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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诗词艺术歌曲语言的规范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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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国古诗词艺术歌曲是古诗词与音乐的结合，具有文词优美，曲韵和谐等特点。本文通过对中国古诗词艺术的

词语特点，对中国古诗词艺术歌曲语言的规范性进行分析研究，以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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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近年来有很多专家对古诗词歌曲的演唱特点及语言规

范进行了大量的研究。认为规范的语言是古代诗词歌曲中的

重点，直接影响古诗词读音的准确性及规范性。因此，要更

好地掌握古诗词中语言的特殊性，了解作者创作的意图，才

能更好地演唱古诗词艺术歌曲。

一、中国古诗词歌曲语言的特点

中国古诗词是我国珍贵的文化遗产，古诗词歌曲中的词

句通常都是古诗词的原句或者是后辈人创作的古体词句，不

仅文雅而且语句内敛，含有丰富的文化底蕴与浪漫主义色

彩，也蕴含着诗句之间的韵律与对仗美。在整体的形式上，

古代诗词比较重视整首诗的韵律与工整，诗句之间也注重抑

扬顿挫。例如书中经常提到的古代“摇头诗”，说的就是古

代人在朗读诗句过程中，为了把每个字的读音说得更清楚，

读的过程中都要摇头一圈，读出节奏，孕育出浓厚的古典韵

味及文化内涵。在朗读古典诗词时会出现吟唱的情况，就像

现代很多人在朗读古典诗词时，会在句尾出现拖长音，而在

古典诗词中也会出现诗句末尾的拖腔处理。中国古代诗句颇

具押韵与对仗的形式美，易于后人的传颂与记忆，更是加深

了诗句中的音韵与协调之美，使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散发更

迷人的魅力。

中国古代诗词是一种高雅的语言艺术，最能在不同的音

韵及情境中体现。中国古代诗词的语言越是简单，在社会中

就越能获得高雅的艺术效应。在传统古诗词的语言当中，除

了要有新意，还要有恰如其分的语言，才能使新意得到充分

表达。对于传统的古诗词来说，诗词中的内容都是生活特性

的映射，可以充分发挥想象与情感的表达。中国古代的艺术

歌曲有它自身的民族性与传统性，也有属于自己的特点与魅

力。诗词中的歌词都来源于生活，是在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基

础语言上，不断地进行添加与修改，实时更新的含有艺术性

质的语言文字。古诗词艺术歌曲中的诗句都是值得传颂的优

秀作品，在我国古代曲艺中，已经有人将诗词与歌曲融为一

体，直接将诗句以唱歌的方式进行吟诵。因此，中国古代的

诗词是音乐与文学作品结合而成的文化艺术。不管是中国还

是外国，古代时期还是现代时期，古诗词艺术歌曲的内容都

源于诗句中。在进行古诗词歌曲的创作中，要仔细地安排歌

曲的结构、配乐与诗词的完美结合，将我国的传统文化以歌

曲的方式展现出来[1]。

二、中国古诗词语言的规范性

（一）挖掘词义，体会意境

在进行古诗词歌曲演唱时，要注重诗句当中情感的表

达。首先要对歌曲内容有所了解，是热情的赞颂还是悲伤的

思念情感，这需要人们仔细分析诗句的内在含义。在进行宋

词歌曲《杏花天影》的演唱中，首先了解诗词中描写的是作

者身在异乡，触景生情、不断思念异乡恋人的情感。在短短

的几句诗词中，深刻地描述了作者悲凉的情境。因此，在演

唱时，一定要将情感把握准确，用温柔的音色与细腻的情感

处理，将浓浓的思念之情却由于身在异乡，不能归家的无奈

之情演唱出来。还有毛泽东的《沁园春·雪》这首词，通过以

景论史，不仅体现了对祖国河山的无限热爱，更是表达了毛

主席在战争年代的雄心壮志与远大的目光。这首诗词也被称

作是中华诗词中的经典之作。若想展示这首诗词的雄浑之

势，则需要有足够的气势和音量。

（二）注意吐字，掌握音韵

好声音的创作需要有清晰的吐字与准确的咬字，要将歌

曲中的词句清晰的传达给观众，才能让观众体会到诗句中的

音韵。在古代的诗词歌曲中，十分注重咬字的头、腹、尾的

掌握，意在强调字头的发音要快，字腹发音要长，字尾发音

要软等要求。例如在《红楼梦》中的《红豆词》中，出现了

“滴不尽”“睡不稳”“忘不了”这几句词，充分的体现了

红楼梦中人的许多无奈与辛酸，因此在演唱的过程中，这里

的每一个字都要重点突出字头，加强吐字的力量，将字尾音

延长，方能体现出古诗词的韵律之美[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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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把握咬字，体现艺术

