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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国近现代音 乐 史上的璀璨 明珠

——探寻 世纪 年代 中 国 艺术歌曲之发端

张 贵

摘 要 ： 本文 以中 国 世紀 年代 艺术歌曲 的 创作 为研 究对 象 , 通过中 国 艺术歌 曲的概念与 来源 、 历 史背 景的梳理 ,

分析 了 青主、 萧友梅 、
赵元任的 艺 术歌 曲创作 ,

进 而揭示早在 中 国新音乐 创阶段就有 了兼頋艺 术价值和思 想性都很高 的 艺术

歌 曲创作 ,
这就为 整个 世纪的 艺 术歌曲创 奠 定 了 坚 实 的基础 , 明确 了 发展方 向 。

关被询 ： 中 国艺 术歌曲 ； 青主 ：
萧友梅 ； 赵元任

中 国艺术欹曲创作是 世纪 中国新音乐发展 的重要方面 , 是中 国 作曲家吸收西方作曲经验的重要创作载体 。 在中 国音

乐事业草创阶段 , 艺术欹曲这 片处女地就为承载着中 西结合理念 的中 国第
一

代作 曲家们提供了施展手脚的舞 台 , 他们将西方

的多声创作经验与中 国古代词调歌 曲的优秀传统应用到艺术歌 曲的创作中去 并注意反映中 国人的美好的极具魅力的精神气

质 , 与 中国 的时代语境紧密结合 , 青主 、 萧友梅 、 赵元任 、 黄 自等便是这其 中的代表 。

一

、 艺术歌曲概念及其历史发展脉络

《新格罗夫音 乐与音乐家词典 》 定义艺术歌 曲为
“ 一

种 由专业作曲家创作 、 与民歌相 区别 , 且 具有严肃艺术意味的歌曲

体裁
”

。 《新哈佛音乐辞典 》 定义艺术歌曲为
“

为室 内音乐会创作 , 且区别于民歌和流行歌 曲 。 在传统上是为诗歌谱写 , 歌词

具有很强的文学性 , 且不同于大多 民歌和流行歌曲 。 伴奏由作 曲家制定创作 , 而不是表演者的即 兴发挥或改写 。

”

《 中 国大百

科全书
一一音乐舞蹈卷 》 定义艺术欹 曲为 世纪末 世纪初欧洲普遍盛行的

一

种抒情独唱歌 曲 。
其特点是歌词采用著名

诗歌 , 侧重表现人的内心世界 , 曲 调表现力强 , 表现手段和作 曲技法比较复杂 , 伴奏 占有重要地位 。

”

《音乐百科词典 》 定义

艺术歌 曲为
“

作曲 家为某种艺术表现的 目 的 , 根据文学家诗作而创作的歌 曲 , 多 为独唱 曲 ,

一般都有精心编配的钢琴伴奏 ,

对演唱技术也有较高的要求 , 常供音乐会演唱用 。 《艺术大辞典 》 定义艺术歌 曲为
‘
‘一

种短小稍致的独唱 曲 , 歌词多为名

家手笔 , 经作 曲家 匠心制谱 , 并配有伴奏而成 。

”

综上所述 , 艺术歌 曲应具备以下几个特征 ： 首先是由作 曲家谱写而成 , 歌词多为著名诗歌 , 具有极强的文字性并配有精

妙的伴奏与演唱相辅相成 , 以供室 内性质的演出时演唱 ： 其次音乐风格雅致 , 注重抒发内心情感 , 以艺术表现为 目 的 ： 最后 ,

区别于 民歌和流行歌 曲 。

在西方 , 艺术歌曲 兴起于德奥 。 世纪末 世纪初 , 在德 国文学进入浪漫主义阶段之际 , 艺术歌曲有了音乐与诗歌结

合的条件 , 也随之发展起来 。 这种音乐体裁 , 既不同于歌剧 中或炫技或叙事的唱段 , 也不 同于教堂 、 宫廷中 的功能性歌 曲 ,

在更广 阔的社会活动环境下 , 具有很高的艺术水准 。

艺术歌 曲在舒伯特这位
“

艺术歌 曲之王
”

