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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艺术鉴赏与国内艺术歌曲概述

1.1艺术鉴赏

1.1.1艺术鉴赏简介

无论在哪个领域，一件艺术作品如果没有受众的欣赏，就

不能算是一件完整意义上的艺术品，而正是由于受众在对艺术品

的欣赏过程中产生了不同的审美感受，才让艺术品具有了意义。

艺术鉴赏是一种审美再创造过程，也是对艺术品的一种欣赏

过程。是人们在接触艺术作品过程中产生的审美评价和审美享受

活动，也是人们通过艺术品所传达出的艺术形象去认识客观世界

的一种思维活动。艺术鉴赏经常是复杂的，它包含人们的感

觉、知觉、表象、思维、情感、联想和想象等因素。这是

一种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相统一的人类活动。值得一提的是，

如果要对艺术作品给出客观而有水准的鉴赏结果，要求受众具有

较高且不止本专业的艺术水平[1]。

我们举例，如果从音乐的角度讲，首先是接触到作品时的

直接感受——听觉，从音响上去判断一件艺术品的风格、旋律

特点等方面，再有别的思维活动；从文学的角度来说，首先是

在读完某一篇文章后获得的来自作者的直接观点，那么读者还需

判断是否与自己的观点相一致等。

1.1.2 艺术鉴赏的当代价值

艺术鉴赏往往伴随着艺术评价，艺术家并非自己一个人的艺

术家，艺术品也需要受众的欣赏，作者对于受众产生的艺术评价

应是客观的，不能一味的接受或者反对，此后创作的艺术品要在

受众的艺术鉴赏评价中获得提升[2]。

当代的艺术门类、艺术品层出不穷，大众在各种新潮的冲击

中对艺术有了更多的要求。艺术鉴赏在发展的过程中也推动艺术

各行业的发展，各个艺术门类正是有了受众的客观评价，在获得

良好审美体验后发自发的推广以及爱好者们的创作，对艺术作品

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更不论一些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之类的艺

术文化，在艺术角度的鉴赏、评价中会吸引更多的目光，甚至达

到保护发扬的目的。

1.2艺术歌曲

1.2.1中国艺术歌曲发展

艺术歌曲产生于欧洲音乐史上的浪漫主义时期，以舒伯特为

代表的19世纪浪漫主义作曲家，在写作中将优秀的诗歌与精致美

妙的旋律完美的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一种高雅优美，艺术风格极

具感染力的歌曲体裁，并产生了许多传世的优秀作品。

艺术歌曲在中国的发展大致开始于1919年“五四运动”前后，

欧洲早期的艺术歌曲概念、形式、作品、创作手法等，经中西文

化交流传入，由于其独特的文学性和艺术性，得到了当时许多知

识分子和音乐家的欣赏，并有许多社会各界爱好者的积极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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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作。在对艺术歌曲的不断探索中，涌现了许多经典的传世佳作。

如《梅娘曲》（田汉词  聂耳曲）、《我住长江头》（李之仪词

青主曲）、《玫瑰三愿》（黄自曲  龙七词）、《嘉陵江上》（端木蕻

良词  贺绿汀曲）等。在其中有一批优秀的文人，作曲家还将艺

术歌曲的基本概念与中国特色相结合，创造了许多具有中国风味

的作品，如《教我如何不想他》（赵元任曲  刘半农词）、《花非

花》（李白［唐］词  黄自曲）等[3]。

1.2.2 中国艺术歌曲的特征

艺术歌曲的一个重要特征是用诗词作为歌词，而中国历史悠

久，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产生了许多传世的古诗词。在中国艺

术歌曲中，以古诗词谱曲的作品占重要地位。有的古诗词艺术

歌曲，以遗留下来的琴谱或歌谱中的曲调来结合古诗词创作的艺

术歌曲，具有浓厚的中国古典曲风，如流传下来的《阳关三

叠》（古曲  ［唐］王维词）[ 4 ]。

中国民族众多，地大物博，产生了许多各具特色的民歌。

民歌具有良好的群众基础，自艺术歌曲概念传入中国以来，作

曲家们就在做将民歌的语言风格、音调等与艺术歌曲的创作手法

相结合的探索，也产生了许多具有中华民族风格的艺术歌曲，如

《牧笛》（邹永强词  尚德文曲）、《我像雪花天上来》（晓光词  徐

沛东曲）还将伴奏编写成艺术歌曲多用的钢琴伴奏，使曲子变得

高雅又具有民族风味，受到广大听众的喜爱。

2　对中国艺术歌曲进行艺术鉴赏

2.1基本方向

2.1.1诗歌之“歌”

