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古诗词艺术歌曲中的“家国情怀”

古诗词艺术歌曲是一种歌曲风格
的泛称， 既有历史上流传下来的古曲，

也有根据经典古诗词来创作的典雅歌
曲 ，还有当代人以古代典雅歌词 、曲调
风格为范式，新创作的古风歌曲。 不管
哪种类型的古诗词艺术歌曲，普遍具有
古朴、典雅、深沉 、新颖的风格特征 ，每
一首作品都映射出不同的历史人物在
不同场景 、气氛下的情感 、情怀特征 ，

也往往映射出不同时代的历史观念 、

文化伦理 、个人价值取向等深层内涵 。

当代语境下 ， 该如何理解古诗词艺术
歌曲这种古老信息媒介中的 “家国情
怀”呢？

由于独特的润腔及音色控制元素，

演唱古诗词艺术歌曲 ， 不仅可以深度
发掘古诗词中的音韵 、 节奏和意境内
涵 ，还可以强化古朴 、纯净 、雅致的民
族风格特征 ， 尤其是发挥润腔色彩对
不同装饰音 、 和弦外音和特殊音元素
的塑造作用 ， 不仅可以使艺术歌曲产
生新颖 、独特的声音色彩 ，还可以充分
发挥文学诗词在不同情感 、 情怀表达
方面的特殊功用。

古诗词艺术歌曲 《关山月 》传谱自
古琴大师王鲁宾（字燕卿）先生遗作《龙
吟观琴谱》。 同名诗歌《关山月》是唐代
著名诗人李白所作，表现了出征战士万
里关山巡战， 家里留守之妇思夫之情。

古诗词艺术歌曲的演唱中，更能体现面
对生死未卜的远征和家妇无尽的担心、

思念时，百姓所表现出的“先安国、再安
家”的价值取向。 通过歌唱的元素，不仅
可以发掘古诗词中的艺术内涵，还可以
将整首作品的意境表达得更为清晰。 透
过歌声对 “明月 、天山 、云海 ”“长风 、玉
门关 ”等宏大视角的描述 ，对诗词中浩
渺天下 、广阔胸襟的表达 ，展现出了深
远的意境与浓浓的“家国情怀”。 不仅表
明了“小家”与“国家”、个人与疆域的关
系 ，还揭示出了百姓热爱小家 、热爱国
家、热爱和平并努力维护和平的传统伦
理与道德观念。

古诗词艺术歌曲 《南乡子·登京口
北固亭有怀 》出自清代词乐乐谱集 《碎
金词谱》。 同名歌词则是宋代词人、军事
将领辛弃疾所作。 当他登临京口（即镇
江）北固亭时，望着长江防线触景生情，

联想到岌岌可危的形势、国破家亡的处
境、壮志未酬的遗憾，心生感慨，创作而
成。 辛弃疾的这首作品豪放、洒脱，同时
又带着壮志未酬的无奈和沧桑感。 相应
的 ，歌曲旋律平缓 、悠长 ，节奏 、和弦外
音成为表达这种题材的常见技法手段，

折射出了外敌入侵、百姓受苦的时代内
容，展现出浓浓的“忧国忧民”情怀。 艺
术歌曲通过表达诗人对古代英雄、历史
人物的崇拜和歌颂，借此展现他对收复
国土 、重建家园 、安顿百姓梦想的无限
感慨之情。

古诗词艺术歌曲还通过对少量装
饰音 、换气气口的独特运用 ，展现出歌
曲中的真挚情感与滚烫情怀———揭示
出诗人极度渴望做一个挥师北上、金戈
铁马 、收复故土的英雄 ，运用一腔豪气
和人生锐气去重拾旧山河 、 重建新家
园，为国家统一、人民幸福而奔走呼号。