时达到 了
一

个高峰 。 在他创作的 多首艺术歌 曲 中 , 选用 了歌德 、 席勒 、 海

涅 、 莎士比亚 、 克鲁普施托克 、 施莱格尔 、 克尔纳等著名诗人的诗歌 。 这些诗词 的 内容丰富广泛 , 并補心为每首歌曲寻找最

佳的形式载体 , 以求准确且充分表达其中的情感 。 其代表作有 《魔王 》 、 《野玫瑰》 、 《小夜曲 》 、 《鳟鱼 》 , 以及声乐套曲 《美

丽的磨坊女 》 、 《冬之旅 》 。 至此 , 艺术歌曲 的艺术风格得 以确立 , 发展进入成熟期 , 其地位
一

跃成为能与钢琴 曲 、 室内乐并

驾齐驱的重要音乐体裁 。

世纪下半叶艺术歌曲创作的杰出代表是勃拉姆斯和沃尔夫 。 勃拉姆斯的艺术歌曲风格清新 , 具有浓郁的 民间气息 。

他
一

生创作 的三百 多首艺术歌曲 中 , 旋律 自然流畅 , 钢琴伴奏与主旋律并行相交 , 映衬而不夺 目 , 充满秀丽 、 典雅的气氛 。

沃尔夫创造了 与声调紧密结合的旋律 不采用传统分节歌形式 。 同时代的马勒喜欢将其歌曲 作品成套创作 , 特别之处是其大

部分釆用管弦 乐队伴奏 , 乐 队代替钢琴伴奏与人声统
一

并相互融合 。 浪漫派后期 , 艺术歌曲作 曲家还有理査 施特劳斯 , 其

一

生创作艺术歌 曲 首左右 。

在法国 , 艺术歌曲被称为
“ ”

, 具有着法国 民族特有的浪漫情调 , 注重音乐的线条及色彩 , 形成 了 独特的风格 ,

代表作 曲家有 印象派作曲家德彪 西和福列 。 俄罗斯的 艺术歌 曲被称为
“

当地艺术歌 曲的产生与 文学界著名诗人的

出现不无关系 , 普希金 、 屠格涅夫 、 托尔斯泰等文人笔 下尽是佳篇名作 , 为这些诗篇谱曲的艺术歌 曲也形成了俄国特有的风

格 。 意大利的艺术歌 曲产生于十五世纪 , 被称为
“ ”

。 其风格较为典雅 、 朴素而纯净 。 代表作品有斯卡拉蒂的 《紫

罗兰 》 、 贝里尼的 《银色的月光 》 、 乔尔达尼 的 《我亲爱的 》 、 罗西尼的 《献给我的妈妈 》 等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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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世纪 年代中国艺术歌曲发展的社会 、 文化背景

中 国 的艺术歌曲 有着悠久且深厚的历史 。 经考证 , 唐代古谱中有乐人加工的 由 乡 间传入城市的歌曲一一曲子 , 宋代有姜

夔 的十七首 自度 曲 , 元 、 明 、 淸有散 曲 、 琴歌等 。 我国 古代艺术歌 曲也是诗 、 乐结合 , 经过 了漫长的发展 , 仍无可以记载它

们 的方法 , 以至今天的我们也只 能通过只言片语来管窥 。 可是 , 中 国艺术歌 曲 与文学 的结合 , 同 样形成 了我国 民族特有 的音

乐 语言 , 是近现代 、 直至今天的作曲 家创作的源泉和宝贵的 资源 。

在 西方音乐文化涌向 中 国的同时 , 中 国进步知识分子也认识到音乐教育的作用 , 如康有为上书光绪帝开设的学校 中就涉

及 音乐课程 的开设 。 随后的几年 , 梁启超在 日 本期间也不断宣扬 中 国应恢复诗与乐结合之传统 。 百 日维新失败后 , 不少 人为

救 中 国留学 日 本 , 这其中不乏学习 音乐的人 , 而其中最早起到作用的是 年 留 日 归 国的沈心工 。 他在上海南洋公学 附属

小 学首 次开设唱歌课 , 其教授的内 容便是学堂乐歌 。

“

五 四
”

