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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绿汀儿童歌曲浅析

李毓辉 

（云南艺术学院音乐学院，云南 昆明 650500）

摘 要：贺绿汀是我国音乐界中享有崇高威望的著名作曲家，他的音乐创作涉猎广泛，包括多部合唱作品、近百首歌

曲、六首钢琴曲、六首管弦乐曲、十多部电影音乐以及一些秧歌剧音乐和器乐独奏曲，大部分作品至今仍被广为流

传，尤其声乐作品题材的多样性，令后人起敬。其中，他的儿童歌曲创作，更是对我国儿童音乐的发展起到了重要

的推动作用。本文主要将贺绿汀的儿童歌曲根据题材内容的不同归纳整理，选取其中较有代表性的作品进行分析，

使读者能够从多方面，多角度了解贺绿汀的儿童歌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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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音乐界中享有崇高威望的贺绿汀，既是著名的作曲家，

理论家，也是优秀的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他是我国现代音乐文化

事业的积极参与者与见证人，并且对中国的音乐文化事业作出了卓

越的贡献。贺绿汀一生共谱写了各类声乐作品一百多首，器乐作品

数十首，电影配乐十多部，多部歌舞剧以及写作了七十多篇音乐论

著，这些都是我国近代音乐史上的一笔宝贵财富。

贺绿汀的儿童歌曲是其艺术成就中不可小觑的一部分。他的

儿童歌曲创作大都集中在他从事小学音乐教学工作期间（即1930

年-1941年间），他在任教时全面地了解了中国中小学音乐教育现状

和儿童的心理需求，同时，他还学习了音乐创作的技巧，他的声乐

作品大多都是自己填词、编曲。他创作的儿童歌曲，有一部分在当

时的《音乐教育》杂志上出版发表，大多数歌曲都被选入中小学音

乐教材，在全国青少年中广为流传，也有一部分被传唱至今，如他

的著名作品《流水》、《春天里》等。

清朝末年出生的贺绿汀，废科举、兴学堂盛行的民国初期正值

他的小学至中学时代。此时，全国各地中小学校都开设了音乐这门

课程。在贺绿汀的《新中国音乐启蒙时期歌咏运动》①一文中曾经说

到：“当时所认为的音乐其实就是唱歌，歌曲大都来自日本，日本此

时正处于改革期。那个时代的音乐家大多模仿西方的简单歌曲结构

形式，且用五声音阶创作学校歌曲与军歌，通常节奏都比较呆板、

而且旋律比较单调，同一个音在歌曲中常被多次反复运用，记谱法

大都是以简谱记谱，而非五线谱，记谱法过于单一。”由此可见，贺

绿汀对民国初期的音乐教育已经有了非常深刻的认识，而正是他对

当时音乐教育现状的不满，才诱发了他作为一名优秀的音乐教师的

创作愿望，由此开始了他编词、创作的道路。

的本土音乐发扬光大，挖掘其中的精华，致使巴赫《马太受难曲》

重放光芒，他创作的作品充分体现了他热爱祖国的伟大情怀。

门德尔松这位浪漫主义音乐家，在人类音乐发展的进程中留下

了厚重的一笔，他在音乐史上可谓是天才性的人物。他虽然英年早

逝，但在世界音乐史上所做的贡献远远超出了与他同龄的多数音乐

家。门德尔松的音乐创作比较讲究通俗易懂，接近于大自然的唯美

主题。近世西洋十大音乐家、俄罗斯作曲家、音乐评论家柴可夫斯

基曾经评论说“门德尔松的作品在德国音乐家中鹤立鸡群。”

门德尔松是杰出的钢琴家和音乐家，他的作品具有鲜明的浪漫

主义音乐情怀，他创作的同时重视个人主观情感的抒发，并且认为

内心世界不仅仅可以用文字表达，也可以通过音乐本身来表达，他

将浪漫主义音乐典型特征运用得淋漓尽致。门德尔松这位天才音乐

家一生中不仅谱写了辉煌的音乐人生，同时也构建了十九世纪欧洲

不朽的音乐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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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贺绿汀儿童歌曲的题材内容分类

