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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魏德泮先生是我国目前仅有的几位歌词美学研究者之一，已有《歌词例话》、《乔羽论》两部专
著行世，并有多篇论文受到理论界的注意。
2007年，他申报撰写的《歌词关学》研究课题获得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艺术学项目批准，这时，他仍在
福建省音乐家协会副主席兼秘书长的任上，他在搞好本职工作的同时，抓紧业余时间深入研究、认真
撰写，2010年退休后更是为之倾注了全部精力，终于在2011年7月给我寄来了洋洋30余万字的书稿。
身处现代传媒发达、人心易于浮躁的环境下，魏德泮先生能排除各种诱惑，克服各种困难，专注于歌
词美学的研究，为中国歌词界捧出这一丰硕成果，其精神的确值得褒扬。
中国歌词事业的发展需要更多魏德泮这样的歌词作家，在从事歌词创作的同时进行歌词理论研究。
　　近30年来，我国理论界的美学研究比较活跃，美术、诗歌、舞蹈等艺术门类都曾出版了美学专著
。
1993年，我为《中国词海论丛》所写的序言中曾向歌词界提出要“写一部歌词美学专著”，并希望这
部著作应该“写得可读，让读者浮想联翩，兴味盎然”，能“启发人的悟性”。
在18年后的今天，这本书终于问世，填补了当代中国歌词理论的一个空白，为今后进一步深入开展歌
词关学研究奠定了基础。
　　我读了《歌词美学》后，觉得作者不是要作学科式的全面建构，而是抓住歌词艺术最重要的两个
方面——作品与传播进行探讨研究：前四章提出歌词作品“真、新、深”的艺术标准，并从“意象”
、“创造力”、“哲学”三个方面展开研究，探讨如何才能使作品达到“真、新、深”的要求；第五
章指出应该如何正确看待歌词的流行，以及如何激发优秀歌词的流行。
把“真、新、深”三个要素作为评定歌词作品优劣的艺术标准，虽然不是新的说法，但作者对它们的
理解却有独到之处，尤其是为了达到这个标准而展开的研究，如关于“意象”、关于“创造力”以及
关于“歌词作家的哲学思考”等方面，都作了创新的研究，具有自己独到的见解。
书中还阐明应正确看待歌词的流行，即流行的不一定都是好的，更不一定是经典。
流行与时尚有积极的一面，它往往是社会关注的热点、焦点，也有消极的一面，它会使有些作者陷入
赶风跟潮的漩涡中，丧失了创作的个性。
我在创作中曾要求自己“不为积习所蔽，不为时尚所惑”（《乔羽文集·诗歌卷》），说的就是这个
意思。
书中提出歌词作者要关注时尚，不为所惑，要勇于作时代的创新者、领潮人，是具有现实和长远的积
极意义的。
这部专著行文流畅，思路敏捷，始终紧扣歌词艺术展开论述，时有话锋发人深思，可谓雅俗共赏，耐
人寻味。
　　我认为，这部著作有以下几个特点：首先是理论研究与创作实践紧密联系，使理论让读者易于领
会，没有隔靴搔痒之憾。
由于作者是一位已有30余年创作实践的歌词作家，从1984年获得全国征歌一等奖以来，作品已多次在
全国获奖，他还担任过20余年中小学音乐教师，熟悉许多中外歌曲，所以，在歌词理论研究中能紧扣
歌词创作进行论述，其中不乏作者本人创作中的心得体会。
其次是理论研究与社会人生紧密联系，颇能启发读者的联想和思考。
它从歌词艺术出发，探讨歌词艺术自身的审美问题，并上升到哲学思想的高度去认识，进而去理解生
命与感悟生命，把读者从歌词艺术引入社会与人生，又将社会与人生融入歌词艺术之中，深入揭示歌
词艺术这一人类审美活动的规律。
第三是采取多学科交叉的研究方法，超越歌词本体作关联性、系统性的研究。
它没有局限于歌词本体作研究，而是从哲学、社会学、心理学、现象学以及传播学等跟歌词创作有联
系的几个方面进行研究，超越对象性思维、本体性思维的局限。
如，从歌词看中外哲学家的人生观，启发歌词作家的哲学思考，联系社会学、心理学知识探讨人的创
造力的萌发，运用现象学知识研究歌词意象的审美本质，运用当代传播学的知识探讨歌词在社会传播
中的规律，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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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为具有以上特点，使这部《歌词美学》别具一格，有所创新，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和应用价值。
　　这部《歌词关学》论述的是魏德泮先生的观点，是他研究思考的结晶。
其中一些研究不够深入、思考不够全面的地方，我相信，作者在听取各方意见和建议后，将在再版时
予以修改补充。
歌词美学是一座富矿，期待着歌词界更多同仁们继续不停地开采、提炼，不断丰富中国歌词理论的宝
