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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表（自此往下不得出现申请人个人身份信息，否则申请书作废！） 

课题名称 唐宋词在现代的弦歌演绎研究及文献汇编 

研究方向及代码 宋代文学（7502430） 

研究类别 基础研究 计划完成时间 2024-10 

最终成果形式 著作 

申请经费总额(万元) 10.00 其他来源经费(万元) 0.00 

一、本课题研究的理论和实际应用价值，目前国内外研究的现状和趋势（限 2 页，不能加页） 

 

1、本课题研究理论和实际应用价值 

这是一个词文学与现代演唱学交叉的研究视阈，此前有少量相关研究成果，但尚无与本课题相

同的研究成果。 

最相近的一篇博士论文是苏州大学 2008 届宋秋敏博士论文《流行歌曲视角下的唐宋词》，共

分五章：唐宋词的流行歌曲属性；流行歌曲视角下唐宋词的另类社会功能和文体属性；词与乐关系

的发展变化及词体演进；唐宋词与当代流行歌曲比较；唐宋词对当代流行歌曲的借鉴意义。 

本题与宋论的关注点不同，宋论是文化、文学、文体关注，本题是文献、音乐、演唱艺术关注。

本题与目前已有之相关论文和论著（参以下综述）也大不相同（参后页“研究内容”）。 

本题的价值至少体现在如下方面： 

（1）存一代文献信息。本课题研究二十世纪以来唐宋词的弦歌演唱情况，包括做成数据索引，

乐谱汇编，重要演唱场景叙说等。 

（2）有利于中华古今诗乐演唱艺术融汇传承。文化艺术是一种历史积累和传承。本课题研究

有利于词文学经典在现代弦歌演唱环境中的传承延续。 

（3）为现代诗教与乐教融洽提供借鉴。现代学校诗词教育和音乐演唱教育长期分离，但国人

日益注重经典诗词的现代弦歌演唱，本课题能为此提供学术支持。 

 

2、国内外研究的现状和趋势 

关于中国古诗词在现代演唱的研究成果，笔者所见大约有六十多篇论文，博士论文两篇，硕士

论文十六篇，相关专著二十余部。研究的范畴可分以下五类： 

（1）唐宋词在现代被演唱过的篇目有多少呢？《宋词新歌集》（1934 年版）、《中国古典诗词

歌曲文化精粹》（2017 版）收录比较集中，但非全部。目前尚无一部力求完全的专题文献汇编。 

（2）关于唐宋词的古谱研究的论文三十余篇，其中研究姜夔词乐的二十余篇，研究杨荫浏整

理古谱的十余篇。 

（3）关于唐宋词演唱的新创乐曲研究的成果涉及几位作曲家，如刘雪庵、黎锦晖、阿镗、黎

英海、赵季平等。 

（4）关于演唱家的研究涉及龚琳娜、王苏芬、姜嘉锵、赵季平、傅雪漪、张宁佳等。 

（5）关于演唱艺术技艺的研究最多，有十几篇论文。论及演唱中的吟唱与吟诵的论文较多。

研究演唱技巧的论文涉及润腔、韵味、吐字行腔、泛音、音色、情意与声腔的关系、民族特色、方

言特点等等。 

以下列出各种目录备考： 

1）期刊论文 

童雯霞《新体乐歌：变革词体的现代探索》（中国社会科学报 2020.8）。王琛《龙榆生与钱仁

康：新体乐歌的创作实践研究初探》（天津音乐学院学报 2020.4）。彭建楠《20 世纪前期词体与新

体乐歌的离合关系》（中山大学学报 2019.3）。刘兴晖《清末民初新诗与新歌的合流与分化——以

赵元任<新诗歌集>为中心》（北方论丛 2013.1）。刘兴晖《民国时期分调型词谱体词选与新体乐歌

的构想》（社会科学家 2010.2）。刘兴晖《晚清民国的唐宋词新声与近代乐歌的雅俗分化——以陈

厚庵<宋词新歌集>为中心》（广东第二师范学院学报 2017.1）。宿鲁雁陈立红《唐诗宋词歌曲现代

演绎和传唱传承研究》（邢台学院学报 2019.1）王卫波《流行歌曲与唐诗宋词》（广西民族大学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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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 2007.12）。陈国东《浅析唐诗宋词在流行歌曲中的运用》（民族音乐 2011.10）。宿鲁雁《浅析唐

