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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当代的“歌诗”是诗与歌词相互靠拢的一种体裁，它是一种诗，也是一种歌词，兼有“诗性”
与“歌性”。在现代文学中诗与歌词两者分途渐远，书面诗成为小众体裁，歌词创作变成作曲的辅助工

作，独立的艺术特征变淡。而“歌诗”却是中国文学几千年的传统，它的断裂，表明“诗教”和“乐教”的

传统衰微，这是中国文化的重大损失。近年来，随着传媒技术的发展，新的文化语境促成“歌诗”复苏重

生。当代“歌诗”作为文学新体裁，应成为当今学界关注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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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诗”，这种中国自古以来具有重大影响力的文学体

裁，正在当代复兴。当代歌诗是诗与歌词两种体裁相互靠

拢的一种体裁，它是一种诗，也是一种歌词，兼有“诗性”与

“歌性”，追求“声入心通”的乐教效果，又承传“兴观群怨”
的诗教功能。

歌诗的范围应当划清: 不是所有的诗都能入乐，也不是

所有的歌词都可以称为歌诗，歌诗只是二者交界的一部分。
“诗”在当代，已经是一种独立的文学体裁。按照中国古典

诗歌传统，诗应该具有“可歌性”，比如《辞源》对诗的定义

为:“有韵律可歌的一种文体。”①《汉语大辞典》定义为:

