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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第一部全面、概要记述中国古代、近现代和当代歌词发展史的专著。
它将引领读者从中国歌词艺术长河的源头泛舟而下，纵览歌词艺术兴衰盛微、发展嬗变的历史；赏析
宛若繁星的各个历史时期的优秀词作；领略词坛名家的才情风采。
作者在写史的同时，还注重对歌词美学与歌词创作规律的探讨与研究，使这部专著更具学术价值。
由于书中在引用各个历史时期的歌词代表作时，均全篇照录，故也可作为一本歌词精品选集予以品读
。
这部歌词史，对于词曲作者、音乐院校的师生以及广大歌曲艺术爱好者都将有所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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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刘以光，原厦门大学艺术学院教授、院长。
长期从事美学、艺术教育学和音乐文学的教学与研究工作。
曾任国家教委“七·五”重点科研项目《艺术教育学》的副主编。
现为中华美学学会会员、中国音乐家协会会员、中国音乐文学学会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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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清末民初时期的歌词第二节 学堂乐歌的产生与传播“晚清揭开中国近代史的篇章以后，音乐
文学中的诗词作品主要沿着两条线发展。
一条线是在城、镇市民音乐生活中起作用的小曲和戏曲、曲艺唱词；另一条线是伴随着‘新学’而兴
起的‘学堂乐歌’歌词⋯⋯前者在歌词形式上属传统形式，后者在歌词形式上属当时的新形式；‘五
四’以后，这种新形式又曾逐渐形成为中国歌曲的新传统；约至本世纪40年代，通过新秧歌运动的深
入发展，这两条线汇合起来，终于形成我国近代音乐文化的更进一步的新传统。
但在清末那时，这两条线却很少互相渗透的情况，而是各守畛域地各自发展着。
”19世纪末，帝国主义列强侵略加剧，激起人民的强烈反抗，抗捐、抗税和反侵略斗争此起彼伏。
抵御外侮、改革自强成为不可阻挡的潮流。
1898年，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派提出“救亡图存”的口号，主张效法日本，学习
西方的科学文明，废除科举，兴办新学，在新办的学堂里开设“乐歌”课成为其中的重要诉求。
全国各地建立许多新式学堂，新式学堂开设的音乐课（当时称唱歌或乐歌）或为学堂歌唱而编创的歌
曲就是“学堂乐歌”。
学堂乐歌的产生和西方音乐文化的传人及新音乐的启蒙、发展分不开。
一、新音乐的启蒙明清以来，西方音乐文化大量传人，逐步发展形成有别于传统音乐的新音乐，新音
乐成为清末和近代中国文化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
西方音乐文化与中国发生关系，可以追溯到元代。
元宪宗西征大食等国，曾获得欧洲的七十二弦琵琶（疑为撞弦古钢琴），后又得回回国所献的古制管
风琴（兴隆笙）。
该乐器经过改制，曾在宫廷里使用很长时间。
明万历年间，意大利传教士传人圣咏歌曲以及西洋乐理、五线谱等知识。
清康熙时印行《律吕正义续编》，更促进了西方音乐文化在中国社会的传播。
太平天国采用西方基督教音乐编创宗教性歌曲，在民众中广为传唱。
晚清，教会学校里又普遍开设西洋音乐课程，清廷新军中也有了军乐队。
总的看来，鸦片战争后西方音乐文化的进入始终伴随着侵略，内容以宗教音乐为主。
戊戌变法后，进步的知识分子纷纷出国留学，一些人带回系统的西方音乐文化，促进了中国新的音乐
文化的发展。
西方进步的音乐文化（尤其是艺术歌曲和作曲知识、技术）的介绍传播，对中国的歌曲创作产生重要
影响，做好必要的准备。
有了这些铺垫，使用白话的自由体新诗一出现，掌握了新的作曲技巧的曲作者才能为之谱歌。
歌词与歌曲创作由“倚声填词”迈入新的发展阶段——依词谱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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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终于完稿付梓了。
写这本歌词史还得从20世纪90年代初说起，那时我曾在厦门大学艺术教育学院音乐系开设音乐文学课
程，教学之余对歌词的美学特性等理论问题进行过一些探究，有时也写写歌词，其间接触了一些中国
近现代和当代的歌词作家与作品，并逐渐萌生了编写一部歌词史的想法。
1992年，我向中华社科基金申报了课题，后来又看到了乔羽先生在《中国词海论丛》序言中谈及音乐
文学的理论建设时关于写一部“中国歌词发展史”的建议，这就更激励我去完成这项任务。
然而，当我开始动笔之后，便深感力不从心。
这部歌词史要跨越百年的历史，涉及数百名歌词作家及大量歌词作品，自己才疏学浅，所接触与掌握
的资料有限，再加上当时兼任学院的行政工作，许多具体事务缠身，所以直到1998年底才完成书稿并
通过专家对该课题的成果——《中国歌词简史》的评审。
虽然书稿已通过评审，但我总是觉得不够完善，面对这样一个浩大的工程，往往顾此失彼，有许多疏
漏和不当之处。
于是，我一边联系出版单位，一边着手作进一步修改。
然而，接连发生了一些意料不到的情况，不得不搁下笔来。
一晃就是几年过去了，每想起这部书稿，颇为不安，若再束之高阁，感到很可惜，毕竟付出过许多心
血；但若要作较大的补充和改动，又觉得从自己目前的主客观条件来看，恐难胜任。
于是最终决定还是稍作补充调整后予以出版，也算是了却一椿多年的心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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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歌词简史》由厦门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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