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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韵今声觅知音

——评当代抒情歌曲《梅花引》的艺术特色

常 晶
(南京财经大学艺术教研室，江苏南京210046)

摘要：当代抒情歌曲《梅花引》是近年来推出的一首雅俗共赏的歌曲佳作，拟从审美的立意和表

达的角度，分析其歌曲文学、音乐的创作以及演唱方法上《梅花引》的艺术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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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枝梅花踏雪来，悬崖上独自开。回眸一

望，遍地芳菲都销尽，红颜寂寞，空守天地一片白。

谁是我知音?谁解我情怀?疏影横斜，一树梅花

一段魂，一片冰心等君来。一枝梅花踏雪来，悬崖

上独自开。临风一笑，化做春泥飘零去，孤芳无

痕，惟留清香透天外。谁听我吟唱?谁为我徘徊?

拨开风雪，赠君东风第一枝，万朵霞衣任君裁。”

一首《梅花引》，意深情重，韵味悠长。

梅花盛开于寒冬腊月，在万物凋零之时独放

花蕊，用疏影横斜的芳姿和幽然浮动的暗香在萧

瑟的环境中宣告着春天脚步的到来。因此，它以

其铮铮傲骨、高洁坚韧的品质成为我国传统文人

理想中完美人格境界的物化象征，也成为古往今

来众多艺术创作的灵感源泉。由我国当代著名作

家韩静霆和作曲家徐沛东合作而成的抒情歌曲

《梅花引》，以古典传统词牌名为序，以“梅花”为

象征，亦诗亦歌地描绘了当代知识分子在困境面

前坚守理想、不为名利但求知音的真我情怀。歌

曲作词凝炼，提炼众多古诗词中的“梅意”融于昂

扬积极的时代精神中，手法流畅，读来抑扬顿挫，

品之更有新意。歌曲的旋律典雅，用雅乐七声调

式营造出对仗工整、端庄清丽兼有古代宫廷乐意

味的民族古典音乐意境，亲切典雅、含蓄古朴⋯。

一、歌曲审美立意既立足于传统文化

又富有时代新意

1、歌词创作。歌词是歌曲塑造艺术形象的依

据，一首歌曲的成功往往首先决定于歌词的立意

是否深刻含蓄，语言是否简练优美。在《梅花引》

的歌词创作中，韩静霆先生广纳了众多古诗词中

的佳句佳意，并巧妙地嵌入自己的上下阕歌词当

中，在自问自答的梅意语境中融古汇今，笔法简

练，行文自然流畅。如林逋《山园小梅》中的“疏

影横斜水清浅”、毛泽东《卜算子·咏梅》中的“已

是悬崖万丈冰，犹有花枝俏”、龚自珍《已亥杂诗》

中“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王昌龄

《芙蓉楼送辛渐》：“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

玉壶”等。除引用传统典故之外，作者在上阕的

歌词创作中，还用“独、望、守、等”等动词形象地

刻画出严冬季节盛开的梅花傲雪凌寒，独入清香

的幽独傲然之态以及它渴望与同具君子情操的知

音相解情怀的心境，延承了我国传统文学寓予梅

花的高洁孤寂之意。然而，作者又不让心中的梅

花仅仅停留于顾影自怜这样的立意当中，他所赞

赏的梅花是引领时代大潮、迎头向上、乐观自信的

当代梅花。因此，在下阕的歌词创作中，他又用

“独、笑、化、留、香、拨、赠”这样动态的词汇成功

地勾勒出梅花用妩媚的红颜化作春泥，滋养生命

的种子，用清香的灵魂去唤醒春风，引来万物争艳

的独笑早春的当代精神。纵观全词，文字虽不足

百字却营造了一个高雅、坚强、乐观的梅花世界。

歌词行文化故为新却又过渡自然，不落痕迹；立意

深刻含蓄却又亲切易懂，足见韩先生文学素养之

渊博及创作笔法之高超【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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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音乐创作。“诗言志，歌咏情”。音乐是歌

