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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 (新教) 圣诗音乐中国本色化探研

王 鑫

中文摘要:

自二十世纪初始 , 基督教圣诗音乐中国本色化问题一直是教会关注的焦点 ,

基督教从一个 / 洋教 0 落地中国 , 生根开花结果 , 终于形成了中国本色化的教会 ,

圣诗音乐本色化是其中的重要部分 " 本文分三章阐述了中国基督教圣诗音乐的生

成 ! 表现特征及其人文阐释 " 第一章简介了中国基督教圣诗音乐生成的政治及宗

教文化背景 , 指出其对中国基督教圣诗音乐的作用与影响 , 并梳理了中国基督教

圣诗音乐本色化发展概况;第二章论述了中国基督教圣诗音乐的多样性及崇拜性

表现特征 , 从词曲的来源 ! 和声的民族化及在崇拜中的表现特征分析中国基督教

圣诗音乐中西融汇的多元特征;第三章是从人文角度对中国基督教圣诗音乐的透

视:, 从其文化内涵 ! 现代性变迁及审美取向来三个方面阐明了中国基督教圣诗音

乐在当代的价值 ! 意义及影响 "

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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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 论

一 ! 本文的写作动机

基督教文明是西方文明的主要渊源之一 , 也是西方国家的主要宗教信仰 " 基

督教传入中国后 , 不可避免的将其文化模式 ! 思维方式等全盘推行过来 , 这在早

期是具有积极意义的 , 因为当时中国教会尚处于 / 婴幼儿 0 阶段 , 各方面的发展

都不成熟 " 然而 , 任何文化艺术的发展过程都是一个继承传统与创新吸收的过程

(十六世纪路德宗派改革后的音乐就属于这种情况 ) " 通过断断续续千余年的接

触与磨合 , 西方的基督教文化与中国文化进行了有机的融合 , 融合后的文化产生

了许多新的事物 , 当代中国基督教的圣诗音乐就是其中的一个典型 "

中国基督教 .圣诗音乐的发展过程可以看作是一个 / 中西音乐文化相互融合 0

的过程 " 从仅有的文字记载来看 , 唐朝的景教2只是将西方的文字翻译过来 , 至

于曲调尚无记载 , 有据可考的使用中国传统曲调的时间是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开

始的 , 当时只是用中国民歌曲调填词 " 其实在二十世纪初 , 中国基督徒就有了圣

诗音乐本色化的呼声 , 至八十年代改革开放后 , 随着国家宗教政策对宗教的保护 ,

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更加广泛 , 教徒的数量迅速增加 , 教会对圣诗音乐也越来越

加重视 " 表现为圣诗音乐作品的数量大幅度增加 , 音乐作品的难度 ! 深度以及艺

术性上也有了很大的提高 "

虽然 , 圣诗音乐在实践方面已经取得了较大的发展 , 但是在其理论研究上尚

有多处空白 , 除 5 圣乐综论 6 3 ! 5 中国赞美诗发展概述 6 - ! 5 中国基督教圣诗史

论述)) 5及 5 中国宗教音乐)) /对圣诗音乐做出了较为系统的论述外 , 国内对基督

教圣诗音乐理论的研究十分缺乏 "

理论研究与实际运用总是相辅相成的 , 丰富的理论研究将会对实践起到促进

的作用 " 因此 , 对中国基督教圣诗音乐理论的进一步总结和研究将会对教会圣诗

音乐的实践发展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 "

本文所指中国基督教是指新教 "

据记载 , 在公元 635 年基督教由聂斯托利派从波斯传入中国 , 称为景教 , 聂斯托利派被罗马视为异端 "
此书为作者罗炳 良博士受邀于 1977 年春季在中国香港神学院讲学之录音辑成 , 再版于 1993 年 "

王神荫 , 基督教丛刊 , 195 0 年出版 "
盛宣恩 , 香港浸会圣乐季刊 , 1979 年一1983 年出版 "

田青 , 宗教文化出版社 19 97 年出版 "



二 ! 本文的主要研究范围 ! 思路与研究方法

本文的涉及的范围是从二十世纪初至今大约一百年时间的中国基督教教会

的圣诗音乐作品 , 主要是近几十年来由中国基督教徒创作的圣诗音乐作品 " 随着

教会民族意识的增强 , 一些教内音乐人士对圣诗音乐的本色化进行了大胆的探索

与尝试 , 如: 马革顺教授 ! 陈泽民教授等都写出了不少优秀的本色化圣诗音乐 ,

其后 , 一些赞成和拥护本色化的基督教徒也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的研究与创新 "

本文从中国当代基督教圣诗音乐的生成出发 , 通过对当代基督教圣诗音乐特

征的研究 , 并从历史发展 ! 及人文的角度对其进行论述 ! 分析和研究 "

三 ! 本文研究的几个难点

(一) 话题的争议性: 圣诗音乐的 / 本色化 0 问题过去一直是一个存在争议

的话题 , 圣诗音乐要不要 / 本色化 0 ? 如何进行 / 本色化 0 ? 至今尚没有权威的

/ 官方 0 结论 " 但笔者认为: 圣诗音乐 / 本色化 0 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 这一点已

无争论之必要 , 只是在圣诗音乐如何进行 / 本色化 0 这一问题上还要再加以研究

和探讨 "

(二) 音乐作品的广博性: 中国幅原辽阔 , 地域宽广 , 其圣诗音乐作品的数

量相当丰富 , 并且 , 新的圣诗音乐作品还在不断的涌现 , 因此笔者只能从基督教

权威机构所编纂出版的作品中有选择的进行研究 "

(三) 神学的艰深性: 圣诗音乐往往牵涉到神学及其崇拜礼仪问题 , 而神学

是一门需要通过多年学习和研究的艰深学问, 笔者不是神学专业 , 故对其中所牵

涉及到的神学问题只能借鉴并做尝试性的解答 , 而且教会礼仪也十分复杂 , 因此

作者只能尽自己最大力量力求做的更好 "

四 ! 关于 / 本色化 0 与 / 圣诗音乐 0

(一) 关于 / 本色化 0

1 ! / 本色化 0 的概念

/ 本色化 0 英文为: / indigenization 0 意指 / 本土化 0 或 / 本地化 0 " / 当

两种不同文化有所接触时 , 外来文化于本土文化相互激荡 , 直到这个外来文化逐



渐演变 , 终于落地生根成为本土文化 , 此过程称之为 -本土化过程 0 , / -从宗教

的观点而言 , 基督教是超越文化的 " 然而从人类文化现象来看 , 基督教若想在抽

象的理念信仰之外落实成为我们的生活 , 它势必是一种文化 , 必然在文化的范围

之内 " 我们甚至可说连宗教中的抽象信仰理念部分都无法超越文化之外 , 这些抽

象信仰理念必然会注入实际生活方式 ! 文化架构之内 " 0 8

因此 , / 本色化 0 乃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接触后所产生的文化变迁的过程 "

说得更浅白一点 , / 本色化 0 乃是两种不同的文化 , 当甲文化传至乙文化时 , 甲

文化在乙文化中找到落脚点生根点的过程或现象 " 甲文化如何在乙文化中找到落

脚点与生根点 , 且甲文化之某些符号意义如何为乙文化所接受 , 同时在乙文化中

生根发展 , 甚至于开花结果 , 其整体之过程及其中所遭遇之问题 , 我们皆可称之

为 / 本色化过程 0 .

基于 / 本色化 0 概念的提出在教会已有一定的历史且已经广泛被基督教徒

所接受 , 成为基督教会的惯用词语 , 故笔者采用之 "

2 ! / 本色化 0 的范围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 , 因此圣诗音乐的本色化也就是一个更为的过程 ,

但从上个世纪以来教会所进行的本色化活动几乎也只限于汉族文化 , 这也是本文

所研究的范围 , 基督教圣诗音乐在少数民族中的本色化需要专门加以研究 , 不在

本文研究范围之内 "

(二) 关于 / 圣诗音乐 0

圣乐是一个较为广泛且模糊的概念 , 笔者认为 , 圣乐指包括基督教会所使用

的声乐 ! 器乐等各种形式的音乐 "

圣诗音乐我们可以通过圣 # 奥古斯丁的话来理解 , 他是这样说的: / 你愿否

知道什么是圣诗吗? 圣诗就是向神唱出的赞美 " 如果你向神赞美而不歌唱 , 那么

你的赞美就不是圣诗; 如果你对着神歌唱而没有赞美的心 , 那还不是圣诗; 如果

你用歌唱来赞美 , 但对象不是神 , 你所唱的赞美诗也不是圣诗 0 " . "罗炳良博士

将其总结为三个要点: 第一: / 向神唱出的赞美 0 即对象为神 , 第二: 必须是用

唱的形式 , 第三: 必须是赞美 , 而非其它 "

7 林治平: 5 基督教在中国本色化 6 , 王志远主编 , 今 日中国出版社 19 98 年出版 ,

/ 林治平: 5 基督教在中国本色化 6 , 王志远主编 , 今 日中国出版社 19 98 年出版 ,
9 同上 "

10 罗炳良: 5圣乐综论 6 , 第 82 页 , 香港天道书楼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 1994 年 "



近代英国著名的圣乐家纽次尼 (Eri k Rou tley ) 认为: / 圣诗是信徒一同宣

告他们经历的机会 , 也是教会整体因真理而来的欢乐 0 " 0

1976 年 10 月当选圣诗会 (Hymn SoCiety of Ameriea) 会长的尼诺斯博士

(or.Reyn " lds ) 对圣诗有如下的定义: - ,

(1) 必须忠于圣经 " 一首根据经验主义而写成的圣诗不应歪曲愿意或加插

任何与经验主义相远的意思 " 那些并非直发抖根据经文 , 而是根据基督徒个人经

历而写成的圣诗 , 亦应极力避免加插任何违背圣经内容的思想 "

(2 ) 一首圣诗必须有尊敬和虔诚 " 圣诗必须有高贵的格调 , 合乎公开崇拜

礼仪的体统 " 陈腔滥调以及无足轻重的圣诗应避免使用 "

(3) 一首圣诗必须是一首有韵律的诗歌 " 圣诗是用诗的体裁而写成的 , 因

此它应该表现最优秀的诗歌特色一一一一形式简洁 ! 行文流畅 ! 思想明确而不游

玩隐晦复杂 " 就是美丽的散文 , 加上音韵的配合 , 高低长短 , 自成佳句 "

(4) 一首圣诗必须能表达属灵的意义 " 一首圣诗所描写的属灵经历必须是

对个别基督徒旅行意义的 " 其中所表达的内容和情感必须能够加强基督徒灵命的

健康活力以致他能不断地长进和成熟 " 内容贫乏 , 语调陈腐 , 或过人感情化的圣

诗都只是有损无益的 "

(5) 一首圣诗必须有完整的结构 " 诗的句与句 , 节与节之间必须能互相呼

应 , 以致能够在结构上统一 " 统一的主题和结构 , 肯定的开端 , 循序渐进的思想 ,

突出的高潮 , 以及简洁的笔法 , 都是使圣诗具备优良结构的因素 "

(6) 一首圣诗必须建立在信徒共同的经历上 " 圣诗要适合会众崇拜之用 ,

因此 , 它的思想内容和表达的经历必须是全体会众所能明白和接受的 " 那些特殊

的和属于个人属灵经历的 , 虽然绝对真实上 , 却不适合一般会众所用 "

由上述关于圣诗的种种定义我们可以看出 , 圣诗本身就包含着音乐 , 圣诗中

的音乐是圣诗的一个组成部分 , 笔者提出 / 圣诗音乐 0 这个概念是为了强调研究

的重点是圣诗的音乐部分而非诗体部分 , 因此 , 本文的圣诗音乐即圣诗 "

, . 同上 , 第 83 页 "

, 2 同上 , 第 84 页一88 页



第一章 基督教圣诗音乐中国本色化的生成

基督教圣诗音乐中国本色化是二十世纪初随着民族意识的觉醒 , 及当时 / 非

基督教运动 0 的发展所形成的产物 " 因此 , 可以说当时的政治 ! 及宗教文化对

基督教圣诗音乐本色化的发起及形成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

二十世纪是一个政治上动荡不安的时代: 满清王朝的推翻 ! 民国政府的

建立 ! 军阀割据的分裂 ! 以及两次世界大战的发生 ! 直到新中国的成立 , 这些

政治上的不稳定导致了文化思想方面的革命 , 二十世纪初 , 就引发了轰轰烈烈

的新文化运动 , 下半叶又发生了文化大革命 "

在这种政治文化及宗教背景下 , 基督教圣诗音乐的中国本色化开始形成并

发展 , 与基督教神学的中国本色化 ! 处境化一起形成了基督教在中国的特色发

展 "

本章从基督教圣诗音乐中国本色化生成的背景出发论述其对本色化的作用

及影响 , 继而从四个阶段论述基督教圣诗音乐的发展概况 "

一 ! 基督教圣诗音乐中国本色化生成的政治及宗教文化背景

1 ! 政治及宗教文化背景

19n 年 , 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政府的统治 , 1912 年建立民国 ,

当时成立的临时国民政府对统治中国数千年的封建礼教及儒家伦理进行了巨

大的冲击 " 1913 年袁世凯窃取了临时政府的政权 , 并上演了一出复辟的丑剧 "

新国粹派的代表康有为认为 / 中国的精神文明优于西洋文化 , 极力提倡中国固

有的宗教或采取各教的优点创设新宗教 , 孔教会 -3尤其主张以儒教为国教 0 " .咭然

而 , 在当时的背景下康有为多次向国会提出的尊孔学为国教 的议案均告失败 ,

反而使国民意识到虽然封建制度己经推翻 , 但思想残余却仍然相当顽强的存在

着 " 在这种背景下 , 新文化运动拉开了帷幕 " 新文化运动由陈独秀 ! 钱玄同 !

