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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艺术歌曲的时代回响
——以钱仁康艺术歌曲为例

程靖珊
珠海科技学院音乐舞蹈学院Ǔ广东Ǔ珠海Ǔ519000

摘Ȟ要：钱仁康作为20世纪中国音乐领域的杰出代表，其艺术歌曲作品不仅承载着民族情感，更映射出深刻的时
代印记。本文在探究钱仁康生平及其艺术思想背景的基础上，着重分析艺术歌曲创作的独特性。进一步，该研究审视

了传统与革新在钱仁康作品中的交织现象，揭示艺术实践中的薪火相承机制。本文揭示了其艺术歌曲在传承与发展中

国音乐文化中的重要作用，强调了其在新时代背景下的现实意义和文化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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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绪论 *

钱仁康，作为当代中国艺术歌曲的杰出作曲家，以

其独特的音乐语言和深刻的人文关怀，对中国艺术歌曲

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创作风格兼具传统与现代

元素，不仅汲取了中国传统音乐的精华，还融入了西方

当代音乐的技巧，形成了鲜明的个人风格。钱仁康的艺术

歌曲作品数量超过百首，涵盖了独唱、重唱以及合唱等多

种形式，所用歌词主要来源于当代诗人和古典名作。

在音乐语言上，钱仁康的歌曲极具表现力，常通过

丰富的和声色彩、对位技术以及节奏变化，体现情感的

层次和内涵。他常运用渐变和突变的对比，使歌曲在情

感表达上更为立体。钱仁康在音调和音域的使用上，旨

在展现声乐的表现力和技术性。在不同作品中，音域跨

度可达一个八度。例如，其作品如《出征歌》具有这样

的音域跨度。这要求歌手在演唱时能够精确控制音准，

同时也要有足够宽广的音域来覆盖乐曲中的所有音符。

钱仁康先生通过旋律的起伏、节奏的变化以及和声的处

理，来表现出征时的悲壮、英勇以及对胜利的渴望和对

未来的希望。歌曲在内在结构上，运用AABA、ABAB等
多种形式，使得每个部分都独立又有机地联系在一起。

在歌词的选择上，钱仁康致力于探讨深刻的主题，

如孤独、思乡、爱与生命，其作品不仅限于情感的呐

喊，更是哲学的沉思。此外，钱仁康对于不同演唱者的声

部和风格有着深刻的理解，其作品在演绎上强调个性化的

表现。对比传统艺术歌曲的演唱风格，钱仁康的作品通常

要求歌唱者在演绎时融入自身的情感与思考，具备一定的

即兴表达能力。这一创作理念使得每一次演出都可能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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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独特的艺术体验，反映出演唱者的个体特质。

钱仁康的艺术歌曲不仅在国内受到广泛关注，其作

品亦逐步走向国际舞台。他的歌曲不仅被用于声乐比赛

和音乐学院的教学中，且在国际艺术歌曲演唱会上频频

亮相，展示了中国当代艺术歌曲的风采与深度。

2��艺术歌曲的创作特色

钱仁康的艺术歌曲创作深受其时代背景与音乐语言

的影响，展现出丰富而独特的表现手法。其音乐语言体

现了精致的民族风格与现代性融合，注重声音与情感

的交互。在旋律构建上，常运用小调音阶与五声音阶，

营造细腻的情感色彩，增强了歌词的表现力。比如，在

《星》中运用了微音程的充分运用，使得旋律在细致的

音符转换中展现出种种情感的波动。

在表现手法上，钱仁康在艺术歌曲的创作中，不仅

吸收了西方的艺术歌曲创作技法，还大胆尝试了新的创

作模式。他的作品中，词曲互合创作模式的创新探索，

如“四声通协”成为词乐调和的核心法则，以及曲式

结构、旋律节奏的多元化，都是他艺术歌曲中的重要

特点。《静》这首歌曲以其宁静、深沉的情感表达而著

称。它通过细腻的旋律线条和精心设计的和声，传达出

一种内心的平和与深沉的思考。钱仁康运用了缓慢的节

奏和宽广的旋律，以及丰富的和声变化，来营造一种静

谧的氛围。

和声处理上，钱仁康倾向于使用非传统和弦，例如

增和弦和减和弦，进一步扩展了和声的表现潜力。此

外，常见的平行和声手法，也使得歌曲音色更加丰富且

富有层次。例如，《常春藤》这首歌曲以其抒情性和旋

律的流畅性为特点。钱仁康在这首歌中运用了丰富的和

声和细腻的旋律处理，来表达常春藤坚韧不拔、四季常

青的意象。歌曲具有较为复杂的和声语言和精致的曲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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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展现了钱仁康在艺术歌曲创作上的技巧和创新。