诗宋词传唱的生命节律》（艺苑 2017.8）葛金平《流行歌曲歌词创作源泉》（大学时代 2006.8）赵

娴科《唐诗宋词在中国当代音乐中的作用探讨》（黄河之声 2017.11）。张海明《流行歌曲与中国古

典诗词》（北京师范大学学报 2007.1）。叶宽《论流行歌词对古典诗词的继承与借鉴》（湖北社会科

学 2015.6）。杨霞《流行歌曲中的古典诗词研究》（四川戏剧 2016.2）。傅雪漪《中国古典诗词的吟

与唱》（音乐研究 1994.3）。董兵王倩《中国古典诗词歌曲之唱论探究》（北方音乐 2012.7）。梁文

静《宋词艺术歌曲演唱处理方式分析与研究——以<江城子><如梦令>为例》、李红冠《四首宋词艺

术歌曲创作特征与演唱的研究》、刘思蔓《古文今歌老词新唱——宋词艺术歌曲创作特征解析与演

唱诠释》、崔静《跨越千年时空的艺术情缘——宋词艺术歌曲创作研究》、张凌宇《南宋古诗词歌曲

演唱探究——由此而记当代古曲专家王苏芬》、杨蒙杰《<碎金词谱>词乐演唱分析——以<南乡子>

为例》、吴丹《以宋词歌曲为例对古代诗词歌曲演绎的研究》、彭芳《古诗词艺术歌曲吟诵风格探究》、

汪悦《古典新境——以姜夔三首词体歌曲钢琴伴奏和声应用为例》、赵哲《古诗词艺术歌曲探究—

—以<长相思><阳关三叠><枫桥夜泊>为例》。（另有四十余篇研究姜白石歌曲、杨荫浏曲谱的论文，

因篇幅限制不能一一列出。） 

2）博士硕士学位论文 

苏州大学 2008 届宋秋敏博论《流行歌曲视角下的唐宋词》；中国音乐学院 2020 届黄璐博论《中

国古诗词艺术歌曲的演唱研究》；上海音乐学院 2010 届李雪梅硕论《20 世纪 20—40 年代中国古

诗词歌曲演唱风格探微》；西南交大 2013 届刘茜硕论《探讨中国古诗词艺术歌曲演唱中的“依字

行腔”》；华东师大 2014 届曾广海硕论《中国古诗词艺术歌曲的发展脉络及演唱思考》；华南理工

大学 2014 届王梅硕论《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古诗词艺术歌曲的发展及演唱》；江苏师大 2016 届金