, , 孔教会是在康有为授意下于 1912 年由陈焕章等人创建的 " 该组织借鉴了基督教在西方国家中所拥有的

地位 , 积极推行中国儒家的道统 (见段琦: 5 奋进的历程一一中国基督教的本色 化 6 , 商务印书馆 2004 年 5

月第 1版第 138 页)
14 张钦士: 5 国内近十年来之宗教思潮 6 " 京华印书局 19 27 年版 , 序言 , 第 2 页



沈尹默 ! 刘复 ! 胡适 ! 周作人六君子发起 , 提倡 / 科学 .夕! / 民主 0 的口号 , 其

思想潮流主要从西方传入 "

1919 年 , 第一次世界大战胜利后的巴黎和会上 , 英 ! 法 ! 美等帝国义政府

无视作为战胜国的中国的权益 , 悍然决定由日本继承德国在 山东的特权 , 由此

引发了以青年学生为主的 / 五四 0 爱国运动 " 五四运动推动了新文化运动 , 使

新文化运动迈上了新的更高台阶 -5 " 当时一批刊物成为新文化进步的重要阵营 ,

如: 5 新青年 6 ! 5 少年中国 6 等 "

新文化对宗教给予了极大的关注 , 段琦把其归纳为两个主要原因: / 一是

受西方思想影响 , 对宗教尤其是基督教产生兴趣 " 一些主张全盘西化的人认为

中国要走现代化之路 , 不只是要接受西方科技与制度 , 最根本的是要接受西方

精神 , 而基督教是西方精神之根 " 另一些人则接受了西方理性主义思想 , 对基

督教持批判怀疑态度 " 无论态度如何变化对基督教都十分感兴趣 " 二是因为基

督教在 20 世纪最初 20 年间的迅速发展 , 对中国社会影响日益增大 , 也引起了

人们的注意 , 一些人对它的发展持肯定态度 , 但也引起不少人的反感 " 此外 ,

新文化运动对宗教的讨论还受到十月革命传来的马列主义 以及五四运动的影

响 " , , , 6

192 2年及 1924 年的两次 / 非基 0 运动对教会产生的重大的影响 " 1922 年 ,

受共产主义思想影响的青年学生于3 月 9 日发布了 / 非基督教学生同盟宣言 0 "

第一次 / 非基 0 运动把基督教等同于资本主义和侵略者 , 因此这次运动其实主

要是反对资本主义和反对侵略的运动 " 1925 年 , 发生了震惊 中外的 / 五册 0 惨

案 , 把第二次 / 非基 0 运动推向高潮 " 第二次 / 非基 0 运动围绕 / 收回教育权

展开 "

1926 年秋 , 广州国民政府北上 , 开始了北伐战争 " 北伐战争中反基督教也

是其中一项内容 , 当时己经把基督教当作 / 帝国主义的走狗 0 " -了1927 年蒋介石

发动了 / 四 # 一二 0 政变 , 实行清共政策 , 这一局面才结束 "

1937 年的 / 七七事变 0 后持续了八年的抗日战争全面爆发 , 至 1945 年 8

月结束 " 1946 年 , 中国全国基督教协进会提出了 / 三年奋进 0 的运动 " 在这一

, , 段琦: 5 奋进的历程一一中国基督教的本色化 6 , 商务印书馆 2004 年 5 月第 1版 , 第 14 0 页
16段琦: 5 奋进的历程一一中国基督教的本色化 6 , 商务印书馆 2004 年 5 月第 l版 , 第 142 页 "

, 7 汪兆翔: 5 基督教对于最近时局当有的和措施 6 , 5文社月刊 6 , 第 2 卷第 8 期 , 19 27 年 6 月 , 第 3 页 (转

引自段琦: 5 奋进的历程一一中国基督教的本色化 6 ) "



运动中 , 陈泽民对医院中的奋进布道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 对布道提出了新的要

求 "

1949 年新中国成立 , 使中国摆脱的列强的控制 , 走上了自立 !

之路 " 9 月召开了政治协商会议 ,

基督教 40 多名领袖向全国发起了

明确规定公民有宗教信仰的自由

自强的奋斗

" 1950 年 ,

5 中国基督教在新中国建设中努力的途径 6 ,

中国教会走上了自治 ! 自养 ! 自传的三自之路 " 1966一1976 年爆发了为时十年

的文化大革命 , 这期间一切宗教事务被禁 , 直至 1982 年恢复 "

八十年代由 Shoki Coe , 提出了 / 处境化 0 这一概念 " 这种方法强调 , / 对

基督教的圣经 ! 福音和它传播时所处的各种各样的文化和宗教背景之间的契合

点做详尽的研究 0 " .8九十年代后中国基督教逐渐注重到与国际接轨 , 思想开放 ,

在神学理论的建设上发展迅速 , 正努力建设具有中国本色化的神学 "

2 ! 政治及宗教文化对基督教圣诗音乐中国本色化进程的影响

二十世纪的政治风云对基督教圣诗音乐的本色化进程起到了极大的影响 ,

而这一时期的有关基督教的事件以及社会各方面对宗教的态度则是基督教圣

诗音乐本色化的最为直接影响因素 "

辛亥革命和新文化运动都是社会各界人士反对封建反对传统以及对中国

前途及未来命运的探索 , 这两种运动的根源都来自西方 , 自然与西方的主要宗

教基督教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 其中新文化运动与基督教有着更为直接的联

系 " 新文化运动对基督教表现出的极大的兴趣对基督教圣诗音乐的中国本色化

起到了促进作用 , 加上基督教在中国开办学堂 , 设有音乐这一课程 , 这对基督

教圣诗音乐的传播也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 同时也促成了这一时期的特殊音

乐形式 / 学堂乐歌 0 的形成 " 两次 / 非基督教运动 0 使中国基督教徒意识到

了基督教在中国本色化的重要性 , 更加快了圣诗音乐在中国本色化的进程 "

新中国成立后 , 基督教圣诗音乐中国本色化作为一个重要的问题 , 引起了

广大基督徒的重视 , 对圣诗音乐如何本色化进行了积极的探索 , 但这期间较少

有作品问世 " 仅一九五四年 , 马革顺教授为上海联合圣歌团举行圣诞音乐崇拜

创作了一部 5 受膏者 6 "

, 8 陈泽民 , 5 基督教文化在中国一一一场中美的对话 6 , 5 金陵神学文选 6 1992 年出版 "



十年文革期间 , 基督教被禁 , 一切宗教活动都处于停滞状态 , 但这种被禁

的背后是一种力量的积聚 , 八十年代国家实行改革开放 , 中国基督教逐步实现

自治 ! 自养 ! 自传(俗称 / 三治 0 ) , 圣诗音乐的中国本色化也踏入了一个新的

里程 , 圣诗集的出版如雨后春笋 , 基督教徒的创作也热情高涨 , 出版了不少具

有中国风格的圣诗音乐作品 , 在圣诗音乐的数量和质量上都得到了较大的提

局 "

二 ! 基督教圣诗音乐中国本色化的发展概况

自二十世纪基督教本色化运动开展后 , 基督教圣诗音乐的本色化亦开始进

行 " 陈伟 .9将这段时间的圣诗音乐分成四个时期 , 即:中国圣诗的萌芽时期(1900

一1936); 联合圣歌委员会时期 (1936): 海外华人教会时期 (1949一1982); 中

国教会 (国内) 自篇自创时期 (1982 年后) " . "金陵协和神学院的陈泽民教授2 .从

事基督教音乐方面有多年的经验并具有一定的权威性 , 他将基督教圣诗音乐的

中国本色化分为四个阶段即: 第一阶段: 独立翻译外国圣诗音乐作品; 第二阶

段: 用中国曲调填词; 第三阶段: 用西方大小调体系和声为中国曲调配置和声;

第四阶段: 创作带有中国风格的旋律及和声上的中国本色化 " 两者的划分方式

不同 , 前者是按照时间发展的顺序来划分的 , 后者是按照音乐发展的阶段性来

划分的 , 在时间上会有一定的交叉性 "

笔者参照陈教授的观点 , 分三个阶段来简介基督教圣诗音乐在中国本色化

的发展 " 需要加以说明的是 , 笔者认为: 第一阶段的独立翻译外国圣诗音乐应

包括使用西方曲调填词这一现象 , 或者把这一阶段称为圣诗音乐歌词上的本色

化 , 与之相对应第二阶段则是圣诗音乐旋律上本色化的开始阶段; 第三阶段是

圣诗音乐本色化的发展阶段即和声上本色化的开始 "

1 ! 圣诗音乐歌词的本色化

翻译外国圣诗音乐作品早已开始 , 如 1807 年英 国的马礼逊 (Robert

, 9 陈伟 , 在浙江省杭州市基督教思澄堂从事基督教音乐工作 "

20 陈伟: 5 中国基督教圣诗发展概况 6 中央音乐学院学报 2003 年第 3 期 "

2, 陈泽民 , 金陵协和神学院教授 , 神学家 ! 圣诗作曲家 "



Morri Son) 来华传教后就曾翻译 5 养心神诗 6 22, 英国长老会传教士宝威廉

(wi llia n # C # Burns ) 于 15 61 年翻译出版了 5 榕腔神诗 6 " 但有意识的由中

国基督教徒为主独立进行的中国本色化圣诗音乐的翻译是从上个世纪开始的 ,

笔者认为基督教圣诗音乐歌词上的中国本色化的开端应该从这里开始 "

1908 年 , 由谢洪责主编基督教青年会在上海出版的 5 青年诗歌 6 是最早的

由中国基督教徒独立编译的一本 , 开创了基督教圣诗音乐歌词本色化的开端 "

仅两年时间 , 诗集就印刷至第五版 " 1928 年顾子仁将该册加以修订扩增后出版

为 ((最新青年诗歌附赓歌 6 , 后基督教女青年会 1924 年在上海出版一本 5 中华

基督教女青年诗歌 6 .3

LIJ 东省长老会的倪维思Oohn .L .N evius) ! 狄考文(C alvin W .M ateer)两位翻译

了二百余首圣诗 , 然后 19H 年华北大会十济南开会时 , 选出委办成员于志圣 !

赫士 ! 周省训 ! 张松溪 ! 王元德 ! 袁景奎 ! 袁德沾等七人从事编辑 " 七人除赫

士外都是中国人 , 可算是国人集体编辑圣诗之先河 " 该诗是以美国长老会的圣

诗为蓝本 , 汉译方面除用原有译词外 , 还从 5 颂诗歌 6 ! 5 赞主灵歌 6 ! 5 信徒圣

诗 6 ! 5 复兴圣诗 6 等采集若干编为 5 赞神诗 6 " 24

5 青年诗歌 6 是圣诗歌词中国本色化的开端 , 而 5 赞神诗 6 则是中国人集

体编辑之先河 , 这两本圣诗集各有一定的代表意义 , 为基督教圣诗音乐中国本

色化奠定了基础 " 其中 , 5 赞神诗 6 作品中对用字较为重视 , 据说 / 在翻译时逐

字逐句加以推敲 , 对押韵也相当注意 0 , 25后于 1917 年在上海出版了五线谱版本 ,

但五线谱与歌词是分开印刷的 "

1922年王载和一批同道们在福州仓前山十二间排房开堂布道 , 并印发诗歌 ,

当时只有三十余首 , 以后聚会应用不便 , 乃加以增添并配和琴谱 , 于 1923 年在

福州出版名为 5 复兴布道 6 , 歌集有 120 首 , 出版后在聚会里使用 " 集里差不多

有一半是从桑基所编的 ((圣歌与独唱 6 (sawkey . s 0 saered songs and 50一105 0 )

一书翻译出来的 , 也有从别的唱诗选出来 " 2 / 5 复兴布道 6 是为布道而出的歌集 ,

其出版目的明显 , 以实用性为主 "

22 王神荫: 5 中国赞美诗发展概述 (上) 6 基督教丛刊 19 50 年第 26 期 49 一51 页 "
23 盛宣恩: 5 中国基督教圣诗史论述 (/又) 6 香港浸信会圣乐季刊(1983 年秋季刊) "

24 王神荫: 中国赞美诗发展概述 (上) 基督教丛刊 1950 年第 26 期 "

25 同上 , 全书计 55 类总目录 , 计诗 390 首 " 附有三一颂 , 七叠阿们 , 并有圣咏 , 如: 主祷文 ! 诗篇及尊

主颂等 , 最后附有教会婚丧礼仪式等 "
26 同上 , 在歌集里有好几首短歌 , 也有几首他本人的创作 "



1928 年中华圣公会全国会议在上海开会 , 指定一个特别委员会 , 负责在全

国圣公会教区产生部统一诗本 " 27成立后公开征集诗歌 , 结果应征近一千首 " 当

时获首选的有杨镜秋 5 受难圣言歌 6 28 ! 云南新平陈文安 5 恭逐恩星歌 6 29 ! 河

北王近深 5 靠主歌 6 30 " 经过三年努力 , 该委员会将 193 1年的版本定为 5 颂主

诗歌 6 " 3 .