贺绿汀歌曲创作题材十分广泛，尤其是儿童歌曲的创作，他的

儿童歌曲既有以爱国主义思想为题材的，也有儿童生活习惯养成、

玩耍以及其它方面的题材。贺绿汀的这些创作题材，基本包含了儿

童教育所需的基本内容，再加上他创作的旋律简单、朗朗上口，让

儿童在接受教育的同时也享受快乐。

贺绿汀所创作的儿童歌曲一共有22首，笔者将根据题材内容的

不同对这些作品进行分类归纳。

作品分类归纳表：

题  材 作  品

培养孩子爱国主义思想

《谁说我们年纪小》      创作于1936年

《我们不流眼泪》        创作于1939年

《儿童节歌》（歌曲联唱）创作于1939年

《我们是抗战的孩子》    创作于1939年

《家》                  创作于1940年

《张伯伯，李伯伯》      创作于1940年

《我的爸爸》            创作于1940年

《民族小英雄》          创作于1940年

《满天星》              创作于1942年

培养孩子良好习惯

《禁止吐痰歌》          创作于1935年

《亲爱歌》              创作于1936年

《压岁钱歌》            创作于1937年

《手脑相长歌》          创作于1940年

描写孩子生活与玩耍

《吃糖果》              创作于1935年

《我是小铁匠》          创作于1958年

《大家夸我小英雄》      创作于1959年

《我的小窗口》          创作于196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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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它

