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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心中流淌的天籁之音
###论郑振铎儿童诗歌的音乐性!

陈振文

"福建江夏学院 人文系#福建 福州 GM"#"N%

摘D要!郑振铎创作的现代儿童诗歌音乐旋律优美$与诗情诗意+故事情节谐适% 在作品

的表现上独辟蹊径$把音乐美融合进其他多元文学样式$相映成辉$开拓了各自的审美空间$也

丰富了各自的审美蕴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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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D郑振铎是中国新诗的拓荒者之一!也是儿童

文学的奠基者之一!集论(创(译于一身# 在现代

文学研究领域!对郑振铎诗歌的研究比较薄弱!通

常认为郑振铎对新诗的最大贡献是在对外国诗

潮(诗人和诗作的译介方面# 实际上!他的诗歌创

作也相当有造诣# 但对其为数不多的研究多是从

题材和思想性去分析!艺术视角的阐述却不多见#

对其诗歌创作在音乐性追求上的特色!特别是儿

童诗歌的音乐美!更是为研究者所忽视# 从郑振

铎对古典戏曲文献和蕴含韵律的弹词(宝卷等

%说唱文学&整理的宏富成就!以及五四前后兴起

的%歌谣学运动&影响下他对民歌的收集和研究!

可以推断他是深谙音律的# 这些方面的浸染!而

习得的吟诵规范!自然也会流露在他的诗艺创作

中# 他创作的现代儿童诗歌!充满了幻想与童趣!

节奏活泼(欢快!音乐旋律优美!而且这种音乐性

与诗情诗意(故事情节十分谐适!为儿童文学!也

为中国新诗开辟了阵地!插上了音乐的翅膀#

一

五四时期!随着新型儿童观(儿童教育观的确

立!儿童诗歌作为一种不同于晚清时%学堂乐歌&

的歌词形式!而成为一种独立的儿童文学体裁#

周作人(严既澄(俞平伯(朱自清(刘半农(徐玉诺

等新诗创作者都怀着纯真的童心!创作了许多反

映儿童生活(情趣!甚至可以配乐的儿童诗歌!他

们也借鉴儿歌民谚俚语!丰富自己的白话诗# 在

儿童诗歌的开拓上!郑振铎有着筚路蓝缕之功!他

主编的.时事新报5学灯/ .儿童世界/ .教育杂

志/.少年杂志/等刊物一道成为中国现代儿童诗

最早的园地!儿童诗也正是经他和叶圣陶等身兼

编辑(作者双重身份的人的培植(斧凿!%方始有

所定型#&

+#,

%大孩子&郑振铎在踏上文学道路时!首先就

是为刚放蓓蕾的儿童文学有所勋劳# 他对儿童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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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的办刊宗旨是致力于美好情感的熏陶和智慧的

启迪# 他在 #%!" 年代初就提出%凡是儿童读物!

必须以儿童为本位# 要顺应了儿童的智慧和情绪

发展的程序&!而不是 %0缩小-了的成人的读

物&#

+!,这些认识在全面实施素质教育的今天!意

义仍然十分深远# 作为当时最重要的儿童期刊

.儿童世界/的创办者和主编!为了使儿童文学符

合儿童期的心理特征!为孩子乐于接受!郑振铎多

次就文体进行改革!通过增加插图$他还亲手绘

过几幅'!多用短文和图画故事!译介外国优秀儿

童文学作品!募集儿童自己的创作等方式!在文字

与内容上%力求甚浅近&(自然科学%0知识-的涵

养&与文学%0趣味-的涵养&

+G,并重!以%唤起儿

童的兴趣与爱好&!达到既陶冶儿童心情!又增加

知识# 他不仅大声呼吁要为儿童%采集各地的歌

谣!并翻译或自作诗歌&!

+$,编辑(选录的儿童诗

歌作品注重明快(活泼!能读能唱!还身体力行为

孩子们创作了不少儿童诗$歌词'(童话诗!现今

留存的约三十首!

