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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陈田鹤声乐作品风格相关问题的研究
王　灿

（云南师范大学　云南　昆明　650500）

【摘　要】陈田鹤（1911-1955），本名陈启东。陈田鹤先生才华出众，作品包括歌曲、钢琴曲、歌舞剧、清唱剧，舞蹈

音乐等五类，艺术歌曲是他四十几年人生旅程中不可或缺的一笔浓墨重彩，至今能找到完整乐谱的共有 103 首，其中这些

歌曲又大致分为抒情的艺术歌曲、儿童歌曲和抗战歌曲（群众歌曲）。, 陈田鹤与贺绿汀，刘雪庵、江定仙并称“黄自四大

弟子”。都是上世纪 30 年代初先后进入上海国立音专师从黄自学作曲的同门师兄弟。

【关键词】陈田鹤；艺术歌曲；山中

1 陈田鹤生平与作品简介

陈田鹤（1911-1955），本名陈启东，原籍浙江永嘉。陈

田鹤与贺绿汀，刘雪庵、江定仙并称“黄自四大弟子”。陈

田鹤于1930年8月考入“上海国立音专”（即“上海音乐学院”）

后，因家庭经济拮据多次辍学，不但始终没有得到一张正式

的毕业文凭，毕生穷得到去世时都未曾拥有一架属于自己的

钢琴。但是陈田鹤却是中国近代音乐史上一位有成就的作曲

家和音乐教育家。陈田鹤先生才华出众，作品包括歌曲、钢

琴曲、歌舞剧、清唱剧，舞蹈音乐等五类，而艺术歌曲是他

四十几年人生旅程中不可或缺的一笔浓墨重彩，至今能找到

完整乐谱的共有 103 首，其中这些歌曲又大致分为抒情的艺

术歌曲、儿童歌曲和抗战歌曲（群众歌曲）。

如果把 1931 年的《如梦令 •谁伴明窗独坐》、《清平乐 •

春归何处》、《良夜》（手稿，青主词）作为陈田鹤创造的起

点的话，经过 1933 年，《采桑曲》（古诗），《燕子的歌》，巜

天神似英雄》（徐志摩词）之后，从 1934 年开始就进入了陈

田鹤创作高峰，由 1934 年至 1937 年四年间，平均每年的创

作都在十首以上，完成大量的抒情艺术歌曲，儿童歌曲以及

群众歌曲。其中包括陈田鹤的艺术歌曲代表作巜山中》（徐

志摩词），为悼念鲁迅而作的巜哀挽一位民族解放的战士》。

20 世纪 30 年代后期，他为《冷月诗魂》，《女人》，《银海浮

云》等电影谱写插曲，例如：《定情曲》，《好宝宝》《良夜之歌》

等。1938 年至 1939 年，陈田鹤从沦陷的上海撤出，途经香港、

海防、昆明等地到达重庆，担任重庆教育部音乐人员训练班

和声教员。在离开上海之前，1938 年 5 月 9 日，陈田鹤的

老师黄自，因伤寒不治去世，为悼念恩师，写下作品《悼今

吾宗师》（张昊词）。1939 年 4 月，一首根据德国诗人海涅

的诗《渔家姑娘》（由廖辅叔翻译），被认为是 20 世纪 30 年

代的最后一首艺术歌曲。20 世纪 40 年代，中日战争进入相

持阶段，除了 1943 年以外，其余年份的作品相比较于 30 年

代就鲜有作品。

1940 歌曲五首

     钢琴曲《血债》

1941 歌曲六首

     儿童歌舞短剧《秋风起》

1942 歌曲三首

     清唱剧《河梁话别》

1943 歌曲一首

     合唱二首《诗经》（合唱曲，配有乐队伴奏）

     《剑声集》共八首抗战歌曲

1944 歌曲五首 包括两首儿歌、儿童二部合唱曲和为人

熟悉的艺术歌曲《江城子 .西城杨柳弄春柔》（宋代秦观词）。

1945 编配钢琴伴奏两首《在那遥远的地方》、《送大哥》

（两首皆为青海民歌）《送大哥》被收入当年“国立音乐院”

学生组织“山歌社”出版的《山歌集》内。（“山歌社”的学

生在后来成为中国音乐界骨干的有谢功成、严良堃，王震亚，

黎英海等）

1946—1950 空白

1952 管弦乐《翻身组曲》《芦笙舞曲》

1953 歌曲《洗衣裳》 湖北民歌 编配伴奏

舞蹈音乐五首 其中包括陈田鹤改编、配器的《荷

花舞》和《采茶灯》舞蹈音乐，不仅是民族舞蹈的保留节目，

并且在国外演出也获得极高评价，是新中国建国初期的优秀

音乐作品。

1954 独唱歌曲五首合唱曲《森林啊，绿色的海洋》

(金帆词 )清唱剧《换天录》

( 注 :《森林啊，绿色的海洋》是陈田鹤后期作品中最

为人熟悉的一首合唱曲，是他于 1953 年 9 月下旬至 12 月中

旬，在东北小兴安岭宜春县的新兴城市伊春附近的森林中，

因接触大自然，学习劳动号子，启发了创作的灵感而写成。)