艺术歌曲由于其独特的艺术特征可以称作“词曲双绝”之艺

术品，但首先这是一种歌曲体裁，给欣赏者的第一印象便是其动

听的旋律，我们所听见的并非音符组合那么简单，旋律的创作是

由许多基本的音乐要素构成，如调式、节奏、节拍等。在中国艺

术歌曲中有许多具有中国民歌特色的艺术歌曲，如《吐鲁番的葡

萄熟了》（瞿琮词  施光南曲）、《草原之夜》（张加毅词  田歌

曲），则还需要从音乐风格、和声效果和伴奏配乐等方面做详细分

析。更有一些作品运用的旋律是记载于史料中的曲调，还需查阅

古籍具体分析，再从分析结果中总结曲调中的基本风格和艺术特

色。这个方面涉及和声学、曲式分析等学科，要求鉴赏者有一定

的相关学科知识与鉴赏能力。艺术鉴赏因受众的艺术素养不同而

不尽相同[5]。

2.1.2诗歌之“诗”

若要对艺术歌曲进行艺术鉴赏，当然不可只从听觉入手，与

美妙旋律同时来到面前的，是极具文学性的歌词。文学也是一种

艺术，所以艺术歌曲的歌词也是艺术鉴赏的重要方向。中国的诗

词已有几千年的历史，沉淀在其中的文学价值，不是只言片语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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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述的。即使是使用白话文的诗词，也有许多讲究。从语言方面，

我们可以探究其韵脚、诗律、词牌等，从文学方面，诗词运用的

典故、修辞手法等都可以在字里行间感受到，如歌曲《我住长江

头》的“日日思君不见君不见君，共饮长江水”一句，一种叹息

两人不遇的惋惜之情跃然纸上，却不见一个“愁”字。

2.1.3诗歌之“境”