《孤儿》                创作于1934年

《清流》                创作于1935年 

《纺织娘》              创作于1936年

《无情的江水—悼念我们的雷大哥》1940年

《星星》                创作于1960年

贺绿汀儿童歌曲创作题材内容有很强的教育意义，如《谁说

我们年纪小》《民族小英雄》等。这些作品不仅体现了浓浓的爱国

主义精神，还表现出儿童本身所具有的乐观情绪。这样的作品有利

于激发儿童的爱国主义情怀。《我是小铁匠》、《大家夸我小英雄》

则属于培养儿童具有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的作品；作品《禁止吐痰

歌》、《手脑相长歌》是让儿童在日常生活中要养成良好的卫生习

惯；还有反映儿童现实生活状况的作品，如描写孩子日常生活的

《我的小窗口》，以及充满童趣的《吃糖果》等。

二、贺绿汀儿童歌曲创作特点

贺绿汀一生中创作了22首儿童歌曲，这些作品的词曲大都是他

创作的，并且大部分都附上了伴奏。他所写的歌词富于童谣色彩，

简单明了，这些作品大部分是五声音阶，有较强的中国歌曲特征，

创作上借鉴了西洋作曲技法。他的这种创作形式开辟了中国近代音

乐史上儿童歌曲的创作道路，为中国的音乐教育发展指明了方向，

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不仅对前人的创作方式进行反思，同时也为

后来的学者提供了创作思路。

（一）词曲完美结合，旋律性强

“旋律是音乐诸多要素中的首要因素，它是音乐的灵魂。”②同

时，“它是歌词的翅膀，它担负起塑造歌曲艺术形象的重任。”③并

通过对音乐形象的塑造，来表达歌曲的情感，儿童歌曲也不例外。

通常旋律中包含着下列各个相互关联的因素：调式，节奏与节拍，

音调，音域，旋律线等，它们是有机的统一体，且共同存在于旋律

中。贺绿汀儿童歌曲的创作，非常重视旋律的写作，很多作品旋律

优美流畅，词曲完美结合，成为少年儿童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

《孤儿》这首曲子是贺绿汀1934年为电影《乡愁》写的插曲，

全曲为四个句子构成的一个e小调方整性乐段，乐段为起承转合的结

构。第一句，起始音就是在小调的主音e上，前两小节以一个二分音

符开始，接着就是四分音符，这样貌似附点节奏，给人一种哀叹之

感，同时也诉说主人公的不幸，旋律伴奏的线条都是下行，到了d

音，第二句，承接着上一句，是从小调的三级开始，节奏和第一句

一样，旋律依然是下行，伴奏也是向下，到了第三句转句，曲子的

节奏发生改变，旋律的线条也随之改变，此时旋律上行，和声在这

一句的落音上使用了小调的大属，并且是用四级转位和弦推到了属

音，最后一句，节奏呼应起句，旋律线条又往下，最后结束在主音

上。转句和合句的手法用得恰到好处，在和声的进行上，用了较多

的正三和弦，使得旋律进行自下而上。整首乐曲使用了许多正三和

弦，旋律线条具有色彩性。“活时流落在街头，死后遗尸在荒野”，

歌曲其实就是现实生活的写照，贺绿汀创作此类歌曲的目的，就是

让少年儿童通过演唱，能够对社会上的弱势群体给予更多的关注和

帮助。

作品《孤儿》，旋律和歌词搭配很好，贺绿汀对词的认知能力和

技巧的使用很娴熟，运用作曲技法把旋律和词融到一起，使得词更

有生命力，而词与旋律的结合，又赋予了旋律另一个生命。

（二）音乐的现实性 

由于处在战争年代，因此，贺绿汀的儿童歌曲大都强烈的表

达了我国广大少年儿童抗击敌人，保家卫国的愿望以及积极参与抗

战，与敌人斗争到底的决心，把我国儿童勇敢的形象表现得淋漓尽

致，将孩子们热爱祖国，仇恨敌人的志向生动形象的反映了出来。

他的作品《我们不流泪》与《民族小英雄》都反映了儿童热爱祖

国、迫切想要保卫家园的决心。

《我们不流眼泪》这首歌曲是在日军进攻中国时，身为音乐

老师的他，为培养孩子们的爱国情怀，所写下的励志歌曲。根据当

时的生活现状所创作，反映的是那个年代的社会境况。歌曲的现实

性，所要表达的就是生活的真实情况，贺绿汀抓住现实生活中所发

生的一切，用音符永远的将其记录下来。

贺绿汀的儿童歌曲，在创作手法上，依据现实写作，且旋律

具有较强的流畅性，儿童在学习的时候旋律朗朗上口，便于记忆和

流传。在作品中，还融入了音乐美学、西方音乐创作技巧等音乐元

素，创作手法切实贴近生活，与社会背景密切相关；通过旋律把生

活中的喜怒哀乐等情绪体现在作品当中。总之，贺绿汀在抗战时期

所创作的儿童歌曲，完整地记录了当时儿童的心理活动特征、生活

场景、爱国精神，具有一定的现实性。

（三）音乐的教育性

贺绿汀的儿童歌曲，是中国早期儿童音乐的代表作，也是那个

特殊时期特殊的产物，是那个时期教学的一种方式，对儿童有良好

的教育作用，这一系列的儿童思想教育类的歌曲，对当时儿童思想

教育产生了积极影响，也体现出了音乐所特有的教育性。

《禁止吐痰歌》创作于1935年，是一首流传性较广的儿童歌

曲，歌曲写的是教育儿童要爱护卫生，不随地吐痰，要从小养成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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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卫生习惯。歌曲一共十六句，为4+4+4+4的方整性乐段，第一

