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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1

礼乐，是传统社会的统治阶级用以教化人心、合和

天下的工具。优秀的音乐可以抚慰人心、推动社会教化。

音乐的发展受政治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影响。改革开放以

来，我们在各个领域都张开怀抱，拥抱世界。西方文化

的传入和经济科技的发展，让我们接触到更加多元的音

乐。邓丽君的甜美小调、青春活力的港台流行乐、欧美

盛行的 R&B 和 HIP-HOP 等均对国内流行歌坛产生了深刻

的影响。40 多年过去了，我们在借鉴学习和发展创作的

同时，加大了对优秀传统文化的发掘和利用，创作出为

各国各民族所喜闻乐见的优秀音乐作品。疫情期间“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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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飘飘北风萧萧”在西方媒体上广泛传播便是最佳例证。

它让大众再次把目光聚焦在“中国风”以及如何让这股

“中国风”遍拂世界的问题上。

所谓“中国风”，是在方文山的作品走红之后才真

正成为流行乐坛上一种被辨识与归类的“风格”并广为

流行的。在此之前，黄霑，这一奉行“大乐必简”宗旨，

写就无数经典金曲的鬼才词人，也是“中国风”歌曲创

作的代表。黄方二人并非处于同一时代，关注和分析二

人的词作特点，可反应出“中国风”词作的时代特征。

而且，近年来利用语料库对各种类型的文学作品的研究

呈上升趋势，并且逐步占据重要地位，从而形成了语料

库文体学这一新兴研究领域。再者，优秀的音乐也是民

族和国家精神的象征和标志。我们要树立文化自信，要

把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传播到五湖四海，就更要注重对

优秀传统文化进行深度挖掘，与人民喜闻乐见的形式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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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创造出更多优秀的作品。

二、方法与研究目标

本文借助“汉语助研”软件，对自建的 7 万多字的

黄霑歌词文本、方文山 1999— 2012 年间所有国风歌词文

本以及由 620 首经典唐诗宋词构成的文本进行分析，观

察三者的用字、用词、风格等情况；通过两两对比的方

法以及有效检索，观察黄霑歌词与经典唐诗宋词之间、

方文山歌词与经典唐诗宋词之间以及黄霑歌词与方文山

歌词之间的用字、用词的差异及意象、手法的使用情况，

以期从实证的角度找出优秀“中国风”歌词的特点，为

相关研究提供新的思路，同时为“中国风”歌词创作者

提供一定程度上的指引和参考。

三、“汉语助研软件”的应用

1.“汉语助研”中的“用字”统计分析

经软件“用字”功能对黄霑歌词的用字情况统计后

可知，黄霑歌词中共有 2206 个字符总数，其中方言字总

次数 176，方言字总次数占汉字总次数的比率为 0.27%，

方言字字种数占汉字字种数的比率为 0.38%，方言字总

次数占汉字总次数的比率为 0.27%，方言字字种数占汉

字字种数的比率为 0.38%。异体字总次数为 68，异体字

总次数占汉字总次数的比率为 0.10%，异体字字种数占

汉字字种数的比率为 0.28%。存在相当部分的繁体字及

旧印刷字形，两者的字总数都占汉字字种数一定的比例。

由此看出，黄霑歌词带有明显的粤方言色彩和古风色彩。

繁体字、异体字、方言字以及就印刷字形与规范汉字存

在一定差异，本身有带有一定的年代色彩，加之粤语的

发音又与中古音相接近，给人一种古韵味十足的感觉。

这一古韵味也正是本文所探讨的“中国风”的另一说法。

方文山的中国风歌词中共有 1768 个字符总数，其中

汉字（不含部首、标点和非汉字字符）总次数为 13599，

汉字字种数则为 1737。简化字、繁体字、异体字、方言

字、旧计量用字、不规范简化字以及旧印刷字形的总次

数均为零。这也就意味着方文山的中国风歌词所用的汉

字所有都是国人熟悉且日常生活中的汉字。就用字而言，

它并不像黄霑的古韵歌词那样带有鲜明的时代色彩和地

域色彩，但正是这些熟悉的汉字更给人一种熟悉感，也

更符合听众的用字习惯，在理解和意会字的含义及其背

后的感情时更为容易，通感效果更强。

经典唐诗宋词中的字符总数则较前两者多，共 2401

个。其中汉字（不含部首、标点和非汉字字符）总次

数 为 27736， 汉 字 字 种 数 2379。 而 简 化 字 的 总 次 数 为

27718，简化字字种数为 2368；简化字总次数和汉字总次

数的比率为 99.94%，简化字字种数和汉字总字种的比率

为 99.54%。剩下的繁体字、异体字、方言字、不规范简

化汉字以及旧印刷字形则攻占汉字总字数比率的 0.46%。

尽管在经典唐诗宋词中主要的字种仍是简体字，其他繁

体字、异体字、方言字、不规范简化汉字仅占极少数，

但正是这些极少数用字给人们带来一定视野上的冲击，

加之这些字是在传世经典的唐诗宋词中出现，它们本身

就自带时代特色，更容易给人一种感性的直观的“古”