这首古诗词艺术歌曲中，既展现出一种
誓死不休、 死而后已的军人壮烈情怀，

也饱含着浓浓的回归故土、安居乐业的
爱国、爱民情怀。

艺术歌曲 《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
陵》则是我国已故作曲家刘文金于1988

年根据李白的同名诗歌创作完成的 。

这首曲子不仅表达了送别时的依依惜
别之情 ，还塑造出了情景交融的情境 、

气氛特点 ， 表达出一种深厚的手足情
怀和对国家疆域辽阔 、 物产富足的热
爱之情。 这种由小及大、从具体到抽象
的情感 、情怀表达 ，随着起伏的歌曲旋
律慢慢展现出来 。 无论是家国情怀还
是手足情感 ， 都要首先通过歌词得到
明确的语义呈现 ， 音乐则运用特殊的
音韵 、节奏特点 ，将这种语义进行 “先
声夺人”的导入。 这些对于受众群体捕
捉诗词中的意境 、情感信息 ，具有重要
意义。 运用不同旋律发展手法，通过装
饰音 、长时值 ，以及富有特征的音型设
计 ， 还可以将诗歌中的深刻戏剧性内
涵呈现出来。

去年7月13日， 由国家艺术基金支
持的文化传播与推广项目 《长相知》第
十场演出在上海交响乐团演艺厅落幕，

受到了业内人士与观众的热情支持，取
得了很好的社会反响。 为鼓舞人们抗击
疫情 、调动士气 ，音乐会进行了多种音

乐体裁和题材设计，展现出内容、形式、

风格的多样性特点，音乐会中对古诗词
艺术歌曲作品也进行了创意性的选择
与安排 ：比如宋代姜夔的 《越九歌 》，不
仅展现出历史上文人阶层对社会的人
文关怀 ， 还体现出了文人阶层心怀大
志、建功立业的“家国情怀”。 《越九歌·
越相侧商调》通过女声小合唱的演绎 ，

将爱国诗人屈原的生平故事 、 忠臣情
怀以及报国建业的追求等生动地表
现了出来 ；古曲 《满江红 》则体现出岳
飞浑身是胆却报国无门 、壮志未酬的
“家国情怀 ” ……这些古诗词艺术歌
曲中的 “家国情怀 ”，可以让听众获得
“沉浸 ”式的感受效果 。 歌曲的独特演
唱 ，不仅能够产生 “润物细无声 ”的感
化作用 ，还可以让现场观众 “自然而
然 ”地沉入到中国古代音乐文化宝库
的熏陶中 。

古诗词艺术歌曲的演唱 、 讲解等
独特的感悟历史文化方式 ， 可以使人
们获得更多面对现实问题的信心和勇
气 。 尤其是很多歌曲演唱过程中流淌
出来的悲愤 、 悲壮或雄浑有力的苍劲
情感 ，都像是在激励 、号召人们要对未
来充满信心 ，对美好生活保持乐观 ，同
时还能够塑造出飘忽的心境 、灵性的
时空 ，折射出不同的情感 、情怀 。 此
外 ，古诗词艺术歌曲中普遍采用古代
地域性方言进行演唱 ，或采用不同历
史阶段的音韵规律进行古诗词内涵
的呈现 ，这些对于发掘中国传统文化
的审美和教化作用都具有重要意义 。

演唱与传播这些作品 ，既能够展现出
独特的历史文化场面特点 ，也能够与
当代情景交汇 ，共同构建故事叙述与
情怀表达的有效媒介 ，让演唱这些作
品演变成一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 “寻
根 ”之旅 。

古诗词艺术歌曲的古典美与现代
元素魅力的结合 ，是传承 、发展中国民
族文化精髓与艺术神韵的重要保障。 中
国古诗词艺术歌曲的创新与发展，不仅
是连接中国古诗词、音乐艺术与传统伦
理价值的桥梁，也是连接中国情怀与世
界文化的“走廊”。

