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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风"歌曲流行现状及其在对外汉语教学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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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流行音乐中的!中国风"具有广泛的大众认知度# !中国风"歌曲的歌词可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从而

扩大学生的词汇量%它总是借助各种修辞手法来传情达意$可以利用其来教授修辞手法$其中的很多妙语警句伴着曲

中的主旋律$易记&易用$是写作中积累好句的一条重要途径%!中国风"歌词不仅能让留学生领略我国深厚的文化底

蕴和源远流长的历史$还能带领他们学习中国博大精深的古诗词$培养他们阅读古典诗文的能力%另外$!中国风"歌

曲还可以作为一种独特的刺激形式$使留学生在欣赏音乐旋律的同时$毫无压力地提高听力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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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中国风%歌曲地位不断上升#已成为流行

音乐乐坛不可或缺的新生力量&何谓$中国风歌曲%'广

义上可以认为其就是具有中国风味的歌曲( 如果单讨

论歌词#就是词意内容模范古典诗词的创作&严格说起

来#流行音乐市场上的$中国风%歌曲并不是一种音乐

曲风#它不具备可以准确归类的格式#不同于我们熟知

如节奏蓝调)乡村音乐)摇滚)嘻哈)爵士等音乐类型#

它不像上述音乐是以节奏)和弦的变化)固定的作曲模

式作为判断曲风的标准& $中国风%歌曲更倾向于根据

歌词的涵义来归类#它将古辞赋)古文化)古旋律与新

唱法)新编曲)新概念相融合F?G

#结合了具有中国特色的

音乐元素#同时达到了怀旧和咏今的目的#从而产生出

与众不同的歌曲风格&

通过对$中国风%歌曲的调查#可反映$中国风%歌

曲的流行以及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播作用#同时#随着

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 越来越多的外国人开始学习汉

语#因此#本文将$中国风%歌曲的流行引入到对外汉语

教学中的作用进行探讨&

一&调查对象

本次调查主要面向不同性别) 不同年龄阶段的人

群#通过网络问卷调查的方式#对$中国风%歌曲的流行

程度及其流行现状进行统计#其中包括$中国风%歌曲

流行的原因#对歌词形式喜好的异同#对$中国风%歌曲

流行这一现象的看法#$中国风% 歌词是否有传播传统

文化的作用等等&通过对调查数据的分析和整理#结合

$中国风%歌曲在对外汉语教学各个部分的联系#能够

发掘其在对外汉语教学中的积极作用&

此次调查#共完成有效问卷 H>;张#调查对象男女

比例较为均衡#其中男性 ?<>人#占总人数的 =HI(女

性 ?D;人#占总人数的 DEI&调查对象的年龄分布也比

较广泛#其中#?;!?J岁 K人#?K!;=岁 K<人#;=!H=岁

E;人#H=岁以上 ?;=人&

二&调查情况分析及对外汉语教学的引入

!一"$中国风%具有广泛的大众认知度

现今媒体眼中$广义解释%定义下的$中国风%歌曲

创作# 曲风上更丰富多变# 有摇滚元素的如 *千年之

恋+( 有嘻哈风的如 *我爱周星星+( 有节奏蓝调的如

*0#0&%说+(其他代表性作品还有*老子说+)*将军令+)

*长相思+)*十面埋伏+)*中国话+)*三国恋+)*曹操+)

*江南+)*竹林深处+)*在梅边+)*花田错+)*红颜+)*葬

英雄+)*诀别诗+等&

$中国风% 对于大众来说并不是一个陌生的事物&

社会在进步#人们的审美观也必然随之发展#人们对音

乐的要求自然也越来越高# 听众们开始追求有文化底

蕴)有深度#而又不老调的歌& $中国风%歌曲将当今各

种流行元素融入到中国深厚的文化底蕴中去# 正好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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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了人们的这一需求! 因此才能获得人们的青睐而迅

速流行"正是因为#中国风$音乐在社会上的广为流行!