节奏方面，钱仁康常利用复杂的节奏型与切分音，

创造出富于动感的音乐文本。例如，钱仁康的艺术歌曲

中戏剧化的元素也十分明显。他敢于使用对比反差较大

的力度记号来追求艺术歌曲的音乐戏剧性，如在《送春

词》等作品中出现了“很强（ff）”的力度记号，这在当
时的中国艺术歌曲创作中较为少见。《山歌》这首歌曲

是钱仁康对民族音乐元素的融合和创新。他结合西方的

和声和曲式结构，以其明快的节奏和富有民间色彩的旋

律，展现了中国山歌的独特魅力。在处理不同声部时，

其运用对位法，形成双声部或多声部的对话，增强了表

现的深度与丰富性。

歌词与音乐的融合是其艺术歌曲的一大特色。钱仁

康非常注重歌词的音韵美与音乐节奏的契合，通常通过

重复音节与变化句法，将情感彰显得淋漓尽致。

在表演技法上，作品常包含特定的发声技巧，如颤

音与花音，这不仅增加了声音的美感，也增强了情感的

表达深度。例如，《梅花曲》以其高远的意境和深邃的

情感表达而受到赞誉。钱仁康在这首歌中巧妙地运用了

中国古典诗词中的意象，通过音乐语言将梅花的高洁、

坚强和美丽表现得淋漓尽致，展现了梅花在严冬中绽放

的壮丽景象。

民族元素在钱仁康的艺术歌曲创作中表现出独特的

时代融合特征。其音乐语言中融合了中国传统音乐的旋

律和现代音乐的形式，使得作品既保留了民族特色，

又符合当代音乐的审美需求。在曲式结构上，钱仁康常

采用ABA、往复曲等形式，注重对传统戏曲的融合，
增强了作品的叙事性和表演性。例如，在他的声乐套曲

《星》中的第一首作品《春雨》中，全曲采用F宫五声民
族调式，这种运用中国民族调式的方式在当时是非常创

新的。

在和声运用上，钱仁康借鉴了中国传统五声音阶，

通过调性与非调性相结合，形成了独特的和声体系。例

如，多个作品运用了平行和声及分解和声的手法，使得

旋律更加丰富多变，同时也紧紧围绕民间音乐的音色和

节奏展开。其作品中，《骸骨舞曲》通过深情的旋律来

表达诗中的悲怆和对生死的沉思。《骸骨舞曲》通过深

情的旋律和和声处理，表达了对生死、宿命等主题的深

沉思考。

节奏方面，钱仁康吸收了诸多个民族的节奏元素，

如中国的民间舞蹈节奏、少数民族的鼓点等，使其作品

在节奏感上层次分明且富于变化。这种节奏与旋律的交

融，使得音乐作品充满了时代的脉动感，更加贴近当代

听众的审美偏好。尤其是在《祖国颂》一曲中，通过音

乐传达了对祖国的热爱和对国家未来的憧憬。

文本内容的选择上，钱仁康倾向于基于中华文化的

经典诗词，尤其是唐诗宋词，这些文化符号被他以现代

的音乐语言进行诠释。通过对歌词意象的深入挖掘与表

现，结合音乐的情感表达，成就了歌词与音乐的高度统

一。例如，在《菩萨蛮》中借用唐代诗人温庭筠的同名

词作品，通过音乐的起伏，传达了对自然美景的赞美。

在演唱方式上，钱仁康的艺术歌曲往往加入丰富的

表情和细腻的情感表现。他结合民族声乐的技法，展现

了人声的多样性，形成了一种新颖的演唱风格。使用了

例如“拖音”、“颤音”等传统技法，使现代演唱更具

表现力，同时保持对民族传统的敬意。

总体而言，钱仁康的艺术歌曲通过对民族元素的深

刻理解与现代技术的灵活运用，体现了文化自信的时代

精神，为当代音乐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道路。他的创作

不仅仅是对传统的再现，更是对传统的尊重与创新，展

示了中国艺术歌曲在全球化环境下的持续成长与变革。

3��时代回响中的薪火相承

3.1  传统与革新的交织
在钱仁康的艺术歌曲创作中，传统与革新呈现出独

特的交织特征，体现了中西文化的深度融合与思想交相

辉映的现象。其作品中大量运用中国民间音乐元素，

如二胡、笛子等传统乐器，辅以西方和声与形式，从而

实现了对两种音乐语言的有机结合。例如，在《红叶》

中，钱仁康将传统五声音阶与现代和声结构相融合，形

成具有鲜明个性的旋律。同时，他还运用丰富的音色对

比，利用西方交响乐团的编制，来表现传统题材下的现

代思维。

在作品结构上，钱仁康对传统诗词进行了重新解读

与艺术化处理。他对古诗词的语言韵律、情感基调有着

