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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吟诵：传承与创新

吟诵，是语言的声音表达形态。语
言先于文字产生，为了使语言取得最
好的表达效果，对声音的有效组合就
成为重要的方式。

《尚书·舜典》曰：“诗言志，歌永
言，声依永，律和声。”《毛诗序》中说：

“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
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
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
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嗟叹和
永歌，可以说早在语言成熟之前就已
经存在了。因为语言不足以表达人丰
富的思想情感，所以要借助声音的咏
叹，甚至要借助手舞足蹈的肢体动作
来表情达意。对于有声语言之美的追
求，是人类最早的审美追求之一。因
此，中国最早的诗与歌是密不可分的，
诗就是歌。

文字发明之后，人类的语言可以
通过文字得到记录，每一个字符自然
也就包含着声高、音调等声音的因素。
由文字连缀而成的文章，同时也包含
着声音的节奏与韵律。周代“作诗”也
叫“作诵”，如《小雅·节南山》：“家父作
诵”；也叫“作歌”，如《小雅·何人斯》：

“作此好歌”。史书记载，战国屈原曾
“行吟泽畔”，此后“吟”“诵”渐成为文
人的一种普遍的习惯行为。南朝刘勰
《文心雕龙》：“吟咏之间，吐纳珠玉之
声；眉睫之前，卷舒风云之色”；《隋书》

卷五十七：“江东雅好篇什，陈主尤爱
雕虫，道衡每有所作，南人无不吟诵
焉”；李白《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

“吟诗作赋北窗里”；杜甫《乐游园歌》：
“此身饮罢无归处，独立苍茫自咏诗”；
苏轼泛舟游赤壁之际，“诵明月之诗”；
陆游少年时，“琅琅诵诗书”；直到现
代，鲁迅所作古体诗中还有“吟罢低眉
无写处”之句。可见，古典时代的中国，

“吟”“诵”是文人生活的常态，与诗文

的学习和创作息息相关。
正因如此，古人对“吟”“诵”非常

重视。《周礼·春官宗伯下》：“以乐语教
国子，兴、道、讽、诵、言、语。”东汉郑玄
注：“倍文曰讽，以声节之曰诵”；《礼
记·文王世子》：“春诵，夏弦。”郑玄注：

“诵谓歌乐也；弦谓以丝播诗。”唐代孔
颖达《正义》曰：“‘诵为歌乐’者，谓口
诵歌乐之篇章，不以琴瑟歌也。”孔子
和墨子都有“诵诗三百”之说。可以说，

在古人的学习过程
中，“以声节之”的

“诵”，一直是贯穿其
中的。班固《汉书·艺
文志》引《传》曰：“不
歌而诵谓之赋。”这里
所说的“赋”不仅是作
诗的方法之一，还发
展为一种文体。到了
六朝时期，随着汉字
四声说的产生和对汉
字韵部的归类总结，
人们对声律与文章之
间的关系也有了更深
的认识。例如南朝的
沈约就认为，一篇好
的文章，一定要合乎
声律。他在《宋书·谢
灵运传论》中指出，

“夫五色相宣，八音协

畅，由乎玄黄律吕，各适物宜。欲使宫
羽相变，低昂互节，若前有浮声，则后
须切响。一简之内，音韵尽殊；两句之
中，轻重悉异。妙达此旨，始可言文。”
比沈约生年稍晚的刘勰，对这个问题
也有相应论述。在《文心雕龙·声律》中
他说：“夫音律所始，本于人声者也。声
含宫商，肇自血气，先王因之，以制乐
歌。故知器写人声，声非学器者也。故
言语者，文章神明枢机，吐纳律吕，唇
吻而已。”刘勰认为，文章声律源自人
声，声中含有宫商，而文章是神明枢
机，所以他认为，好的文章一定要合于
声律，要有这方面的自觉追求：“是以
声画妍蚩，寄在吟咏，滋味流于字句，
风力穷于和韵：异音相从谓之和，同声
相应谓之韵。韵气一定，故余声易遣；
和体抑扬，故遗响难契。属笔易巧，选
和至难；缀文难精，而作韵甚易。虽纤
意曲变，非可缕言，然振其大纲，不出
兹论。”这些言论，道出了中国人对于
声音之美与文章之间不可分割关系的
认识。

