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月一

术歌曲

文 �陈�

【摘要 】 艺术歌曲是形成于 ��世纪初期欧洲浪漫主义音乐潮流中的一种崭新的歌曲体裁形式
�

是由舒伯特最终确立起来的
。

中国的艺术歌曲是在西方艺术歌曲的影响下产生的
，

兴起于二十世

纪二十年代
。

萧友梅
、

赵元任等作曲家为中国艺术歌曲的萌生作出了重要贡献
。

【关键词】 艺术歌曲 中国艺术歌曲 萌生 萧友梅 赵元任

艺术歌 曲
“

一词最早产 生于德

奥
。

艺 术歌 曲作 为 一 种 崭 新 的歌 曲

体裁形式
�

形成于 �� 世纪初期欧洲

浪 漫 主 义音 乐 的潮 流 之 中 是 由 舒

伯特最 终 确 立 的
，

他是 浪 漫 主 义 艺

术歌 曲的开拓者
。

艺术歌 曲
“

是 由作

曲 家 为 某 种 艺 术 表现 的 目 的
�

以 文

学 家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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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声 乐 演 唱 技 术也有 较 高 的 要

求
。 ‘ ’

�’ 〕它体现了音乐与诗歌之 间的精

致结合
�

因此有
’ ‘

诗的音乐
“

之美称
。

中 国 的 艺 术歌 曲是 舶 来 品
�

它

的 发 展 兴 起 于 二 十 世 纪 二 十 年 代
，

是在西 方艺术歌 曲的影 响下产 生的
。

五 四
“

新文化运动 为 中国 艺术歌 曲

开辟 了 适 于 生 存 和 发展 的 空 间
。

鸦 片 战争 以 后
�

中 国 的 大 门被

迫打开 随 着 西 方 列 强 的不 断入侵

西方音 乐 文化也随之逐渐传入 中 国
�

并 不 断 渗 透 到 中 国 各 阶层 人 民 的音

乐 生 活 中 对 中 国 音 乐 文 化 的 发 展

产生 了重大影响
。

二十世纪初期
，

随

着
“

学堂乐歌
“

这一艺术形式在我 国

逐 渐 得 到 确 立 并 发 展起 来
�

中 国 的

新音乐 开始 了 它 发展 的第一个阶段
。

新音 乐 是指 晚 清 以来 随 着 西 洋音 乐

的 传 入 而 逐 步 建 立 发 展 起来 的
、

不

同于此前中 国传统音乐 的新音乐
。
�� �

二 十 世纪 初 期 新音 乐 迅 速 发 展 成

为近代 中 国音 乐 的一大潮流
。 “

学 堂

乐歌
“

这一艺术形式在
“

五 四
“

新文

化运 动 以 前 一 直 占据 着 我 国 音 乐 文

化史 上 的 重 要地 位
�

它 是 中 国 艺 术

歌 曲产 生 的源 头
。

学 堂 乐 歌 的 创 作

形 式基 本 上 是 按 照
“

选 曲 填词
“

或

“

按词选 曲
“

的 方 式
。

通过
‘ ’

学 堂 乐

歌
“

这一艺术形式
，

开始向我国广 大

群 众 较 为 系 统地 介 绍
、

传 授 西 方 音

��



乐知识
�

这对于我 国近现代音乐 文

化的发展产 生 了 深远的 影 响
。

“

辛亥革命
‘

以后
，

许多知识分

子的思想观念开始发生 了�大变化
，

他们逐渐认识到 了
“

民主
“

与
“

科学
”

对于建设新国家的�要性
。

因而
�

从

����年左右
�

以蔡元培
、

奋迅
、

陈独

秀等为代表的一批进步知识分子
�

极

力通过 以
‘

北京大学
‘

为核心的离等

院校和 《新青年 》 等进步报刊
�

以及

通过大力推行 以胡适
、

刘半农
、

黎锦

晖为代表的新文化工作者大力推行以
“

白话文
“ ‘ ’ ‘

新诗
” 、 “

国语
“

等的文化

改革主张
，

在我国思想文化界掀起一

场热 烈探求
�

以
“

民主
‘ ’

与
“

科学
“

为标志 的
、

新思想和 新知识 的热潮

《即所谓
“

五四新文化运动
”

�
。
���新文

化运动对中国几千年来的封建思想
、

文化形成 了猛烈 的冲击
。

“

五 四
’