的认识。这也再一次印证了黄霑歌词在用字方面所体现

的古韵风味。

2.“汉语助研”中的“用词”统计分析

对黄霑歌词的“用词”分析可知，自建黄霑歌词

语料库的总共词次数为 51312，不分词性统计的词种数

共 3510。成语统计的结果显示，成语的词种数在全部词

语中占比 25%。和《旧 HSK 词语等级大纲》（简称《大

纲》）对比，二者共用词种数为 2325，在语料库中的共

用比例为 66.24%，在《大纲》中的共用比例为 26.86%。

《大纲》独用词种数为 6330，独用比例为 73.14%。其中

甲级词词种数为 550，甲级词词次是 24146，乙级词词种

为 674，乙级词词种为 9028，约占总词种数的六成。共

大于一百频次的词种数共 91，占词种数比例 2.59%。由

此可见，黄霑在创作歌词当中是较为习惯用四字成语和

引经据典的，这能给听众一种较强的文学韵味和古典韵

味。同时，黄霑歌词中的词种主要集中在甲级词和乙级

词当中，也存在较多的词语复现现象，不会给听众带来

较大的理解困难，结合着其特有的用字特点，使其词作

更加雅俗共赏。

方文山自 1999— 2012 年间的“中国风”词作中的

总共词次为 10736，不分词性统计的词种数共 2231。成

语统计的统计结果显示，全部词语中成语的词种占比仅

6%。和《大纲》比较，二者共用词种数为 1552，在语

料库中的共用比例为 69.57%，在《大纲》中的共用比

例为 17.93%。《大纲》独用词种数为 7103，独用比例为

82.07%。甲级词词种和以及词词种占总词种数的 58%，

乙级词词种则占总次数的 22%。方文山在创作过程中似

乎并不常用四字成语，而更多地使用一些基础简单的词

语，但这并不十分符合现实。原因在于其在创作过程当

中较多使用一些超常规搭配的手法，以押韵和营造歌词

的古韵风、中国风。这种超常搭配的手法或处于押韵所

需的词素异位的处理方式，是古典诗词的常用手法。“超

常”增强了听众的“古”风和“中国风”的体验。就用

词情况而言，方文山的词作也适合推荐给留学生欣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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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需注意对一些意象和超常搭配的解释。

