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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纪杯”中国艺术歌曲创作比赛决赛举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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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中央音乐学院55周年院庆系列活动的一部分，为纪念中央音乐学院前副院

长、作曲系主任江定仙逝世5周年而举办的“新世纪杯”中国艺术歌曲创作比赛，于

11月25日周五晚以音乐会的形式在学院音乐厅拉下了帷幕。 

      该场音乐会由中央音乐学院“萧友梅音乐教育促进会”、声歌系和作曲系联合主
办。比赛的评委会由王震亚担任主任，其他评委由苏夏、石夫、刘霖、郭淑珍、黎信

昌、金湘、舒泽池、杨青、孟卫东、唐建平和叶小纲11位著名的作曲家、歌唱家共同
组成，这种组合的评委会对这场音乐会作品的评比能够更为全面和公正，同时也大大
增加了这场比赛兼音乐会的瞩目程度。 
 

       该场音乐会入围评比的26首曲目，是今年7月份由著名作曲家组成的两个评委会
对收到的国内外一百多首参赛谱稿评选出来的作品。这些作品以音乐会演出的形式在
当晚再次展示于评委面前，就让评委在读谱的同时能够直观感性地通过演唱出来的效
果评定乐曲的艺术水准。基于歌手的二度创作对作品能够起到情感渲染和弥补创作技
巧不足的作用，这次音乐会在设立创作方面的一、二、三等奖外，还特设了男声演唱

奖1名和女声演唱奖2名，增加了该场音乐会的分量和可观性。 

        这场音乐会的多数作品篇幅不长，但在音乐风格方面上基本都体现了艺术歌曲

精致典雅、技法简练、结构严谨和形象鲜明等的特点。在像18号作品《大观楼抒怀》
这样篇幅比较长的作品比较突出的是在结构方面运用了类似“通谱歌曲”的写作方
法，在建立统一主题的基础上用不同的旋律随着作品中多段歌词叙述发展进行连缀，
以解决多段歌词与主题之间统一对比的结构关系。另外在《黄鹤楼》、《西江月》和
《漫山花》等这些采用我国古代诗词为歌词的声乐作品中可以看到作曲者们对民族音
乐风格的创作尝试。在这些作品中我们可以找到对民歌小调、吟诗调、民间戏曲以及
对说唱音调的吸取借鉴，其中大胆运用的富于戏剧性的、朗诵与咏叹相结合的音调配
合钢琴化的伴奏，生动地体现出了原诗的意境和丰富的情感。 

 

              

        除了艺术歌曲特有的一些创作元素体现外，纵观该场音乐会的作品可以发现无
调性的创作手法运用占了相当的比重，而这种创作手法的运用也都显得较为娴熟。很
多作曲者的创作在和声语言上冲破欧洲传统音乐大、小调功能和声体系的调式格局束
缚，在音乐方面寻求更为大胆灵活的韵味和律动感。不同作品中的乐音、节拍和节奏
等材料根据歌曲内容的要求自由地形成各种层次不同的音乐织体组合，并按照作曲家
各自所要求的逻辑结构和表现形式组成一个严密、精致的艺术整体。相当多的作品由
于调性的模糊以及旋律性的削弱更为鲜明地显现了音乐近似朗诵的特性。音乐会中运
用古诗词为题材的作品在运用这种手法进行创作时，能够较好地突出演唱者腔调的抑
扬流转来表达古诗词的韵味，同时也便于演唱时歌词吐字的清晰表达，显示出了作曲
者们对曲调与中国语言音韵特点结合的重视。但是由于当晚这种风格的作品数量较多
以至于在听觉上给观众造成了一定的重复和疲劳的感觉。 

        音乐会中作品所运用的无调性创作手法容易使作品在旋律组织上显得相对松散
并影响音乐形象的生成，这次比赛的作曲家们却都十分注意通过钢琴与声乐的结合来
进行音乐形象的刻画和意境的塑造，因此演唱者和钢琴伴奏对作品情感的准确表达和
技巧的发挥也就显得十分重要。该场音乐会的演唱者和钢琴伴奏为中央音乐学院声乐



歌剧系以及钢琴系的本科生、研究生和年轻教师，当晚在演绎这些新创作的艺术歌曲

时可以说他们均有较好的表现。其中吴艳彧在演绎48号作品《美丽的尼羊河》时宽长
的拖腔和高音区明亮的花腔显现出了其精湛娴熟的演唱技巧。女高音柯绿娃明亮纯美

的嗓音和轻松稳定的高音长音，以及男中音冯国栋对69号作品《伐檀》出色的音乐情
感渲染也都让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本次艺术歌曲创作比赛的主要目的是纪念中央音乐学院前副院长兼作曲系主任

江定仙教授逝世5周年。江教授是我国现代作曲家和音乐教育家，于声乐领域中创作了
独唱曲、合唱曲、民歌改编曲、儿童歌曲等多种题材类型的作品，其中艺术歌曲《岁

月悠悠》入选了“20世纪华人音乐经典”曲目，而他其他类型的作品也同样获得了瞩
目的成就。与此同时，江教授也是一位经验丰富、善于启发学生的教育家，他为我国
音乐文化事业的建设与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因此值得我们永远缅怀和纪念。
这场音乐会从实现江教授生前期望繁荣中国艺术歌曲创作，促进我国音乐文化事业发
展的遗愿来讲具有了其重要的意义和价值。虽然这场音乐会中作品的创作手法和观念
有待日后时间的进一步考验，但其举办却起到了抛砖引玉的作用，参赛选手们在创作
上呈现出多元化的尝试，崭新的手法、元素运用和创作上的较高水平都为艺术歌曲的
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这场比赛由于评委们所打的分数中没有一首作品上九十分，所以一等奖空缺；
二等奖共有四首作品，分别是刘聪的《淋湿的梦》、丁缨的《云之泪》、蔡建纯的
《夜雨寄北》和曹光平的《美丽的尼羊河》；三等奖分别有苏潇的《雪花的快乐》、
龚晓婷的《翠绿的雨》、刘力的《黄鹤楼》、罗成的《听雨》、衍池的《古代奴隶劳

动号子-伐檀》、刘冷妮的《月夜》、刘聪的《冬天是一个银色的梦》和钱琦的《墓碑
旁的杜鹃花》八首作品，其中龚晓婷为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教师，刘力、刘冷妮和钱
琦分别为中央音乐学院院作曲系副系主任兼教师叶小纲的学生。上述获奖的情况在一
定程度上反映了这次比赛评委们宁缺勿滥的心态和评比的公正性。除了一、二、三等
奖外，这次比赛还设置了优秀奖和入围奖，而在演唱方面分别由声歌系主任郭淑珍的
研究生冯国栋、吴艳彧和柯绿娃获取了优秀演出奖，由此也可看出比赛奖项设置的全
面性和人性化。 

        此次“新世纪杯”中国艺术歌曲创作比赛是“萧友梅音乐教育促进会”成立八
年来举办的一次重要的音乐活动之一。期待“萧友梅音乐教育促进会”能够在日后举
办更多有学术价值和意义的活动。  

             
                                 比赛评委们在认真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