（作者为上海师范大学音乐学院

讲师 ）

殷为杰

民国时期一次学术交锋

在 中国经济学发展史上， 刘大钧

是一位里程碑式人物。 他是中

国最早产生国际影响的经济学家之

一，也是最早在西方经济学和中国经

济研究之间架起桥梁的代表人物之

一。 刘大钧所著 《上海工业化研究》

是民国时期中国经济学的代表作，出

版时曾引起重要反响。对于该书的缘

起，刘大钧在“自序”中写道：

上海工业化研究开始于民国二
十年 （1931）五月 。 当时著者因担任
太平洋国际学会中国研究干事 ，向
该会募得捐款 ， 委托中国经济学社
担任其事 。学社推选九人 ，成立研究
委员会 ，而使著者为主任委员 ，与其
他五机关合作 ， 将上海华商工厂作
一详细调查 ， 曾于二十二年 （1933）

七月出版初步报告及上海缫丝业特
别报告各一册皆英文 。嗣欲另捐款 ，

举行第二次调查 ， 适中国统计学社
亦愿参加 ， 遂与中国经济学社合设
中国经济统计研究所 ， 由统计学社
加推研究委员数人 ， 成立两社合组
之委员会 ， 而以著者为委员长兼研
究所所长 。 二十二年 （1933）乃向中
山文化教育馆及政府机关商洽 ，获
得现款之协助 ， 而完成第二次之调
查焉 。本书系根据两次调查 ，及数年
研究之所得 ， 一面由中国经济统计
研究所以英文发表 ， 一面则用中山
文化教育馆丛书名义 ， 将此册由商
务书馆代为出版 。

可见 ，刘大钧在动笔之前 ，已经

在申请资助 、组织团队 、调查研究等

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对于一位成功的

现代学者来说，各种能力缺一不可。

刘 著 首 先 以 The Growth and

Industrialization of Shanghai为题 ，于

1936年出版英文本 ， 四年后 （1940）

中文本问世 ， 内容和英文本基本相

同。作为近代上海工业化研究的权威

著作，两书出版后不断被国内外学者

参考引用，影响深远。 2015年双双被

收入商务印书馆“中华现代学术名著

丛书”。

刘著英文本刚一问世，就好评如

潮。1940年中文本在末尾专门开列了

“本书英文本之书评” 八则。 第一则

来自美国商务参赞安诺德 ：“中外工

商界应阅读此书 ， 因其内容极为丰

富，可使彼辈明了中国目前经济发展

之趋势也。 ”英文《大美晚报》的评论

认为 ：“著者对于上海贡献极大 。 此

书可为上海工业界计划改进之唯一

根据。 ”中文报刊的书评同样充满了

赞美之词。

众口一词说好或说坏的情况固

然存在 ，但并不多见 ，特别是对于新

生事物。最近我偶然发现一篇英文书

评 ，对于刘著大加攻击 ，甚至可以说

是恶评，对此刘大钧还很快给予了回

应。 ?一来一往的交锋，此前似乎从

未有人注意过，值得做一番介绍。

书 评的作者姓曹 ， 他首先表示

刘著值得欢迎 ，因为 “全面讨

论中国工业化问题，特别是上海工业

化问题的英文著作此前难得一见 ”。

但?开头的恭维显然只是虚晃一枪

的客套，此后的文字中就再难找到正

面的评价了。 除了一些细节问题，曹

姓作者认为刘著存在三大问题。

一、篇幅不平衡：“该书的后半部

分是大量的统计数据，?些关于上海

工业的数据此前很少被集中在一起，

颇为有用。 但是对于一般读者来说，

布局显然不平衡， 前面正文只有186

页 ， 而后面图表则占了280页 。 ”而

且 ，“?些数据对于研究者来说也没

有什么稀奇，都是可以获取的”。

二、署名问题：“从作者自序可以

看出 ， 该书是很多人一起完成的 ，

‘自序 ’写道 ：‘两次调查皆由张君宗

弼协助著者 ， 担任计划 、 指导等工

作 ， 而担任实地调查者则有郭君锡

昆 、 吴君德麟及本所与合作机关之

调查员共三十余人。’ 所以， 将该书

的作者写成一个人是错误的 。 说该

书 由 刘 大 钧 主 编 （ edit） 或 编 著

（compile） 应该更为合适。”