曲表达情感意念的最重要的载体。作曲家徐沛东

先生采用我国传统的民族调式为歌词谱曲，节奏

舒缓、旋律起伏延展，音乐在委婉回旋、古朴典雅

的流转中再现了歌词中梅花“高洁雅逸”的意韵。

通观全谱，笔者认为作曲家的歌曲构思是将音乐

设立在第一人称梅花“自问自叹”的语境中展开

的。为了实现这一语境，作者用重复的手法构建

了旋律线条，运用传统音乐“合头变尾”、“依字行

腔”等组织手段推动音乐的发展。在旋律进行中

还多处运用自由的装饰音，以配合歌词的古诗词

格律，增强音乐乐感的吟诵韵味；在音乐的结构中

沿用传统的“起承转合”模式使歌曲乐思的起伏

跌宕与歌词语意的长吁短叹、声调升降相对应，在

民族音乐框架中构建了对文学语言、语气的写意

和升华。全曲共由八个乐句组成，每相邻两句结

成一组，在每组乐句的进行中运用“合头变尾”的

手法展开乐思，在舒缓的节奏中营造出“自问自

叹”的梅花语境。如：歌曲的第一个乐句中，将开

头和尾音都落在角音上，使羽调式的音乐在上行

发展的趋向中进行有着不稳定的“期待感”，营造

出“设问”式的语境；随后旋律在重复开头的乐思

中变换了线条的走向，在下行发展中落在羽音上，

于叹息中的语气中回应了乐思在开头时的设问。

在承接乐思的乐段中，作者改用宫音开头组建新

的乐句，用“合头变尾”及“更换拍号”的手法将

乐思在“自怜自叹”的语境中推向了“谁是我知

音”的情感呼唤高潮中。值得关注的是，作者在

羽调式的创作中引入了“变徵”、“变宫”这两个很

有感情倾向性的音符，它们的加入使答句音调原

本就呈下行叹息发展的情感更显落寞和凄凉，有

效地呼应了歌词前半段中对梅花“幽独寥落”的

立意刻画。在歌曲的后半段中，问句在急促的询

问语气中反复盘旋于高音区域，转前半段的“幽

独寥落”乐思为主动式的“急切呼唤”，与之回应

的却是旋律时断时续、节奏平缓、音调跌宕起伏

“欲说还休”之意，这样的音乐完全摈弃了干脆直

白的西式腔调，用充盈着唯美含蓄的东方式音乐

情感暗合了梅花“疏影”“暗香”的审美意韵，使

词曲完全融为一体；可见作曲家用民族音乐手法

深度解读文学语言的不凡功力!最后，在即将结

束的“合”乐段中，作者通过附点与八分音符的交

替进行和旋律线条六度大跳的作曲手法使歌曲乐

思在弹性自如的升展中再次向上昂扬，定格于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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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的主音上，强化了梅花“坚定乐观”的当代主

