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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于旋律，心动于内涵，忠实于情感，
永远是人们对所喜爱音乐的选择轨迹，儿
歌也是如此。

在不少人的童年回忆里，儿歌带给他
们最深刻的记忆，很多时候并不是生活常
识和伦理道德，而是亲人的陪伴、玩伴间
的嬉戏，以及精神上的珍贵体验。

“让我们荡起双桨/小船儿推开波
浪”，蓝天、碧水、白塔、红墙，这熟悉的旋
律是否唤醒了你记忆中那段无忧无虑的
时光？写《让我们荡起双桨》这首歌的那
年，乔羽不到30岁，正意气风发。他带
着女友去北海公园游玩，还和小朋友们
比赛起了划船。两桨斜插水中，小船随
波起伏，灵感在这一刻迸发。后来，有人
问他为什么这首儿歌能传唱多年，他说：

“我用最好的心情，写下了那个火红年代
最真实的生活。”还有《少年英雄小哪吒》
《大风车》，每当我们唱起这些歌时，仿佛
又重回童年那段最美好的时光。为孩子
写歌，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只有走进
孩子们的心里，才能写出他们想唱的
歌。乔羽不仅怀着对祖国的赤子之心，
也始终保有一份纯真。他喜欢直来直去
的大白话，不为时尚所惑，不为积习所
弊，不为浮名所累。这种创作理念也贯
穿在他的儿歌创作中。朗朗上口的“是
他是他是他就是他”，生动的“吱呀吱哟
哟地转”，一代又一代的孩子唱着这些歌
长大，去圆一个又一个的梦。

在音乐教育家周海宏看来，优秀儿童
歌曲应该满足三个标准：第一，好听，适宜
儿童传唱；第二，有正确的价值观，能培养
孩子善良、友爱、勇敢、正义等优秀品质；
第三，作词时要从孩子的角度出发，贴近
孩子的心理，而不应站在成人的视角居高
临下地教化宣讲。

“7岁参加全国儿童钢琴大赛时，我
弹的是《红星歌》。之后每次听到这首
歌曲，我就会想起小时候，那种感动是
难以言说的。好的儿童歌曲不仅能让
孩子产生审美意识，还会潜移默化地影
响他们的价值观、乃至一生，就像我一
样。”回忆起自己的音乐之路，钢琴家郎
朗感慨良多。

著名作曲家、音乐教育家鲍元恺对
这个观点也深有感触：“儿童歌曲最大的
优势，在于它能让人记一辈子。即使你
步入老年、记忆力衰退，儿时经常听唱的
歌曲也依然能在脑海中回荡。从这个角
度看，让孩子听、唱优质的儿童歌曲，不
单是通过几首歌曲促进儿童的语言学
习、智力开发那么简单，而是通过这种审
美教育开悟、通灵，对他们的人格形成、
视野开拓产生不可磨灭的影响。因此，
我们有必要认真审视当下儿童歌曲的创
作传播状况，为祖国的花朵打造美好纯
真的艺术成长园地。”

那些歌在心里轻轻唱

记者：为什么如今深入人心的儿童歌曲
与儿童音乐明显比过去少？

敖昌群：我认为首先是传播渠道的改变、
传播手段的多样化，导致欣赏层次的多元
化。过去儿童歌曲的传播主要是通过学校、
电台、电影和动画片，可以说是“央视推一个，
火一个”。现在是一个分众时代，平台多了，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选择，关注度自然分散了。

第二个因素，题材的多样化。我们过去
听的是《让我们荡起双桨》这样的儿童歌曲，
它的题材范围相较现在更单一、更集中，而这
个时代，歌曲的题材范围非常广泛、丰富，孩
子们接触的音乐，还有很大一部分是成人化
的流行歌曲。

第三，当然也离不开创作者的状态。
过去，有一批非常优秀的写儿童歌曲的作
曲家，他们创作儿歌基本上没有商业性的
影响，都是发自肺腑的热爱，现在已经很少
有专职的儿童歌曲作曲家了。从全世界的
范围来看，尊重艺术家，给艺术家合适的报
酬，肯定创作者的价值，无疑是促进艺术创
作非常有利的一个措施，但从另外一个意
义上讲，是不是对创作者的心态产生了或
多或少的影响？当然，不同的艺术家不能
一概而论，这一点我不下结论，但我认为值
得去探讨。

记者：如今孩子们喜欢听的、唱的，是《小
苹果》《孤勇者》等成人世界的流行歌。您创
作的儿歌《妈妈格桑拉》深入人心，传唱不衰，
您认为优秀的儿童歌曲应该具备哪些要素？