1955 歌曲《归航》(词作者不详，手稿，未发表 )

合唱曲《用友谊来保卫和平》即《和平友谊之歌》( 胥

树人词 )改编古琴曲《广陵散》

陈田鹤在北京的日子并不久，只有短短的四年，但能让

他专心创作的时间实在不多，除了要花很多时间和精力在思

想总结上，还要经常要离家出差 :1951 年 10 月赴湖南省

澧县中原乡参加土地改革，1952 年 5 月到山西体验生活，

1953 年 1 月到山西采访地方戏，1953 年 12 月到东北伊春

翠峦北山林区体验生活，1954 年春到江苏、浙江采集民歌

四个月，1955 年由原来的工作单位北京“中央实验歌剧院”

音乐创作组被借调到“中央歌舞团”担任配器工作。

如此繁重的工作日程，陈田鹤再也没有时间构思他优美

的艺术歌曲，赶任务的工作压力趋使他精神经常处于极端

紧张的状态之中，写在五线谱纸上的音符，像是从他体内

流出的一滴滴鲜血，他的生命力同时也在被吞噬着，1955

年 7 月 20 日，陈田鹤终于进了医院，虽然还带着一大堆写

作用的五线谱纸，可是这一次，五线谱纸上留下的是永远

的空白了。

2 艺术歌曲的特征

在诸多声乐体裁中，他特别偏爱艺术歌曲，不仅所作在

数量上大大超过他的师辈 (如赵元任、黄自 )和同辈 (如贺、

江、刘以及冼星海等 )，而且在旋律写作、钢琴伴奏、和声

运用方面也都有独到之处。

2.1 旋律与歌词方面

他的旋律是在朗诵的基础上形成的，对语义、语调、语气、

语势的处理极为考究，在感情表达上力求做到词曲结合丝丝

入扣，但又不是被动地跟踪歌词，而是充分照顾到音乐自身

1934 年陈田鹤接连谱写出了《山中》《月下雷峰》、《牧歌》

《望月》、《给》、《杜鹃与月》等十首艺术歌曲，是他艺术歌

曲创作鼎盛时期。歌词以古典诗词为素材或以近现代新诗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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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材。

2.2 以歌曲《如梦令 •谁伴明窗独坐》为例

陈田鹤的第一首艺术歌曲《如梦令 • 谁伴明窗独坐》完

成于 1931 年，发！表在同年 4 月出版的巜乐艺》第一卷第

五号上。《如梦令•谁伴明窗独坐》的歌词取自宋代诗人向镐。

这首作品的旋律哀怨婉转，充分反映了作者的内心的失落与

孤独。末尾处的歌词是“好个凄惶的我！”旋律采用音阶三

度下行后，在使用八度音程，把曲作者内心的孤独感变现出

来，然后使用了一个 #c 和声小调的调性里的 #b，用这样的

不稳定感把曲作者的失落感表现出来；末尾的“pp”的使用，

柔声结尾，展现出作者的孤独感。联系作曲者的一生，自幼

在寂寞痛苦中成长，历尽坎坷人生与心灵创伤，所以他对美

好生活有着格外的憧憬。在这首最早期的作品中，不难发现

他对“唯美主义”的追求。

2.3 艺术歌曲《山中》的曲式分析

《山中》是陈田鹤的优秀的艺术歌曲之一。这首歌曲

表现出了人们在热恋时期里心理的极其细微的变化，展现

了丰富的想象力，音乐为表现歌词的内容发挥了重要的作

用。采用徐志摩的现代诗作为歌词，（是徐志摩所爱慕的才

女林徽因正在北京郊外的香山休养，对她的思念因此有感而

发。）陈田鹤的《山中》写得柔婉而深情，旋律中表达了诗

中的含蓄与真挚的情感——曲调建立在降 A 大调上，用行板

（Andante）的速度、3/4 节拍来展开。

第一部分 ：歌曲开始有两小节的前奏，轻柔的和弦的三

连音辅和低音声部的主旋律呼应从而展开歌曲，而 3/4 的节

奏特点本身就很有荡漾的韵味，用在此处更能描绘出宁静夜

色下的景色。陈田鹤采用一个两小节的五声性的旋律贯穿全

曲，加以色彩丰富的变化和再现，形成了完整而富有逻辑层

次的音乐组织。到第 9 小节时，因作曲者使旋律中的 D 音忽

然还原，用来表达诗句中的突变意念而有所波动，虽然只是

短暂的一个音，到歌曲第一段结束时，又回到 A调的主音上，

但陈田鹤在此处运用的还原之音，完全尽显出了诗人内心深

处起伏不止的恋意，这部分的转调在歌曲中很好的流露出诗

词本身的意境。

中间部分：歌曲的发展从第 19 节开始进入新境界，速

度转为小快板 (Allegretto)、拍子由 3/4 转为 6/8，调性也

变为降 D 大调，三小节之后再转为 E 大调。为了表现在幻想

的心境，使用左右手分别的四个十六分音符为一组和五个

三十二分音符的五连音为一组的流动音型交递出现，伴奏的

形式不再停留在轻柔的和弦三连音上，而是利用从“琶音”