栩冰硕论《黎英海古诗词艺术歌曲〈唐诗三首〉的艺术特征及演唱风格》；河南大学 2016 届韦歌

硕论《中国当代古诗词艺术歌曲演唱分析及韵味把握—以汉唐时期陕西地域为例》；武汉音乐学院

2017 届魏清硕论《古诗词歌曲〈别董大〉的版本对比与演唱探究— 以傅雪漪版与赵季平版为例》；

华南理工大学 2017 届邓义冬硕论《中国古诗词艺术歌曲的美声演唱实践探究—以阿镗三首古诗词

艺术歌曲为例》；南京艺术学院 2017 届白云生硕论《姜嘉锵古诗词艺术歌曲演唱研究— 以〈黄鹤

楼· 送孟浩然之广陵〉为例》；上海音乐学院 2018 届陈美玲硕论《赵季平古诗词艺术歌曲的演唱特

征和形态分析— 以〈别董大〉、〈幽兰操〉、〈关雎〉三首为例》；广西师大 2018 届范丹彤硕论《20

世纪中国古诗词艺术歌曲演唱特征探究》；江西师大 2018 届谭秀群硕论《论润腔在古诗词艺术歌

曲中的运用及处理》；西安音乐学院 2019 届田静硕论《中国古代歌曲演唱探究—〈以白石道人歌

曲集〉为例》；江西科技师大 2019 届李岚硕论《龚琳娜古典诗词歌曲演唱探究》；上海音乐学院 2019

届卜亚甜硕论《声乐作品中古诗词吟诵运用及演唱方式的探微》；辽宁师大 2020 届吴迪硕论《宋

词古韵——歌曲<钗头凤><如梦令>的演唱研究》。 

 

3）相关专著 

《百年乐府——中国近现代歌词歌曲编年选》（其中有唐宋词）、龙榆生《从旧体歌词之声韵组

织推测新体乐歌应取之途径》（《龙榆生全集》第三卷）、陈厚庵《留声集》（音乐研究会 1925）、

陈厚庵《宋词新歌集》（商务印书馆 1934）、青主《乐话》（商务印书馆 1930）、《应尚能先生歌曲

选集》（中国音乐学院出版 1983）、《赵元任音乐论文集》（中国文联出版社 1994）、《黄自遗作集》

（声乐作品分册，安徽文艺出版社 1997 ）、《刘雪庵作品选》（中国文联出版社 2002）、陈聆群等

编《萧友梅全集》（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 2007）、《江定仙声乐作品选》（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

2012）、《陈田鹤音乐作品集》（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 2012）、王海霞等编著《中国古典诗词歌曲文

化精粹》（吉林人民出版社 2017）、杨曙光《中国古典诗词艺术歌曲赏析与演唱》（人民音乐出版社

2018）、另有《中国古代诗词歌曲集》类书目 9 种（篇幅限制不能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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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课题的研究目标、研究内容、拟突破的重点和难点（限 2 页，不能加页） 

1、研究目标 

本课题研究唐宋词在二十世纪以来的弦歌演唱情况：弦歌场景中（音乐厅、唱片）、影视故事

中、电视节目中。 

具体成果目标是完成一份尽可能全面的信息文献汇编，进而完成唐宋词在现代演唱的文化背景

因素、演唱场景与传播媒介、演唱艺术、演唱的古今关系等方面的研究专论，形成一部专著，争取

发表若干有价值的学术论文。 

 

2、研究内容 

弦歌，即声乐、器乐、诗词结合的演唱活动。弦歌一词出自《史记·孔子世家》：“三百五篇，

孔子皆弦歌之。”  

歌词在唐五代北宋时期形成了以词牌（词调）为标志的音乐文学演唱形式。每个词牌就是一首

固定的曲调，与之相应的歌词具有固定的格律形式。 

南宋以后戏曲娱乐兴起，词乐渐渐失传，元、明、清时代词体文学主要用于阅读。 

二十世纪以来，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现代演唱技术日新月异，在音乐演唱、影视艺术中，常常

有唐宋词经典作品的弦歌演绎。 

在这个过程中，晚清人谢元淮编纂的《碎金词谱》具有重要的音乐传续作用。此书收录古代词

乐乐谱五百五十八阕。这些乐谱或许不完全是唐宋词乐之原貌，但至少保存了一些唐宋词乐谱的元

素。其后学者童斐、杨荫浏等人研究唐宋乐曲。近年来河北大学刘崇德教授陆续出版《新定九宫大

成南北词宫谱校译》、《碎金词谱今译》，为古代词曲音乐在现代传播提供了重要依据。 

现代人演唱唐宋词，或用“古谱”，或创新谱。演唱过程既需要现代科技辅助，又需要历史文

化积淀，演唱全程从编导到演唱都需要阅读前代历史文化，重温作者的时代和生活。现代歌舞厅、

电视节目、电视剧、电影等都有这方面的努力，比如央视“经典咏流传”节目，比如电视剧《清平

乐》、电影《一江春水向东流》。 

 