库，为迎接中国歌词大景观又一个“盛唐”似的高峰时期的到来而不懈地努力！
是为序。
　　乔羽　　2011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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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歌词美学》是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项目，具有开拓性、创新性，填补了歌词美学理论的空白。
　　《歌词美学》把歌词作为独立的艺术门类来观察，从歌词艺术最重要的两个方面——作品的产生
与传播展开探讨研究。
作者魏德泮提出歌词作品“真、新、深”的艺术标准，并从“哲学”、“意象”、“创造力”三个方
面进行深入的分析，研究如何才能使作品达到“真、新、深”的要求；同时对作品的传播—一如何正
确看待歌词的流行，以及如何激发优秀歌词的流行作了辩证的探究。
　　《歌词美学》有以下特点：一是理论研究与古今中外的歌词创作实践紧密联系，并融汇了作者歌
词创作中的心得体会，具有纵深感和实践性；二是理论研究与社会人生紧密联系，把读者从歌词艺术
引入社会与人生，又将社会与人生融入歌词艺术之中，具有启示性和思辨性；三是采取多学科交叉的
研究方法，超越歌词本体作关联性、系统性的研究。
所以，此书别具一格，新颖活泼，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和应用价值。
　　《歌词美学》的语言格调丰富多样，理性语言、哲理警句、蕴含诗意的感性语言兼而有之，可谓
好读、好看，又发人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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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魏德泮，1947年8月生于福建省建瓯市。

    国家一级词作家、歌词评论家。
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福建省音乐家协会副主席、原秘书长。
系中国音乐家协会第六、七届理事、中国音协《词刊》编委、中国音乐文学学会常务理事、中国儿童
音乐学会常务理事、厦门大学艺术学院客座教授、福建李焕之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
曾任音乐教师、建瓯市文联主席。
有数十首词作全国获奖，其中《读唐诗》（谷建芬曲）获中宣部第十届“五个一工程”优秀作品奖、
中国音乐“金钟奖”大奖及文化部、教育部等七部委少儿征歌金奖，《海峡之梦》（崔臻和曲）获中
宣部第十一届“五个一工程”优秀作品奖及全国优秀流行歌曲创作大赛一等奖，继成名作《愿建广厦
千万间》（陈芝雄曲）1984年获全国一等奖之后，《海峡姐妹花》、《月牙船》、《海潮马》、《蜜
桔甜甜蜜桔圆圆》等相继获全国征歌一等奖，《五个月亮》、《土楼人家》、《背新娘》、《台南姑
娘》等获省政府百花文艺奖。
出版歌词选《背新娘》和歌词理论专著《歌词例话》、《乔羽论》以及2007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艺
术学项目《歌词美学》。
出版《闽北风情》音乐电视专辑，多首歌曲MTV在央视播出、获奖。
音乐剧《武夷情》获省剧本奖。
曾获福建省“五一”劳动奖章、省人事厅给予立三等功及省文联系统先进工作者等荣誉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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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哲学是歌词美的根基第一节 歌词作家的哲学思考一、哲学是对世界与人生永远的追问二、哲
学没有最终答案，它是非宗教的信仰三、哲学应是歌词作家的精神生活形式之一四、树立为人类美好
未来不懈追求的人生观第二节 从歌词看中国哲学家人生观一、儒家：道德的教化二、道家：自然的生
活三、佛教：空的觉悟四、中国哲学家人生观面面观第三节 从歌词看西方哲学家人生观一、古希腊：
理性精神--唤醒人的自我意识二、中世纪：（公元476-1640）天国的梦想三、文艺复兴（公元14-16世
纪）：追求现世的享受四、近代，思想启蒙运动：追求自由平等五、现代，人文的关怀：张扬直觉、
本能与权力意志六、当代，生存还是死亡：活着最重要七、西方哲学家人生观面面观第四节 从歌词看