才会考虑将其引入对外汉语教学%

&二'关于#中国风$歌曲的歌词

$%#中国风$歌词与对外汉语词汇教学

音乐和歌词共同构成流行音乐整体! 歌词自身具

有形象美(感情美和音乐美等特质%#形象美$指通过文

字的形式!通过词组(句子的组合!为欣赏者展现出一

幅幅生动别致的图画!使欣赏者产生别样的美妙感受%

#感情美$指歌词作者将自身所要表达的感情寓于歌词

之中! 通过歌词将沉积在人们心头的种种情绪引发出

来!使人得到美的享受%#音乐美$则表现在歌词中的字

与字(词与词的抑扬顿挫和节奏感上%歌词虽然是专为

谱曲而作!但它也决不是音乐的附属品!当它与曲谱分

离开后!也应有其独立的艺术价值!通过它也能给人们

以美的享受% 那么如果将#中国风$歌词引入对外汉语

词汇教学!会产生怎样的效果呢)

一个词!有声音(有词形还有词义% 这里面词义是

最重要的!对意义的理解是一个认知的过程!在这个过

程中学习者的主动性很重要!所以!教词汇的时候要激

发学习者认知词义的兴趣&!'

%将#中国风$歌词引入词汇

部分的教学中!可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将大量的练

习交给学习者自己来完成%但这些学习者毕竟是学生!

需要教师的指导和安排&('

%

如王力宏 *心中的日月+#若一开始没有上帝偷偷

的怂恿 )我们怎知选择相逢 )你是心中的日月 )落在这

里 )旅程的前后多余 )只为遇到你 )多么想幻化成为你

脚下的泥 )此刻的无人山谷 )仿佛听见说爱你,,$%

这里的-怂恿$(-相逢$(-幻化$(-仿佛$等词语都是书

面语! 它们充分表达出歌手对幸福的向往和寻找心灵

归宿过程中的复杂感情! 但正是由于这几个词的出现

可能对学生理解歌词造成一定的障碍%在教学过程中!

教师可以先将整首歌曲的内容及作者想要表达的思想

感情告诉学生! 学生可以通过歌曲的意境大致猜测出

这几个生词的含义%而如果单纯地教授这几个词!学生

往往会觉得不知所云%

*%-中国风$歌词与修辞(写作教学

-中国风$歌词中的古代辞赋依旧为今天的人们所欣

赏和推崇% 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主要有以下两个原因.

&$'复古气氛% #中国风$歌词中!多少都包含有一

些中国的古文化% 这些古文化或许已经被人们彻底淡

忘!或许在人们脑海里还有些残存的印记!但当#中国

风$歌曲将一段段古文化重新演绎出来时!那些隐藏在

人们内心深处的具有深厚底蕴的中国文化便会自然地

浮现出来%

&*'典雅的气质%古代辞赋很注重炼字(用典!注重

音律的和谐!因此古代辞赋给人留下了简练(典雅的好

印象%当今天的#中国风$中融入了古代辞赋元素时!会

让人们觉得其品位的不凡!对其产生好印象%

调查结果显示!#中国风$歌词中!最具吸引力的元

素当属中国的古典文化! 这也正是中国风音乐异于其

他流行音乐的最大特征!流行歌曲#中国风$主要呈现

出三种形态.第一!直接用古诗词做歌词!如有王菲演

唱的*但愿人长久+出自苏轼的*水调歌头/明月几时

有+(安雯演唱的*月满西楼+出自李清照的*一剪梅+(

徐小凤演唱的*别亦难+源自李商隐的*无题/相见时难

别亦难+%第二!借用古诗词的内容!用现代人更易接受

的通俗语言加以演绎!如由毛宁演唱的*涛声依旧+就

是张继*枫桥夜泊+的现代版%第三!用古典诗词的形式

来创作流行歌曲!如*笑傲江湖+的主题歌*沧海一声

笑+(*射雕英雄传+的主题歌*铁血丹心+%

-中国风$歌词还总是借助各种修辞手法来传情达

意!对外汉语教学中可以利用-中国风$歌词来教授修

辞手法% -中国风$歌词中常常使用比喻(拟人(排比(反

复(夸张等修辞手法来达到感染受众的目的%例如周杰

伦*东风破+-一盏离愁 )孤单伫立在窗口$(-夜半清醒

的烛火 )不忍苛责我$(-枫叶将故事染色$都运用了拟

人的修辞手法!来反映出游子因思念而痛苦的心情!一

种哀婉(凄凉的神伤之情跃然纸上% 再如周杰伦*兰亭

序+中!通过-无关风月我题序等你回$一句在歌词中反

复出现以达到烘托作者的感情的目的0而-夕阳余晖 )

如你的羞怯似醉$ 就运用了比喻修辞! 使意境高雅深

情% 学生在听歌曲的过程中!通过对歌词内容的理解!