吟诵，是理解古典诗文、培养学习
兴趣的妙道。宋代程颢说：“教人未见
意趣，必不乐学。欲且教之歌舞，如古
《诗》三百篇，皆古人作之。如《关雎》之
类，正家之始，故用之乡人，用之邦国，
日使人闻之。此等诗，其言简奥，今人
未易晓。别欲作诗，略言教童子洒扫、

应对、事长之节，令朝夕歌之，似当有
助。”谢良佐在介绍程颢读书之法时认
为：“古诗即今之歌曲，今人唱曲往往能
使人感动，至学诗却无感动，兴发处只
为泥却章句故也。明道先生（指程颢）
善言《诗》，他又浑不曾章解句释，但优
游玩味，吟哦上下，便使人有得处。”朱
熹对此也多有论述。《朱子语类》中说：

“读书之法，须识得大义，得他滋味。没
要紧处，纵理会得也无益。大凡读书，多
在讽诵中见义理。况诗又全在讽诵之
功，所谓‘清庙之瑟，一唱而三叹’，一人
唱之，三人和之，方有意思。又如今诗
曲，若只读过，也无意思；须是歌起来，
方见好处。”

正因如此，古代的中国人讲究吟诵
之法，最有代表性的便有王阳明。王阳
明创造了“九声四气歌法”理论，他在
《训蒙大意（示教读刘伯颂等）》中说：
“古之教者，教以人伦。后世记诵词章之
习起，而先王之教亡。今教童子，惟当以
孝弟忠信、礼义廉耻为专务。其栽培涵
养之方，则宜诱之歌诗以发其志意，导
之习礼以肃其威仪，讽之读书以开其知
觉。今人往往以歌诗习礼为不切时务，
此皆末俗庸鄙之见，乌足以知古人立教
之意哉！”

在漫长的中国古典时代，对吟诵的
认识逐渐深化，吟诵的传承发展不绝
如缕。

吟诵是古典中国的永歌

抢救吟诵，其目的是中华文化的
现代传承。吟诵，是古诗文的创作方
式、欣赏方式、传承方式，这本身就说
明了吟诵的重要价值。古诗文的含义，
不仅在于字面，也在于其声韵。声韵
手段是用来表达含义和意境的重要
方式，声韵之美，在创作的时候就是
以吟诵为方式，流传的时候也是通过
播在人口的吟诵来实现的。欣赏和学
习、研究古典诗文，当然通过吟诵的
方式可以更好地体会。缺少了吟诵，
会影响我们对优秀传统文化的接受
与理解。

传承吟诵，最重要的意义在于读
书和教育。传统吟诵在私塾、官学等古
代教育体系中代代流传，既是我国古
代所普遍实行的教育方法，又是学习
方法，是祖先几千年的总结和发明，体
现了深刻的教育规律。吟诵是一种用
声音表达的理解，或者说是感性的体
悟。在中国，传统教学是理性和感性并
重的，童蒙尤其注重感性。老师用声音
传达给孩子的知识，包括其动作表情，
都是教学的信息。吟诵对教育的最明
显功用，是激发学习兴趣，调动学生主
动学习。很多地方把读书声叫作“读书
歌”“书歌子”“学堂调”“读书调”等，这
些歌不仅美妙动听，而且人人不同，可
以表达自己的理解，抒发自己的感情。
大家都知道，唱歌远比朗诵更容易记
住歌词，而吟诵正是符合汉语特点的