深刻的把握，创造性地将其融入音乐之中，使得歌词具

有较强的音乐性与表演性。在音乐语言方面，钱仁康大

胆尝试新技术与新表现手法。例如，他对调式的实验性

探索，在《午夜心桥》中，使用了微分音技术，通过音

高的细腻调整，使得乐曲渗透出一种淡淡的民思雅韵。

3.2  薪火相承的艺术实践
薪火相承的艺术实践在钱仁康的艺术歌曲创作中得

到了具体展现，体现出对传统与现代的融合。钱仁康在

艺术创作中，尤为重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解与传承，

通过对古典诗词的音乐化处理，赋予作品新的生命力。

其代表作《春雨》全曲共14小节，根据歌词全曲共两大
乐句，歌曲的旋律部分以及钢琴伴奏部分都是F宫五声



2025� 第6卷�第1期·现代教育探索

164

民族调式，这也是全曲的一大特色，在钱仁康的声乐作

品中也是非常罕见的。这首艺术歌曲的和声进行基本上

还是传统和声进行为主，例如歌曲开始四小节的主持续

音，随后出现了“I-V-I”“K46-V-I”等和声进行。《春
雨》的声乐演唱者与钢琴伴奏需要非常的默契：一方

面，钢琴伴奏部分的三连音节奏很好地烘托出了绵绵春

雨的背景画面；同时通篇的三连音节奏型也在结构上很

好地统一了全曲，使得歌曲一气呵成，听起来丝毫没有

松散的感觉。另一方面，声乐演唱部分还是保留了“二

元”划分的节奏型，这样交错的节奏型能够更好地表现

春雨背景下作者惆怅、复杂的情绪。

在创作过程中，钱仁康采用了“经典再生”的方

法，精选经典文学作品作为歌词，结合现代音乐的表现

手法，形成了独特的艺术风格。例如，他对《静》的处

理，不仅仅是简单的旋律化，而是通过细腻的伴奏和变

化多端的调性，使歌曲具备了多层次的情感表达。音乐

要素如速度、力度及音色等均在创作中深具考量，使得

作品在演绎过程中更具表现力和感染力。

此外，钱仁康在作品中融合西方现代音乐的元素，

以丰富的和声、对称的结构和自由的节奏型，突破了传

统艺术歌曲的局限。作品如《大地之歌》将传统民歌与

现代音乐形态融合，不仅保留了地方特色，还引入了当

代流行乐的节奏与编制，使作品在广泛的听众中产生共

鸣。通过细致的编曲，钱仁康为这些作品构建了一种穿

越时代的艺术对话，使其成为当代艺术实践的重要组成

部分。

4��结论

钱仁康的艺术歌曲集不仅展示了其对音乐语言的深

刻探讨，也反映了时代背景对音乐创作的影响。其作品

融合了民族音乐元素与西方古典技法，形成独特的风

格，具有鲜明的个性与时代感。例如，《小夜曲》通过

深情的旋律和和声处理，表达了诗人对夜晚宁静美景的

赞美以及对爱情的温柔诉说。演奏者需要通过音乐的起

伏变化，将这种情感深刻地传达给听众。钱仁康在创作

时极为注重歌词与旋律的结合，语言的节奏和音乐的节

拍巧妙交融，形成一种天然的亲和力，使听众在欣赏音

乐的同时，感受到歌词所承载的深厚文化底蕴。例如，

曲目《踏莎行》通过不同的节奏型态来表现诗词中的韵

律美，使语言的节奏与音乐的节拍相互呼应，增强了歌

曲的表现力。

在时代回响方面，钱仁康的艺术歌曲反映了社会变

迁与文化交融的复杂性，尤其在其作品中可见的历史渊

源与文化符号，彰显了中国传统音乐与现代流派的深厚

碰撞。他的音乐，尤其是在独唱与伴奏的编排上，通过

对传统乐器的创新运用，探讨了中西音乐的对话。

整体而言，钱仁康在音乐创作中的深刻思考与具体

实践，使其艺术歌曲不仅具备了高度的艺术性，也具备

了时代的适应性与前瞻性，成为了当代音乐文化中不可

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对细节的深入剖析与对时代

的敏锐捕捉，其作品在促进音乐多样性和文化交流方面

发挥了积极作用，激发了后续创作者在传统和现代之间

探索的新思路。钱仁康的艺术歌曲正是时代的声响，在

历史与文化的交织中发出独特的共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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