!都发表在.儿童世界/#%!! 年

第一卷至第四卷# 遗憾的是!这些诗歌长期被研

究者所忽视!也未被计入郑氏诗作总量# 郑振铎

创作的儿童诗题材广泛!四季(早晚(微风(星辰(

雀鸟(鱼猫等!都是他的歌咏对象# 其中!有以

%小动物&为主角的$如.两只小鼠/ .谁杀了知更

雀/.小鱼/ .雀子说的/ .蝇子/ .麻雀/')有写大

自然的$如.散花的舞/ .海边/ .风之歌"""四个

学生唱/ .春之消息/')有叙写孩子生活的 $如

.纸船/.春游/'# 这些诗作不在字里行间故弄玄

虚!做成抽象的格词!或者堆积大量形容词!像玩

具积木似拼凑!而是力求儿童爱好!借孩子们的眼

睛去%发现&世界!多用拟人手法!竭力采用儿童

惯用的语句!能够读!也可以唱# 一首诗一个中

心!造意也没有多大矫做!显得分外自然得体# 想

象也丰富!颇具童稚!富生活气息!与儿童幼小的

心灵合二为一!极易唤起孩子们的情感共鸣!也使

长者倍感亲切# 像.两只小鼠/这类以%小动物&

为叙写对象的!因多用拟人手法!或者有简单的情

节!带有童话诗的味道!读来颇为活泼有趣*

.两只小鼠/

两只小鼠$

夜夜叫吱吱%

他们同住在小洞里$

同出同入不分离%

他们两个都有尾$

尾巴长长很美丽%

他们很爱吃东西$

不问咸甜总欢喜%

他们常跑出洞来$

有时偷吃$有时游戏%

(M)

全诗的格调及形式都已脱尽文言窠臼!情节

意境也是孩童的!不雕琢不做作!%真率& %质朴&

地抒发了对两只小鼠的喜爱之情# 两只小鼠就像

两个小孩子!结伴出入自己的小家!既贪吃又爱游

戏!有时还很胆小!这些拟人化的描写极易唤起孩

子们的情感共鸣!或者说它们本身就是透过孩子

们的眼睛去%发现&的# 儿童抒情诗.春之消息/

也将普通的杨柳作了拟人化处理!拟人词%醒了&

%张开倦眼& %披上绿裳& %打开大门&的形象使

用!赋予抒情主体生命感和动态感#

为配合学校教育!他还与叶圣陶等人作诗!请

许地山配谱成曲!如.早与晚/ .黎明的微风/ .小

小的星/.小猫/等#

二

汉字表音兼表意!声音与意义本不能强分!有

时意义在声音上见出还比在习惯的联想上见出更

微妙!所以有人认为讲究声音是行文的最重要的

功夫# 朱光潜就深信%声音节奏对于文章是第一

件要事#&他深有体会地说*%读音调铿锵!节奏流

畅的文章! 周身筋肉仿佛作同样有节奏的

运动#&

+H,

文学与音乐共生(融合# 诗歌作为一种音乐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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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振铎所写的儿童诗歌$在已出版的七卷本.郑振铎文集/没有收录$二十卷本.郑振铎全集/收% 其中六首在

.儿童文学/目录中注明是*曲谱,$由许地山作曲$郑振铎作词$这里也算作其儿童诗% 另据.儿童文学/第 $ 卷第 G 期目

录$有西谛的诗歌.夏天的梦/$实为图画童话% 另$.纸船/其实是译自泰戈尔.新月集/$不应计入% .纸船/在 #%!G 年

.新月集/出版时$个别语句重新润色$要比发表在.儿童世界/上的更上口$有诗意%



性的语言艺术!音乐美是诗歌美学的普遍性法则#

过去!许多研究者在阐述郑振铎的诗论时!常引用

他在.3雪朝4短序/中说的一句话*%诗歌是人类

的情绪的产品11诗歌的声韵格律及其他种种形

式上的束缚!我们要一概打破# 因为情绪是不能

受任何规律的束缚的#&

+K,但我们不能因此误会

他反对诗歌对音乐性的追求!从.我是少年/到诗

集.战号/中的.芦沟桥/等许多诗篇都%体现了他

对新诗音乐性的追求!也显示了他驾驭音律的

能力#&

+N,

在有关诗歌的专题论文中!郑振铎对诗与音

乐的关系(诗的音乐性等问题多有涉及!有的虽吉

光片羽!却蕴含丰富的美学思想# 与本题相关的

观点!归结起来有二*首先!他把诗歌分为三类*抒

情诗(史诗和剧诗!%史诗和剧诗!都是为叙事的!

抒情诗则是为反省的!&

+%,

%抒情诗的种类极多!