马克思主义的人生观第五节追求不朽人生的不同途径一、儒教三不朽--立德、立功、立言二、在艺术
创造中不朽三、在宗教信仰中到达永恒第二章 意象是歌词美的基本范畴第一节 运用现象学方法研究
歌词美一、从认识论方法转向现象学方法研究歌词美学二、重视审美经验--生命的体验第二节 意象是
构成歌词美的基本范畴一、意象的概念辨析1.意象派诗歌的意象2."意象"在中国古代文艺理论中涵义不
确定，用法也不一致3.意象与物象的关系4.意象与词语的关系二、意象的审美本质--情感、现象、理念
、经想象的语言凝结物三、选择意象为歌词美学研究的逻辑起点第三节 意象中凝结着社会环境与作者
个性的影响一、意象中凝结着社会环境的影响二、意象中凝结着词作者个性的影响第四节 歌词艺术形
象与意境的创造一、从意象到艺术形象到意境的创造过程二、意境创造的个性化与创新第三章 创造力
是创造歌词美的高峰能力第一节 影响创造力发挥的因素一、热爱与好奇，真诚与自信二、常静闲观心
，重追求神韵三、感悟大自然，敬畏大自然四、驰骋想象力，意象分又合五、发掘潜意识，灵感常光
顾六、顿悟是直觉，、直觉似闪电第二节 影响创造性人物出现的因素一、家族渊源，家庭影响二、文
化底蕴，社会知识三、社会氛围，宽松环境四、乐于交友，敢破常规五、人生境遇，悲喜体验六、崇
高动机，人格魅力第三节 创造力应如何培育一、重视20岁前创造力的培育二、艺术对开启创造力的作
用三、儿童游戏可以培养创造力四、活成艺术做艺术第四章 "三要素"是歌词美的艺术标准第一节 "真"
在于情意真实、揭示本质第二节 "新"是对歌词形式与内容的要求一、形式新二、构思新1.在两难中选
择2.立意中出新3.集中开掘，不旁鹜4.寻找跨时空的情感结合点三、语言新1.保持个性化的语感2.赋予
多义性增强张力3.运用新鲜的比喻4.选取意象编织情绪第三节 "深"是对人性深度的开掘一、"深"要学习
哲学，反思现实人生二、"深"要观察历史，表现时代情绪三、"深"要以经典为范，在继承中创新四、"
深"要体现人性的深刻与复杂第五章 流行是歌词美的社会选择第一节 社会选择是歌词流行的重要因素
一、流行是审美趣味变迁的社会心理现象二、审美趣味受生理因素和社会因素制约三、歌词美不同历
史时期形态演变概略1.古代歌词美形态演变（先秦时期-1919年）2.近代歌词美形态演变（1919年-1976
年）3.新时期歌词美形态演变（1976年-2009年）第二节 歌词创作应关注时尚，不为所惑一、时尚文艺
像钟摆荡来荡去二、关注时尚变化，不为时尚所惑三、要做时代的创新者、领潮人四、文艺创作反对"
三俗"第三节 社会传播是歌词流行的重要推手一、歌词的流行是一种传播现象1.传播是歌词流行的必要
条件2.传播媒介影响歌曲传播二、传播规律对歌词流行的影响1.大众传播能够创造流行2.意见领袖对歌
词流行的制约3.听众会对信息"选择性接触"三、如何激发歌词流行1.创作符合社会潜在心理2.建立鼓励
创作的机制3.发挥明星的光环效应4."风格传播"吸引注意力5.畅通并整合各种传播渠道6.擅长策划媒介
事件附录一：西方哲学家看人生附录二：欧洲文学史简表附录三：香茶荔汁八宝粥--当代三位词作家
风格鉴赏附录四：带幽默性、情节性和动作性少儿歌词的创作参考文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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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常静闲观心，重追求神韵　　独立思考是产生创造力的途径之一。
没有比正确的思考更接近成功了。
成功是一种思考的累积。
一个人不论从事何种行业，想攀上顶端，通常都需要漫长的时间和精心的规划。
你要耐心，不断地思考，循序渐进地跑到前面，当你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的时候，成功就已经在你面
前。
　　如果想登上成功之梯，就得永远让你的头脑进行思考，只有思考后的人生，才算成功的人生。
弱者选择舒适，做容易又舒服的事，只能放弃成功；强者选择拼搏，做困难又不舒服的事，才能取得
成功。
　　词作家张藜就是一位整天爱思考的人。
他对人说：“我爱琢磨。
没事儿，穷琢磨。
一天到晚琢磨。
”他在琢磨什么？
“很多友人为我创造了周游名山大川的机遇，在走、看、听、为的过程中，总想着歌诗这个遗腹子。
”（张藜著《相思潮·旅游歌诗选》，第227页，中国旅游出版社1989年4月版）怪不得他的歌词总是
具有鲜明的个性，他的构思、他的语言不是别人学得来的，那可是他“一直在追求着，寻觅着，向往
着，苦思冥想着”的结晶。
1983年冬，他应邀来到福建讲学，我有幸跟着他深入闽北乡村走了半个月，一路上不仅聆听了他的讲
课，而且看到他观察生活、思考生活的习惯。