极具艺术性的旋律与极具文学性的歌词相结合，产生的是一

个诗与歌极为契合的艺术作品。两者相辅相成，造就了一首首传

世佳作。艺术歌曲所传达的情感如同在眼前的一幅画，他传递给

听众的是作者要表达的心声，艺术鉴赏是一种审美再创造过程，

是受众对作者心声的倾听。《梅娘曲》所唱“哥哥，你别忘了我呀，

我是你亲爱的梅娘”，只一句，旋律带着歌词涌上心头，一股悲伤

之情无以言表，仿佛没有别的办法能将情感这样真切的流露。艺

术品所蕴含的情感色彩引人入胜，是欣赏者调动全身的感触结合

自身经历，自发的构建作者所想表现的情境，这便是艺术品的艺

术所在，也是我们进行艺术鉴赏最后要看到的瓶底[6]。

2.2具体过程

2.2 .1 以“听”起意

王一川先生在《艺术学原理》一书中将欣赏者接触到艺术

品后产生自己的情感这种情况称为“生兴”，我认为这十分贴切，

艺术品要传达作者的情感，那必然要欣赏者自己主动去体会，才

会产生与作者相同的感触。对于一首歌曲来说，仅听一遍或许只

能知其大概，而艺术歌曲在音乐史上是一个瑰宝般的存在，想要

对其做鉴赏，一定要多听，听其旋律、和声、伴奏等用耳朵能感

受的方面。《玫瑰三愿》此曲初听曲调平稳而安静，开头在伴奏轻

柔级进的和弦中，仿佛早晨的露水从花瓣上滴落，让人心中宁静

安详，十分享受。行至曲中，音乐流动如雾气萦绕，“三愿”一句

比一句强烈的语气又让人感到惋惜与心疼，最后“红颜长好”的

希冀又仿佛留有余地。曲子不长，但旋律精致优美，余音不绝，情

感递进，由浅入深，引人深思。

2.2.2以“读”深掘

接触一个音乐作品，应是先听到，觉得甚是感慨，便有下一

步，找出谱来研读一番，从谱中我们可以读到更多妙处。首先，谱

上曲式明晰，《玫瑰三愿》这首两段式结构的歌曲，前后段有对比，

全曲为E大调。开头两句的力度递增，“三愿”时力度对比都清晰

的标记，强弱运用恰到好处。结束句平稳延续，伴奏的最后一小

节长音终止于主调式的主音，是一个传统的终止式[7]。

谱面的另一大构成元素是歌词，在上一点我们说到，艺术歌

曲的歌词极具文学性，所以我们欣赏歌曲一定要研读其词。《玫瑰

三愿》一曲由黄自作曲，龙七（龙榆生作词，全曲押“a”韵，以

至于在唱原诗“凋谢”时许多歌唱家会处理为“凋下”，“三愿”中

“无情风雨”、“多情游客”、“红颜长好”蕴含深刻，或许可以理解

为无情与多情，都会给一个女性带去伤害，又或许是一个经历了

许多坎坷之人的一生写照。最后一句“留住芳华”更是将欣赏者

的思绪带入其中，余音不绝，令人读之生情，感慨万千[8]。

2.2.3以“思”回味

或许听与读都在表面，艺术鉴赏是一个复杂的、深层次的思

维活动。我们在了解了曲子的主要信息后，便要进入总结环节，那

就是探究歌曲要表达的意境，思考作者的想法。首先可以从歌曲

的创作背景入手，借物咏志是古今中外诗词中一个通用手法，《玫

瑰三愿》也是这样一首经典之曲。此曲写于1932年，时任教于上

海国立音乐学院的龙七看到校园内些许凋零的玫瑰感慨不已，故

而写下此曲的歌词，后由黄自为其作曲，词曲如天作之合，恰

如其分。探究其含义，或许在那三四十年代的社会中，两位作

家都具有进步的解放思想，曲中的玫瑰是女子形象，但歌中的

她对于一切伤害她的事物有反对意识，追求美好浪漫的未来，

歌中也流露出对他的同情、惋惜，十分巧妙地借助递进的情感

诉说了进步女性的心声。这便是运用联想、想象等方法对歌曲

的思考，回味其内涵与深意，才能从根本上把握作者的用意[9]。

在艺术鉴赏后，往往伴随着艺术评价，在进行以上的思维

活动后，可以给出一个客观的，贴切的评价。“一千个人心中

有一千个哈姆雷特”，由于欣赏者审美能力、专业素养、审美

感受等的不一样，每个人的艺术评价不尽相同，或可参照或可

对比，但一定要有自己的思想。我认为艺术鉴赏的个人评价也

可只存在于欣赏者的内心，因为艺术评价是一个更深层次的表

达，也要有专业的知识体系来支撑，并不是随口而谈[9 ]。

3　总结

综上所述，对中国艺术歌曲进行艺术鉴赏有以下三个过

程：第一，以“听”起意，多听多感受，欣赏来自于艺术

歌曲旋律的美感，初步了解歌曲的轮廓。第二，以读深掘，发

掘在谱面上的巧妙之处，对曲子有更专业更深入的了解。第

三，以“思”回味，用所了解的信息结合起来，运用艺术鉴

赏的方法角度去思考作者每一处变化的用意，体会作者所传达的

思想感情，有时也可给出艺术评价。

艺术歌曲诗歌双绝，在艺术史上具有重要地位。但在我浅

显的了解中它在大众中的知名度并不高，或许在音乐领域中才更

受推崇。而且现在写作一首优秀的艺术歌曲越来越难，反而有

更多毫无乐感、毫无意义的歌曲大行其道却存留不久。我希望

在对前人的优秀作品的鉴赏中获得经验，好的理论方法无论在写

作、歌唱、研究方面都大有裨益。这篇文章虽浅显简单，但

艺术歌曲本身经典而传统，深刻的含义都在于歌曲本身，希望

读者在简读本文后能对艺术歌曲产生兴趣，从而扩大其影响，将

艺术歌曲的优雅美妙传递到大众面前，丰富人们的精神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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