“诗，文学体裁的一种。通过有节奏、韵律的语言反映生活，

抒发情感，最初的诗是可以唱咏的。”②自从 20 世纪中国现

代文化兴起，中国诗逐渐分化为二种: 可读的书面诗与可听

的歌词，它们是诗的主体部分，而两者兼备的“出乐为诗，

入乐为歌”的歌诗，实际上很少有人谈起。可读的书面诗注

重语言和思想的探索，追求所谓的“诗性”，但当代诗歌几

乎无法入乐，逐渐成为一种可读的文体，一种小众体裁，以

至于一般人只有在中学教科书上读过几首，甚至连一些诗

人据说也只读自己的诗。而另一端，随着现代媒介的迅猛

发展，歌词越来越因其语言平浅，意义简明，朗朗上口，为大

众喜闻乐见，但大多数的歌词缺乏文学性，这也是一个不争

的事实。歌词与诗的严重分途，对两者极为不利，不仅使中

国几千年的“诗教”和“乐教”传统断裂，而且使“歌诗”几乎

完全消失，这是中国诗歌传统的重大损失。

一 古代歌诗传统

中国古代诗歌史，诗即歌诗，一直是诗与歌互融作为文

学的主导。“上古至汉，以乐从诗; 汉至六朝，采诗入乐; 隋

唐以来，依 声 填 词。”《诗 经》英 译 为 Book of Songs(《歌

集》) ，“诗三百篇未有不入乐者”。③《墨子》说“诵‘诗三百’
弦‘诗三百’歌‘诗三百’”④，更是把词、曲、表演三者关系点

得一清二楚。经过“五四”以来顾颉刚、陆侃如等多位专家

的反复推研，“舞必合歌，歌必有辞”⑤可以说已是不争之

论，至今已无人怀疑。自从孔子删诗三百之后，《诗经》文本

就已经相当精美，够得上“歌诗”兼有的“诗性”和“歌性”。
个别诗篇，比如《召南·野有死麇》想必原初更为浅俗。

到汉代，汉武帝于公元前 112 年建立中国最有名的音

乐机构“乐府”，同时也是可唱的诗。乐府以及后代其它歌

诗离开音乐独立承传下来，是中国文字的功劳，但却没有

可靠且稳定的记谱法保留下来。汉代后期，随着印刷术大

发展，书面文化发展，脱曲之词，便是所谓的“徒诗”或“徒

词”出现。皮锡瑞《经学通论·论诗无不乐》记载，“唐人重

诗，伶人所歌皆当时绝句，宋人重词，伶人所歌皆当时之词，

元人重曲，伶人所歌皆当时之词……诵歌词不歌曲，于是元

之诗为‘徒诗’; 元歌曲不歌词，于是元之词为‘徒词’……
后人拟乐府，则名焉而已。”皮锡瑞说出了中国历史上歌诗

发展的一条清楚脉络，诗词如何谱成曲，而仿歌体的诗或为

填某个词牌而不作演唱的词，又如何成了托其曲名而写的

“徒诗”或“徒词”。
现在文学史往往忽视中国诗大部分是歌诗，原因在于

中国文化的严重书面化。书面文本刚性强，不容易变异，

而依靠口传的歌诗则相反。“歌诗”不能代代流传的原因，

与不发达的书面记谱法有关。现今所存有的年代最早的诗

经乐谱《风雅十二谱》，已是《诗经》之后一千五百年宋代赵

彦肃所拟构。记谱工具不顺手的后果严重: 曲谱不再抄印，

音乐传授困难，曲谱存留远逊于歌词，词存而曲不存。即使

专家能从考据或考古中发现古谱，恢复曲调，也无法归回大

众传唱的古貌。因此，各种歌词体，不管原来是否是“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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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在文学史上都会渐渐变成“徒诗”。
历史上，中国诗几度回到歌诗，重新出发，唐末五代开

始的词，金元代出现的曲，是中国诗歌史上最重大的两次转

折，都是诗回归歌诗之源的显例。王灼《碧鸡漫志》中总结

得很清楚:“古人初不定声律，因所感发为歌，而声律从之，

唐虞三代以来是也，余波至西汉末始绝。西汉时，今之所谓

古乐府者渐兴，晋魏为盛。隋氏取汉以来乐器歌章古调并

入清乐，余波至李唐始绝。唐中叶虽有古乐府，而播在声律

则吵矣，士大夫作者，不过以诗一体自名耳。盖隋以来，今

之所谓曲子者渐兴，至唐稍盛，今则繁声淫奏，殆不可数。
古歌变为古乐府，古乐府变为今曲子，其本一也……而世之

士大夫亦多不知歌词之变。”这也类似于后来朱自清所说的

“诗的歌谣化”历史:“通文墨的人将原诗改协民间曲调，然

后藉了曲调的力量流行起来。”⑥

二 现代歌诗发展

中国现代音乐是从“学堂乐歌”开始。音乐理论家钱

仁康曾推断:“学堂乐歌”已经是“新诗的萌芽”，原因在于

“许多乐歌的歌词作者苦心突破旧体诗格律，试图开创新的

诗歌语言和形式。从他们所作的歌词中，可以看到新诗发

展史的轨迹。”⑦早在 1904 年，学堂音乐的先驱者之一曾志

忞在当年编写的《教育唱歌集》序言中，就直接以《告诗

人》⑧为书序题目，可见在他看来，写歌词的必为诗人。
1918 年，中国新诗诞生初期，最早的歌词作者就是最

早的新诗人，最早的新歌词作品也就是新诗。这些优秀的

“歌诗”作品集中体现在赵元任 1928 年出版的《新诗歌集》
中。新音乐家萧友梅在介绍赵元任的《新诗歌集》时说:

“这十年来出版的音乐作品里头，应该以赵元任先生所作的

《新诗歌集》为最有价值……这本舒伯特派的艺术歌曲集，

替我国音乐界开出了一个新纪元，更值得我们的崇敬。”⑨

毫无疑问，赵元任的《新诗歌集》的确是中国第一本现

代“歌诗”集。虽然 1920 年，音乐家青主留学德国时，为苏

轼《赤壁怀古》谱写了一首男中音独唱《大江东去》，此歌被

认为是中国第一首艺术歌曲，但真正产生影响的艺术歌曲，

还是这本《新诗歌集》。此歌集共收集 14 首作品，其中独唱

曲 13 首、合唱曲 1 首。其中有胡适《尝试集》中简洁上口的

《微云》，活泼生动的《他》、《小诗》和《上山》( 后改名《兰花

草》，此歌直至今日，依然是一首广为流传的校园歌曲) ，刘

大白清新质朴的《卖布谣》，刘半农的《织布》和《叫我如何

不想她》，后者更是风靡全国。徐志摩的新诗《海韵》作为

大型多声部合唱曲，用独唱与合唱对照，由意大利人梅百器

( Maric Paci) 指挥、演唱此歌，这是大型的合唱曲，有着戏剧

化的曲调，因为赵元任的谱曲而广为流传，这在中国近代诗

歌史上也属罕见⑩。同样，徐志摩的《海韵》，也是叙述性很

强的一首诗，至今也是音乐学院声乐教材的一部佳作。
这些作品不拘泥于句子的长短，但讲究押韵，既是对传

统格律诗词风格说的大解放，也很好地保留了作为听觉诗

歌的一种审美传统。正如《新诗歌集·序》所写: “旧诗词

的句子有比较整齐一点的格式，可以用一个总调临机应变

的吟叹，新诗对于内容跟句式的个性两者都注重，所以新诗

的读法是要把每首都给它通谱起来，是要唱的，不是吟的。”
赵元任此歌集的贡献，还在于将中国的新诗与音乐结

合，创造了新诗入歌的典范。这类“艺术歌曲”继承和发扬

了中国源远流长的歌诗传统，尤其在中国新诗发展的早期，

它也是对新诗传播的一种开拓，也是中国现代“歌诗”传统

的奠基。后来郭沫若的《湘累》、《牧羊哀歌》，戴望舒的《初

恋》等也被谱成歌曲。
在早期新诗诗人中，有不少直接主张新诗应该是可唱

的，朱自清曾经极力赞美赵元任等音乐家为新诗诗人谱曲

的作品，他说:“我因此想到，我们得多有赵先生这样的人，

得多有这样的乐谱与唱奏……那时新诗便有了音乐的基

础，它的价值也便可渐渐确定，成为文学的正体了。”瑏瑡康白

情也引用朱熹的言论支持赵元任:“诗本为乐而作，故今学

者必以声求之; 则知其不苟作矣。”他由此推导:“此论善矣。
然愚意有不能无疑者。盖以虞书考之，则诗之作，本为言志

而已: 方其诗也，未有歌也; 及其歌也，未有诗也; 以声依水，

以律和声。则乐乃为诗而作，非诗为乐而作也。那么新诗

可以唱，就勿庸疑了。”瑏瑢而俞平伯的观点: “从前诗词曲的

递变，都是跟着通行的乐曲走的……新诗的冷落，没有乐曲

的基础，怕是致命伤。”朱自清在发表的《唱新诗等等》中也

指出:“诗的乐曲的基础，到底不容易忽略过去; 因为从历史

上说，从本质上说，诗与音乐的关系，实在太密切了，新诗若

有了乐曲的基础，必易入人，必能普及，而它本身的艺术上，

也必得不少的修正和帮助。”瑏瑣鲁迅直接说:“诗歌虽有眼看

的和嘴唱的两种，也究以后一种为好; 可惜中国的新诗大概

是前一种。没有节调没有韵，它唱不来; 唱不出，就记不住，

记不住，就不能在人们的脑子里将旧诗挤出，占了它的地

位。”瑏瑤可见当时的多数诗人也明白“歌诗”是新诗发展的一

条坦途。
20 世纪 30 年代，以“中国诗歌会”为代表的一代诗人，

也试图将诗与歌结合起来，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这与抗战

时期诗人自觉追求与音乐结合有很大关系，“三十年代的救

亡歌曲中，歌词界出现了田汉、塞克、光未然，他们的作品代

表着歌词创作的新水平。从文学的角度来看，这些歌词才

是当时真正活在千百万人民群众口头上的新诗。许多年

来，歌词一直支持了新诗，使新诗不停留在字面上，而是活

在人们的社会生活中。”但词人乔羽也同时指出，“这是中

国新文学史上一个重要现象。就我所阅读的范围所及，文

学史家对这现象似乎还没来得及进行分析、研究，作出恰当

的评价。将来总有一天会有人来写中国新诗史，我相信田

汉、塞克、光未然、贺敬之等人的歌词作品，会在这部诗史中

占有光荣的地位。”瑏瑥

中国歌诗虽然有这样的开局和发展，但 40 年代以后，

歌与诗很快就分途，并且越分越远，再也没有出现中国几千

年以及新诗前期的歌诗传统，这是诗歌界的很大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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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歌诗”的当代复兴与意义

然而，上述格局在近十多年中正发生重大改变，新的文

化语境促成歌词与诗融合成“歌诗”的趋势正在形成。这

表现在三个方面:

其一，从当代词作家来看，一部分音乐人的歌词作品在

艺术品格上，已经不逊于成熟的诗，而且作词人对“歌诗”
这种文体已经相当自觉。比如著名词人张黎介绍自己创作

历程的著作名为《歌诗之路》，方文山的歌词集《关于方文

山的素颜韵脚诗》自称为是诗，歌手黄磊的歌曲专辑《等等

等等》，就称为“音乐文学大碟”，歌手胡海泉创作《海泉的

诗》等诗歌作品。
其二，从诗人来看，一部分诗人开始转向，成为以“歌

诗”创作为主，从而成为一类新型的“歌诗人”。例如诗人

张海宁《爱情鸟》的创作、白麟《眼里的海》的创作以及毛翰

《诗经变奏》的创作等。
其三，从作曲家来看，歌曲界对歌词艺术的要求也发生

了变化，许多原先不入乐的诗也都被纷纷谱曲传唱，比如现

代诗人胡适、刘半农、刘大白、徐志摩、戴望舒等早期诗人作

品，当代诗人如舒婷、杨克、顾城、海子、尹丽川、廖伟棠、颜
峻、夏宇、零雨、三毛、余光中、郑愁予、洛夫、痖弦、席慕蓉、
琼瑶、白萩、罗门、杨牧、周梦蝶等某些作品也都陆续配乐。
而且，这三类人群自觉的联合行动正在越来越频繁地出现，

比如，2007 年由诗人黑大春、音乐人秦水源等人发起的歌

诗活动影响巨大，他们直接以“把诗歌带回到声音里去”为

口号，使得不少诗人的作品借音乐而广泛传播。
这三股潮流汇合，造成当代“歌诗”复兴的洪流，歌诗

传统中强调的语言音乐性复归，歌的诗性品质在提升。应

当说“歌诗”的复兴已经非常明确清楚。然而批评界和学

界的反应阙如令人纳闷。学界一向重视中国古代歌诗的研

究，学术著作汗牛充栋。从古代歌诗的内涵到外延研究; 从

古代各历史时期歌诗的生产到消费和表演研究; 从歌诗的

社会文化研究到歌诗对古代其他文体的影响研究等等。古

代歌诗研究的繁荣，反衬出当代歌诗研究的匮乏及其研究

的重要意义。古典文学界对古典歌诗津津乐道，却不能延

伸到当代中国。
相比之下，当代学界面对现代歌诗逡巡不前，万般犹

豫，认为歌诗是“次等的诗”、“平庸的诗”，从而不屑一顾，

这个评价可能曾经是对的，但已经远远不适合当今歌诗的

发展。然而，近年还是有不少学者，已经开始重视歌诗。歌

诗作品进入写作课程训练，进入高考试卷，而且进入大学重

要的教科书，例如谢冕选编的《中国百年文学经典》、陈洪

编写“十五”国家级规划教材《大学语文》、李怡主编的《中

国现代诗歌欣赏》、吕进编选的《新中国 50 年诗选》都已选

入各种歌诗作品。关于歌诗的讨论也开始进入学者视野，

例如，陈思和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苗菁的《现代歌诗

文体论》、许自强《歌词创作美学》、晨枫的《中国当代歌词

史》、魏德泮的《歌词美学》、陈清侨《情感的实践———香港

流行歌词研究》、王丽慧《从唐宋词到当代流行歌曲》、宋秋

敏《“流行歌曲”视角下的唐宋词》等。还出现了一些学术

论文，例如刘东方的《论中国现代“歌诗”》、钟军红的《中国

古代“歌诗”传统之于新诗发展的启示》、童龙超的《歌诗在

诗歌与歌词之间》、杨雄《唱诗论———关于今诗形式、传播

的思考》等。再如，王一川在分析海子作品时，直接称海子

为“诗人中的歌者”。并指出，“海子在现代汉语诗歌丧失

‘歌诗’精神的危机境遇中，不无道理地借助西方史诗或神

话诗之境，深切地追溯和体会中国古典诗歌的‘歌诗’传

统，并且在长诗中尝试性加以呈现。”瑏瑦而谢冕直接赞美海

子的《亚洲铜》:“以歌谣的明亮写出了丰厚的意蕴。”瑏瑧正如

学者高小康指出:“自朦胧诗后，开始衰落。现代诗衰退的

同一时期，以中国摇滚乐为代表的 90 年代流行音乐日渐兴

起……中国新诗已经从纯文学性和精英性转向了音乐性和

公众性。”瑏瑨我们无法回避这种趋势，朱大可敏锐地指出:

“中国诗人应该参与现在歌词的创作，恢复诗人的本身作用

体现诗歌的原始面目……”瑏瑩

这些研究和观点从不同的角度，都提出了“歌诗”存在

与发展的重大意义。就现有的研究成果来看，主要存在这

三方面问题: 一、对这新体裁命名不一; 二、对其艺术地位认

识不一，多数学者涉及到歌诗，缺少深入研究; 三、研究方式

多沿用书面诗的理论。对歌诗在当代复兴的意义及发展前

景的学理研究，在国内基本上还没有充分展开。
当代电子传媒技术的发展，是歌诗复兴的重要推动力

量。作为文化产业的重要分支，随着新媒体的广泛传播，歌

的影响力超过了以往任何年代。当代歌诗与其他艺术体裁

的重大区别，正在于它的群体性。歌诗的意义必须依靠广

泛传播而实现，要实现这一特殊的表意方式，歌诗不得不通

过由以下五个基本环节组成的生产与流传过程: ( 歌诗人

的) 歌 诗———( 作 曲、编 制 作 者 的) 音 乐———( 歌 手 的) 表

演———( 机构的) 传播———( 歌众的) 传唱。歌诗虽为流程

之开端，起社会文化传播，受制于其他传播的四个环节，但

歌诗正是在这种特殊表意渠道中，彰显它的文化力量。多

环节的存在，可能会影响歌诗的价值判断和标准，但也构成

了当代歌诗艺术上的丰富性。歌诗在社会交流中更容易形

成身份认同、社群意识、民族意识、文化认同，因此，歌诗是

“文化中国”重要的凝聚力量，是继承和发扬中国诗教和乐

教传统以及诗歌民族性的最有效途径。歌诗的接受者不仅

是文学的读者，更是歌的传唱者，歌众是歌诗文本意义的

“实现者”，歌诗真正把社会群体的参与变成其意义的落

实点。
“歌”“诗”融合的趋势，是文学文化艺术发展的一种趋

势，应当说，这是影响力日益衰微的书面诗与浅俗歌曲共有

的一个自我拯救机会。面对“歌诗”的发展，或许应该保持

这样的乐观:“如果我们把目光转向收集整理现代歌词诗，

我们就不会感到当代诗作的贫乏，而是感到其中有无限的

生命创造力。”瑐瑠“歌诗”作为文学体裁在新的历史语境下的

复兴，应成为当今学界不可回避的研究课题，这也是一份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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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小波

书 讯

《半罐局长》
作者: 李明春 出版社: 四川文艺出版社 定价: 38 元

一个从农村干部起家的县教育局长，中专学历，喜欢下野棋，人称令半罐。他被领导点将，接替高学历却毫无作为

狼狈而逃的前任局长，用丰富的基层经验和近似流氓的手段，一次次危机管理，成功处理校舍破旧、师资力量不足、
教师上访、学生被危房压死家长闹事、同僚排挤、领导打压等问题，成功实现了九年义务教育普及，最后却黯然

离职。

《世界突然安静》
作者: 曾 蒙 出版社: 四川文艺出版社 定价: 28． 00 元

本书收录曾蒙 2014 年以来的诗作，在本世纪前十年，从曾蒙为数不多的诗歌可以看出他有多个方向的转变，从他

的诗歌中，读者可以感受到向下的速度、向后的姿势、不变的矢量这三种变化。

《远足: 短歌或 74 个瞬间》
作者: 干海兵 出版社: 四川文艺出版社 定价: 20 元

本书是诗人干海兵 2014 年以来创作的诗歌合集。包括七辑: 第一辑，隐约的故乡，第二辑，时间如滴血的箭镞，第三

辑，念经的人转过回廊，第四辑，猝然相逢的远方，第五辑，在我们必经的路上，第六辑，月光如镜，吹奏天空和大地

的声音，第七辑，如影如形的生活。作者的诗歌风格质朴中带着真挚，灵秀中带着不羁，多以大自然和生活中的人、
事为意象，想象力丰富，充满画面感，情感冲击力强，是 2015 年度诗歌创作的优异者之一。

2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