经典唐诗宋词的词次为 23369，不分词性统计的词

种数总共 2333，比方文山歌词都要多。而成语的词种数

则比黄霑歌词中的要少，但比方文山歌词要多，而且所

含的成语都是较为高级的。部分甚至带有一定的典故，

在理解上存在一定的难度。和《大纲》比较，二者共用

词种数为 1479，在语料库中的共用比例为 63.39%，在

《大纲》中的共用比例为 17.09%。《大纲》独用词种数为

7176，独用比例为 82.91%。与两位词人的词作一样，经

典唐诗宋词的词种也多为甲级词词种和乙级词词种，两

者占总词种数的 52%，但在超纲词方面也较两位的词作

要多。

3. 三者间的“对比”分析

借助软件中的“对比”功能对三个语料库的用词情

况进行两两对比分析。其中，在黄霑歌词与优秀传统诗

词的对比中，黄霑歌词在不区分词性的统计的独用数为

1995，独用占比 57%，优秀传统诗词在在不区分词性的

统计的独用数为 818，独用占比 35%。而两者共用数则有

1515。方文山中国风歌词与优秀传统诗词的对比中，方

文山中国风歌词在不区分词性的统计的独用数为 1145，

独用比例 0.51，优秀传统诗词在不区分词性的统计的独

用数为 1247，独用比例 0.53，二者共用数则为 1086。黄

霑歌词与方文山中国风歌词的对比中，二者的共用数为

1363，其中方文山中国风歌词在不区分词性的统计的独

用数为 868，独用比例 0.39，黄霑歌词在不区分词性的统

计的独用数为 2147，独用比例为 0.61。

综上数据可得，黄霑的古韵词作和方文山的中国风

词作都深受传统优秀诗词的影响。由词语的共用数可知，

无论是黄霑的古韵词和还是方文山的中国风词作都继承

和发展了优秀传统诗词。而且就所得数据而言，黄霑在

借鉴与活用古诗词较方文山多。通过对两位词人的词作

对比也不难发现，黄霑词作在用词丰富度、对传统诗词

的承袭都比方文山词作要更高、更为深入，但两位词作

的词语共用数也相当之高，所以，我们也可以藉这两位

词人的共用词以及他们与优秀传统诗词的共用词来窥探

优秀的古韵风、“中国风”的词作的共性特点。

四、“中国风”词作中的共性特征

由上文可知，通过对自建语料库中的词表对比分析，

可找出共用的词语。所以，就上述所得之结果，再结合

“汉语助研”中的“检索”功能，我们找出了黄霑古韵

歌词与方文山中国风歌词的共同意象。

1. 花意象

花在古代有多种象征意义，既可象征美好喜乐，也

可象征脆弱残缺，经典唐诗词篇章中对花的描写更是多

不胜数。出于对多元文化的喜爱和推崇，黄霑和方文山

都偏爱以花喻人、以花喻事、以花表意、以花传情。在

自建黄霑歌词语料库中，“花”这一意象共出现了 148

次。有欢快轻松的贺年歌曲《桃花开》和《共享欢乐

年》。也有劝人活在当下、及时行乐的“知否明天一到

鲜花就会谢”和“人像花开花谢转得多”等。黄霑还曾

联同其他词人给歌手罗文创作了一张以花为主题的专辑

《卉》，他自己亲自操刀“梅花”、“牡丹”、“昙花”等

曲目。方文山把“花”这一标志性的文化符号和历史都

一同浓缩倒歌词当中。如“不懂花开只一次的爱情”和

“寒风经过院子里的枝桠，也冷却了我手中的鲜花”。花

开花谢是大自然再平常不过的景色，但方文山就抓住了

花期的短暂与生命无法重来的特点来比喻爱情的不完美。

“只开一次”，很是珍贵，宛如青春时光，一旦流逝，再

也无法重来。“我”凭花示爱意，而寒风经过却把鲜花

“冷却”，细品之后方觉“冷却”之物并非鲜花，而是

“我”的满腔爱意。

2. 风意象

风意象对黄霑的古韵风词作和方文山的中国风词作

来说，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意象。在自建黄霑歌词语料

库中，剔除部分不符合要求内容后发现，风意象出现的

频率高达 350 多次。“清风”和“春风”这两个意象是出

现频率最高的，给人以清新、和煦、极具生气的感觉，

如“怀抱着柔柔清风”和“就像春风吹遍身心，去我满

怀倦”。“风”也多和“云”、“雨”搭配，比喻恶劣的处

境和道路的坎坷。尽管黄霑也用风雨描述困难和坎坷，

但是他从不把半点消极的情绪投放到“风”这一意象上

面。所写之消极的也为了表达“也无风雨也无晴”的阔

达。鼓励和“风”拥抱，与“风”和解，如“一笑已经

风云过”和“若果你的心里风雨里仍然唏嘘，我想共你

尝试学从头再聚”等。在方文山中国风歌词中，风意象

是出现频率最高的一个意象。近两百首的作品中，“风”

的出现多达 61 处。“风”在方文山歌词中多作情感的承

载者。“风”的核心是爱情，特点是飘忽不定，蕴涵着作

者对爱情无常的感慨，以及对人生缺憾的无奈，如“在

风中，撕裂我千遍”。在这首歌中，他更借“风”的残暴

形容“我”在失去爱情时的意外和绝望心境。除了失恋

的伤痛，“风”的凄厉寒冷还撕碎了“我”对爱情的一切

美好的憧憬和幻想。方文山中国风歌词中的“风”大多

都给听众带来一种“痛感”，宛如寒风的锋利刺骨，使大



195

Education Andresearch, 教育与研究(7)2022,4
ISSN: 2705-0874(Online); 2705-0904(Print)

地灰蒙，失去色彩。由此可知两位词人的风格差异，前

者豪放派，阔达乐观，后者婉约派，情感细腻。

3. 雨意象

雨意象在黄霑的歌词中并没有风花两个意象常见。

在自建黄霑歌词语料库中共出现了 71 次，大多和风意象

搭配使用。黄霑用得最多的是“烟雨”，如“江山笑，烟

雨遥，涛浪淘尽红尘俗事几多骄”。他笔下的“烟雨”逍

遥自在，没有丝毫惆怅。雨意象在方文山的笔下则多与

愁绪相伴，抒发别离惆怅和思念之感。失恋与别离的场

面多在雨中进行。雨或点滴而落，或倾盆而下，将别离

的气氛渲染得更加凄凉。方文山歌词中的“雨”，虽都指

向了人生情爱，但也因带上了都市人的情感体会而多了

一份时代特色。方文山细腻的感触，也赋予了雨“善解

人意”的性格。方文山的“雨”更像一个爱恨情愁的见

证者，它的出现，代替人们表达出心中的情感。

大胆突破词与词的常规搭配，把按照常规逻辑思维

并不能搭配的词语搭配在一起，或者改变词语组合的常

规线性排列，给人一种新奇感，同时保证每一句歌词有

相同的韵脚，是两位词人词作的又一共同点。另外，就

自建语料库中的词表对比分析结果来看，黄霑词作中的

“爱”、“恨”、“怨”等感情色彩浓烈的词语要比方文山

词作中的多，他多以直抒胸臆的写法来抒发感情，方文

山则更多采用委婉、寓情于物的手法。

五、结语

本文从中国风歌词的角度出发，借助语料库的技术，

对黄霑和方文山两位“中国风”词人的作品和经典传统

诗词作品进行分析和研究。两位词人在传统诗词中吸取

养分进行自我创新和发展，黄霑的用字更具时代色彩和

地域色彩，用词的丰富度、对传统诗词的承袭更高，是

直抒胸臆的豪放派。方文山的用字则通过创作手法把日

常用字用词古风化，是借物抒情的婉约派。两人也有一

定的共性，如常用花、风、雨等意象以及词语间的超常

规搭配手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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