咬字不仅是诗词中的重点，也是演唱中的基本。由于古

诗词中的词与句多是文言文的性质，具有很强的艺术性，并

且诗词中的每个字都具有自己特有的含义，诗词的曲谱在音

域上的字发音很困难。因此，在古诗词艺术歌曲中的咬字一

定要松弛与清晰。在发出每一个字的时候，都要明确这个词

声母发音的位置，也要清晰地辨别是五音中的哪一种发音。

一般在正常发音的情况下，除了注意字头、字腹与字尾之间

的发音外，还要保持口腔呈打开的状态，注意母音的发音准

确性，强化抑扬顿挫的发音规律。在演唱时，咬字与吐字都

标准的状态，能给演唱作品提供很大的帮助，在发挥作品的

风格上也会更加娴熟。诗词歌曲中的歌词与我们日常生活中

的语言表达与朗诵，念台词等都有很大的区别。在诗词歌曲

中，仅仅一个字就能充分地表达整段文字的重点，能体现作

者想要表达的真情实感。因此，在进行古诗词艺术歌曲演唱

时，一定要严把诗词语句，哪怕一个字，都要细细揣摩其中

蕴含的情感，感受作者歌曲中的真谛，认真思考应该用什么

样的力度与强弱表达诗词中的情感，最后通过对每个词句的

准确表达，将歌曲中真正的含义演唱出来。

（四）统一气息，相互配合

气息不仅是歌曲中的能源，更是演唱者唱歌的动力，在

进行古诗词艺术歌曲的演唱中，气息对整体歌曲的表达也十

分重要。在古诗词中，有些诗词由于意境的需要，在一句诗

句内要有多次的语气强弱或者跨度性的音域变化，这样就要

求演唱者有很大的气息做支撑，才能运用自如，张弛有度地

完成较难歌曲的音乐演唱，也能表达作者要表达的真情实

感。无论是诗句还是歌曲，对语言都是固定的审美标准。在

古诗词艺术的歌曲中，要做到声、韵与调的完全统一，不仅

要求吐字清晰、准确，还要与声音相结合。气息的转换可以

借鉴戏曲延长中的运腔方法，在变换中能够快速地调整气

息，这样才能在演唱时将作品的含义表达出来，更好地诠释

歌曲的中心内容。在进行诗词演唱时，光有气息的连贯、充

足与通畅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演唱者对于气息的运用方

法，控制气息要自如连贯，收放自如。在进行古代诗词歌曲

演唱时，要根据作品的不同风格与情感，熟练的掌握演唱时

的气息转变，适当地运用气息的强弱与长短变化等，将诗句

中的每一个字都清晰地表达出来。只有这样，才能将歌曲作

品处理得更加准确到位，更能表现出歌曲蕴含的意境，让演

唱者与观众都有身临其境的真实感觉，领略古诗词艺术歌曲

的美感[3]。

（五）掌握特点，了解风格

中国古诗词艺术歌曲作品的风格多种多样，有中国的戏

曲元素与地方民歌等民族元素，同时，也蕴含着大量的西方

音乐元素。在进行诗词歌曲演唱时，要首先了解应该用什么

样的感情进行歌曲演唱，在此过程中，也要将歌曲中蕴含的

情境与歌曲旋律相结合，唱出歌曲背后的情感。在演唱诗歌

的过程中，为了充分表达歌曲中的真实情感，可以将歌曲曲

调进行转换，例如《枫桥夜泊》这首诗歌，重点讲述的是一

个深秋的夜晚，使人在经过寒山寺时，被寒山寺的夜景深深

吸引，诗中流露出浓浓的思乡之情。因此，在进行演唱时，

要根据作者的情感进行演唱，适当加快或减慢，以体现作者

内心的复杂情绪。

结论

综上所述，当下的年轻人对中国古代诗词艺术歌曲了解

甚少，古代诗词就像中国的文化一样，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

需要更多的人了解与接受，不断发扬光大。在进行古诗词歌

曲的演唱时，要掌握语言的规范，通过准确的发音，咬字等，

强化对古诗词歌曲情感的理解，提升古诗词歌曲的艺术感染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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