5 颂主诗歌 6 是国人集体统一进行收集创作圣诗歌词的第一本诗集 " 在诗

集中分别注名是新译或创作 , 按周年 , 节令等为十人类 , 末附十戒和主祷文 "

集里共有诗歌 4 / 首 , 由江苏无锡协成印刷公司代印 " 32

5 团契圣诗 6 原为燕京大学基督教团契所编译 , 先用油印印出暂时应用 ,

后于 1931 年由北京燕京印刷所承印 , 内容计有圣诗 124 首 , 都是历代教会名歌 ,

除一 ! 二首外全是赵紫哀博士的译品 , 翌年再版又增译二十余首 , 加荣耀颂 !

应祷歌等共 155 首 , 篇幅虽不大 , 但却有许多独到地方 " /3

王神荫在 5 中国赞美诗发展概述 6 中称其是 / 国人编译赞美诗最认真 ! 最

负责而又文词最美的 " 0 可见其译词工作之认真 , 如: 5 十字军之歌 6 34第一节 ,

其译词如下: / 耶稣纯美兮 , 超瑰奇与橘莹 , 生为神明兮 , 为圣人 , 主我景仰兮 ,

主我所崇尊 , 我心所宝兮 , 逾奇珍 0 ; 又如: 5 万世生命歌 6 35, 赵博士的译词如

下:万古长流生命丰 , 真神恩泽妙无穷 , 汪洋浩翰先知言 , 奔放沸骄烈士胸 " 据

翻译者称该曲集内对歌词的翻译有四种创作的试验:第一种是用古体诗一骚体

作的; 第二种是用绝句法; 第三种是百话文言 , 数量最多; 第四种是纯粹白话 "

这里需要提出的是贾玉铭牧师 , 贾玉铭牧师是我国圣诗词作家中作品最多

的一位 , 在他的一生中约创作了五百多首圣诗歌词 " 集中在其作品 5 灵交诗歌 6 !

5 圣徒心声 6 ! 5 得胜诗歌 6 ! 5 灵交得胜诗歌 6 中 "

当 1931 年贾牧师在藤县华北神学院任教时 , 每日写一首 , 同年便出版了他

27 当时委员会有皖赣教区的严奇清 ! 鄂教区黄馥亭 ! 江苏沈子高 , 南京郝路义(美籍)和杨荫浏先生等组成 "

28 现入编为 5 赞美诗 6 新编第 68 首 "

29 选 自19 31 年版 5 普天颂赞 6 第 48 首 "
30 选 自19 31 年版 5 普天颂赞 6 第 345 首 "

, . 王神荫: 5 中国赞美诗发展概述 (下))) 基督教丛刊 1950 年第 27 期 "

32 据王神荫在 5 中国赞美诗发展概述 6 中说 , 该集特点: (l) 文言文 ! 白话兼用 , 如上帝名 (天主 ! 上帝 !

神都用); (2) 标明作者 ! 年 ! 岁 , 该集在各诗之下 , 尽可能注明著作者的国籍 ! 姓名与年份 , 这是中国圣

诗方面的一种创举; (3) 创作圣诗较多 , 有 36 首 , 占十分之一 "
33 王神荫: 中国赞美诗发展概述 (下) 基督教丛刊 19 50 年第 27 期 "

34 选自 19 31 年版 5 普天颂赞 6 第 42 首 "

0 选自 19 31 年版 5 普天颂赞 6 第 57 首 "



的 5 灵交诗歌 6 , 内有圣诗 234 首 , 最后 20 首是奋兴短歌 , 其中大概有四分之

一是修改或采取别人的作品 , 大部分都是贾牧师的创作 " 他自己说他不是诗人 ,

作品都是灵感之作 , 表示信徒的心声 " 在格式和规范上也许不十分完善 , 但在

灵修感应上则甚丰富 , 对于渴慕圣灵 , 以及圣灵充满的诗歌 , 尤见特长 " 5 灵交

诗歌 6 由上海民生印刷所承印 , 印刷粗糙 , 装订平平 , 诗词中虽然大半数是贾

牧师创作 , 但曲调则多半是外国赞美诗通用的曲调 " (如 5 赞美诗 6 新编之 152

首 5 主恩日新歌 6 的曲调是采用自 5 恩友歌 6 ) . /

5 圣徒心声 6 在贾牧师创作诗歌中篇幅最多 , 流行较广 " 贾牧师在 5 圣徒

心声 6 的序言中介绍这本诗歌有三种特色; 第一 ! 诗歌中五分之四写于民族抗

战期间; 第二 ! 诗歌也是生命真理的流露 , 以此颂主 , 非但希望 / 声闻于天 0 ,

亦可籍以贯彻真理 , 发育灵命; 第三 ! 诗歌中五百三十首乃中国产物 , 包含中

国信徒崇拜时心灵所发之颂词 , 故特称 5 圣徒心声 6 , 所用曲调多已在教会通用 "

由此可见这本诗歌独特之处 , 不在于所用曲调 , 而在于是国人处国难时所创作

的圣诗 , 诗的内容值得重视 "

我们注意到贾玉铭牧师写诗时多重视心灵之感应 , 而不太重视诗歌的格律 ,

其作品的创作多数与他领礼拜 ! 讲道 ! 解经相配合 , 是随着他的灵感而写成的 "

书中的次序按信徒灵性生活 (如颂赞 ! 称谢 ! 重生 ! 称义 ! 成圣 ! 胜 ! 灵交 !

圣工 ! 教灰 ! 末世等) 排列 , 着重个人主观的体验和信徒直接与神交流的感受 ,

仅祈祷一栏便有 27 首 , 赞美救恩一栏有 38 首 , 以 / 我 0 和 / 我们 0 开头的多

达 70 余首 "

从以上论述中可以看出 , 中国基督教圣诗歌词从翻译到创作这一过程发展

较快 , 其实从某种程度来看翻译亦是一种创作 , 译者在翻译的过程中必然要融

入自己对作品的理解 , 并用恰当的言语表达出来 , 这就是一种再创造的过程 "

当然 , 圣诗歌词的创作是在不断的发展着的 , 笔者介绍的这一阶段是圣诗歌词

本色化之开端 , 而非终结 "

! 圣诗音乐旋律上的本色化

采用中国曲调填词是基督教圣诗音乐中国本色化发展进程中所必然要走的

王神荫: 5 赞美诗 (新编 ) 史话 6 , 上海中国基督教协会 19 92 年 "



一个过程 , 当翻译和用外国曲调填词不能满足中国基督徒对圣诗音乐的需求时 ,

采用中国化旋律的圣诗音乐就成为中国基督徒的需要 , 而基督教圣诗的音乐本

色化也是从采用中国曲调填词开始的 "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 , 随着 / 非基督教运动 0 的展开 , 本色化的呼声在教会

内部的高涨 , 圣诗音乐旋律上的本色化尝试就开始了 , 这一阶段产生的代表性

作品集是: 5 民众圣诗 6 "

1931 年的 5 民众圣诗集 6 圣诗的歌词全部是由赵紫哀创作的 , 曲调是范天

祥(BliSS wi anl )采用的中国化旋律 " 范天祥在其书中的序言里说: 本集所收的

调 , 都是中国旧调未经丝毫的修改 , 这些调或出自于顾子仁博士民间音乐 ! 或

出于 5 小白菜 6 ! 或是胡杜尔牧师所采集的民歌 , , 佛教音乐也收之 , 集中所有

民歌都是国内流行的调子或全国流行或一时流行的 , 本集所采用调子如助头歌 !

如梦令 ! 孔庙大乐章 ! 江上船歌等 " 37

除范天祥外 , 中国圣乐作曲家杨荫浏先生的圣诗音乐作品中也有一些作品

是采用中国曲调来填词的 "

应该看到的是 , 在圣诗音乐中国本色化的早期阶段 , 范天祥先生采用中国

曲调填词可谓是向前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 在二十世纪的三十年代 , 四十年代里

出现了不少这样的作品 , 当然随着时代的前进 , 有些作品已经被遗忘 , 但其中

有些经典作品至今任在传唱 " 如: 5 三叠离歌 6 ! 5 耶稣美名歌 6 等 "

3 ! 圣诗音乐和声中国本色化

这是一个特殊的阶段 , 这一阶段已经开始使用西方功能体系和声 , 但和声

的民族化理论尚未形成 , 实践也处在探索阶段 , 在这种情况下出现了一些用西

方大小调功能体系和声为中国风格的曲调配置和声这一现象 , 在圣诗音乐发展

的第二阶段中提到的圣诗作品 5 民众圣诗集)) 中有一部分乐曲就是使用这种方

法进行配置的 "

这里有代表性的圣诗集是 5普天颂赞))( 见图 1) " 5 普天颂赞 6 的编订是 193 1

年中华基督教提议共同编订的一本联合新圣歌 , 当时的编委会有范天祥博士 !

杨荫浏先生 ! 沈子高主教 ! 刘廷芳博士 ! 周淑安 ! 文贵珍 ! 江民志牧师等组成 "

37 王神荫 5 赞美诗 (新编) 史话 6 , 上海中国基督教协会 19 92 年 "



由刘廷芳博士担任编辑会主席 ! 文学委员会主席 , 总干事杨荫浏先生 , 范天祥

先生担任本书的音乐编辑 " 图 1: 1977 年再版的 5 普天颂赞 6 (32 开本 )

翻开历史我们可以看到 , 编订这本歌集 , 从最初开始商讨这件工作到最后

出版 , 共耗时七年多 " 当时联合圣歌编辑委员会38 的目的有两个: 第一是以表现

中国全体基督教教会赞美与高尚的热诚的诗本; 第二是希望籍着属灵的思想文

学趣致与音乐的标准 , 在各教会中提高中文的质量 " 39 因此 , / 诗本一定要适于

唤起各种基督徒团体礼拜时的虔敬心 , 务必包含一切时节与教会生活各方面所

需要的诗歌 , 所包含的诗歌一定要使教会以内的男女老幼 , 不分教育程度 , 皆

能了解 , 且在可能范围以内, 使教会以外的人也容易了解 " 0 / o

全书一共五百十二首圣诗 , 其中六十二首是创作的歌词 , 七十二首中国风

味的曲调 , 这本诗歌于 1936 年在上海出版(上海广学会), 共有三种版本: (l)

线谱音乐本; (2) 数字简谱本; (3) 五号文字本 " 三月初共印十一万四千本 ,

出版后不胫而走 , 全国教会争先采用 , 到了 1949 年共出版了 44 万 2 千本 , 这

在我国出版界也是罕见的41 "

在 193 6 年由联合圣歌编辑委员会编辑的 5 普天颂赞 6 中有不少用大小调体

, 8是由六个公会委派代表组成的 , 他们分别是: (一) 中华基督教会 (ehureh or e hristin e hina); (2 ) 中华圣

公会 (C hurn g H w a Shan g ku ng H w ei); (3) 美以美会 (M ethodistE piseopalC hureh N o曲 ); (4 ) 华北公理会

困orth China K wn g L iH ui); (5 ); 华东浸理会 (Eas tC hjna B apristC onvention ); (6 ) 监理会 (M eth odsst
E P iseo Pal C hu re h So uth )

39 六公会联合圣歌委员会 , 5 普天颂赞 6 , 上海: 广学会 , 1936."

40 同上

4, 王神荫: 5 中国赞美诗发展概述 6 (下) 基督教丛刊 1950 年第 27 期 "



系的和声为中国风格的旋律配置和声的曲子 " 到第二版 (即 1977 年的版本) 就

将其中的一部分重新配置 " 在第二版的序言中提到: / , , 加上社方同工 , 组成

编辑委员会 , 分文字与音乐两小组 , , 编辑委员会所拟的几项原则中第六条是:

修改一部分中国曲调的和声 , 必要时应重写 " 0 / 2可见第一版的 5 普天颂赞 6 在

和声方面遗留下了一些问题 "

小结一一创作带有中国风格的圣诗音乐

随着和声民族化的进一步发展及创作水平的提高 , 基督徒对中国圣诗的要

求越来越高 , 创作带有中国风格的圣诗音乐成为教会圣诗音乐工作的主要努力

的方向 , 为此 , 基督教成立了圣诗工作委员会 , 专门负责收集 ! 整理 ! 编辑圣

诗音乐 , 新加坡三一神学院主办的 5 华夏圣诗 6 更是以 / 华族音乐语言为特征

的诗歌 0 这些都促进圣诗音乐的本色化进程达到了一个较高的发展阶段 "

并且 , 随着创作技法的熟练及专业创作队伍的扩大 , 圣诗音乐作品大量问

世 " 尤其是八十年代改革开放后 (这中间包括之前创作但没有公开发表的作品)

是一个集中时期 " 这些作品都编入了各种圣诗集中 , 主要有 5 赞美诗 6 (新编 )

(见图 2) ! 5 圣诗选集 6 (见图 3 ) ! 5 华夏圣诗 6 (见图 4 ) ! 5 世华圣乐 6 (见图 5)

等等 "

图2 : 5 赞美诗 6 (新编) (犯 开本)

42 普天颂赞编委会: 5 序言 6 , 19 0 年 "



图 3: 5 圣诗选集 6 (16 开本 )

图 4: 1993 年出版的 5 华夏圣诗 6 (16 开本)

l5



图 5: 2000 年出版的 5 世华圣乐 6 (16 开本)