运动中 , 通过 蔡元培的极力主张 , 音乐教育作为
“

美育
”

的

重 要组成部分 , 被设置为各级学校的必修科 目 。 在这种形势下 , 早期专业作曲 家 , 如萧友梅 、 黄 自等人 , 纷纷投身创作 , 为

普通和 专业学校创作 、 编配带有钢琴伴奏的歌 曲 。 萧友梅就创作有 大量供学生学习 用的歌曲 , 并集结成册 , 如 《今乐初集 》 、

《新歌初集 》 、 《新学制唱歌教科书 》 等 。 这些作品 的艺术水准己经大大超越 了 学堂乐歌依曲 填词的形式 。 这在
一

定程度 上推

动 了 中国的歌 曲创作从学堂乐歌到艺术歌曲 的过渡 。

在社会 、 人文 、 教育等因素 的共 同推动下 , 艺术歌 曲在 中国近代音乐的历 史篇章中 生根发芽 、 茁壮成长起来 。 这不仅是

中 国近代专业音乐创作的发端 , 而且无论在创作手法还是创作理念上 , 都深深影响着后辈的作 曲家 。

三 、 世纪 年代中 国艺术歌曲创作的代表人物及重要作品分析

青主及艺 术歌曲 《大江东去 》

青主 年其 留德求学期间创作 的 《大江 东去 》 被认为是我 国近代最早的
一

首艺术歌 曲 , 青主 的
一

生具有传奇色彩 ,

自幼在父亲的影响下 , 习读古文经典 , 拥有 良好的文学基础 。 在德国 的十年间 , 青主非常注重音乐学习 , 业余时 间学 习作 曲 、

钢琴 、 小提琴等 , 并在 艺术观赏接受了欧洲浪漫主义和表现主义的影响 。 在音乐创作上吸收了 传统德奥艺术歌 曲的营养 , 并

在钢琴的写作与和声 的配置方面得到 了其夫人华丽丝女士的帮助 。 《大江东去 》 便是青主在 留学期间创作 的 。

《大江东去 》 虽然创作于 年 , 但是到 了 年代末期才在其创办的 书店正式发表 ,

“

它的实际影响就推后了将近

年
”

。 作品是根据北宋大文学家苏轼的 同名诗作谱 曲而成 , 在青主 的笔下 , 音乐与诗作相得益彰 。 根据欹词 , 音乐被很

自然地分为两个段落 , 因而全曲 的结构为对 比性的二部 曲式 , 并不复杂 , 但却很好的表达 了诗作所传递 的各种情绪的起伏 。

纵观全 曲 , 音乐 的节奏与吟诗的韵味紧密结合 , 旋律线条与语音的四声音调的配合关系非常紧密 , 可见作 曲家在创作之

初就 比较注重中 国 的语音与旋律写作的关系 。本曲西方多声技法的运用并非是照搬功能和声 而是采用多样的色彩性的和弦 ,

与 离调 、 转调自如非 常贴切诗词 的意境 。 由于是抒发英雄气概的作品 , 作品 宣叙与歌唱结合的叙咏风格被作 曲家拿捏的十分

到位 , 作 曲借鉴了 歌剧的写作经验 , 使其成为
一

部成功的 、 高度艺术化的音乐会歌 曲 。 萧友梅先生对此曲 的评价
“

待我把 《大

江东去 》 奏过
一

遍之后 , 我不禁拍案叫绝 。 我于是始知青主君亦是
一

位有创作天才的音乐家 。

……用种种崭新的和弦描写苏

东坡追想中所见的种种景象 , 他的魅力可 以跟 比拟
”

、

萧友梅及 《 问 》

被誉为
“

中 国音乐之父
”