敖昌群：这是我一直在思考的一个问题，

孩子们究竟喜欢什么样的、适合孩子们的音
乐作品？我的观点也非常鲜明，那就是现在
的创作者已经落后于少年儿童的欣赏层次，
我们的创作跟不上孩子了。我是怎样得出这
个结论的呢？就正如你说到，孩子们喜欢听
的、唱的，是《小苹果》《孤勇者》等成人世界的
流行歌，其中有个很生动的例子，来自我的孙
女。她在两三岁的时候，一方面喜欢听我创
作的《我要上学去》等几首低幼孩子的歌曲，
这些歌音域不宽、结构比较短小、歌词朗朗上
口，同时，我创作的一些影视剧音乐她也听，
这些音乐是以室内乐的方式来呈现的，比如
像弦乐四重奏，旋律好听，但声部比较复杂，
有一定的结构，孩子竟然能接受，这一点超出
我的认知。特别让我没有想到的是，她喜欢
迪士尼电影《冰雪奇缘》的主题歌《Let It
Go》。这首歌的结构复杂，音域宽广，她不仅
喜欢听，还模仿着唱，这给我一个很大的冲
击：“我们是不是低估了孩子们对音乐作品接
受的程度，是不是已经落后于他们对于少儿
歌曲的审美标准？”

当下科技高度发达、传播手段日益丰富，
孩子们也无时无刻不受到外部世界的影响，
这就给创作者提出了一个任务：我们不能再
按照过去时代的标准来构想孩子们对音乐的
接受程度，我们应该去认真地研究儿童心理，
去重新衡量孩子们对音乐的认知标准，突破
我们对“儿童音乐”这一概念的固有观念，逐
步建立起“儿童音乐”在新的时代的新观念。
这绝不是刻意“学孩子说话”，而是在新的观
念基础上调动音乐的丰富手段、时代特点和

艺术魅力去引导孩子们热爱音乐、享受音乐，
调动他们的想象力和创造力，这样的音乐作
品才可能适合当代儿童不断变化和发展的音
乐审美需求。

记者：儿歌作为幼儿启蒙教育的重要一
环，迫切需要新鲜的血液。无论是歌曲《我爱
你，中华》《妈妈格桑拉》《遥远的可可西里》》，
还是交响乐作品《康巴音诗》《壮士出川》，您
的每一部作品风格都不相同。您对今天的创
作者有哪些建议和分享？

敖昌群：现在是一个创作大繁荣的时代，
每一天线上线下推出的新歌新作数量惊人，
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讲，我将自己的创作理念
总结为三个方面：首先，要有扎实的专业技
能。我不仅仅是在大学期间去学习和掌握作
曲专业的技能技巧，哪怕现在我已年逾 70，
仍然不断地研究新的专业技能和技法，不断
分析全世界优秀作曲家的音乐作品，不断提
高自己。

第二，要扎根在民族民间丰厚的音乐文
化土壤里。我曾经在甘孜州工作 8 年，几乎
走遍甘孜州的山山水水。也曾经到凉山州、
阿坝州体验生活，学习民族民间音乐。当然，
更多的时间还是在大学里度过。四川丰富多
彩的民歌、历史悠久的川剧音乐、曲艺音乐耳
濡目染，受益匪浅。同时，我也特别注意积极
主动地去参与各种各样的音乐文化活动，主
动去学习、去观察、去体验，开阔眼界，丰富阅
历，这一切都转换为创作的源泉、灵感、营养，
在音乐作品中润物细无声地展示出来。今天
年轻的创作者，所处的这个时代比我们所经

历过的时代，有着更加丰富的资讯来源，能学
习到更多新的技法，接触到全世界各种各样
风格的音乐作品，更能大展身手，创造辉煌，
真的遇上了好时代。

作为中国的作曲家，就是要把中华民族
的优秀文化与当代社会进步所需要的音乐语
言结合在一起，创作出既有中国气派、民族风
格又具有时代特点、开阔胸襟的作品，这的确
是这个时代的作曲家们面临的最重要的课
题。我想，只要紧跟时代步伐、扎根中华优秀
文化的丰厚土壤，深入基层、深入生活，向普
通老百姓学习，夯实专业基本功，勤奋耕耘，
就一定能够实现时代赋予我们的神圣使命。