其中 5 华夏圣诗 6 一书的出版意义重大 , 它是首次出版的由华人创作的圣

诗音乐作品集 , 其宗旨为: / 扬华夏文明之声 , 用优秀的艺术传统 , 单显颂扬造

天地至高者的尊贵和荣耀 " 0 43这本诗集由新加坡的 / 三一 0 神学院编印 , 陆续

收集了各地华人创作的圣诗音乐作品 , 至今己出版了五期 , 这本诗集对基督教

圣诗音乐中国本色化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

5 世华圣乐 6 的出版是有一个特定的意义的 " 它的副标题是 / 华人创作合

唱圣诗 0 , 其作品的问世是因为 1998 年 7 月第 14 届 / 世华圣乐 0 圣乐营在澳洲

雪梨举行 , 各地代表认为在二千年举行圣乐营时 , 将有多队诗班参加 / 公元二

千齐颂赞 0 之献唱会 , 故提出邀请各地华人圣乐作曲家们创作一些新的诗歌 ,

集成册 , 以供各诗班献唱之用 , 另一方面 , 售出诗集之收益 , 亦可奉献给总会 ,

作圣乐基金之用 " 44 但 5 世华圣乐 6 之中也收集了一些新的圣诗音乐作品 "

这里笔者需要重申: 在上文所论述的三个阶段中 , 除第一阶段介绍的圣诗

集全部是第一阶段的作品外 , 第二 ! 第三阶段及小结中介绍的圣诗集中间的作

品中有彼此交叉的现象 " 如在第二阶段用中国曲调填词中 , 介绍的作品 5 民众

圣诗集 6 就有第三阶段的音乐现象 , 这样看来 , 三个阶段在各种诗集中共同存

在 , 它们都是圣诗音乐本色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

5 华夏圣诗 6 第 1期编委会之序 "

世界华人基督教圣乐促进会 , 杨伯伦序 2000 年 1 月 "



第二章 基督教圣诗音乐中国本色化的表现特征

基督教圣诗音乐中国本色化从二十世纪初开始萌芽 , 除去文革十年时间 ,

直到二十世纪末经历了约百年的时间逐渐发展至相对成熟的阶段 , 在这一百年

的时间里中国中基督教圣诗音乐中西碰撞中吸收了中西方的优秀文化成果 , 逐

步的完善其本色化的过程 , 并表现出了一些显著的特征 "

本章着重探索了中国基督教圣诗本色化过程中的重要特征 , 这些特征为:

中西融会的多元性特征及其礼仪性特征两大重要方面 , 重点分析研究了多元性

的特征 " 在分析圣诗音乐的礼仪性中 , 主要是分析其对崇拜礼仪中的表现特征 "

一 ! 中国基督教圣诗音乐多样性特征

1 ! 歌词的多样化

中国基督教圣诗歌词主要来自三个方面 , 一是圣经中的诗篇 ! 二是从西方

圣诗中翻译过来的 ! 三是创作的中国化圣诗 "

(l) 来自诗篇的圣诗音乐歌词

圣经常常是基督教圣诗歌词的直接来源 , 圣诗作者借用圣经里的材料 , 或

在其作品中运用圣经的比喻 , 或直接把诗篇拿来当歌词进行谱曲 , 下例圣诗用

的就是诗篇第一百首的词:

例 1: 5 诗篇一0 0 首 6 (选自 5 赞美诗 6 新篇第 380 首)

普天下当向主欢呼! 你们当乐意事奉主 , 当向他歌唱 , 当向他歌唱 " 当晓

得耶和华是上主 , 我们是他造的 , 是他的民 , 是他的羊 "

当称谢进入他的门 , 当赞美进入他的院 " 当感谢主 , 称颂他的圣名 " 因为

耶和华本是善良 , 他的慈爱永存 , 他的信实直到万代 "

在本曲中陈泽民教授直接使用 / 诗篇一0 0 首 0 作为曲名 , 除因曲调原因

外几乎不作文字的改动 , 类似这样的在 5 赞美诗 6 新编中就收集了五首 , 分别

是 ((诗篇一0 0 首 6 ! 5 诗篇一三首 6 ! 5 诗篇一二一首 6 ! 5 诗篇一三二首 6 ! 5 诗

篇一五O 首 6 "

(2) 来自翻译的圣诗音乐歌词



第二类是翻译的西方圣诗 , 除诗集 5 华夏圣诗 6 外 , 翻译的西方圣诗歌词

仍然是目前各类诗集的主体 , 这是因为这类圣诗曲目丰富 , 并且其中多有大量

经典作品如: 圣安布罗斯所写的一首圣诗

例 2: 5 求居我心中歌 6 (选自 5 圣诗选集 6 第三期第 16 首 )

主曾离天宫 , 曾抛弃尊荣 , 来救我 , 来救千万众;伯利恒城中无斗室堪容 ,

破马棚 , 难敌严寒风 : 求居我心中 , 主耶稣 , 我心中 , 有地方可容 "

狐狸处幽洞 , 鸟雀居林中 , 蔽风雨 , 有绿树苍松; 神子却不同 , 劳碌倦行

踪 , 过荒漠露宿野草丛: 求居我心中 , 主耶稣 , 我心中有地方可容 "

日后天门开 , 恩主复归来 , 凯旋还 , 天军歌韵谐 , 听主如我归 , 说: / 到

天家来 , 你居处我已为安排 0 我到那时候 , 主耶稣 , 寸心中 , 真喜乐无涯 " 我

心中 , 有地方可容 "

(3 ) 中国基督徒创作的圣诗音乐歌词

第三类是中国基督徒创作的圣诗 , 在第一章中笔者已经论述过中国基督徒

创作圣诗是先从歌词开始的 , 这里就不再赘述 , 但是这类圣诗的发展迅速 , 数

量也很大 , 其中有不少作品还仅仅是在内部发行和传唱 , 这里我们仅举一些已

经发行的圣诗 "

例 3: 5 三省歌 6 (选自 5 颂主新歌 6 第 418 首)

一省我身: 信道有年 , 与主睽违 , 物质为先; 父母 ! 伯叔 ! 兄弟 ! 姊妹 ,

合家拜主是否虔诚 ?

二省我身:受浸有所 , 曾否为主传道力专 , 曾否在家福音宣传 , 心清意洁 ,

圣灵宝殿 ?

三省我身: 从主有年 , 曾否为主作证人间 ? 光阴似箭 , 事主努力 , 日月如

梭 , 信仰弥坚 ?

副歌: 门墙主化 , 光照在前 , 分工合作 , 福德无边 "

在这首圣诗作品中 , 朱葆元将儒家思想通过圣诗的形式反映出来 " 将儒家

的 / 吾日三省吾身 0 的内容转换为反省事主的种种事情上来 " 是中西结合的一

首作品 "

例 4: 5 早起赞美歌 6 (选自 5 赞美诗 6 新篇第 巧O 首 )

清晨早起赞美神 , 一夜平安蒙神恩 , 今日还求主保佑 , 为主作工心安稳 "



神的荣光照四方 , 充满宇宙何辉煌 , 真光照在我心上 , 深恩厚爱常颂扬 "

祈求圣灵施大能 , 去我罪恶换新人 , 谦卑温柔效法主 , 哈利路亚荣耀神 "

这是青年信徒王大卫于 1981 年所写的歌词 , 王大卫原是工厂的工人 , 他

认为写这首圣诗是神的灵性在他身上的复兴 "

另外 , 赵紫衰还写了一些对象为的农民的圣诗 , 这些圣诗语言简单 ! 内容

朴实 , 为广大农民兄弟所喜爱 " 如 5 清晨歌 6 ! 5 谢恩歌 6 等 "

中国基督教圣诗歌词的多样化来源使圣诗的内容更加丰富 , 这当中有圣经

中的经典 , 大师的作品 , 也有普通牧师 ! 信徒的作品 , 这些作品从各个不同的

方面对进行了赞美 , 5 诗篇一0 0 首 6 是先知的教导; 圣安布罗斯的 5 求居我

心中歌 6 是大师的祈祷; 王大卫的 5 早起赞美歌 6 及朱葆元的 5 三省歌 6 是信

徒在个人灵修生活中的感悟 " 一些圣诗歌词往往是和曲调同时诞生的 , 这就为

圣诗曲调的多样化提供了前提和基础 , "

2 ! 曲调的多样化

本色化后的中国圣诗音乐的曲调来源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 第一是用传统古

曲填词; 第二是用民间歌曲填词; 第三是由中国基督徒创作的中国化的圣诗音

乐 "

(l) 用传统古曲填词

传统音乐是中华民族的瑰宝 , 然而从十九世纪上半叶开始 , 中国在政治上

的激烈动荡 , 百姓生活的不安定 , 再加上西方文化的冲击 , 国人无暇顾及对祖

国优秀文化的继承与挖掘 " 进入二十世纪后 , 音乐界人士着手对传统文化进行

整理和挖掘 , 后来随着国民意识的增强 , 教会内部本色化呼声的高涨 , 中国基

督徒对传统音乐的日益重视 , 促进了本色化的进程 , 首先出现的是用传统古曲

和民间曲调进行填词的圣诗音乐 "

1933 年杨荫浏根据中国古琴曲 5 阳关三叠 6 填词为 5 三叠离歌 6 " (见谱例

l)

5 阳关三叠 6 乃唐代诗人王维 (699一759) 所作 , 这歌词 , 在唐代 , 曾与

音乐相结合 , 得到普遍的歌唱 -5 " 这首诗的内容本来是诗作者抒发了他对到远

方从军的一位朋友送别时依依惜别的一种离别的心情 " 这在当时引起了许多人

45唐刘禹锡诗 5 与歌者截 6 : / 旧人叭有何截在 , 更与殷勤唱 5 渭城 6 " 0 (转引 自 5 中国古代音乐史稿 6 上册

杨荫浏著第 201 页)



的共鸣 , 到后来就逐渐演变成了表达离别情绪的一首曲子 " 因此 , 作者取名为

5 三叠离歌 6 "

从曲式上我们可以看出是 / 起 ! 承 ! 转 ! 合 0 的传统音乐手法 " 前半部分

的主歌落在宫音上 , 为宫调式 , 后半部分副歌落在羽音上 , 为羽调式 , 整首曲

子为 d 羽调式 "

胜自生 活
送别 亲友 三 叠 离歌 * 195

谱例 1: 5 三叠离歌 6

( 5 赞美诗 6 新编第 195

首 )

曲中使用的是五声音

阶: d ! f ! g ! a ! c 曲调

迂回曲折 , 上句对商音的

回旋及强调奠定了整个 曲

子的基调一一羽色彩 "

在圣诗音乐中有不少

用古琴曲填词这种现象仅

陈泽 民教授就有好几首

如: 前面提到的 5 诗篇一

0 0 首 6 乃是使用的古琴

曲 5 梅花三弄 6 之曲调 ,

5 称颂耶和华 6 使用的是

古琴曲的 / 普安调 0 , 5 神

工妙笔歌 6 使用的是古琴曲 / 平沙落雁 0 的曲调等 "

5 神工妙笔歌 6 (见谱例 2) 歌词为金陵协和神学院副院长陈泽民教授所作 ,

曲调也是由他根据 5 平沙落雁 6 改编的 "

5 平沙落雁 6 本是古琴曲 , 是古琴曲中被人喜爱的一首 , 有多种不同的传

谱 , 描写了平沙无际 , 落雁低回的情景 , 曲调优美 , 是我国传统音乐的珍贵遗

产 " 陈泽民改编了其中的主题和发展的乐句 "

谱例 2: 5 神工妙笔歌 6 ((( 赞美诗 6 新编第 17 8 首)



凳昌奉覆 神 工 妙 笔 歌 ~ 11 8
平 沙 P IN G S H A

7 .6 , 6 双

雌译 民 词 - 9 82

中 四 古 琴 白
除 译 民 改 - 19 , 6

,, 卜浮~叫车 昔一卜十一一干 + 一一卜 一 十一一卜一十一十一+ 一目一一卜一卜一一 } 一一 k-一-尸. , 一二- 巨亡亡卜-- 一一 .一一一
... 卜门自r 一 浪犷 寸 州 卜曰r - - 甲口 .口 ~~~ 1 ~ es es es 二丁 esss 宝- . 卜, 习卜气曰 . ~ 了- - 2 口 , - 月rrr 仁.- ., 一- , 卜- 力笠 1 二二r二二. . 一 ,,
... r曳全妇卜-月.- , 习卜-十 二r . ~ , = 一~ - 二二J- - -叫. r esss 十曰. - 刊口 .一 一- - 州卜- J一 . J . 刁 丁一 . 1 ,,r es r 一一

昨昨翻砰著二寻刁二竺二李= 二洲币不翻阵二二卜份一.- - ~ 一一巴二===
... r 气户一- , 于- f ~ - - 寸- 一 .二 . . , 一~ 州尸一1 - --- r 州户卜- - - - - - l r es esss , 卜- ---
... r ~ ~ ~ ~ es 月口一了~ ~ ~ , , ... 卜嘴~ 一 ~ -一- - - - - r ~ - --- r es es esss

...卜护一一卜一卜奋一奋 , 升汗一一冲冲 卜千一亩. 一汁一一例 - 曰~~~

...r , , 月es ~~ 宙r es es 州卜 . r - es 月r - . r es 二r es es es es , 一 , 二- 宁一一 卜, 目- - - 州尸~ 月尸-气 , - ~ 州卜~ ,,