如挽歌(颂歌(儿歌!以及民间流行的大部分歌谣

都可以算是抒情诗#&其次!%抒情诗在一切文学

形式中!又是最近音乐的!因为它和音乐都是完全

从感情的泉里喷流出来的#& %抒情诗在一切诗歌

之中11占着诗歌国里的正统皇座# 说不定抒情

诗也许竟要成为诗国中唯一的居民#&因为!%诗

歌本是最丰富于情绪&!任何诗%如果把它们这种

抒情的分子取出!便如从美酒中把酒精取出!从蜂

房中把甜蜜取出!简直不能成其为诗了&#

+#",在他

看来!诗中的音乐性!宛如美酒中的酒精!是渗入

式的!是内化了的#

郑振铎在.儿童世界/的征稿启事(编读往来

信函(为友人和文学出版物写的序(跋!以及有关

儿童读物的专题文章中都涉及儿童作品!包括儿

童诗的创作问题# 对儿童文学作品的音乐性!郑

振铎曾在.小说月报5安徒生号/的卷头语中用

赞赏的口吻!引用了勃兰特.安徒生论/中的一段

话!这也可以看作他对包括儿童诗歌在内的儿童

文学作品的音乐性追求*

%无论谁!如果要写故事给儿童看!一定要有

改变的音调!突然的停歇!姿势的叙述!畏惧的态

度!欣喜的微笑!急剧的情绪"""一切都应该织入

他的叙述里!他虽不能直接唱歌(绘图(跳舞给儿

童看!他却可以在散文里吸收歌声(图画和鬼脸!

把他们潜伏在字里行间!成为一大势力!使儿童一

打开书就可以感得到#&

+##,

儿童文学重表现情趣!而情趣就多半要靠声

音节奏来表现# 上述这段话虽然不是专门针对儿

童诗歌的!但一切艺术均以音乐为旨归!歌吟更是

儿童的一种天然需要!包括儿童诗歌在内的儿童

文学作品的音乐性追求自然是%文中应有之音&#

对儿童诗在音乐性与思想性的取舍上!郑振铎的

态度更是激进*%儿歌和童谣都是以音节为主!而

思想情绪次之!读来全无意义而却甚为儿童所欢

迎#&

+#!,这话说的固然有些偏激!但郑振铎对儿童

诗音乐美的追求态度由此可见一斑#

对诗歌的音乐美!郑振铎追求%适合表现思

想和感情的某种音节和调子的音律的美&!

+#G,不

刻求韵脚!多切自然的音节# .插图本中国文学

史/论及李白的诗歌时!郑振铎有过一段评价!表达

了他理想中的诗歌内容与音乐完美结合的典范*

%他$李白'的诗如游丝!如落花!轻隽之极!

却不是言之无物)如飞鸟!如流星!自由之极!却不

是没有轨辙)如侠少的狂歌!农工的高唱!豪放之

极!却不是没有腔调11几乎个个字都如0大珠

小珠落玉盘-!吟之使人口齿爽畅11恰好代表

了这一个音乐的诗的奔放的黄金时代#&

+#$,

乐曲中三拍的节奏最为舒缓!最适合表现情

绪# 七言绝句时代三个音尺也契合了这一特点!

最能入乐!取得和谐的音韵效果!吟诵时有沈德潜

所谓的%一唱三叠&的%飘忽&之感# 朱湘对七言

绝句在通过音乐表现情绪的成就上!也首推李

白!

+#M,这与郑振铎可谓相投!但他对李白七言绝

句的音乐美多少还停留在感性的层面!并没有展

开论述# 在这一点上!郑振铎上述的描述和分析

是现代作家中最为全面而精到的#

郑振铎在儿童诗的创作上追求音乐的顺畅与

谐适# .两只小鼠/一诗!绝大多数句子七字!呈

%二二三&分布!音尺奇偶相剂!音节形成半逗!合

乎中国传统诗歌的节奏习惯!三字尾的悠长声韵!

加上脚韵多押5韵!一韵到底!造成既跳跃(欢快!

又亲昵(童声的音乐效果# 童话.风的工作/改写

串联起来!就是一首句式规整(乐感优美的抒情儿

童诗*

*风呀$吹来5

把我的风车转开$

使我的磨石磨米磨麦5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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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粉磨成$米磨白$