三 、 全书无明确结论 ： “工业

调查不只包括资金投入 、 雇佣工人

数 、 锭子 、 机器等的数量 ， ?些是

次要问题 。 一个研究者应该做得更

深入 ， 追问为什么是?样 。 他应该

给出所有的理由 ， 如果能建立一个

理论就更好了 。” 总之 ， 在曹看来 ，

?是一本由多人合作进行调查 ， 然

后将相关数据进行统计归纳后形成

的编著。

对于?样的评价 ， 刘大钧当然

无法接受 。 他在反驳文章一开头写

道 ： “作为研究者 ， 笔者自然欢迎

有理有据的批评 ， 因为只有?样学

术才能进步 。 但曹先生的评论有失

公允， 所以必须要回应。” 曹指出的

三大问题中 ， 署名显然最为关键 ，

刘首先给 予 了 正 本 清 源 的 答 复 ：

“本 书 是 一 份 研 究 报 告 （ research

report）， 曹先生对此显然不明就里 ，

所以指责我不应该作为全书的作者，

而只是一个编者 。 研究报告的基础

是收集大量的原始数据 ， 不可能完

全由一个人来完成 。 同样 ， 也从来

没有人把收集数据 、 计算数据的助

手称为一份报告的作者 （writer） 。

作为本书的作者 ， 我承担的工作是

安排调查的开展、 指导数据的计算，

以及分析数据得出结论 。 ?不只是

名分的问题 ， 更是责任所在 。 如果

只署名 ‘编者’， 那是在逃避我的责

任 。 因为本书中的所有分析 、 解释

和结论都是我做出的 ， 而不是我的

助手或同事 。 ” 对于各种数据的来

源 ， 刘也严正地指出 ， 除了利用上

海市社会局1928年 、 1929年 、 1934

年已经公布的资料之外 ， 1931年 、

1933年的调查数据 “是第一次在本

书中出现， 也只为本书所使用”。 ?

就反驳了曹的谬论 ， 认为?些数据

任何研究者都可以获取 。 对于问题

三 ， 刘同样给予回击 ： “曹先生批

评我没有给出数据背后的理由 ， 没

有得出有价值的结论 。 我怀疑他是

否通读过本书 ， 除了翻了翻书后的

表格， 算了算它们占据了多少篇幅。

哪怕只是大致翻一下 ， 也会发现本

书第八章就是 《结论》， 对于前文的

数据和事实都做出了解释 。 从整本

书中随意挑几个段落来吹毛求疵 ，

当然比阅读全文要容易得多。”

从刘的答复来看，曹并没有细读

全书，而评论则明显带有恶意。 对于

?样的来者不善 ， 刘的言辞相当犀

利 ，有时甚至尖刻 ，比如在一处使用

了“比一钱不值还要糟糕（worse than

worthless）”?样的字眼。

自 从1915年底留美归国 ，刘大钧

一直是经济学界最活跃的学

者，尤其以运用统计方法著称。 他曾

反复指出：“各国重要统计，都已搜集

多年 ， 所以能做到精心的统计学研

究。 我国连土地、人口两种根本统计

尚且不完备， 何能谈到高深的问题。

我国现在所需的，是统计学中所需要

的原始材料 。 ” （《世界统计名人传

记·刘大钧》）正是凭借先进的方法和

可靠的数据，刘大钧取得了一系列丰

硕的研究成果。他此前的中英文著作

China’s Industries and Finance

（《中国之工业与金融》，1927）、《我国

佃农经济状况》（1929）、《外人在华投

资统计》（1932）等在学界享有很高的

声誉，被公认为我国现代经济学的开

创者之一。 刘大钧一向为人谦和，但

士可杀不可辱，面对曹的恶评和赤裸

裸的羞辱，他也只能反唇相讥了。

曹 、 刘 的 文 章 发 表 于 The

Chinese Social and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中国社会及政治学报 》）第