主要研究内容： 

（1）唐宋词与弦歌基本信息。包括：唐宋词哪些作品被现代弦歌演唱，每首作品的演唱频次，

著名演唱家情况，著名古乐谱文献《碎金词谱》，为唐宋词谱创制新曲的作曲家及其新曲谱。 

（2）现代演唱唐宋词的文化选择因素研究。包括：选择的时代性因素分析，比如清末民初遗

民群体的选择倾向、清末民初革命群体的选择倾向、抗日战争时期救亡心境下的选择倾向、不同时

代的时尚选择等；选择的地域性因素分析，比如台湾区域的选择倾向、大陆区域的选择倾向；选择

的受众群体性因素分析，比如年轻人群、老年人群、知识精英人群、大众人群。 

（3）现代演唱唐宋词的场景与传播媒介研究。包括：唱片录制场景，歌厅演唱场景，专题音

乐会场景，影视剧插曲，电视专题节目。 

（4）现代演唱唐宋词的演唱元素研究。包括：演唱与乐器，诵吟歌唱的区别和关系，文学主

题与音乐主旋律的表现关系，秀句元素的标志性和影响力，演唱场景和服饰中的唐宋词元素，影视

剧情与音乐表现的关系研究，演唱技艺（如发音技巧、润腔、音色„„）研究。 

（5）现代演唱唐宋词的复古与创新研究。包括：追寻和模拟——《碎金词谱》中的唐宋词乐

谱研究，复古式演唱——同一曲调演唱多首同一词牌的情况，创意式演唱——同一首词拥有不同乐

曲的情况。 

 

3、拟突破的重点和难点 

（1）重点 

本课题的研究重点是以下四类信息的收集：二十世纪以来进入演唱的唐宋词到底有哪些；二十

世纪以来演唱唐宋词的演唱家到底有哪些；流传的唐宋词古谱有哪些；新创曲谱的作曲家和新创唐

宋词曲谱有哪些。 

（2）难点 

本课题的研究难点是研究的深度和论点斟酌：全书的体系建构如何更严谨完整，演唱场景的全

面观照，演唱艺术分析，《碎金词谱》研究，对现代人创制新曲“拟古性”的研究。 

 

 

https://baike.so.com/doc/6423655-6637327.html
https://baike.so.com/doc/6423655-6637327.html
https://baike.so.com/doc/6423655-663732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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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课题的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计划进度、前期研究基础及资料准备情况（限 2 页，不能加页） 

 

1、研究思路 

先是尽可能全面细致地采集信息——二十世纪以来弦歌演唱唐宋词的实际情况； 

进一步分析研究演唱选择的多种原因：外部背景因素和作品内涵的关系，受众因素，演唱家因

素，作曲家因素。 

进一步区分演唱场阈研究：随着现代科技和文化演进，演唱场阈从歌舞厅和唱片时代，转向影

视剧时代和多媒体时代。 

进一步进行演唱艺术元素研究：曲谱、乐器、场景、服饰、诵吟与歌唱、演唱技艺、主题显示、

秀句呈现。 

总之，面对一种文化艺术现象，研究者在弄清史实的基础上，要进行从外部到内部，从文化到

艺术，从文学到演艺，从现象到规律，从个案到宏观的多角度多层次的学术研究。 

 

2、研究方法 

信息采集与分类汇编结合； 

数据统计与理论观照结合； 

个案研究与宏观概括结合； 

现象描述与深入分析结合； 

 

3、计划进度 

2021 年 6 月-9 月：立项之后课题组开展具体分工。 

2021 年 9 月-2022 年 12 月：完成基本信息采集汇编，完成著作撰写大纲，争取发表论文 1--2

篇。 

2023 年 1 月-12 月：完成著作初稿，争取发表论文 2—3 篇。 

2024 年 1 月-12 月：出版著作，准备结项。 

 