穷人才不会叹气悲哀%

好风呀5

吹来$吹来5,

*风呀$吹来5

把磨房的风车转开$

使我的麦粉磨白$

做成好饼卖5

风不来$

我的饼就没有卖了5

好风呀5

吹来5 吹来5,

*风呀$吹来5

我早上起来$

洗刷了许多衣裳$

晒在当街%

风呀$吹来5

把我的衣裳吹干吹白%,

*风呀$风呀5

吹来$吹来5

可爱的风呀$

快把我的船吹送出海%

汹涌的白涛$

无边的绿海$

是我的家乡$

是我的和平之宅%

船上满载着客人$

满载着货财%

好风呀$吹来5 吹来5

把我的船吹送出海5,

*风呀$吹来5

好风呀$吹来5 吹来5

把我的船吹送出海5,

*好风来了5 好风来了5

吹得风车动$

吹得旗儿飘%

水手们速速上船$

开船的锣声响了%,

*好风来了5 好风来了5

我的衣裳快要干了%

感谢呀$好风5

使我的白衣$

雪片似的飞飘%,

*好风呀$好风呀$

吹上我的风筝$

上他天上的家$

吹干我的衣裳$

洁白如白莲之花%

好风呀$感谢$感谢5

好风呀$感谢$感谢5,

(#H)

诗歌形式上不拘格律(平仄与长短!切自然的

音节!第一至五节%来&%开&%麦&%白&%哀&%卖&

%海&%宅&%财&!参差着押 .5脚韵# 第三节%晒&

又把脚韵换成头韵!其他节没有刻意追求押韵!如

第七节%好风来了6 好风来了6&!%来&字后面多

了一个虚词%了&!确实很大程度上打破了%声韵

格律及其他种种形式上的束缚&#

全诗在热切呼唤%风呀!吹来6&中开场!随着

场景的演进!情绪也更加欢快和喜悦# 而这种情

感的变化!作者在诗行音尺数量的增减上把握得

极为恰当*第一至五节!首行都是二个音尺的短

句!增加了急促感!表现出对风的渴盼# 到了第六

节!风已来!首行换为四个音尺!歌者的情绪变得

抒情和喜悦# %风呀!吹来6& %好风来了&等中心

句的规律性反复!营造出音乐的旋律!形成一种复

沓(递进的节奏感!避免了自由体新诗因轻慢音韵

造成的音乐美的弱化!读来朗朗上口# 衬声%呀&

也用的自然贴切!增加了作品的韵律感和歌唱性!

很适合低幼儿童的唱诵# 整首诗都是通俗(浅显

的儿童化语言!辞藻上也呈现一种%绘画的美&#

孩子们在优美的旋律中陶冶了心情!也增长了生

活知识!知道了风的好处*可以把风车转开磨米磨

麦!可以把衣裳吹晒!可以把船儿吹送出海11

三

艺术样式和创作的分化是它的历史发展的产

物!但是!这种%进化&是渗入式的!即在%离心力&

与%向心力&共同作用下的%净化&!是一种吸收了

别种元素后的独立发展# 正比如语言创作形式从

散文向诗的运动正是面向音乐的运动# 诗歌(音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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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舞蹈!原本就是三位一体的综合艺术!但随着

历史的发展!诗歌与音乐这两种艺术形式分分合

合!也就在这分分合合(%离心&与%向心&下吸收

了对方的养分!各自%专门化&地发展了# 而艺术

的这种从原始的混合性到现代的%专门化&的发

展轨迹与人的成长过程有着极为相似之处!这也

正是周作人(郑振铎等人把儿童的早期文学艺术

教育与 %原始& 艺术对接的逻辑思考#

在一个作品中融入多元的文学样式是郑振铎

在儿童文学作品的创作中独特的表现手法# 郑振

铎创作的现代儿童诗!常被他运用于童话(歌唱

$歌词'和剧本!童话的想象与诗的含蓄!童话的

情趣与歌词的旋律!剧本的情节与诗的意境相交

融!使得几种儿童文学样式%纵横交错!光怪陆

离&!在这样的交融中!儿童诗这一新生的文学体

裁获得了新的生命力!%更上一层楼&#

+#K,不同艺

术型类的混杂(融合!开拓了各自的审美空间!也

丰富了各自的审美蕴含# 这也是郑振铎作品表现

方式的独特之处# 最典型的例子是表情唱歌诗

.农夫/*孩子们表演!一面唱!一面双手作撒麦(

打麦的姿势# 有论者对这一体裁评述到*%在当

时颇为别致&!