第三，创作要真实，要写自己熟悉的生
活。没有生活的深刻体验和认识，没有对生
活刻骨铭心的情感，音乐作品就会无病呻吟，
失去艺术的价值。

我们身处一个波澜壮阔的时代，我希
望有更多的音乐家、作曲家关注儿童歌曲
的创作，用艺术创作的实践来为我们的孩
子谱写更多更好的音乐作品，这是时代赋
予我们这一代音乐家的使命和责任。“少年
强则国强”，这句话放到任何时候都不会过
时，它就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成长、
壮大的关键之关键。我深信，当我们的孩
子都在丰富而多样的音乐文化中健康成
长，那么他们承担起建设这个国家重任的
时候，必然会为这个国家的发展贡献出他
们巨大的力量。

（敖昌群：著名作曲家，四川省音乐家协
会名誉主席，四川音乐学院第五任院长。）

中国著名儿童文学理论家蒋风在
其著作《儿歌浅谈》中写道：“在古代社
会，劳动人民世世代代以口耳相传的形
式，将自己在生活中的经验体会、思想
感情和愿望，用顺口、易记的歌谣形式
表达，并用以教育子女。”

孩子们在听什么歌？当下在少儿
间传唱度较广的歌曲主要有两种：一种
是创作于上个世纪的经典儿歌，比如

《春天在哪里》《让我们荡起双桨》等；另
一种则是成人世界的流行歌。音乐人
卢中强曾发起“发电的儿歌”项目，创立
了“新乐府”“民谣在路上”等音乐厂牌，
在很多线下的音乐互动中，他观察到现
在 孩 子 喜 欢 的 音 乐 类 型 中 ，短 视 频
BGM（背景音乐）对孩子们的影响是最
大的，“不管是《你笑起来真好看》《你的
答案》，还是《大风吹》——这些所谓的

‘神曲’，孩子们的接受度都非常高，基
本上都会唱。而在这些孩子们都会唱
的现象级歌曲里边，最让我觉得欣慰的
一首就是《孤勇者》。《孤勇者》不管是音
乐性还是歌词的表意都跟其他的‘神
曲’是不同的，我尤其欣赏它的歌词。”

孩 子 们 为 啥 都 那 么 爱 唱《孤 勇
者》？去年底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
播研究所与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共同
发布的《青少年蓝皮书：中国未成年人
互联网运用报告（2022）》给出了答案，
我国未成年网民有 1.83 亿，其中小学生
互联网普及率达到 92.1%，未成年网民
普遍存在网络模仿，其中学唱网上的流
行歌曲比例占到近一半 (为 44.7%)，显
示出音乐的高度渗透性。这也解释了

“儿歌”《孤勇者》背后的传播逻辑。
在智能手机、短视频、融媒体打造

的时代下成长起来的孩子，听什么歌，
通过什么渠道听歌，与几年前都有明显
区别，与几十年前更是天壤之别。观察
这些年流行于孩子们中间的歌曲，对低
龄幼儿来说，高频播放、旋律好听、歌词
朗朗上口是关键传播要素。对初具理
解力的少年儿童来说，受到他们青睐
的，不乏好听、积极向上、有美感、有精
神内核的歌曲。著名音乐人姚谦认为，

“任何时代留下的歌，都有那个特定时
代的特性。《让我们荡起双桨》之所以成
功，就在于把握了那个时代的脉搏。今
天的创作者，依然需要在时代和孩子们
的心灵上荡起双桨，但这桨所触及的，
必须是信息、网络、传媒时代的水面，才
能与孩子们产生心灵的共鸣。”

我们的创作跟不上孩子了吗？

儿歌是孩子认识世界的窗口，面对
孩子们歌单的变化，创作者的坚持与开
拓、平台渠道的责任与监管、师长的选择
与引导等至关重要。辽宁大学艺术学院
副教授刘靓靓认为，优秀的儿歌作品既
要“有意思”，更要“有意义”。“当年，躺在
病床上的音乐家王路，望向窗外时，正好
有一只燕子飞过，恰巧儿童节临近，他当
即伏案写下《小燕子》。这样的经典儿歌
需要作者有生活沉淀才能创作出来。我
们希望今天的儿歌创作者能够多向前辈
学习，主动了解孩子们的想法和话语体
系，不要坐在家里凭空创造。”

儿歌创作不需要艰深的理论，也不
需要冗长的篇幅，需要的是一颗为孩子
们着想的心。著名作曲家敖昌群创作的
儿歌《妈妈格桑拉》陪伴了几代小朋友的
成长，他认为，儿童歌曲与儿童音乐一定
要纯真，创作者的心态不能功利，应当充
满想象，充满感情。“这种艺术想象力主
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要掌握扎实
而全面的作曲创作技能；另一方面，要有
丰富的生活体验。”