...卜勺 0 于- -一二卜- ~ 卜 口 - - 嘴~ 一 . 一 二r es . ~ 一~ 一 - 一习 一 石石 卜 月兮-- - 个- - 宁- 二全- - ---

...卜备祝- 州卜月一十铸二一一 .resss户.. -二二一-甲甲二二F 二二二- 一一二, - 一一. 一一 声声二一 番一一石一 8 卜1 卜卜{一井- 一一一

...卜石- - ., 以一+ 斗一一一任月月卜州一子一尸二通匕匕卜云二否二尹二井 ,斗 - 一一一 目目二二斗 - - - 研- - 十一一一一i闷一 - ~~~

...卜浦- 一, 廿 .一一干讨- - 弓一钊卜 ... 7 二J 年二州卜刁二月- 刁一- 一斗州- 汁一汁--- 卜哥= 月- 日- 8 二干二补气---
二二 , 胡曰 ... r es - 了es一- 月r es 一一 r - -一- , - - - , - - ~ - - 一一 卜一 , 一- . r 一~ ~ 翻r尸习尸 ,,
... L ! 之U J J ___ 犷气日~ - - 1犷es es es es , 日卜 ~户 , 宁 - ~叫冲~二~ ~ ~ 一一 ---- > 石刁 ~ 一 , . 山J = 一一

...卜心拼曰弓一卜拱一州井一一翔匕一中L 一 由祥) ~ 一一并 一卜一 一曰忿一件一 圈巨一一卜一~ 十十
lll卜二 .- 一一日一一千一一月一一干一斗千一一一一一

... . 月 户~ ~ ~ - - - , , , ~ , ~ 一 尸- r~ ~ ~吧, ~ - - - , 目, 甲 7 了 , , , ~ 州产- -宁- - -尸二--- 了- - r气奋 1 .一 飞..... 月 . J ,,

... 1 8 甲甲 犷- - , 一一犷- - - 月卜一r 一呀 , , 尸- 甲-呀~ 卜 个 ~ ,, 甲1 甘闷r , r , , esss I 竺竺竺, 二曰 , , - , 二二二1二-二二二二
于于于- - - 宁气曰卜- - -二卜 口亡.- r 一宁- - r 气习尸1气. r 几口, 翻r es ~ , es esss 宁一一~ - - - - 了 一- 1 .尸一--- r 气目r r es l , 资~ ~下 宜飞尸一一

... 9 气r口尸一 ~二二户- - -十一~卜- - -阅. 一~ , - 吧份- -十- 二卜 月.卜 , ~- ~ . 卜曰, - - , 才 .- 弋2 一一 , .. ~~ ~ ~~ 性r~ ~ ~~ ~ ~~~ r , . 卜, es es r ~ es es l. r , ~ esss

二二 日户 一 ~ ~ , 尸 - - . 一 二~~ 加. 尸- -- - - 州卜 , 产 - - r ~ es eses es es r l别卜- - - ~ ~ ~ ~ 1 . r es es 勺.尸尸

... = 二一 一一 一下一 .. , . r 1 es eses eseses eses es飞 百一 下 ) 了 下 一 ) , >>

另外 , 还有使用古诗词中的曲调如: 5 圣灵歌 6 使用的是 / 如梦令 0 的曲

调; 5 南针歌 6 使用的是 / 满江红 0 的曲调; 5 仰止歌 6 使用的是 / 仄起吟诗调 0

等 " 谱例 3: 5 谢恩歌 6 (见 5 普天颂赞 6 第 51 1 首)

榭 恩 歌 5 1 1
P R A IS E O U R G O D 人日O V E F O R H IS B O U N D L E S S L O V E

宜平 5拓 u洲 月陇 )
5. 5t 5 民 0 -

幼漪安目 .1 9 3祖
t C Q .翻 . 19 3 .

孔门大成典 草
资 永 照 和 .1 , 7 3

2 l



5 谢恩歌 6 使用了孔庙大成乐章 (见谱例 3) , 由赵紫哀填词 , 曲调舒缓平

和与歌词内容和谐一致 "

从以上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出, 传统音乐正在逐步被重视起来 , 这与国家大

力提倡民族音乐文化及教会内部本色化思想的深入是分不开的 " 然而 , 笔者在

调查中发现 , 经历了十年文革的劫难 , 教会音乐人材出现断层 , 加上在现如今

经济文化的冲击和影响之下 , 教会音乐正处在一个进退两难的阶段 "

(2) 用民间歌曲填词

除了用传统音乐外 , 在中国基督教圣诗音乐的早期阶段 , 使用民间曲调填

词也是一个较为平常的现象 , 这中间有的用民歌中的小调 , 有的用劳动号子 ,

有的用船工号子等 "

5 耶稣美名歌 6 (见谱例 4) 其曲调采用了河北的民歌 / 茉莉花 0 -6填词而

成 , 歌词中第一段选 自 ((新颂主诗集 6 , 第二 ! 三 ! 四段为唐守临所作 "

谱例 4: 5 耶稣美名歌 6 ((( 赞美诗 6 新编第 51 首)

此 曲为民歌中的

二二 J . ..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eseses eseseseses es, es T ~ ~ ~ ~~~ 口一 ~了~ ~一一 了一- - - , , - , .~ 二口- - ~ ~ ~ 甲- ~ , - ~ r - - r - , ~ 一~了- - ---

... 知 / . 1 . . 万 1 .. ...7 一一一 ) 护, 刁刁翻 . . 一 二舀 刀... r ~ ee 一 ...
二二 , 月用 1 1. . 1 仁 - . . 书一一 r es l . 一 ~ - 1 . es es - , 尸 .一 州一一一 , 一 , . --- , r 一一- - - , . 一一 - > 日尸~~~ r ~ . r ~ ~ ~ , 口~ ~ ~ ~ esss

...卜 - 1奋, 笼r 一一仁一 刊. 一 户二- 一尺一一l一月卜- ~~~ - 一- - - 告丁- - - 州州

.... ~ 二 , 尸-州暇 , l we , - - t 二尸~ ~ ~ es .1 二 , 一 ~叫- t二1 - ~ 1 1 尸es esss , - - r ~ ~ ~ ~ esss r ~ - - - - - - 州尸~ - - - 一---

..., 一 r 口 曰, 口尸 ~ . , , 一 - 了一一一一一r ~目T ee 一一一

二二 勺J . / 二 I LLL 巨 一 . ~ .... JJJ.. 尸~ ~ ~ ~ ~ ~ - -----
..., J 目 - - , ) - 一一一一一一2 一一一一一l eses es ) 一 )) 勺, r ~ ~ , ~ ~ ~ es r 一 叫r , . . - 目es 州州户 一 lll口 r ~ ~ ~ es es 一 ~ 一一一
... r l 洲月了州r二 扮了~ ~ ~ , , 甲~ ~ ~ ~ ~ r ~ ~ ~ ~ , ~ ~ ~ , ~~~ r 宁es r es es es r es es es r es es -t esss 二 llln r 一- -一- - , 世世城 一一

小调 , 微调式 , 其旋律

优美 ! 质朴动人 " 类似

这种小调的还有 5 诗篇

一百二十一首 6 使用的

是 5 紫竹调 6 ; 5 诗篇一

百三十三篇 6 使用的是

5 八段锦 6 ; 5 主耶稣 6

用 的是云南大理弥渡

彝族民歌 5 小河淌水 6

等 "

使用号子填词的

有 5 天恩歌 6 一一使用

的是劳动号子 5 锄头

歌 6 ; 5 灵修歌 6 一一使

46 此曲源于江苏后传至河北 "



用的是船工号子 5 江上船歌 6 "

谱例 5: 5 天恩歌 6 ( 5 普天颂赞 6 第620 首)

生活邀步 天 恩 歌 6 2 0

G R E A T A R E T H Y M E R C - 1 S , H E A V 1 N L Y F A T H E R

- . 欧 5 .洲 - o 7 m 1 旧 1 6
认 , 0 - 1众

. 有 民 歇

... 1户 二 户 - . , , 勺 . , . 卜 月 . 巨巨巨巨
III 月, ., L 一 . 讨. r . . . . . 一 . . , 恤 - ... 尸~ ~ 一户代日盯一~ ~ ~ ---
...1 , . 一 万 二 尹 J 口 . - . . J . . . . 二 目 . - 口口 二二二
nnn , ! 尸 妞 , 口. , - , 二 1 . 月 8 . 曰 . , .....

书书 口 - - . 甘 . 俘尹 甘 ,,
111. 天 上 的 父 栽 成 是 慈 悲 贫 我我
222 . 不 菠 愁 今 天 要 穿 甚 鹰 , 不 班班
333 . 摘 看 小 扁 册 上 又 册 下 . 摘 看看

444 # 篡 愁公 贵 竺_ 享 咋 号 贾, 也 否否
卜卜书州 个钵一卜一一月牛一书卜 一+ 子几一一尹L 侧一 卜. 卜一月卜~ 一+ 刁 - ~~~ 卜一一8 一尸- -- 一一一
... 尹 竹 山 . 甘 丫 二 , 二 l 尸 .. . ~ . 曰 ,,,

rrr , r - 刁尸目尸es es ~~~ . 曰目 二 处 JJJ7 I _ ) - ,, 7 一 T 2 7 es l _ , l es es l es _ ...lll
... 刀尾了下弓- - - - : 石石7 一 . 叫 > . 9 1 es j es es es 刁刁7 一 - d , 1 ! 一88 7 一一一了一 ~ 7 一一一一一 , 一一一一lres 函.曰 . 尸,,,
... 叭呀, 门尸- - - - , ,, 7 一一一l es es T l es es 曰. ...1 . 1 ) 互, , 1117 J 福 , 曰目 曰曰 一 L _ 厂厂厂
rrr 咬州l ee ! --- r es es es . 口es es es 一r 一1 盆- --- r es 一 r甲二es es es ~ 气. t 性二=== ~ , _ 1 7 es , , . > - 习习习

日日 二 - 一 . 子 夕 一 尸尸
吃吃 穿 像 徽 都 全 瀚 ; 我 定 要要
愁愁 今 天 要 吃 茜 鹰 ; 我 天 父 ,,

田田 圈 弃 那 百 合 花 , 也 不 植 ,,

肠肠 于 瑞 卜 百 亨 于 t 首 号号
... 仁 - , 口曰 ~ 二 门. 口. . 门. . 户, , 一 . . 9 ... . - . _____
,, , 口 . , L 一 - . 口 . . - ...尸~ . r . 一一一一1 乙l jp _ ___
... , 翻百 曰. . - . . ... 口. . 口, 臼 ,, 厂一万一一一一一一 石- , . 1 ___
... 日 - 尸 户. 户口 . , , . 刀 刀口 . 1一 ...~ ~ ~. , . . l eeee

日日乡七阵一省一 一 J ~抽户十洲卜一一+ , 十一一习 一) 1 , 奋一一一一卜一一于一十一一一番月卜一一十一一一
... 口. 枯F . . 二 = . . . . , 洲 , - ...
叭叭 又! 尸. 二 ~ , . 脚 . , 恤 . . . 目 , . 叹 . ,,

目目 . 一 - - . 月映 一 " - ...

服服 徙 他 . 向 他 心 睡 卑 ; 袖 是是
袖袖 知 道 . 怎 操 获 活 我 , 袱 要要

也也 不 收 . 也 不 公 舫 妙 , 天 父父
不不 要 俊 , 天 思 峨 胶 大 ; 道 涸涸

... 刁 _ 1 ! 一 _ _ J III卜卜1 廿七卜月呼 , 二 8 . 一二二生出出性卜一一一十甲 - 一一州卜 8 阵一卜 . 一 一书升一 , 卜妇 - 一一斗冲 - 一~一一尸一一
卜卜今8 胜一一十- - , 弓 - 仁 = 士到到卜 一一一一+ 州卜一一一8 尸州 一一+ 刁- 一 一刁巴州州一于, 卜,, 协一一

... 百 门 .砂 己 心 . 叭 1 1 , -- , .. , IJJJ
III 月尸 ! 勺 口. - 曰 . 公 - J . 月 二 民 曰. . 喊 ... 1 _ .. . . 一J llll
份份 日 匕动二 9 . . . . . . . 曰 卜 , l一 二二 , , . - 口曰 . 侧, , 1 >>
nnn 叹! 护 ~ .. , 抽. ~ ., . { 二 叹 . , . 卜卜r ~~ .. , 口口 一万一 矛, 刁 , 88

目目 . - 尸 谬 李 书 一 " 一~~~
春春 夙 我 是 草 . 蕊 他 吹 " ...