二十一卷一、二期（1937年4月、7月）。

该《学报》1916年创刊于北京，终刊于

1941年 ，前后持续二十五年 ，共出版

二十四卷 ， 是民国时期办刊时间最

长、影响最大的英文学术季刊。 所发

文章以法学、政治学、经济学、教育学

等社会科学为主 ， 也有一小部分历

史、 哲学、 宗教等人文学科的内容。

《学报》设有专门的书评栏目，对国内

外最新出版的英文 （间或也有中文）

著作进行评论。但在前后两期连续发

表书评和回应的情况却很少见。虽然

不少书评言辞犀利，不像时下很多书

评和风细雨 、以表扬为主 ，但作者的

态度还是与人为善 ， 观点也有理有

据，至少自圆其说。 曹文那样的恶评

几乎是绝无仅有的一篇。

我 的专业不是经济学 ，但最近翻

阅?份 《学报 》时被曹 、刘之争

吸引，于是把《上海工业化研究》找来

浏览一过。 看完之后，我对于曹的意

见也是难以认同。

刘著不仅有 《结论 》 （第八

章）， 而且前面的七章， 在列举、 排

比各种数据的同时也不乏评论 。 比

如第二章把上海工业发展分为七个

时期 （军用工业时期 、 商品工业时

期、 外人兴业时期、 政府提倡时期、

民营进展时期 、 官民合作力求进展

时期、 衰落时期）， 本身就是一个理

论贡献 。 在分析民营进展时期的机

遇时刘大钧写道 ： “民国三年欧战

爆发 ， 欧美商品来源断绝 ， 翌年日

货又以二十一条之要求而受国人之

抵制 ， 因此国内市场几为华商所独

占 。 迨战事告终 ， 欧美经济极度衰

落 ， 非特不能运销其产品于远东 ，

且有多量日货运往欧洲 ， 因此中国

市场更少洋货之竞争 。 民国八年 ，

五四学生运动打倒安福系 ， 复引起

抵制日货 ， 又使日货不能立足于中

国市场 。 此等情形均予我国工业发

展以莫大机会 。 是时新厂设立者日

有所闻。” 又如分析上海小规模工业

发展的动力因素 ： “上海电力供给

充足 ， 而价亦低廉 ， 故应用电力之

工业居大多数 ， 此亦足以促进小规

模之工厂 。 盖购买原动力机器 ， 成

本当然较高 ； 小规模工厂如仅购买

少数马达 ， 租用电力 ， 从事制造 ，

自较为经济。 且所有机器未必全开，

在使用一部分之时 ， 所费动力亦可

随之减少， 此与工厂方面便利甚多。

故上海工厂适用电力占全数原动力

之大部分 。 在1931年所用动力马力

总数为158,389马力 ， 而其中90,214

马力系租用电力 ， 约占 60% 。 在

1933年 ， 原动力总数为 179,077马

力 ， 而其中108,782马力为租用之电

力 ， 亦合60%左右 。 此可见上海应

用电力之普遍 ， 与小规模工业所以

发展之故。” （第四章） 应该说， ?

些分析都很中肯 、 很精彩 。 而且无

论是细小的数字， 还是宏大的背景，

刘大钧在说明问题时都能运用自如，

显示了淳厚的学术功力。

对于书后纷繁复杂的数据表

格 ， 我虽然不能完全看懂 ， 但深知

它们的价值 。 如果完全让一个人来

做 ， 确实勉为其难 ， 而且也没有必

要 。 学术研究本来就是可以分工协

作的 。 另外前人的成果也可以充分

利用 。 近代中国最主要的工业部门

是棉纺织业 ， 上海又是最大的中

心 ， 所以刘大钧在撰写 《上海工业

化研究 》 时就重点参考了方显廷的

名著 《中国之棉纺织业 》 （1934）。

方是民国时期另外一位重要的留美

归国经济学家 ， 曾长期执教于天津

南开大学 。 和刘大钧一样 ， 他在原

始经济数据的收集和统计方面用力

甚勤 ， 但他同样不是单打独斗 ， ?