4、前期研究基础 

课题负责人长期从事中国古代文学、诗词学研究，独立完成 2 项国家课题、2 项教育部课题，

其中国家课题《二十世纪旧体诗词大事编年》结项“优秀”，继而入选省级社科成果文库（正在出

版中）。 

发表学术论文百余篇。如《论词的叙事性》刊于《中国社会科学》，首次将西方叙事学理论引

入中国词学研究，影响较大。又如《从秀句到句图》刊于《文学评论》，厘清了古典诗学中的一个

具体现象。其诗词学自选集收录了 30 余篇论文。 

担任中华高校诗教学会核心领导十余年，对高校诗教产生重大影响。经常担任高校诗词大赛、

诗词吟唱大赛、电视台诗词吟唱活动的评委或嘉宾，擅长诗词吟诵，对古典诗词在现代的演唱情况

有比较深长的关注和思考。 

擅长诗词创作，长期在著名高校开设旧体诗词写作课，主办诗词学校多期。近十多年间中国诗

坛许多后起之秀都与之有师生之缘。 

擅长诗词评论，某诗词刊物曾特邀其开设专栏荐评当代高校著名学者诗家，先后荐评三十余人，

在诗词界影响颇大。 

曾获得国家级、省部级多项科研奖和教育教学奖。受聘为多个诗词社团顾问、诗词网站顾问、

诗词刊物编委。 

课题组成员中，有多位毕业于音乐学院的声乐和器乐教师，各有学术积累和前期成果，形成了

完成本课题的良好基础。诗词学与演唱学交叉的学术领域，既往研究比较薄弱，本课题组一批中青

年教师正处于奋进向上的年龄，科研热情和精力充沛，是本课题难能可贵的人力资源。 

 

5、资料准备情况 

已经收集到相关著作二十余种，相关博士论文硕士论文二十多篇，相关研究论文七十多篇，书

目和篇目详见本表“国内外研究的现状和趋势”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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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本课题研究的中期成果、最终成果，研究成果的预计去向（限 800 字） 

 

1、中期成果 

（1）完成文献资料汇编； 

（2）完成演唱基本信息收集：被演唱的唐宋词作品篇目、乐谱、演唱时间地点和演唱者信息； 

（3）每章节各处独立成篇，发表 2 篇。 

 

2、最终成果 

（1）完成专著一部，约三十万字左右，另有文献资料汇编。 

 

3、研究成果的预计去向 

（1）著作争取在 2025 年以前出版。（2）研究成果作为文献信息档案供学术交流。（3）研究成

果有利于词文学经典在现代弦歌演唱环境中的传承延续。为现代诗教与乐教融洽提供借鉴。为

传统文化研究提供学术支持。 

五、经费预算（单位：万元） 

类别 金额（万元） 说明 

直接费用合计 7.00  

图书资料费 0.30 课题组购买必要的图书资料 

数据采集费 0.50 问卷调查 50 元/人，100 人 

会议费/差旅费/国

际合作与交流费 
1.00 到国内或港澳台参加学术会议、调研等 

设备费 2.00 

购买电脑硬盘 9 个，每个 500 元，U 盘 9 个，每个 250 元、

惠普 680 墨盒 5 个，每个 80 元，打印纸若干、数码相机一

部用于拍摄资料，笔记本电脑一部。 

专家咨询费 1.50 成果鉴定会 5 人，每人 3 千 

劳务费 1.00 采集信息整理资料学生 10 人次，每人 1000 元 

印刷费/宣传费用 0.70  

其他 0.00  

间接经费 3.00  

其中外拨经费 0.00  

申请经费年度

预算（不含其

他来源经费） 

年份 2021 年 2022 年 2023 年 

金额

(万元) 
2.00 6.00 2.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