的萧友梅是我国近现代音乐 史中极具影响力 的代表人物 , 他的音乐创作 , 尤其是歌 曲创作在很

大方面和具体地实践他的音乐教育理念密切相关 。 这首作 品的歌词 内容正要表达的恰切是
一

位语重心长的长者 以 自 问 自 答的

叙述策略向 当时 的年青人提 出
一

个无法逃避的现实问题 ： 个人前途与 国家命运 。 作品看似是对 自 然景物的发问 , 实则是对人

生哲理的思索 。

《问 》 是萧友梅诸多创作 中最有名 的
一

首歌 曲
,
它自 年 问世 以来 ,

一

直是作为脍炙人 口的经典作品而深受歌 者的

喜爱 。 这首作 品的音 乐语言与风格深受西方古典音乐的影响 , 这也表明作 曲家对西方多 声音乐创作技巧 旳谙熟 。

《问 》 采用 分节歌形式 , 其整体特征是短小精悍 、 力求简洁 , 词 曲配合朗朗上 口 , 词意深刻展耳 发聩但不拗 口难懂 。 作

品的结构并不复杂 , 短短 小节可 以划分成为两段 , 前段共 小节 , 每 小节划分为
一

个乐句 。 《问 》 十分深刻地叩 问 了人

的 内心深处的底线 、 良知 , 赋予哲性诗味 , 而在音乐上则力求简洁 、 朗朗上口 , 因而在当时 的知识阶层产生 了极大的共鸣 ,

时至今 日 仍然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与深刻的思想性 , 被中 华文化促进会于上世纪末评为
“

世纪华人音 乐经典
”

是当之无

愧 的 。

赵元任及 《教我如何不想他 》

赵元任先生是学贯中西的大学者 , 他的
“

主业
”

是在语言学领域 。 世纪 年代 , 赵元任先生回 国后淸华大学任教 ,

《音 乐百 科词典》 , 缪天瑞主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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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任中央研宄院史语所语言组主任 。 正是在这些
“

正业
”

之外 , 凭着对音乐的热爱和极高的悟性 , 赵先生孜孜不倦地在音乐

领域里耕耘 ,
终于他的第

一

本歌集 《新诗歌集 》 于 年 出版 , 《新诗歌集 》 集合 了作 曲家 年代创作的 首歌曲 , 如 《卖

布谣》 、 《听雨》 、
《教我如何不想他》 、 《也是微云 》 等 。 这些作品是西方音乐风格的 ,

“

系舒柏特和舒曼和艺术歌 曲那
一

派的

东西 , 是给
一

般好乐的人所唱奏的
”

。

萧友梅曾经这样评价这部歌曲 集 ：

“

赵元任作 出的这本 派的艺术歌 曲来 , 替我国音乐界开 了
一

个新纪元 ,

……

教我们不得不称呼他做
‘

中国 的
’

, 因为他的欹 曲作法完全是 作的
一

路 。

” “

中 国 的舒伯特
”

这
一

称号便

落在赵元任先生 的头上 。 但是如果只强调赵先生的艺术歌曲创作在吸收西洋多声创作技巧 , 模仿西方古典 、 浪漫派音乐风格

并不全面 赵先生还应该是在中国新音乐发展 的早期即 明确提出在音乐创作中要注重 民族化探索并付诸实践的少数音乐家之

收入 《新诗歌集 》 中的 《教我如何不想他》 创作 于 年 , 是赵先生为 当时
“

白话运动
”

的倡导者刘半农创作的一首

同名 白话诗而作 。 歌 曲为原诗配上 了旋律与钢琴伴奏 , 使之成为
一

首流传久远的音乐会艺术歌曲 。 与赵元任先生相仿 , 刘半

农也是
一

位语 言学家 , 他曾于 年留学英 国伦敦大学学习实验语音学 , 这首 《教我如何不想她 》 即作于 年的伦敦 ,

这首诗作还在汉语界首创 了
“

她
”

这个字 , 表达 了游子思恋祖 国母亲之情 。 细心的读者会发现 , 赵先生在为原诗谱曲时把原

作 中的
“

她
”