就能准确地掌握歌词中使用的修辞手法! 达到辅助修

辞教学的目的%

-中国风$歌词中有许多妙语警句!这些妙语警句

内容几乎包括了生活的方方面面!有爱国(立志(友情(

孝悌(健身(诚信等等!而且这些妙语警句伴着曲中的

主旋律!易记!易唱(易用!是积累好句的一条重要途

径%所以!让-中国风$歌曲中的妙语警句走入写作教学

课堂是非常有意义的%

学生每天忙于学习!信息的匮乏(交际的贫乏!因

而导致他们在写作时题材缺乏!-中国风$ 歌曲在内容

上具有很浓的时代气息!贴近生活!词意直露明了!语

言通俗易懂!那些表现欢乐(憧憬(友情(苦闷(伤感等

情绪的作品! 特别能引起学生情感的交融与共鸣!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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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为作文提供了丰富的题材$

同时#学生在作文的过程中#也可以仿照歌词中的

句式或是表达方式来表现自己的思想感情#这样#学生

的作文不再是只简单介绍事件发生的时间%地点%事件

中的人物的由千篇一律的简单句拼凑起来的流水账$

&'&中国风'歌词与中国文化教学

在调查中#如此众多的人选择&在听到(中国风)歌

曲时会自然地联想到古诗词'#这肯定了&中国风'歌词

对文言巧妙的运用#在欣赏&中国风'歌词的同时#结合

歌词的意境#会自然而然地联想到古诗词()*

#这从侧面

肯定了&中国风'歌词宣扬古典文化的作用$

&中国风'音乐的歌词巧妙地运用了古典诗词$*东

风破+中&你走之后酒暖回忆思念瘦'#套用李清照的名

句&人比黄花瘦'$*发如雪+中,&狼牙月 +伊人憔悴 +我

举杯 +饮尽了风雪 +是谁打翻前世柜 +惹尘埃是非 +缘

字诀 +几番轮回 +你锁眉 +哭红颜唤不回 +纵然青史已

经成灰 +我爱不灭 +繁华如三千东流水 +我只取一瓢

爱了解 +只恋你化身的蝶 +你发如雪 +凄美了离别 +我

焚香感动了谁 +邀明月 +让回忆皎洁 +爱在月光下完

美'#化用了李白的诗歌&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

青丝暮成雪'#&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举杯邀明月#

对影成三人'#为歌曲营造了一种凄美%忧伤的氛围#在

增强艺术感染力的同时# 既给人熟悉感又更给人一种

新奇的感觉$

&中国风'歌词极具古典特色#又与现代生活密不

可分#它既具有娱乐功能还兼顾有认知功能#它将华丽

的辞藻和人们质朴的感情结合起来# 产生了双重审美

效应$ 正是因为它的流行#也扩大了传统文化的影响#

为中国的文化产业做出了贡献$

文化交流是文化传承与传播的方式之一#是文化价

值得以肯定的表现$ 人们在其中既可以得到情感的宣

泄#又可以在娱乐的同时自由地交流#同时&中国风'音

乐促进了本族群之间的交流#具有相同的中国民族文化

心理积淀的人们在其中也得到了交流(,*

$ 大多数人都认

为#&中国风'流行音乐的出现是中国整体的社会变革和

文化变迁过程中文化价值观多元化的表现之一#它不仅

借鉴了西方文化#也将中国文化予以传播#是中国文化

以&和而不同'的姿态进行文化交流的一个结果$

&中国风'歌曲之所以能够受到大众的喜爱#主要

是因为能唤起人们美好的记忆$ 对于留学生来说#&中

国风' 歌词不仅能让他们领略我国深厚的文化底蕴和

源远流长的历史# 还能带领他们学习中国博大精深的

古诗词#培养学生阅读古典诗文的能力(-*

$

例如后弦*唐宋元明清+中的&谁把地上霜劝归我

床前'化用了李白的*静夜思+中&床前明月光#疑是地

上霜$'将李白对亲人的思念转化为对已别去的唐宋元

明清的回忆-&二十四桥终别明月浅# 藏头的诗不忍吐

再见'化用了杜牧的*寄扬州韩绰判官+&青山隐隐水迢

迢#秋尽江南草未凋$ 二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教吹

箫'的佳句-&回首灯火不见阑珊#只有寂寞在嘹亮'化

用了辛弃疾*青玉案.元夕+&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

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表达出了爱情之路的曲折

和峰回路转的复杂情愫$

在文学文体中#诗的语言最为凝练#是一切文学语

言中最具艺术魅力的语言$ 诗人们总是在语言上精细

地琢磨挑选#以期生动形象地抒情状物#巧妙地表达旨

意$培养留学生阅读古典诗文的能力#关键是要教会学

生如何去&品'诗$

周杰伦 *东风破+&你走之后 +酒暖回忆思念瘦'#

一个&瘦'字让人联想起李清照的名句&人比黄花瘦'#

形象地描绘了一个倍受思念困扰而容颜黯淡% 面容憔

悴%神情清瘦的游子的痛苦心情$ &水向东流 +时间怎

么偷'中#最形象的就是这个&偷'字#它将一去不返的

看不见摸不着的时间具体化了#表现出时光易逝#岁月

难再#让人怅然若失$ &岁月在墙上剥落 +看见小时候'