型的主和弦，左、右双手作呼应式连贯轻柔的弹奏，表现“化

一阵清风去山中浮动”的幻想境界，而后在第 23 小节为 E 

大调，更进一步变化，在仍然是 6/8 的节拍上，由十六分音

符衔接三十二分音符的“五连音”，钢琴伴奏五声音阶的琵

音上行就像是一阵清风吹拂山中的树林，音量从增强又渐弱，

使轻快、舒畅山风吹动的音乐形象栩栩如生。钢琴伴奏五声

音阶的琵音进行就像是一阵清风吹拂山中的树林，也用表现

出了诗词的心境。然后作曲者安排了两个小节的由强到弱的

伴奏音响效果来为转到 A 大调过渡。

最后的部分：（第 30 至 40 小节）由 E 大调回到歌曲原

调降 A 大调，拍子也变回 3/4 拍，并且回到原速，继续沿用

第一部分的和弦三连音的伴奏模式，但第一句左手的部分为

第一部分的旋律声部，以此来前后呼应整首乐曲，当歌者唱

完最后两句“轻柔如同叹息 , 不惊你安眠”的歌词时，音量

由渐强到自由延长转至渐弱，钢琴伴奏的最后一小节以 ppp

结束，停留在 A 大调的主和弦上，是静止，也是永恒，在幽

静浪漫的意境中结束，完成了这首内蕴炽热而表达含蓄的恋

爱中人们的心声，这与词作者的心境不言而喻。

3 对后世的影响

陈田鹤本人也是投身于救亡歌咏运动的作曲家，他在当

时也谱写过许多有一定社会影响的抗日歌曲，如《巷战歌》

《八·一三战歌》等，1937 年他协助刘雪庵编辑出版《战歌》

刊物，发表、推广了许多抗战歌曲。他的一部分艺术歌曲的

题材也和抗日战争能够紧密结合，如《制寒衣》等。但是，

他的艺术歌曲的题材有些是属于他和他自己的小圈子，有些

仅仅是个人情感的抒发，真是身在世中而超然世外。按过去

的狭隘的观念，这就是“小资味”，“逃避现实”，“脱离大众”，

“感伤主义”。陈田鹤的许多艺术歌曲中确实弥漫着忧郁感、

孤独感，孤影徘徊，愁云惨雾，一片离索。这是陈田鹤的典

型风格。他的艺术歌曲是他个人的悲悯情怀的表达，是他的

心灵的倾诉，是他“自传性”的表述，发自他的心灵深处。

这同时也是欧洲艺术歌曲的特点，特别是舒伯特的艺术歌曲

的特点。陈田鹤通过黄自，接收了舒伯特的真传。

在国立音乐院“山歌社”的师生们的影响下，陈田鹤在 

20 世纪 40 年代后期为《在那遥远的地方》编配了精致的

钢琴伴奏，已经成为传播海内外的艺术歌曲精品。陈田鹤是

将《在那遥远的地方》当作“青海民歌”来配伴奏的，当时

他不知道这首歌曲是王洛宾的创作。陈田鹤的钢琴伴奏简练

而富有艺术效果，他从歌曲旋律中摘出一个短小的乐汇，构

成了两小节的前奏，又以民间的“加花变奏”的方式发展旋

律，以简洁的和声衬托为陪衬，并探索了民族风格的和声特

点 ( 如商调式的和声处理 )。这使这首钢琴伴奏和《在那遥

远的地方》的旋律珠联璧合，成为我国艺术歌曲历史上的经

典之作，现在大多数所使用的伴奏版本就是此版本。

既然被称为黄自的四大弟子之一 , 受老师的影响是必然

的 , 我们从黄自的《花非花》, 甚至《玫瑰三愿》，再看陈

田鹤的《清平乐 ·春归何处》《山中》等艺术歌曲，无论在

歌曲意境、艺术气质，特别是写作技巧上，他们是非常相近

的。当年陈田鹤在“上海国立音专”就学期间，较多受西洋

古曲音乐和学院派风格的影响，他对贝多芬、舒伯特、舒曼、

勃拉姆斯等的艺术歌曲是熟悉的，因此，陈田鹤不但依循老

师教导如何运用西洋七声调式的功能体系和声写出具有中国

风格作品的原则，创立他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对和声与旋

律之间的布局十分讲究和精细之外，他对歌曲的钢琴伴奏部

分，要求十分严格，绝非只是“伴奏”那样简单，德国艺术

歌曲的特征是“诗”与“乐”、歌唱旋律和钢琴演奏并重的，

陈田鹤的《山中》就是按照钢琴演奏和歌唱旋律相辅进行而

又能各自独立的写作规律而完成的。《山中》是中国早期艺

术歌曲中的精品，直至现在也是声乐家们音乐会上的最喜爱

的曲目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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