比如，走到县城的街道，他很注意观看商店的招牌、店名，他说，这些名字都不是随便取的，你细细
琢磨，这里面都有文章。
听他讲学，感受他对生活的热爱和迷恋，学习他对歌词的思考和探索，我受益匪浅！
　　有较高创造力的人的思维具有选择性。
他平时往往专注、执著于某一领域的信息，忽视一些别的东西。
所以，往往他在自己的专业上是创新性人才，但在生活的某一些方面却是傻瓜。
思想者的生活往往是随意的，桌面也不一定井井有条，他认为那样太花时间，他无暇顾及。
他对散乱的陈设熟视无睹，他只求头脑中的思考清晰、有条不紊。
　　勇于独立思考的人，不甘平庸，敢于标新立异，敢于反潮流。
他勇敢实践，坚持真理，不怕失败，往往就可能出新，就能引领潮流。
　　如果缺乏独立思考，就会出现创造力贫乏的现象。
从前两年的动漫大赛，可以看出在动漫艺术方面，我国动漫艺术家创新、创意差于国外。
2009年11月国际动漫大赛在江苏省常州举行，评委说，中国的动漫作品缺少创意与创新，重视制作。
如，人物面部表情，大多模仿日本、韩国等外国作品，比较呆板，不够丰富。
题材方面多是采用古代经典故事，缺少对当代人生活的表现。
总之，有思想、有创造性的动漫艺术家少。
看来，我国动漫创意教育应当改进。
　　创造力的萌发必须耐得寂寞，才能静闲观心。
孤独感有时会使灵魂净化，让心灵驰骋，浮想联翩。
人有时静心独处是必须的、有益的。
喜欢思考的人，更需要找些时间独处，享受孤独之境。
一个人在人群中，只是生活在当时的时代，在孤独时，其心灵却可以生活于所有的时代；在人群中，
你只是面对眼前有限的世界，在孤独中，、你却可以面对苍茫的宇宙、千秋的人生。
孤独之境，是使人的心灵从有限驰骋至无限的起点。
　　天、地、人间无时无刻不具有无尽的玄机、无穷的情趣，只有静闲淡泊的人，才能慢慢思考、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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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体会，浮躁之心、功利之情是进入不了此等境界的。
细致地观察、深入地思索，需要一个人独处静思。
几位智者话锋的碰撞固然有益，真正作深入地思考还是需要有独处的功夫。
古人云：“静中念虑澄澈，见心之真体；闲中气象从容，识心之真机；淡中意趣冲夷，得心之真味。
观心证道，无如此三者。
”（《菜根谭》上第87条）平静中思考问题澄明、致远，闲暇时气度舒畅悠闲，可发觉心中玄机，淡
泊中性情冲和，可以体会心中趣味。
省察内心、觉悟天地间酌至理，没有比静、闲、淡三种方法更好的啦！
 艺术家心境静、闲、淡，往往可以从他创作的作品中看出来。
达·芬奇的《蒙娜丽莎》这张画不大，可是成为卢浮官的一个镇馆之宝。
他的另一幅《岩崖前圣母》，圣母旁边是圣安娜，还有两个天使。
我们可以看出来，艺术家在创作时，心灵非常安静，非常虔诚，才能够把宇宙自然的和谐，给予充分
的表现。
　　创造歌词的时空世界需要心灵去观照，即不仅用双眼的视觉，更要用内心的视觉，靠心灵的洞察
力作透视，才能有如“天眼”，“远近皆见，前后内外，昼夜上下，悉皆无碍”。
歌词创作必须运用内心的静默观照，如此才能让思绪奔涌，上天人地，生命如有无限的延伸，灵感才
会翩然而至。
如果内心不安定，就会产生压力，难以看清眼前的事物。
　　齐白石是我国近代坚持独立思考的艺术家，他强调学习别人应当学精神，不刻意求形似，重在画
出神韵。
　　1956年7月29日上午，毕加索在法国热情接待张大千一行时，毕加索请张大千看五大本（每本30幅
左右）画册，张大千惊讶地发现这些画全是毕加索临摹齐白石的作品。
毕加索说：“我最不懂的，就是你们中国人，为何要到巴黎来学艺术！
”可见齐白石的画在毕加索眼中艺术水平有多高。
难怪有人把齐白石列为20世纪在中国画方面最有影响的画家之首。
他的中国画艺术，反映了中华民族的精神和力量，是我国当代具有代表性的艺术家。
2010年2月，英国艺术价格网报道称中国近现代绘画大师齐白石在2009年的作品拍卖总额达到了7000万
美元，位列全球第三，前两位是毕加索（1.21亿美元）和安迪·沃霍尔（1.06亿美元）。
（见于《中国艺术报》2010年3月30日中国收藏版）在我国，作中国画的画家很多，为什么齐白石有这
么高的艺术造诣呢？
他的创造力从何而来？
我认为，他写生作画时坚持独立思考，不刻意求形似，重在画出神韵是个重要原因。
他说：“我画实物，并不一味地刻意求形似，能在不求似中得似，方显出神韵。
”（齐白石著《齐白石自述》，第185页，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9年4月版）又说：“作画妙在似与
不似之间，太似为媚俗，不似为欺世。