+#N,实际上这一表现形式背后蕴含

着郑振铎对艺术形态生发的深层次思考# 在儿童

文学发生初期!%儿童文学&与%童话&几乎是同义

词# 正如卡冈所分析的*%原始的0童话-实质上

既是一种0历史长篇小说-!也是一种0哲学中篇

小说-!还是一种0叙事长诗-!更确切些说!它处

于再晚些时候产生的体裁界限之外!本身包含着

许多尚未区分的未来体裁结构的萌芽#&

+#%,

%原

始& 艺术常表现为几种样式的结合# %童话&的

这一特质在其他的艺术样式中也有类似的现象#

而这种艺术的%原始&性(混合性和丰富性!在儿

童文学艺术谱系中表现得最为充分!也正因此最

为儿童所喜爱与接受#

童话(表情唱歌诗(插图故事等样式的魅力就

得力于多元素物质中介的组合# 郑振铎在创作中

又把这一体式表现得淋漓尽致# 他认为!插图故

事目的就在于可以%补足别的媒介物!如文字之

类的表白#&

+!",

%插图在儿童书中!是一种生命!也

许较之文字更为重要#&

+!#,

童话故事.风的工作/!在故事的演进中!他

引入了诗的歌唱# 童话故事的情节发展和儿童诗

的歌咏!交替并进!交融演绎# 借童话的想象助

力!诗的浓味更醇厚# 借诗的优美!童话的浪漫气

息也更清新!二者相映生辉# 在这一方面!可以看

出他是深受安徒生的影响# 在这里!借用郑振铎

在.文学大纲/第三十六章中评论安徒生的一句

话!用在他本人身上!也是一样的合适*%如果你

们不知道安徒生的好处!11去读安徒生的童话!

11便可以知道安徒生之可爱处何在了#&

+!!,

组诗.风之歌/由四个学生演唱!给人第一反

应像一部小型的音乐剧!把音乐(歌曲(舞蹈和对

白结合在一起# 第一篇章%北风来了&!由四名学

生分别演唱北风里的雀子(燕子(蜜蜂和刺猬!各

乐段旋律走向相同!情绪相同!音域跨度不大!都

在最后一句%可怜的mm呀&回到主调式上!平稳

叙事性曲调# 第五段通过合唱强调%可怜&的情

绪!只在和声上给予丰富# 第二篇章分别以%东

风&%南风&%西风& %北风&代表%春夏秋冬&四季

的使者!通过四名学生的不同音色表现不同季节

的特点!旋律抒情美好#

童话故事.花架之下/以四个印度寓言作%原

料&加工%重述&# 写的是小学生林国滨傍晚放学

后!在家里的花架下给三个小弟妹讲故事!很自然

地引出了.虎与熊狐/.乌鸦与蛇/.聪明人和他的

两个学生/ .孔雀与狐狸/四个寓言故事!一直讲

到夜幕降临!妈妈过来催着吃晚饭才停# 在故事

最后!作者写了一首萤火歌!并亲自配了简谱

作结*

+!G,

平心而论!郑振铎在制谱上的造诣要逊色于

曾是音乐教师的许地山!但在艺术样式的表现上!

.火萤/一曲用在这晚的尾声甚是巧妙!孩童们还

沉浸在童话故事中意犹未尽!通过一曲欢快的乐

曲拉回夜晚!又保留童趣# 乐曲 1大调!三拍子!

欢快(简洁!旋律适合孩子演唱# 乐曲采用五声调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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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很有中国民间民谣的特点!旋律音域也不宽!

和声简单!有规律# 旋律的一二小节落脚的<+<+(

_5_5!在五六小节再重现!简单(规律的旋律在演唱

上朗朗上口!便于记忆!这也是我们中国民间乐曲

的一大特点# 歌词和旋律互相照应!通俗而形象#

结语

郑振铎说过%我不是一个诗人&!他也无意于

做诗人!但他却用诗歌这一形式为时代而歌唱!为

儿童而歌唱# 郑振铎深谙音律!懂得制谱# 尽管

郑振铎创作的儿童诗歌数量不是特别多!在诗的

意境上也有某种缺憾!但作品各具特色!表现上也

独辟蹊径!在儿童诗中融入音乐等其他多元样式!

追求内在的音乐美!使儿童诗歌成为%形&与%质&

紧密结合的整体# 不同艺术型类的混杂(融合!开

拓了各自的审美空间!也丰富了各自的审美蕴含#

总之!郑振铎创作的儿童诗!无论在扩大诗歌领域

与形式!还是在丰富诗歌的表现内容与风格等方

面!都为初生的儿童文学!特别是儿童诗的丰富发

展作出了贡献!这应该是郑振铎于儿童诗歌创作

与艺术表现形式探索中的最大贡献# 在本题收束

之际也生发感触*融合与包容是郑振铎学术思想

与创作活动的特质与主色调!这在近年郑振铎研

究呈现百花齐放可喜的形势下却往往被忽视!多

数研究就文学而论文学!就文献而论文献!就诗歌

而论诗歌11造成郑振铎研究视野的单线性# 而

这一特质与色调!是也应该成为今后郑振铎研究

的基点与增长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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