从墙壁的斑白%灰暗#表现岁月的流逝#表达游子内心

的落寞%惆怅$

!三"&中国风'歌曲与对外汉语听力教学

&中国风'歌词中极具特色的文白驳杂的语言打破

了&歌词作为一种听觉语言艺术#贵浅不贵深'的定律#

带给人耳目一新的听觉体验$所谓文白驳杂#是指其歌

词文句中的书面语甚至是文言文和口语交替出现#不

分伯仲$ 如 &而你今生又在哪户人家 +欲语泪先下'

!*千年之恋+"#&欲语泪先下'是化用的古句&欲语泪先

流'#接在白话&而你今生又在哪户人家'之后#不仅让

人觉得新奇#而且由于古今语言的对比#也形成了一种

前世今生的反差#使歌词所要表达的感情更为贴切$除

了句子间的文白驳杂之外#还有段落间的文白驳杂$如

*茶汤+ 中#&北风它经过多少村落 +来来回回绕过 +分

不清哪年 +我求天保佑 +只见风声大作 +却更寂寞'#

其后的段落为 &我说再喝一碗我熬的茶汤 +你说现在

马上要渡江 +想问你到底是否有种药方 +让热汤永远

不会凉'$用较为书面化的语言#对景色情状进行描写#

言简意赅# 而对离别时的依依不舍则直接用对话的形

式展现#情绪的直接宣泄#真实自然$同时#用语的一张

一弛之间也增强了歌词的节奏感$ 文白驳杂已经成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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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风$ 歌词的一大特色出现于众多歌词创作中%成

为了人们普遍接受的一种言辞方式&

不过也有少数人坚持认为'中国风$应该完全地古

风化&文白驳杂是一种混乱的创作方式%只能说是从古

典的文化中断章取义%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中国风$&

要真正发扬"中国风$的创作%最好是将古文原有的形

式加入创作当作%而不是文白驳杂&现今"中国风$歌词

都采取了"文白驳杂$的方式%再配合着优美的旋律%使

其成为对外汉语听力教学的材料成为可能$%&

&

当前听力课教学的语音材料一般都是男女两个声

部以相同的语速和风格朗读或是对话% 教师也通常采

用反复多听的单一形式的刺激模式来到达教学目的%

这样很容易让学生感到麻木甚至厌烦& "中国风$歌曲

可以作为一种独特的刺激形式% 作为听力教学的辅助

材料$'&

%使留学生在欣赏音乐旋律的同时%毫无压力地

提高听力技能&

需要注意的是% 很多字的发音在歌唱时会发生变

化%听起来有一定的难度& 如中文歌曲中%一般将"的

(())$发音成 (*+将*了(,))$发成 ,*-.+将*着(/0))$发成

/01.+ 还有的字在歌唱时的音调和说话时是不同的 $2&

+

如,菊花台-中*菊花灿烂地烧 3你的笑容已泛黄$中的

*泛$.*黄$的音调都有变化& 而且汉语同音字较多%进

入歌词过后更不容易分辨究竟是哪个字% 所以这对学

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同时对教师的歌曲的选择也提

出了更高的要求!教师应该选择歌唱速度较慢的歌曲%

这种歌曲往往吐字较清楚/ 歌唱句与句之间的间歇往

往较大%可以给学生留有足够的反应空间&

三!结语

近年来%*中国风$ 音乐在各地各大音乐排行榜的

上榜率极高%以*中国风$倍受赞誉的词人方文山也因

此屡获殊荣&不仅如此%各大网站.电视台都有以*中国

风$为主题的专题节目%*中国风$歌曲更是一次次登上

春晚的舞台%为全国大多数观众接受并喜爱&相信随着

中国流行音乐事业的发展%会有越来越多优秀的*中国

风$歌曲被创作出来&这势必能能给对外汉语教学材料

之一的*中国风$歌曲一次又一次地注入新鲜血液%从

而不断推动对外汉语教学的发展& 综前所述%将*中国

风$歌词引入对外汉语教学过程中%可帮助学生提高汉

语综合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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