新文化运动是我国历史

上 一次 空 前 的思想 大 解放运动
，

它

对于知识分子 的思想观念有 粉孟耍

的启象
、

解放作用
。

在新文化运动的

影 响 下
�

文 学界里涌现 出 了许 多风

格 自然
、

质朴
�

以侧重表达个人情感

及追 求个 性解放 为 主要 内容 的新型

诗歌
，

为 中 国 艺 术歌 曲的产 生 其定

了 文 学 方面 的基础
�

受新文化运动

的影 响
�

音 乐 领域 内创 办 了 一批侧

�于教育 和 学术性 活动 的新式音 乐

社团
�

如
�

北京大学音乐研究会等
。

它 们 宜 扬新 的音乐思想 和 西 方作 曲

理论
，

向 参 与者传授 中外音 乐 知识

与 技 能
�

并通过创办音 乐 刊 物 和 举

办音乐会等形式来提倡
、

普及音乐
�

推进 有 关 的 学术研究工作
，

对新音

乐 的发展起 了 积极 的推动 作用
。

二�世纪二十年代
�

在
“

五 四
“

新文 化运动 的推动下
，

我 国 的新音

乐 文化褥 到 了 全面 的发展
，

专 业音

乐创作开始起步
�

其中
�

各种体裁的

歌 曲创作最 先迅速发展起来
。

艺术

歌 曲在这 一 时期 开始 受 到 作 曲家 们

的喜 爱
�

成 为作 曲家 们 进 行创作 的

一种，要体裁形式
。

二十世纪 二 十 年代是 中 国 艺术

歌 曲的初创阶段
。

这 一 时期 的艺术

歌曲与二�世纪初期 的
“

学堂乐歌
“

有粉本质上 的不 同
。

这一 时期 的艺

术歌 曲是采 用 和借鉴西 洋作 曲理论

技法 使之与 中 国 传统音乐相结合

的创作尝试
�

是
“

学堂乐歌
“

的进一

步 中 国化
。

中国艺术歌 曲的萌生与萦友梅
、

赵元任等作 曲家 的倡 导 和 努 力 是分

不开的
。

他们借鉴欧洲古典
、

浪漫主

义音 乐 的创作手 法
�

融入 中 国 民 间

音乐 的素材
�

创 作 出 一批反 映 时代

精神
、

艺术性较强 的优秀艺术歌曲
。

‘

五四
‘

时期重要的作曲家萦友

梅是 中 国 艺术歌 曲创 作 的 先驱者
�

他将学堂乐歌时期的
“

坡词
‘

创作提

高到 了
‘ ’

有 目 的地进行依词 配 曲的

艺术性的歌曲创作
” 【 � �的专业音乐创

作水平
，

开创 了 近代 中 国 艺术歌 曲

的 先河
。

萦友梅 的音 乐 创作受 德 国

古典音 乐 的影 响
，

作 品 中带有 明 显

的西 方作 曲理论 与技法 的痕迹
�

如

他在 ，��� 年创作
、

发表的艺术歌曲

《 问 》
。

青主是与 萧友梅 同 时代 的 另 一

位作曲家
�

他于 ���� 年创作的艺术

歌曲 《大江东去 》
，

是根据我国古代

著名诗人苏轼 的 同 名诗词进行创作

的
。

这首作 品 可 以说是我 国近代最

早的一首 以我 国古代诗词 为体裁创

作 的艺术歌 曲
，

是早期借鉴西 方音

乐体裁进行创作的范例
�

二十世纪 二十年代
，

赵元任 的

艺术歌 曲创作成 为 中 国 艺 术歌 曲初

创阶段 的 突 出 收获
�

他 的艺 术歌 曲

作品 尤其以收入到 ���� 年出版的

《 新诗歌集 》 中 的作 品最具代农性
，

其 有很大 的影 响 力
�

至今 仍 是我 国

艺术歌 曲领域的典范之作
。

他的艺

术歌 曲创 作 曾被潇 友梅评价 为
“

替

我国音乐界开一新纪元
“ 。

赵元任是

新文化运动 的 支持者
，

他采 用 的歌

词 多为胡适
、

刘半农
、

徐志康等人的

新诗 作品 中集中体现出
“

五 四
‘ ’

精

神
。

赵元任 的艺术歌 曲创 作 既借鉴

了 欧洲 艺 术歌 曲 的创作方 法
�

又有

鲜 明 的 民族特色
�

其 有 很高 的独创

性
�

对 以后 的艺 术歌 曲创作产 生 了

深远 的影 响
。

总的来说
，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
�

中 国 艺术歌 曲 的创作及理论研究 才

刚 刚 开 始
。

虽 然这 一 时期 的艺 术歌

曲创 作均 在 不 同 程度上 受西 方作 曲

理论 与 技 法 的影 响
，

作 品 中带有很

大的模仿成份
�

然而
，

中国艺术歌曲

的诞 生
，

使得艺术歌 曲这一体裁形

式扎根在 中 国 的土地上
�

为 三十年

代 中 国 艺术歌 曲的逐渐成 熟 其定 了

基 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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