踢踢 他 勤 傲 工 , 服 像 妥 ""

尚尚 且 摸 活 他 . 然 牵 褂 ""

世世 界 是 我 家 , 是 你 家 " (阿 们 ) ""

一一 曰 . 洲奋 产 , 尸 尸 ,,
rrr 尸, , ~ 一 7 , - - 2 . r eeee r ~ 一 一一 ,, r 一~ ~ - - - 1 吕尸~ - , . 尸 --- r ~ ~ 宝言es es es es es 一. - 净尸二二 r甲es es es es ~ 侧叮一r es甲 一一.- - r ~ - es lll
rrr . , 日r了, 1 尸 --- r 尸~ we esss 七二- - ~ ~ ,, r es l . 尸- - 户, 一- - r ~ 一- ~ - ~ 一一 r es州. r ~一一- - 吧月. 一 口. ~ 一了一一 1 l. r 二 门门= 一一l es eses es es l 22
99 ~ , 尸~ , r 一一 . . - - - ~ - --- 口 , - - 月月r ~甲~ 一- - t ~ ~ ~ ~ 了一- - -一一一寸 .甲一一 ... r - 门. , ~ ~ ~ ~ 一一, 尸 ~ ~ . . 冲~ 了 --- r 二 , - - - - r 叮-丫, 一一一 . 1 石 .111
rrr 尸一州口~ 卜了了 尸 ~-- - - 卜卜 r - esss r -宁- 一一 , 一一一 , - - - - - - 一寸 - , ~ - - - - - --- r 叫卜一~ 一~~ ~ ~叫卜~- 州卜- , , - 侣r 兮兮 . - 己护护

谱例 6: 5 灵修歌 6 ( 5 普天颂赞 6 第 341 首)

3 4 1 霆 修 歌 梅滩 !滋血 !僧仰

M Y H E人R下 L O O K S .N F 人IT H

江上怕暇 l别6 - OF 侧 E v 人洲- T毯 . " 氏了M N̂ 6
S 乐 - . 5 .

. 萦炭网 , l, 3 1
中. 民味

范天祥 . , !, 3 4

2 3



这些号子节奏简单平稳 , 旋律起伏也不大 , 易于传唱 ,

徒的日常灵修生活中都能发挥出较大的作用 "

还有一些圣诗音乐的曲调来自于少数民族地区的音乐 ,

播的广泛性 , 下例是一首来自布依族的民歌曲调

在传教布道及基督

这表明了基督教传

谱例 7: 5 活出基督歌 6 ((( 赞美诗 6 新编第 365

旧 位 只 份
忠 心 服 务 活 出 基 督 歌 .

lll卜吩书俨侧卜一 !产卜矛于奋几卜汗一+ 分一奋一一之栩栩三三三王习巨二牙= 刁二干二二七里二二, 目,,
lll尸歹二亡书浮书== 布井二笋牛书 2 匕参二丰尝尝 三习妥王习三盆三玉生主婆主三些三三

lll日亚日五桩习三理三习夔三 2 1 1 醛二兰子些二刁刁
正正王三1 三荃三任三生兰弓卫三空生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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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使用民歌填词的曲目中 , 没有发现使用山歌的曲调 , 笔者猜测可能是

因为山歌的曲调节奏较为自由 , 不适合使用于教会的音乐中 , 且早期的一些圣

诗作曲家又多为沿海一带的人 , 因此没有对山歌进行改编的圣诗音乐 "

(3) 中国基督徒创作的曲调

把传统古曲和民间歌曲进行创作性的改编 , 或自行创作中国风格的旋律是

圣诗音乐中国化发展进程中的一个重要的阶段 , 在圣诗音乐的旋律创作中分为

两种情况: 第一种是非音乐专业的教徒或牧师在生活或布道过程中有所感想而

写成的 , 这种圣诗音乐往往都能体现生活 , 曲调也朗朗上口并且往往以短歌为

多 , 这种圣诗音乐在布道及灵修生活中得到较多的运用 " 如: 5 神爱世人 6 ((( 赞

美诗 6 新编附录短歌第 1 首) ! 5 恩如雨沛降 6 ((( 赞美诗 6 新编附录短歌第 20

首) ! 5 大山可以挪开 6 ((( 赞美诗 6 新编附录短歌第 21 首) ! 5 分别是非 6 ((( 赞



美诗 6 新编附录短歌第 33 首) 等 "

谱例 8: 5 神爱世人 6 ( 5 赞美诗 6 新编附录第 1首)

神 爱 世 人 1

此曲作者不详 , 但从其旋律来看是一首典型的五声性风格的中国乐曲 "

第二种圣诗音乐是较为专业的基督徒或牧师创作或改编的 , 这一种圣诗音

乐在演唱上有一定的要求和难度 , 但是其艺术价值和欣赏价值相对较高 , 由于

要求有一定的演唱技巧 , 因此 , 这种圣诗音乐往往适合在音乐会或教会宗教节

日活动中得到使用 , 在日常的牧灵生活及布道中往往受到一定的限制 , 这一类

圣诗音乐有: 5 十字架的道路 6 ! 5 我要向山举目 6 ! 5 复活的清晨 6 等 "

谱例 9: 5 十字架的道路 6 片段

21 十字架的道路



作曲家许勇三使用了复调模仿的音乐手法 , 用无伴奏混声合唱的形式来

表现十字架道路的艰辛 " 此曲在演唱难度上较其它圣诗大 , 因此 , 适用于诗班

演唱 "

圣诗曲调的多样化体现了中国历史悠久 , 音乐文化丰富的特点 , 从使用

中国曲调开始就标志着中国基督教圣诗音乐向前迈出了重大一步 , 从使用传统

曲调 ! 民歌到创作是圣诗音乐发展的重要历程 , 在丰富中国基督教圣诗的同时

也看到了圣诗创作逐渐走向成熟 "

3 ! 和声的民族化

和声的中国本色化 (即民族化) 对于整个中国音乐界来说是一个复杂而艰

巨的任务 , 在基督教内部 , 圣诗音乐发展的早期阶段 , 范天祥博士首次进行了

大胆的尝试与实践 "

范天祥虽来自美国 , 但他非常提倡圣诗音乐的中国本色化 , 他在中国生活

二十多年 , 醉心于研究中国音乐 , 改编了一些中国民歌 , 也创作了一些中国风

格的圣诗音乐 , 他在创作中国风格的圣诗音乐时常常使用五声性的旋律 , 在和

声上也常常体现出民族化 "

谱例 10 : 5 慈悲圣父歌 6 ( 5 赞美诗 6 新编第 31 首) -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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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第三小节的低音部的 B 音可能是印刷的错误 "



在这首圣诗中 , 体现出了曲作者对和声民族化的尝试 , 在低声部旋律中曲

作者努力使其与高声部旋律风格相一致 , 但在和弦的序进上仍未摆脱功能和声

的框架 "

类似这样的圣诗还有: 5 团契歌 6 ( 5 赞美诗 6 新编第 130 首 ) ! 5 播种比喻

歌 6 ((( 赞美诗 6 新编第 202 首) ! 5 新天地歌 6 ((( 赞美诗 6 新编第 370 首) 等 "

陈泽民在 1954 年所作的 5 复活的清晨 6 在和声的民族化方面进行了大胆

的尝试 , 首先在和弦的叠置上打破了传统和声的三度叠置 "

谱例 11: 5 复活的清晨 6 片段 (l 一4 小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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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削弱了和声的功能性 , 其功能性仅在终止处体现 , 突出和弦色彩的对

比 , 使之在风格上与西北风味的旋律相一致 "

例 12 : 5 复活的清晨 6 片段 (5 一8 小节)

女畜音独呀

总体看来 5 复活的清晨 6 以 E ! #F ! A ! B 四音为骨架 , 以 B 到 E 的上四度

跳进为特征音程采用领唱 ! 合唱 ! 齐唱的演唱形式 , 突出表现了对基督复活的

欢呼和喜悦之情 "

在陈泽民的 5 神工妙笔歌 6 (谱例参看例 6) 中作者在和声上也突出了民族



化的特色 , 在四部和声中力求每个声部都力求五声性 , 同时也运用了西方的离

调的手法 , 在曲末曲作者升高了主和弦的三音 , 用了一个大三和弦结尾 , 这种

升高三音的手法用的是皮卡第三度 , 使羽调式顿时明朗起来 "

青年作曲家黄彼思在和声的民族化方面也有不少突破 , 因为其所处的时代

不同 , 此时国内已经有大量的有关民族化和声的系统理论著作 , 在黄彼思的诗

集 5 赞美的诗篇 6 中作者己经能较为熟练地使用民族化的和声进行创作 "

综上所述 , 我们可以得知基督教圣诗音乐中国本色化过程其实就是词曲

来源的多样化过程及和声的民族化过程 " 在本色化的过程中 , 面对西方如潮而

至的圣诗音乐 , 中国基督教并不是全盘接受 , 而是有选择的加以吸收 , 这一过

程是中西优秀音乐融合的一个过程 , 这种过程不仅仅是歌词 ! 曲调及和声上的

融合 , 其背后是中西音乐美学 ! 哲学思想的融合 " 需要明确的是西方基督教圣

诗音乐在影响中国的同时也受到了中国音乐的影响 , 他们将一些中国圣诗翻译

到世界各地 , 广为传唱 "

二 ! 基督教圣诗音乐的崇拜性特征

基督教圣诗音乐是其宗教活动的不可或缺的部分 , 在教会礼仪和各种重大

活动及个人灵修生活中都离不开圣诗音乐 " / 它会使崇拜时属灵气息浓郁 , 使

信徒对神的热情得到激发 , 使骚乱的心得到安宁 , 使灵性的境界得到升华 0 4 0 ,

因此 , 基督教圣诗音乐具有极其强烈的感染力和鼓舞力 " 它是基督教们心灵的

呼唤和灵魂的叹息 , 从而直接地作用于每一位基督徒 , 密切了他们与神的灵性

交流 "

1 ! 圣诗音乐与崇拜的关系

(1) 关于崇拜

崇拜 (即敬拜) 就是崇敬膜拜 , 其英文为:wor sh ip一 wor th 一shi p , 意

思为价值 ! 配得与可贵 , , 崇拜是受造者 (人) 向永在者 (神) 的致敬 , 是受

造者对永生上帝的回应 , 是承认上帝的超越 , 承认一独立于崇拜者而学显为奥

秘的实存 , 是全人类敬拜与寻找寻终极者的本能 , 是以上帝为首 , 是把人净化 !

启迪与更新的创造与救赎的实在 " -,

48 王雪辛: 5 圣乐鉴赏 6 第 4 页 , 中国基督教神学教育委员会 19 96 年 "

49 黄新佑: 5 教会音乐与崇拜 6 第 9一10 页 , 基督教文艺出版社 19% 年 "



崇拜从其广义上来说可以应用于基督教的全部生活 , 因为整个生命均是对

神的回应 " 因此崇拜有个人的 , 也有团体的 , 本文所涉及的崇拜均是指团体崇

拜 "

基督教的崇拜从产生到定型经过了很长的一段时间 " 其崇拜礼仪源于犹太

教 , 后来基督教传入欧洲 , 在希腊及罗马时期又受到其它宗教的影响 " 罗马将

基督教定为国教后 , 基督教在罗马发展迅速 , 由于罗马教会的极大影响力 , 基

督教的崇拜才逐渐变得统一起来 "

(2) 圣诗音乐与崇拜的关系

/ 歌唱几乎在任何崇拜中占一席位 (至少在正常情况下) , 表明它有内在

的理由, 而决非只是 -人人喜爱 . 那么简单 0 5" " 在崇拜活动中神对基督徒说

话 , 基督徒作出回应 , 整个活动都以耶稣基督为中心 , 而基督徒是以一个请求

耶稣基督赦罪的身份 ! 一个在耶稣基督内的神的子民的身份来进行活动的 , / 我

们与神的这一关系应使我们欢乐 0 5. " 于是歌唱这种超越说话的表达情感的方

式就自然地被使用起来了 , 也就是说 , 圣诗音乐是崇拜活动中的情感自然表露 "

崇拜中的圣诗音乐是依靠赞美天父上帝 ! 接受圣子耶稣救恩的颂赞 " 基督

徒从耶稣那里获得赦罪 , 从而使心灵得以净化 , 生活与生命重新燃烧而火热的

事奉上帝 " 信徒用灵性与悟性去歌唱 , 从而得到上帝赐予的属灵的能力 , 使基

督徒追求圣洁 , 改造 自身使之合乎天主使用 " 52

2 ! 圣诗音乐在崇拜中的作用与地位

圣诗音乐在崇拜中居重要的地位 , 马丁 # 路德说: / 除神学以外 , 我给以

音乐最高的地位和荣誉 , 我们见到大卫和所有的先贤 , 都曾把他们神圣的思想 ,

用诗章 ! 乐曲和歌曲表达出来 " 0 53它不仅起到渲染崇拜的气氛 , 给崇拜创造更

好的环境 , 而且因为圣诗是诗与音乐的结合这一特点使之带有与上帝交流的功

能 , 这中间音乐也起到了增强作用 , 另外 , 音乐还加强了属灵上的交流 , 一种

超时空的交流 , 这一功能和地位是无可替代的 " 下面我们从崇拜的整个过程来

加以分析研究 " 以下是金陵协和神学院 2005 年 10 月 23 日上午 9: 00 点的主

白兰德: 5 音乐与崇拜 6 , 颜路裔牧师译 , 5 神学论文精选 6 第 111 页 , 道声出版社 1993 年 "

马丁路德语 , 转引自白兰德 5 音乐与崇拜)), 颜路裔牧师译 , 5 神学论文精选 6 第 111 页 , 道声出版社 1993

黄新佑: 5 教会音乐与崇拜 6 第 19 页 , 基督教文艺出版社 19% 年 "

张慕皑: 5 敬拜 ! 圣乐与今日的福音派教会 6 选自谭静芝 5 敬拜一属灵生命的提升 6 , 建道神学院20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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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崇拜礼仪的整从个过程:

一 ! 序乐: (主持人 , 证道人 , 唱诗班等进堂)

二 ! 问安 :

三 ! 宣召: ((( 诗篇 6 95 : 1一7)

