节，篇幅较长。歌曲分成前后两个乐段，在第一乐

段中歌词以俏皮的歇后语一般的方式，将江南地区初冬时节各式

各样的景物一一道来。而在歌曲的第二个阶段，歌词先是一连串

的问句和感叹，回应了之前对初冬时节景物的描写，我又以富人

家庭和穷人家庭的景象相对比，让我们感受到当时社会贫富差距

悬殊的现实。

（一）前后乐段在情感上的对比

很明显，歌曲的第一乐段，仿佛是一个游戏，先把谜面抛给

听众，让观众先思考一下，再用一个字把谜底告诉给听众。这种

歌曲写作的方式不仅在民国时期，即使是现在也是非常罕见的。

那么在歌唱这一段的时候，作为演唱者可以一种引导者的心态，

戏谑地歌唱。我在歌曲的第二乐段，先有急促的疑问与感慨，将

现实与之前的景物描写联系起来，之后又直截了当地写到，美好

的时光已经过去，寒冷的冬日已然来临，富贵人家过着平和的日子，

而穷人家，可能都找不到御寒蔽体的衣物。虽然此时歌曲依然是

在大调中进行，但显然音乐情感发生了极大的变化，这种变化体

现在歌唱当中，就是音色的对比，前一乐段明快，后一乐段深沉；

前一乐段带人游戏，后一乐段引人思索。

（二）歌曲临近结尾处跳音的演唱

例 5.

 

在歌曲的第 29 和第 30 小节，有一连串标记了跳音记号的音

符，这里的乐句讲述的是富人家的奢华生活，因此带有一定的华

丽的倾向，同时我们也要注意到钢琴部分有一个渐强的标记，这

表明在声乐的部分也要有一定程度的渐强。因此在演唱这部分的

跳音时，歌唱者要注意灵活运用歌唱音色，以连续跳音的轻巧的

特点表现出富裕家庭生活的奢靡，同时要通过渐强的处理，预示

出之后描写穷人家庭生活的悲惨情景。

结   语

综上所述，虽然本人选取的四首歌曲都是为中等以上学校的

学生创作的，具有一定教育意义的校园歌曲，但其歌词中的一些

部分会显得晦涩难懂，曲调也和我们所预想的不尽相同，也正是

这些因素导致这些声乐小品具有一定的歌唱难度。这要求歌唱者

首先要对歌词有比较深刻的理解，并在能够正确读谱的基础上对

歌曲的谱面所标记的种种音乐表情进行创作者所希望的歌唱表达。

笔者在本文中所摘选出的对于这四首歌曲的歌唱要点分析，也大

抵属于实践中的理解与思考，而对于萧友梅所作歌曲的研究，还

有很大的开拓空间有待更多的研究者进行进一步的发现和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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