改为
“

他
”

, 按照赵先生的理解
“

他
”

可以指代
“

他
”

或
“

她
”

, 歌词 的意蕴也就更加深刻 , 可以是男女之间的

思念之情 , 也可以是思恋故土的感情 , 因而可以扩大
“

想像
”

的空间 。

赵先生在为歌词写旋律的时候 , 十分注意吸收我国传统声乐艺术 中依字行腔的创作方式 , 例如他十分注重汉语四 声音调

与音韵特点 , 使词 曲配合紧密 。 同时 , 他还在旋律中加入了 京剧 【 西皮原板 】 过门 的音乐因素 , 使歌 曲散发浓郁的 中国韵味 。

乐曲 的整体结构方面 , 作 曲家并没有将规整的 四段歌词写成分节歌 的形式 , 而是采用 了通谱体 , 对四段歌词做了
“

起承

转合 的处理 , 每段唱词都安排了 不同 的旋律 。 四段歌词的开头音乐随着歌词内 容发生细节性变化 , 但 当每段歌词回 到
“

教

我如何不想她
”

时 , 音 乐材料也变得统
一

起来 , 这是吸收 了我国 民间音乐 中
“

变头合尾
”

的手法 。

结 语

五四新文化运动是 中 国新型艺术歌曲诞生的最为直接的政治和文化语境 而中 国 艺术歌曲在 世纪 年代的发展也构

成了 新文化运动的重要 内容 。西方文化的冲击所导致的借鉴西方的经验来改造 中国 固 有文化的策略似乎是当时不可逆转的潮

流 。 音乐领域 , 在越过 了 、 世纪之交
“
学堂乐歌

”

依曲填词 为主要借鉴方式的时代之后 , 引入西方古典 、 浪漫主义时

期的 多声作曲 技法进行真正意义上的创作似乎是专业音乐发展的必然趋向 , 而由东洋向西洋的转 向则是这种趋向的动因之

—

。 无疑 , 较之学堂乐歌时代的音乐家 , 萧友梅 、 赵元任 、 青主为代表的中 国第
一

代作曲家 更倾向于直接获取西方文化的

“

第
一

手资料
”

。 任何进步的时代也无法避免地具有某种局限性 ,

“

模仿
”

成为那个时代无法避开的途径 。 这也就可以解释在

萧友梅的歌 曲 《 问 》 中 , 浓郁的时代气息压过了本民族标识 。

青主的 《大江东去 》 则代表了另
一

种不同于 《问 》 的模式 , 文化吸收所具有的方向性使 民族性成为文化本位的具体体现 。

由于 《大江东去 》 是为
一

首中国古诗词而谱写的艺术歌曲 , 在借鉴西方作 曲经验的过程中 , 即在音乐的诗性过程中彰显了 民

族因素 , 而这也正为此后艺术歌曲 的主题内容选材提供了范本 。 可 以说古诗词艺术歌曲传达的是中 国传统音乐 中词调音乐的

精气神 , 可谓 旧貌换新颜 。

赵元任 《教我如何不想她》 最大的艺术特点是对西方音乐技法的民族化改造 , 这也是赵元任在其音乐创作中不懈追求的 。

作为语言学家 , 他十分重视中 国语言的四声音韵 , 依此来配置旋律 , 调式上亦多采用 五声音阶 。 不仅如此 , 在艺术歌 曲的钢

琴部分的纵向和声配置的民族化方面也进行 了十分有益 的探索 。

综上所述 , 以 《大江东去 》 、 《 问 》
、

《教我如何不想他 》 为例 , 青主 、 萧友梅 、 赵元任的艺术歌 曲创作在中国新音乐发展

之初便具有 了很高的艺术质量 , 为中 国艺术歌 曲的进
一

步发展奠定了 坚实 的基础 。 本文所着重分析的三首歌曲分别代表 了 中

国艺术歌 曲的不同方向 , 都在后世的艺术歌 曲创作中得到进—步继承与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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