”（齐白石著《齐白石自述》，第60页，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9年4月版）他在学习别人的绘画时，
学精神，不学形似。
他说：“我是学习人家，不是摹仿人家，学的是笔墨精神，不管外形像不像。
”（齐白石著《齐白石自述》，第60页，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9年4月版）又说：“你不要只注意学
我的皮毛，要多钻研，自己多写生⋯⋯要记住：学我者生，似我者死。
”（齐白石著《齐白石自述》，第63页，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9年4月版）　　在作画技巧上，他博
采众长，勇于创新，独辟蹊径，匠心独运，因此走出自己的艺术道路。
他早年跟胡沁园老师学工笔画，从西安游历回来后他说：“因工笔画不能畅机”，用今天的话来说就
是不够时尚，不合当时多数人的审美趣味，因而改画大写意。
1920年他到北京3年了，由于学的是八大山人冷逸的画风，不为北京人喜爱，陈师曾老师劝他改变画风
，自出新意，他听了老师的话，“自创红花墨叶的一派”，获得很大成功。
当年梅兰芳就请齐白石到家里作画，并亲自给他磨墨理纸，交为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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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5年，梅兰芳正式跟齐白石学画草虫，学了不久，他已画得非常生动。
　　作个艺术家难，作个一流的艺术家更难。
齐白石作为20世纪世界上一流的艺术家，他那独立思考，“重神韵、学精神”的创作心得，是值得创
作者们认真体会、努力学习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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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此书从歌词艺术出发，探讨歌词艺术自身的审美问题，并上升到哲学思想的高度去认识，进而去
理解生命与感悟生命⋯⋯这部《歌词美学》别具一格，有所创新，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和应用价值。
　　——乔羽（中国音乐文学学会主席，原中国歌剧舞剧院院长，一级编剧）　　　　这部《歌词美
学》内容翔实，论据充分，切入角度新颖，是目前这方面研究的好作品。
它对于歌词美学方面的进一步研究，提供了一个较好的范本。
　　——任志萍（中国音乐文学学会副主席，一级编剧，原中央歌舞团副团长）　　　　歌词作者大
量涌现，作品数量大增。
在歌词创作空前繁荣的情况下，我们呼唤理论研究。
魏德泮的《歌词美学》，具有开拓性，填补了歌词理论研究的空白。
　　——金波（首都师范大学音乐学院教授，诗人，儿童文学家）　　　　《歌词美学》是一部有创
新、有份量、有深度的歌词理论著作，而且写得很活泼。
它填补了歌词美学的空白，是歌词理论建设领域中的一块基石，旱天里的一道急时雨。
　　——陈侣白（福建音乐文学学会主席，福建省作协原秘书长，诗人，编审）　　　　词群墨寡匮
文章，底气虚空枉思量，　　可堪此举探究竟，挈得肥蟹一口尝。
　　　　——宋小明（中国音乐文学学会常务副主席，中国音乐家协会理事，中国流行音乐学会副主
席，一级作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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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歌词美学》从歌词艺术出发，探讨歌词艺术自身的审美问题，并上升到哲学思想的高度去认识
，进而去理解生命与感悟生命。
该书把歌词作为独立的艺术门类来观察，从歌词艺术最重要的两个方面——作品的产生与传播展开探
讨研究。
作者提出歌词作品“真、新、深”的艺术标准，并从“哲学”、“意象”、“创造力”三个方面进行
深入的分析，研究如何才能使作品达到“真、新、深”的要求；同时对作品的传播——如何正确看待
歌词的流行，以及如何激发优秀歌词的流行作了辩证的探究。
其语言格调丰富多彩，理性语言、哲理警句、蕴含诗意的感性语言兼而有之，可谓好读、好看，又发
人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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