题，将梅花高洁的人格追求坚定地升华于新的时

代精神中。余音缭绕，回意无穷‘3I。

二、音乐表达内敛含蓄、注重细节

本文作者认为，表达这首歌曲应在理解歌词

内涵、把握音乐情感的布局和准确表达民族语言

的基础上，用“文人音乐”的清、幽、雅来为歌曲定

性，用纯、亮、柔的演唱音色塑造出歌曲的意境，再

现“借梅咏怀”、“人梅两忘”的精神内涵。

l、表演气质要“高雅含蓄”。对于这样一首

具有浓郁的古典文人气息的音乐作品，演唱者必

须注重精神内涵的表达，精简质朴的外在表现，用

吟诵般的抑扬音调、深沉内敛的情感，去塑造角色

高雅含蓄的精神气质，准确地再现出歌曲的内容

和意境。在歌者自问自答式的吟诵语境中呈现歌

曲柔婉起伏的旋律线条，营造出抑扬顿挫、文雅内

敛的传统审美意境。

2、情感表达要“委婉节制”。针对这首歌曲

的特定意境，歌者在表演过程中应以适度含蓄的

方式处理歌曲的情感，力度对比不宜过度张扬，音

量也应在逐渐变化的过程中体现情感的起伏和细

腻转换。对于某些重要位置的单个音，应当强调

对其相对独立的加工，在演唱节奏中用细微音高、

音强、音色的变换体现歌曲情感的微妙变化。如：

歌曲上阕中“悬崖上独自开”的歌词分别在问和

答的音乐语境中各出现一次，对于不同的语境我

们就应采用不同的方式处理“开”这个字。虽然

曲作者在这个字上都停留了相同的四拍，但在问

句的演唱中，演唱者应当把演唱力度由mp—lllf

的渐强方式适中展开乐思，引来后面的答句；而对

于答句的“开”字，就应处理为相反的mp—p的力

度变化，迎合“叹息”的乐思，营造出“先扬后抑”

的情感布局，使歌曲旋律在简单的重复中有了生

动的动态感和情感张力。

3、声音表达要“清亮柔婉”。梅花盛开于高

山幽谷之中，其妩媚芬芳的形象和高洁脱俗的气

质需要演唱者用幽然柔婉的行腔与清亮纯净的音

色来塑造，声音表达强调灵活的控制感和均衡感，

“增一分则过粗，减一分则过白”。要达到这样的

艺术要求，演唱者需要采用深而稳定的横膈膜支

持和整体共鸣，使歌唱的声音形象在高中低声区

转换自如、稳定均匀，改变演唱时声音发“尖、白、

挤”的状况；同时演唱者还需重视民族语言的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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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清晰与音乐进行的高度融合，用符合汉字语言

发声规律的行腔去抑扬顿挫地再现音乐的形象，

准确地刻画出歌曲的情感意境，让大众听懂音乐、

爱听音乐。因此，笔者认为在对这首歌曲进行演

唱分析时应做到：在中声区的陈述段落中，应在喉

头下降，声带闭合稳定的基础上用叹气般柔和均

匀的气流量来冲击声带，使歌声在“诉说”的亲切

中不失“唱”的明亮圆润；在高音区的“呼唤”乐句

中，需充分打开胸腔，给予高音更为通畅的共鸣和

中、底音的稳定支持。但仍需要把握住声音情感

戏剧性对比的度，在速度、音量、音强渐变的过程

中体现情感的铺垫和高潮的来临。甚至在歌曲高

潮点的演唱中也要控制用声，做到音量“充而不

盈”、音强“响而不炸”，使情感“唱至七分留三

分”，给听众以情感意境的想象留白。

4、语言表达要“字随腔行”。这是一首具有

浓郁的民族古典意韵的抒情歌曲，演唱时一定要

注意处理好我们民族声乐的吐字发声关系，即

“以字行腔、字随腔行”。首先，需要恰当地处理

好汉字的“四声”语义音调和字音形成过程中

“头、腹、尾”的结合关系，实现歌唱咬字的“字正”

要素。如歌曲中“谁是我知音”这一呼唤问句，情

感急切真挚，重点在于“谁”的吐字上，将字头

“sh”咬住，先从舌齿间送气再发声，形成“喷口”

再带出“ei”母音，可以帮助歌唱起到情感的爆发

作用；此外，又由于“谁”的语音呈“阳平”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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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以上对当代抒情歌曲《梅花引》的分析，

我们可以发现，这首歌曲立意深刻，高雅超逸，含

昂扬乐观的时代新意于传统、朴素的创作形式中，

亦新亦雅；表达含蓄内敛、注重细节。它的传统之

处在于继承了我国民族传统的音乐审美观念，注

重歌曲的旋律美和声音美、语言美，在委婉回旋、

古朴典雅的歌声流转中再现了梅花“高洁雅逸”

意韵的表达；它的创新之处在于文化精神上的推

陈出新：以“梅花”为象征，改古人孤芳自赏、顾影

自怜的寂寞梅意为今人笑作春泥、只为知音的乐

观精神，从而实现了昂扬上进的时代精神与传统

文化的融会贯通，引发人民大众的强烈情感共鸣，

具有独特的审美价值和社会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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