敖昌群娓娓道来，想象力来自对以
往生活经历的回忆，对内心世界的领
悟，对美好未来的期望，对未知世界的
探究⋯⋯与绘画和文学相比，音乐的语
言更为抽象，更需要创作者的丰富想象
力。“我创作的《妈妈格桑拉》、管弦乐组
曲《康巴音诗》，就来源我在甘孜藏族自
治州 8 年的生活。不过，在那里生活过，
并不代表就能写出好的音乐，还是要通
过想象力把它转化为音乐的形象。”

在他看来，创作者不能够钻牛角尖，
不能仅仅只在自己专业的象牙塔里去冥
思苦想，应该触类旁通，用各种各样的艺
术素养来滋养自己，用各种各样的生活体
验来感动自己，要做有根之苗，而不能做
无源之水。“从某种意义上讲，人类的情感
具有共性，虽然每个人情感体验的过程、
内容不尽相同，但大方向是趋同的，精神
力量是一致的。从古到今，艺术家的成
功作品都是有感而发，这种有感而发可
能是他个人生活的经历，不论是个人情
感的波折，或者是被大时代所激励与感
召，他与时代始终保持着紧密的联系。”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陈蕙茹

“在小小的花园里面挖呀挖呀挖/种小
小的种子开小小的花”，“五一”至今，不少网
友因为一首儿歌上头了。大家在被这首儿
歌治愈的同时，还争相改编，抒发出自己对
生活的期待和憧憬，“生生把‘五一’过出了

‘六一’的感觉”。
今天是“六一”国际儿童节，不少孩子用

唱儿歌的方式庆祝自己的节日。打开孩子
们的歌单会发现，除了“全民儿歌”《孤勇者》
《逆战》《少年》，今天传唱甚广的儿歌多是
“上了年纪”的作品，很少见到朗朗上口的儿
歌新作。

比如，《两只老虎》《小兔子乖乖》创作于
100多年前，《小燕子》《让我们荡起双桨》创
作于20世纪50年代，稍微“年轻”一些的《小
螺号》《采蘑菇的小姑娘》《数鸭子》《春天在
哪里》诞生至今也有40多年了。

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是因为近些年优
秀的新创儿歌作品越来越少。我们的好儿
歌去哪儿了？短视频成人音乐“席卷”儿童
音乐教育的当下，如何破解其中的问题？我
们该给孩子们传唱什么样的儿歌？

童年的音乐审美会伴随人的一生，儿歌
是大人送给孩子们的礼物，需要认真而用心
地去准备。显然，我们做的，远远不够。

在长长的歌单里挖呀挖呀挖
新创儿歌去哪儿了？

今天的孩子们
在听什么歌？

有《年轻的朋友来相会》《歌声与微
笑》《滚滚长江东逝水》《烛光里的妈妈》等
多首代表作的著名作曲家谷建芬，20 年
来花最大心血创作的系列作品是“新学
堂歌”。上月4日，古风“谷”韵·庚续鼎新
——谷建芬新学堂歌“学校美育”成果汇
报专场演出上，500 余位师生和家长，用
戏剧、舞蹈、武术、合唱等多种形式演绎
了《敕勒川》《咏鹅》《游子吟》等 10 余首

“新学堂歌”。2003 年前后，有人向谷建
芬建议：“希望您给孩子们多写写歌，孩
子们现在没有歌唱，都在唱爱情歌曲。”
于是，谷建芬翻看了不少少儿歌曲的词，
觉得写得都太浅，便拿来了小学的语文
课本，看到《咏鹅》等诗词，便为 6 首古诗
词谱曲。孩子们学唱了这6首歌，天籁般
的童声让谷建芬很振奋，她一路创作下
去，并将它命名为“新学堂歌”系列作品，

已有50多首。“新学堂歌”还走进课堂，孩
子们通过“背、唱、演、读、写”传承传统文
化。演出结束后，88 岁的谷建芬慢慢走
到舞台上，动情地说：“我喜欢孩子，愿意
为孩子们写歌。古诗词言简意深，包含
着深刻的人生哲理，我国文学艺术的精
华都在这里。让古诗词在孩子们的心里
生根发芽，成为孩子们共同的珍贵记忆，
将来，再传给他们的后代。我也谢谢孩
子们，你们的歌声温暖了我。”

每个时代，都有人在坚持用音乐记
录美、创造美，儿歌也不例外。每个时代
的孩子，也都在众多选择中，最终找到适
合、属于他们的美好歌曲。

三获格莱美的艺术家汪洪在发起
“发电的儿歌”项目时曾说：唯有孩子和
音乐不能辜负。

愿我们永远保持那一份童真。

用音乐记录美、创造美，儿歌也不例外

要的是一颗为孩子们着想的心

谷建芬新学堂歌演出现场传递美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