内容略

四 ! 唱诗 : 5 颂主恩光歌 6 (新编 5 赞美诗 6 第 9 首)

五 ! 祷告:

六 ! 宣信 : 5 使徒信经 6 (新编 5 赞美诗 6 第 395 首)

七 ! 启应经文 : (诗篇 13 9 首 )

内容略

/\ ! 献诗 : 5 美哉圣羔羊 6 ! 5 赞美主名 6

九 ! 经训 :

>日约经训 : 5 以西结书 6 8 : 1一6

新约经训: 5 启示录 6 15 : 1一8

福音圣训 : 5 路加福音 6 9 : 28 一36

十 ! 唱诗 : 5 赐福救主歌 6 (新编 5 赞美诗 6 第 27 1首 )

十一 ! 证道: 5 一个改变事奉的异象 6 (徒 9 : 26一30 , 22 : 17一21)

十二 ! 报告

十三 ! 回应祷文: (卫斯理约翰的祷文)

十四 ! 唱诗: 5 慈光歌 6 (新编 5 赞美诗 6 第 262 首 )

十五 ! 主祷文

十六 ! 祝福

十七 ! 5 阿们颂 6 (四叠 , 新编 5 赞美诗 6 第 400 首)

十八 ! 殿乐: (会众依然侍立 , 待主礼人 , 诗班等退场后散会)

纵观崇拜的整个过程 , 除了序乐与殿乐外 , 整个崇拜过程圣诗的咏唱分别

在第四 ! 六 ! 八 ! 十 ! 十四部分 , 其中第四部分内容一般是基督徒向上帝耶和

华的荣耀与歌颂; 第十部分 ! 第十四部分的内容为基督徒向上帝的请求 , 请求

上帝引领前行的方向 "



在崇拜中 / 音乐 ! 祷告及话语是敬拜的三要素 0 58 , 这其中音乐居于首位 ,

贯穿了崇拜的整个过程 , 在崇拜的过程中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 / 序乐 0 具

有让会众安静下来的作用 , 使参与崇拜的基督徒从世俗的生活中静下心来参加

崇拜活动 , 也就是起到 / 收收心 0 的作用 " 在崇拜礼仪的中间有五首圣诗穿插

其中 , 这些圣诗使整个崇拜过程中充满着音乐 , 成为一个 / 音乐的敬拜 0 " 这

些圣诗或歌颂 ! 或庄严 , 或柔和祈求使基督徒在整个崇拜过程中更易于与上帝

对话 , 当然也渲染了崇拜的气氛 , 使崇拜在一个更好的氛围下进行 " 而殿乐有

使信徒思念敬拜主的作用 " 白兰德博士将崇拜中的音乐分为四个等级:

第一 ! 为礼仪启应的歌唱 (会众加上诗班 , 牧师与诗班指挥);

第二 ! 直接与会众歌唱相关的合唱与奏乐;

第三 ! 补充的合唱音乐;

第四 ! 补充的乐器音乐 " 55

从以上所划分的四个等级中我们可以看出其侧重 , 为崇拜礼仪而进行的启

应的歌唱是最高等级的音乐 , 可见教会对崇拜中的礼仪是最为重视的 , 而将直

接与会众相关的合唱与奏乐视为第二 , 其它再次之 , 也就是说在崇拜中歌颂上

帝是第一位的 (崇拜礼仪是信徒与上帝的沟通) , 而信徒次之 , 第三和第四则分

别是补充的合唱和乐器 , 合唱更能表达情感 , 又带有歌词 , 因此在乐器音乐之

上 "

3 ! 在崇拜中对基督徒灵性的启示性

圣诗音乐提升了基督徒的属灵 , 使基督徒能够更好地与上帝进行对话 , 耶

稣告诉井旁的妇人说: / 上帝是个灵 , 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 " 因为

父要这样的人拜他 0 " 56无论是在团体敬拜或者是在个人敬拜中 , 基督教的圣诗

音乐都起到了加强与上帝交流的作用 , "

在团体敬拜中基督徒群体的崇拜正是复和的回应 , 复和的喜悦 , 复和的宣

告及对复和事业委身的具体表达 " 57因此 , 基督徒灌注在集体崇拜里的意念 ! 思

想与情操 , 都会借着礼仪的承载 , 成为对世人的有力见证 "

在个人敬拜中 , 音乐使人更易于看到主的荣光 , 个人敬拜可以通过多种途

54 黄新佑: 5 教会音乐与崇拜 6 第 18 页 , 基督教文艺出版社 19 % 年 "

55 白兰德: 5 音乐与崇拜 6 , 颜路裔牧师译 , 5 神学论文精选 6 第 102 页 , 道声出版社 19 93 年 "

56 5约伯书 6 第四章 24 节 , 转引自谭静芝 5敬拜一属灵生命的提升 6 , 建道神学院 2002 年 "
57 谭静芝:



径 , 如: 称谢 ! 赞美 ! 祷告等 , 而在每一种途径中都可以包含音乐 , 音乐会加

强敬拜者的投入及敬拜的效果 , 并加强对个人灵修中的属灵生命的提升 "

综上所述 , 圣诗音乐在整个崇拜的过程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与地位 , ./ 音

乐是上帝赐给人类最美丽和最荣耀的恩赐之一 , , 能除去人心中哀愁的重担和

邪恶思想的引诱 0 , 可见音乐本身虽然没有明显的宗教内容 , 但在宗教活动中却

能够丰富信徒宗教经历 , 传达上帝的启示 , 并提升了个人灵修的属灵生命 "

小结一一中西融汇的多元性

综上所述 , 中国基督教圣诗音乐从不同方面体现了中西融汇的多元特征 ,

在中西圣诗音乐中通过各种方式将中西音乐融合起来 , 这中间主要通过以下两种

方式将中西音乐的主要不同音乐形态进行融合:第一种是用中国的旋律加西方的

和声; 第二种是中国的音乐素材加西方的作曲技法 "

谱例 13 : 5 挺立霜天矢不移 6 (选自 5 华夏圣诗 6 第 5 期第 6 首)

使用第一种方式的圣诗

音乐我们从 5 耶稣美名歌 6

5 挺立霜天矢不移 6 等圣诗

中可以看到这一现象 "在 5 耶

稣美名歌 6 (参看谱例 4) 中

采用了中国民歌 / 茉莉花 0

的音乐曲调 , 但却又同时采

用了西方功能体系的和声 "

在 5 灵修歌 6 (参看谱例 6)

中范天祥对合唱中四部和声

的低音部旋律有着大胆的创

新 , 使其具有五声性的风格

特征 "

在 5 挺立霜天矢不移 6

(见谱例 13) 中手法则更加

成熟 , 编曲作者在伴奏中采

汪 维璐词
199 月 11 2 7

挺立霜天矢不移 调探自湘北沂春民歌
叶志明月 曲 > 9蚝 10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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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了平行四度的手法突出了和声上的中国化 , 使和声具有一定的民歌风俗化的

特征 " 但作者在低音部为大提琴或管风琴踏板所写的声部曲调却又具有功能化

低音的特征 "

使用第二种方法的在圣诗音乐中也有很多 , 如: 5 复活的清晨 6 一曲中我

们可以看到第二种结合方式 , 作曲家就采用了陕北民歌的音乐素材 , 使用了西

方的作曲技法如: 音乐开始处的复调模仿手法 , (参看谱例 11 男高音声部对女

高音声部的模仿复调手法) , 以及音乐中主题展开的手法 , 和声的使用 (参看

谱例 12) , 及钢琴伴奏等等 "

总之 , 中国基督教圣诗使用了西方的精确记谱法一一五线谱 , 也学习借鉴

了其作曲的种种技法 , 如和声 ! 复调 ! 曲式等技术的使用 , 采用了西方立体化

的音乐发展路线 , 但在旋律上保持中国化的特征 (即五声性的旋律) , 在实际

音乐作品中往往根据需要采用五声性旋律 , 民族化的和声 , 这中间中西音乐的

种种结合已经融入到中国基督教圣诗音乐中 , 它们融为一体 , 成为中国基督教

圣诗音乐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



第三章 中国基督教圣诗音乐之当代阐释

在前面两章中我们分析并研究了中国基督教圣诗音乐的生成及其表现特

征 , 本章我们将对中国基督教圣诗音乐在当代的文化内涵 ! 现代性变迁及其审

美价值取向做一定的阐释 "

中国基督教圣诗音乐在发展中逐渐成熟以后 , 在当代中国表现出了其强大

的魅力 , 在中国广大基督徒中形成了良好的发展势头 " 一方面对圣诗音乐本色

化进程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 使中国基督徒能使用自己的音乐语言表达对上

帝的爱 , 另一方面同时也对中国基督教神学的处境化以及其它方面的中国本色

化也起到了很好的促进作用 "

一 ! 中国基督教圣诗音乐当代文化内涵

当代中国基督教圣诗音乐有着其独特的文化内涵 , 这些文化内涵之中包含

了中西方文化的诸多特征 , 显示了中西结合的痕迹 " 下面我们从其文化的根源

出发 , 来阐述中国基督教圣诗音乐的文化内涵 "

1 ! 根源一一中西文化的差异

(l) 中西文化的形成一一挑战与应战理论

关于文化的形成 , 现在有多种观点 , 每种学说都有其依据 , 其中英国历史

学家汤因比的 / 挑战与应战 0 理论则是目前较有说服力的一种 " 根据汤因比的

观点 , 人类文明不是由人类自身独立创造的 , 也不是由自然环境严格决定的 ,

而是人类自己在和自然环境的相互作用中共同创造的 " 这种相互作用的具体机

制 , 就是自然环境对人的 / 挑战 0 以及人向环境的 / 应战 0 " 5日汤因比说: / 如

果文明的起源不是生物因素或地理环境单独发生作用的结果 , 那么一定是它们

两者之间某种交互作用的结果 " 0 5, 即 / 挑战 0 与 / 应战 0 的结果 "

汤氏的理论是这样的 , 文明产生的基础一一自然环境必须为人类的提供一

刘承华 5 文化与人格 6 第 6 页 ,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 2002 年 "

汤因比 5 历史研究 6 上册第 74 页 ,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 66 年 (转引自刘承华 5 文化与人格 6 第 7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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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足以生存的物质资源 , 但是这种资源又不能太过丰富一一几乎不需要多大

的努力就可以过上丰足的生活 , 也就是说 , 文明是人类面对自然环境的适度挑

战而产生的 , 汤氏考察了世界多个文明的发源如: 古埃及文明 ! 安第斯文明 !

米诺斯文明 ! 中国文明及马雅文明等得出了这样的结论 "

根据汤氏的理论 , 我们来看中西文化的形成: 欧洲大陆被地中海 ! 黑海 !

波罗地海所纵深切割 , 海洋的易于征服使欧洲形成了以海洋为中心的文化 " 与

之相对的地处东亚大陆的中国情况则与之不同 , 中国的地理环境未形成内海 ,

而东部及南部的海洋难以征服 , 北方是蒙古大草原和千里戈壁 , 再向北是茂密

阴冷的西伯利亚原始针叶林 , 西北方是干燥的沙漠 ! 盆地 , 在西南方 , 耸立着

地球上最为高大险峻的青藏高原 , 平均 4000 米 , , , 这就使中国在地理上形

成了一个封闭的格局 " 60在数千年前形成的华夏文明中我们发现 , / 这些古老的

文明发祥地大多分布在江河流域的河谷地带或冲积平原上 " , , 因此 , 心向往

之我们已不再囿于黄河是中华民族摇篮的一元发生论 , 我们仍可以毫不迟疑地

说 , 我们中华民族是江河的儿女 , , 0 6,

中西方地理及气候等条件使之形成了各自不同的文化 , 西方的海文化形成

了商业文明 , 而中华民族则形成了农业文明 " 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 , 西方形成

了其勇敢 ! 冒险精神 ! 个人意识强等品格特征 , 而东方的中国则形成了期盼 !