只要看他为 《中国之棉纺织业 》 所

写的 “序 ” 就明白了 ： “此项调查

之进行 ， 系由王恒智 、 杭蕴章 、 李

省三 、 权裕源 、 王社五 、 王铨 、 尚

端良诸君负责 。 同时承天津裕源 、

恒源 、 华新 、 北洋诸纱厂 ， 予以调

查之便利 ， 所得赞助之处甚多 。 书

中计算工作 ， 多赖胡毓鼎 、 林成

栋 、 李晋元三君之力 ； 图表之绘

制 ， 则出诸严子祥 、 胡元璋二君之

手 ， 而吴大业君指导之力居多 。 关

于天津诸纱厂账目之分析 ， 多承本

校商学院前会计系教授姚仲年 、 连

铸九二先生之助 。 ” 如果按照曹的

逻辑 ， 方显廷也只能作为?本书的

“编者 ” 了 。 其实 ， 手边?么好的

一则材料 ， 刘大钧在反驳曹关于署

名问题时完全可以一用 。

如果一定要为 《上海工业化研

究 》 找一个合著者的话 ， 那只有吴

泽霖勉强够格 。 在 “自序 ” 中刘大

钧写道 ： “本书文字 ， 除著者自撰

外 ， 其第七章关于社会影响者系大

夏大学社会学系主任吴泽霖先生主

稿。” ?一章是全书最短也是最次要

的部分 ， 但我读来却津津有味 。 其

中分析上海工业化与人口 、 家庭 、

住房 、 社会流动的关系虽然言简意

赅 ， 但很有启发 。 比如关于男女比

例 ， 当时上海在中国六大都市 （其

他为天津 、 北平 、 广州 、 汉口 、 南

京 ） 中最为均衡 ， 吴认为一个重要

的原因是 ， “上海各项工业中以纺

织业为最重要 ， 而此项工业大都雇

佣女工 ， 竟达115,333人 （女性童工

尚不在内 ） ， 而男工反仅有 75,693

人。” ?一下子让我对近代中国的工

人阶级有了清晰的认识 ， 也彻底改

变了只要一说工人 ， 就是男性占主

导的刻板印象 。 另外 ， 关于社会流

动 ， 吴写道 ： “乡野佃夫 ， 村镇小

贾 ， 插足上海后 ， 不数年一跃而为

富家翁或工商界要人 ， 在上海发展

初期中 ， 实不遑举例 。 至于父母目

不识丁 ， 或知识浅陋 ， 而子女则学

业深造从事于自由职业者 ， 则为数

更多， 中小学教师、 教会工作人员、

银行公司职员 、 电影明星等人物 ，

实不少具有此种来历。” 显然， 当时

的上海充满了各种上升的渠道和财

富流动的机会 ， ?正是 “魔都 ” 的

活力和吸引力所在。

刘大钧在回应文章中也提到了

吴泽霖 ：“考虑到其他章节所投入的

巨大工作量 ，和?一章相比 ，我相信

吴先生不会要求作为本书的合著者

（co-author）。 ”?个解释应该说合情

合理，完全可以接受。

曹的全名是曹励恒，他的书评写

作地点只交代了南京，我猜测他很可

能在国民政府工作。另外他出版过一

部英文 《中国城市 》（Chinese Cities:

A Geographical Reader, 1931），此外

我能找到的信息就几乎没有了，期待

专家的指教。

（作者为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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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年是荷兰画家皮特·蒙德

里安 （Piet Mondrian）150年诞

辰，世界各地的美术机构今年起

已经陆续策划了规模不等的预

热展览。

蒙德里安是20世纪荷兰风

格派艺术运动的代表人物之一。

绘画风格曾受到毕加索、布拉克

等立体主义风格的影响，又受巴

特·范·德·莱克 （Bart van der

Leck）抽象风格影响 ，开始用线

条、几何、原色来创作，并最终形

成纯粹抽象的个人风格。

3月 23日 起 ， 日 本 东 京

SOMPO美术馆举办“蒙德里安：

追求纯粹绘画 ”展览 ，展出画家

的70幅作品，其中50幅借自荷兰

海牙美术馆。 部分展品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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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德里安在自己的作品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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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刘大钧《上海工业化研究》的一则英文书评谈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