句，两个乐汇构成，第二个乐汇是前面的变化模进，八分音做了四

度下行，停在属音上，但是和声的进行却是在主和弦上。第二句，

都是以四分音符为主，旋律变得轻快，朗朗上口，这也是儿童歌曲

的一大特点。到了第三句，节奏性变化重复第二句，旋律线往上，

停在了属音上，最后一句，节奏性依然是变化模进，最后一句是全

曲的高潮，把旋律推到了最高，最后在主音上结束。

（四）音乐的歌唱性

“所谓歌唱性，指的是演唱者或者演奏者在演唱或演奏曲子

时，应用一些演唱或着演奏技巧来处理乐句中的连线、句读、强弱快

慢等，使曲子在优美动听的同时更加符合作者的创作意图与欣赏者的

听觉需要，通过感性材料、音符来表现情感、二度创作过程的特殊性

以达到的一种非自然性、非语义性、非对应性美的共鸣效果。”④

《清流》是一首歌唱性极强的作品。这首曲子，原名为《流

水》原先只有一段歌词，后面的一段歌词是作者在50年代初新添加

进去的。他的歌词创作特征是运用了借景抒情的方式，给人们塑造

了一幅小桥流水、杨柳依依的大好春光景象，在欣赏作品的时候，

让人心情愉悦，通过对风景的描述来提醒人们“时光易逝”，要珍

惜我们所拥有的时间。在这部作品中，歌词与旋律完美结合，让人

印象深刻。

这个曲子为乐段性的曲子，结构为2+2+4+3的非方整性乐段，全

曲一共有十四个小节，在第一段歌词结束后，伴奏与第一句衔接，

完整的切入第二段，直至曲终。曲子为弱起，第一句两小节，旋律

起伏较大，这正好和歌词向对应，停在了主和弦上，第二句，相同

的节奏，但是旋律下行，把歌词中的垂柳比喻的很形象。前两句的

伴奏部分，左手以四分音符为主，右手做的是二度下行模进，和旋

律一起停在了属音上。到了第三句，前半部分，节奏型和一二句

的节奏是一样的，到了后半部分，节奏加入了三连音，伴奏部分也

是以三连音的形式出现，这样的手法，和前面的两句形成了节奏上

的对比，使得歌曲的旋律线条更舒展，最后停在属音上，到最后一

句，节奏的模仿，呼应了首句，在主音上结束。

在结尾，伴奏以一个下行四度的模进，反复记号回到前奏，进

行第二段歌词。歌曲的结尾落在C大调的主音上，但是最后的两小

节，伴奏却落在了a小调上，这样的用法很常见，这是关系大小调的

交替使用，结束在主音，伴奏结束在关系小调上，增加了歌曲的色

彩性，使得结束更有旋律感，可以说是意料之外，情理之中。纵观

全曲，从曲子进行的旋律线条看，旋律起伏的很大，从小字一组的

re到小字二组的mi，低音和高音相差九度，这样的曲子进行一般都

是很正规的。曲子的歌唱性，讲究的是词曲的搭配，从第一句和第

二句就可以看出，作者通过作品把‘清流’、‘垂柳’和旋律完美的

结合起来，通过旋律上行来比喻潺潺流水，通过旋律下行来比喻杨

柳依依，把词曲完美的结合在一起。其中，曲子一开始上行的六度

跳进，就像清澈的溪流流入人们的心中，带给人一种清新质朴的感

觉，把旋律所特有的柔美、质朴的感觉体现出来。

当音乐进行到第8小节（歌词“只有那流水”）的时候，创作

者采用了三连音加切分音的节奏形式，这种创作手法在当时是比

较新颖且具有创新性的。作品本身也有一定的演唱难度，加上歌

词以后，旋律给人以紧迫感。在歌曲的学习过程中，学习者还能通

过演唱作品来掌握三连音等节奏特点，学习音乐理论知识。作品的

另一大特点就是歌曲是用五线谱的记谱方式来记谱，而且还带有伴

奏谱。歌曲的伴奏特点是，在选择音型时选那些相对简单的伴奏音

型，采用复调的创作手法来进行编写。演奏伴奏时右手弹奏相对较

多，而且都是弹奏歌唱性的旋律，而左手的演奏部分是低音型旋

律。在伴奏的创作上，创作手法与《牧童短笛》的复调创作手法相

似，不仅流畅生动，而且极具歌唱性。

三、结语

儿童歌曲是儿童成长时期不可缺少的部分。而儿童时期又是一

个人成长的关键时期，这一时期所养成的思维习惯、艺术修养等将

会直接影响以后的人生。因此，一首优秀的儿童歌曲，不仅可以帮

助孩子修身养性，建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还可以帮助我们更

多地了解孩子、拉近与孩子的距离，儿童歌曲在这个时期所具有的

作用是用任何方式都无可替代的。

贺绿汀的儿童歌曲，是那个时代文化背景下的必然产物。这些

作品不仅仅是中国儿童歌曲创作创新的开端，而且是中国近现代音

乐发展的见证，它是贺绿汀创作的最高成就之一。在这样特殊的文

化背景下，他不仅实现了自己编曲、填词进行创作，还把西方的创

作技法运用到作品中，为儿童歌曲创作改革做出了重大贡献，也为

中国儿童歌曲的写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他用自己的实践给所有的

创作者做了最好的榜样，成为后人学习的楷模。当今社会，孩子们

唱着与自己年龄不符的歌曲，最直接的反映了现今儿童歌曲作品的

缺乏。虽然网络的影响不容忽视，但是，创作者的责任却是不可推

卸的，可以说，创作者肩负着儿童时期健康成长的使命。儿童时期

是孩子成长的重要时期，值得社会重视与关注。■

注释：

① 贺绿汀.新中国音乐启蒙时期歌咏运动.中苏文化,1939,8-9.

② 樊祖荫.儿童歌曲写作概论.人民音乐出版社,1990:22.

③ 龙厚仁.少儿歌曲分析及创作.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9.

④ 杨燕明.浅析歌唱性在音乐表演中的技巧与表现.音乐教育,2011,06.

[参考文献]

[1] 贺绿汀全集之(第一卷 声乐作品).上海音乐出版社,1997.

[2] 李娜.近现代儿童歌曲创作特点及创作途径分析[J].音乐大舞台, 

2013,10.

[3] 杨燕明.浅析歌唱性在音乐表演中的技巧与表现[J].音乐教育, 

2011,06.

[4] 罗昕.贺绿汀：音乐教育比自己创作更重要[J].东方早报,2014,11, 

27:A42.

[5] 卿泽.贺绿汀的儿童歌曲创作思路与新启示[J].四川戏剧,2013.

[6] 黄彦博.浅析中师歌曲教材清流[J].音乐探索(四川音乐学院学报), 

1986,04.

万方数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