等待等品格特征 "

(2) 现代西方文化的另一根源一一基督教文化

现代西方文化之根源主要为古希腊文化和基督教文化 , 基督教由耶稣创

立 , 产生于当时的耶路萨冷地区 , 传入欧洲后与古希腊文化逐渐融合 , 扎根于

欧洲产生了灿烂的基督教文明 , 这也是我们不能忽视的一个问题一一宗教是造

成中西文化差异的另一大重要因素 " / 以我所见 , 宗教问题实是中西文化的分

水岭 , , 但西洋继此而有之文化发展 , 则以宗教若基督教者作中心; 中国却以

非宗教的周孔教化作中心 " 后此两方社会构造深化不同 , 悉决于此 , , 0 62 "

基督教的传入给西方带来了极大的变化 , 从生活形态到心理构成等方方面面产

生了无处不在的影响 " 如基督教使其形成了与中国家庭化的生活相异的集团化

冈刘承华 5 文化与人格 6 第 18 页 ,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 2002 年 "

61 徐行言 5 中西文化比较 6 第 31 页 ,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 年 "

62 梁漱溟 5 中国文化要义 6 第 46 页 , 世纪出版集团2005 年 "



生活 "

2 ! 直接作用与影响一一思维方式的差异

在中西文化的不同背景下 , 中国 / 天人合一 0 的整体思维与西方 / 物我二

分 0 的对立思维形成了各自相异的对宇宙观和认识论 , 继而产生不同的思维方

式 , 西方偏重于逻辑思维 , 而中国偏重于直觉思维 , 这就对中西音乐产生了不

同的作用与影响 "

(1) 逻辑推理与直觉思维的不同

逻辑推理在西方文化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 , / 西方科学文化极发达 , 靠了

两条重要的认知方法: 一是可以理解的逻辑 , 一是可以控制的实验 " 0 / 3直觉思

维却常常与 / 主观 . , ! / 领悟 0 ! / 体验 0 等等一些词语相联系 , 由此可见直觉思

维具有浓重的主观性 ! 模糊性 ! 非逻辑性及整体性的特征 " 刘承华将逻辑思维

与直觉思维之不同概括为四点:

第一 ! 辑是靠概念系统进行思维的 , 没有概念 , 逻辑思维就无法进行 " 而

直觉恰恰是要抛弃概念 , 直接面对事物 , 直接诉诸心灵 "

第二 ! 逻辑的是规律性 ! 严密性 , 否则 , 逻辑就不成其为逻辑 , 逻辑就失

去它的力量 " 直觉则以其突然性与穿透性见长 , 它不能预期 , 只能

遇合 , 它是透过事物的现象 , 直达事物的本质 "

第三 ! 逻辑因其注重规律性与严密性 , 其推理是环环相扣 , 等量转换 , 故

以说服见长 " 而直觉则以领悟力为贵 , 它是个人性的它只展示思维

的成果 , 而不展示它的过程 , 因而是不具有说服力 " 但它可 以触发

其他人也发生相似的直觉领悟 , 故仍有一定的外向传播的功能 "

第四 ! 逻辑思维是靠一环扣一环的推导来展现自己的 , 所以它的轨迹是线

状的; 而直觉是在对一个事物现象的直观中完成的 , 所以其轨迹是

点状的 " 64

由此可见逻辑推理依靠概念 , 一环扣一环 , 极其严密 , 有其规律性和严密

性 , 是一种等值转换 , 其前提是被证明被公认的经验事实 , 或是在推理中得出

的定理 ! 公理 " 因为只有前提是客观正确的才能保证结论的正确性 " 而直觉思

维从个人经验及个人智慧直接切入主题 , 将中间的逻辑性推理或压缩或省略 "

63 肖平 5 中西文化比较 6 第 128 页 , 徐行言主编 ,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 年 "

64 刘承华 5 文化与人格 6 第 72 页 ,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 2002 年 "



这种思维因其不成体系 , 固难以得到准确的传播 , 但直觉思维的主观性为认识

者留下了较大的思维空间 "

(2 ) 思维方式对音乐的作用

同样一个世界 , 用不同的思维方法加以处理 , 便会创造出不同的文化成果 "

65 西方思维体系严密 , 故形成的音乐也具有此特征 " 西方音乐带有相当的数理

性 , 其早期复调音乐中的对位 ! 模仿 , 以及后来的和声等等 , 都体现了严格的

数理性和体系的严密性 " 和声体系中的功能性也是逻辑思维的体现 , 和声中的

和弦进行有着极其严格的规定 , 因此学习复调及和声均要通过大量的习题练习

才能掌握其声部进行的规律 "

中国思维的直观性 , 使中国传统音乐朝着另外一个方向发展 " 中国音乐注

重整体 , 把整个音乐看作为一个有机的不可分割的整体 , 而不像西方音乐中把

音乐进行乐段 ! 乐句 ! 乐节等的划分 , 中国音乐中体现出了句法模糊的特征 "

中国音乐的发展呈现出线性发展的特征 , 注重旋律发展 , 与西方音乐中的立体

的 ! 功能的 ! 体系的音乐特征相异 "

二 ! 中国基督教圣诗音乐现代性变迁

中国基督教圣诗音乐发展到现在经历了一个时代变迁的过程 , 从早期的纯

西方的圣诗音乐发展到当代中国本色化的圣诗音乐其思维方式发生了变化 , 在

这种新的思维方式指导下产生了不同风格的圣诗音乐 ,

1 ! 整体领悟与分析构造的融合与变迁

早期传入的圣诗音乐是纯西方的音乐 , 而西方音乐在其 / 分析加综合 0 的

逻辑思维模式指导下形成的是一个完整的体系音乐 " 如在对位学习的初级阶段

要从一音对一音开始练习 , 再到一音对二音至多音 , 这种练习就是一种点对点

的练习 " 在对一首音乐作品的文本进行分析时 , 对其结构划分从乐段到乐句 !

乐节 ! 甚至细到乐汇和动机 , 更有将动机进行 / 解剖 0 , 从其旋律 ! 节奏 ! 和

声 ! 织体 ! 音列特征 ! 调式调性 ! 音高特点等方面细致剖析 , 可以说是进入了

微观的音乐世界里 , 在此基础上再进行综合 , 从整体上去把握整个作品 " 这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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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西方音乐独有的特点 " 作曲家在进行作品创作时 , 往往从调式调性到每一个

和弦 ! 音符都会有精细的安排和设计 , 在音乐上处处体现出了其 / 逻辑思维 0

的特征 "

而中国音乐较为注重整体 , 其音乐往往从整体出发 , 作为一个有机联系的

整体存在 , 具有不可分割的特点 , 对于音乐作品中具体的细节 , 如节奏 ! 时值

等问题则带有较强的主观性 , 和模糊性 , 在音乐作品中往往不加以限制 , 由演

奏者自行即兴发挥 , 譬如中国传统古琴音乐中的文字谱和减字谱就是这种情

况 " 图 6: 古琴减字谱 5广陵散 6 :

我们从稽康的古琴曲 5 广陵散 6 之

中的减字谱当中可以很明了的看到上

述之情况 , 如: 在简字谱当中的一个

/ 芍 0 字 , 其演奏要求是这样的: 无名

指向内勾一弦 , 发第一弦的空音 , 其

只是对音高及演奏手法做出了要求 , 而

对于所演奏音的时值则没有加以规定 ,

由演奏者自行发挥 "

即使在音乐 中给 了演奏者一个

/ 板式 0 那也是一个整体的框框而己 ,

其演奏还是带有较大的即兴性 , 这就与

西方音乐的发展模式大不相同 , 西方音乐中的五线谱从节拍 ! 节奏到每一个音

的高低长短都给演奏者固定下来 , 相比较中国音乐的简字谱而言 , 其二度创作

的创造性和可能性就大大的缩小 " 可见 , 西方的五线谱与中国的简字谱的发明

并非偶然 , 而是存在其历史发展的必然性 "

随着时间的推移 ! 本色化的深入 , 中国基督教圣诗音发生了变化 , 在中国

基督教圣诗音乐中将西方的分析综合的优点与中国注重整体的观念相融合 " 首

先在歌词上体现出了中国儒家的思想 , 如在第二章中分析过的例 3 5 三省歌 6

就是将中国儒家思想与之融合而成的 " 另外 , 在音乐上也将中国的观念注入其

中 , 如谱例 1 中的 5 三叠离歌 6 将中国古琴曲 5 阳关三叠 6 打谱 , 虽已成为五

线谱 , 但其音乐中还是带有浓浓的中国哲学的整体观思想 , 同时也采用了中国



音乐中的 / 起 ! 承 ! 转 ! 合 0 的传统手法 , 此旋律与西方和声相结合实现了圣

诗音乐变迁的第一步 "

2 ! 单线与立体的结合与变迁

中国音乐中的单线发展与西方音乐的立体发展有着巨大的差异 " 中国音乐

中的曲调有着单线化的倾向特征 , 不重视和声结构 , 而特别注重横向的线型旋

律和整个音乐的贯通一体 " 中国传统音乐中所采用的律制是五度相生律 , 与十

二平均律相比, 其旋律听起来更为自然 , 虽转调存在着一定的缺陷 , 但因中国

音乐侧重于旋律 , 因此并不影响音乐的发展 " / 中国音乐的最基本的手段是将

其曲调单线化 , 使音乐以线型轨迹向前 -游 . 动 , 形成中国音乐最普遍使用的

横线性的旋律思维 " 0 66

西方音乐是以和声 ! 复调等各种手段将乐曲的音响立体化 ! 空间化 , 体现

了西方文化将时间过程空间化的倾向 " 复调音乐体现多线条的立体式的发展 ,

其音乐在横向发展的同时音与音之间又有着纵向的关系 " 而和声使音乐在纵向

关系上得到进一步强化 , 推动着音响朝着块面化 , 立体化的方向发展 "

西方基督教圣诗音乐是立体发展的, 经中国本色化后其立体的音乐发展路

线基本没有变化 , 但中国基督教圣诗音乐在和声上削弱了功能性 , 加强了和声

的色彩性 , 并突出五声的性的旋律 , 变迁后的中国基督教圣诗音乐使用的民族

化和声与中国本色化的旋律相适应协调 "

三 ! 中国基督教圣诗音乐当代审美取向

中国基督教圣诗音乐是从西方传入的 , 因此 , 基督徒接受了西方音乐的审

美 , 西方音乐艺术可以从其建筑艺术中找到其渊源 , 西方音乐注重 / 美 0 , 与

中国不同的是其 / 美 0 的标准往往是从均衡 ! 匀称 ! 和谐 ! 协调等方面来体现

的 " 西方音乐追求 / 和谐 0 , 毕达哥拉斯学派认为宇宙是数的组合 , 和谐是通

过数的比例来实现的 , 于是在西方音乐中处处体现出 / 和谐 0 这一理念 " 从音

乐结构上看 , 音与音的均衡与和谐到乐句与乐句之间 , 再到乐段与乐段 ! 乐章

与乐章等等 " 从调式 ! 调性 , 到纵向声部的平衡与和谐都体现出了与中国完全

不同的对美的追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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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中国基督徒骨子里流淌中华民族的血 , 中国基督徒的审美自然而然地带

有中国体统的审美取向 " 中国音乐艺术则可以从中国的书法艺术中寻找到其渊

源 , 中国传统音乐主要重视对 / 意境 0 的体会与表达 , 刘承华进一步提出 , 应

该将 / 韵 0 作为中国艺术的最高审美范畴 " 这一特征在中国书法中的线条中体

现的淋漓尽致 , 甚至有人将中国称为 / 线条构成的世界 0 " 伯牙鼓琴一曲 / 高

LlJ 流水 0 , 其曲如 / 高山 0 或 / 流水 0 乃是因其曲所含之 / 韵 0 有高LI--I 之 / 巍

巍 0 , 有流水之 / 洋洋 0 而非因其实际音响效果 " 中国传统音乐 / 追求内在的

韵味和律动 0 / 7体现了中国传统音乐的审美意向 , 而对 / 韵 0 的追求往往又与

/ 写意化 0 的倾向特征联系在一起 " 中国音乐强调心与自然的感应 , 人与天地

的合一 , 即所谓 / 大音希声 ! 大象无形 0 "

因此 , 中国基督教圣诗音乐的审美取向就带有双重的 ! 中西结合的特征 ,

而这种交融后的音乐美学形成了一个新的音乐审美标准 , 在这种新的音乐审美

标准的指导下所产生的音乐也就带有新的审美特征一一中国基督教圣诗音乐

的审美特征 " 在基督教圣诗音乐中 , 两种不同的音乐文化相互交融合而为一 ,

也许我们可以从中找到中国音乐或是西方音乐的影子但我们却再不能够将其

分开 , 因为 , 这个新的音乐文化己经逐步形成 , 并将在未来的时间里形成了具

有独特风格的中国基督教音乐 "

小 结

西方的基督教圣诗音乐既然与中国本色化传统的音乐结合 , 所产生的圣诗

音乐自然就表现出了与西方圣诗音乐的不同和变化 " 文化总要发展 , 而文化的

发展都常常与文化交流相伴 , 这中间有国家内部的文化交流 ! 民族与民族的文

化交流 ! 还有国与国之间的交流等 " 在这些文化交流中 , 它们相互吸收 , 相互

融合 , 产生或变异了原来文化的形式或内容 " 而基督教圣诗音乐的中西融合与

变迁显得尤为特别 , 因为从以上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到 , 中西音乐文化所走的

路是两条不同的路 , 甚至有相反的方面 , 更为重要的是中西宗教文化上也存在

着极大的差异性 , 从而导致中西文化碰撞程度加剧 , 也使中西圣诗音乐的变迁

更加曲折而带有争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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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语

西方基督教圣诗音乐传入中国后与中国音乐相融合 , 形成了中国本色化的

圣诗音乐 , 中国基督教圣诗音乐是中国教会 / 本色化 0 的重要内容之一 " 因此 ,

对基督教圣诗音乐在中国的本色化进程进行分析研究是一个必不可少的内容 "

中国基督教圣诗音乐在特定的政治宗教文化中发起 , 随着教会几起几落 ,

在众多争议声中终于在教会内部得到了认同 , 笔者从中国基督教圣诗音乐中整

理出其发展的脉络 , 突出了基督教圣诗音乐中国本色化的表现特征及基督教圣

诗音乐传入中国后与中国音乐相互碰撞 ! 相互吸收直到相互融合这一中国本色

化的过程 , 并阐明了中国基督教圣诗音乐的当代性 , 探寻了基督教圣诗音乐中

国本色化的渊源 , 特别明确了基督教圣诗音乐在中国的本色化开创了中国基督

教圣诗音乐的先河 , 为后来的中国基督教圣诗音乐的进一步发展做出了铺垫并

积累了经验 "

中国基督教圣诗音乐的本色化之路还将继续走下去 , 它将和中国基督教神

学的 / 处境化 0 一起推动中国基督教会的未来进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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