一种吟唱方式，有帮助记忆的强大功
用，激发自觉的学习和个性的理解。所
以，研究吟诵教学法，对于推动当前中
小学教育改革，也具有重要的价值。

在当代中小学语文教育中，中华
吟诵正在日益受到重视。许多地方学
校开展了吟诵教学，并且得到了当地
教育部门的支持。如山东省莱芜市文
明办、教育局、团市委、教工委，早在
2013年 12月就联合发文，提出关于
开展中华经典吟诵进校园活动的实施
意见，要在全市中小学内建设经典吟
诵课程体系、培育经典吟诵师资队伍、
组织经典吟诵比赛活动、开展经典吟
诵道德实践。目前，吟诵正在全面进入
中小学教育，很多地方都出现吟诵教
学名师，他们在中小学的吟诵教学中
进行着有益的探索。

吟诵教学的师资离不开培训，近
年来，各地举办各种类型的吟诵培训
班起到了重要作用。如中华吟诵学会
秘书处和首都师范大学中华吟诵教育
研究中心已经在全国各地举办了50
余期吟诵师资培训班。全国各地都有
吟诵教育的义务培训，为吟诵的普及
与推广起到了极大作用。

随着吟诵研究的深入以及吟诵的
推广与普及，海内外的吟诵交流活动
日益增多。2009年10月，在教育部语
言应用管理司的支持下，首都师范大
学、北京语言大学、中央音乐学院主办

了第一届“中华吟诵周”。海内外吟诵
界人士聚集一堂，共举办了4场学术
论坛、6场吟诵展演、15场“吟诵进校
园”的活动。2011年11月11日，第二
届中华吟诵周举行，吟诵周期间举办
了吟诵展演、吟诵教育讲座、大中小学
吟诵教育论坛和吟诵学术研讨会。自
2009年起，由中央电视台创办的、在
中国传统节日（春节、元宵、清明、端
午、中秋、重阳等）当天播出的《我们的
节日》《中华长歌行》等节目，每期也都
有吟诵展演，在全国产生了很好的反

响。中华吟诵经过多年的推广，慢慢走
进人们的生活。

吟诵传承保护工作还得到了政协
委员的高度关注和支持。2009年，时
任故宫博物院院长的郑欣淼在当年的
全国“两会”上，联合22位全国政协委
员共同提交了关于抢救和复兴吟诵的
提案。2010年，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基
金规划办公室批准了“中华吟诵的抢
救整理与研究”的重大项目，由叶嘉莹
先生和我分别负责吟诵的研究与抢救
采录工作。2012年，我们还联络了叶

嘉莹、周有光、冯其庸、沈鹏等18位德高
望重的老先生联名建言吟诵重回教育体
系。正是在各方的呼吁和支持下，在吟诵
志愿者们的辛勤努力下，吟诵的抢救、研
究和传承迎来了新的发展。

中华吟诵作为汉语古典诗文传承
的主要方法，对其规律的研究保护才
刚刚开始，总结更是远远不够，我们呼
吁持续加强研究。同时，也必须认识
到，若要使吟诵被当代人所广泛接受，
还需要有一个更加规范化和艺术化的
创新过程。

抢救吟诵，传承文化

吟诵的方法丰富多彩，具有很强
的时代性、地域性、随意性和即兴性。
在相关课题研究中，我们所采录的各
地吟诵证明了这一点。采录中，为了便
于比较和研究，我们事先准备了一个
吟诵古诗文的基本篇目，希望通过不
同的吟诵传人吟诵相同的古诗文篇
目，发现其中带有共同性和规律性的
现象。但是，从采录的结果发现，各地
吟诵传人对于相同篇目的吟诵，几乎
没有完全一样的，甚至同一个地区或
者有共同师承关系的吟诵人，也不一
样。所以，也可以说吟诵没有绝对的规
则和规律，用周有光先生话说，就是

“吟诵最初没有规律”“语言、生活许多
方面都是从比较简单的、原始的状态
慢慢地一步一步发展的。吟诵用不着
教，它是学的时候自然地模仿，等于是
小孩子学某种语言一样。”

但是如果我们今天要推广吟诵，
要让它更加美听，就要研究怎样才能
吟诵得好，那些好的吟诵又是如何产
生的。以下几个方面，是我们近期根据
吟诵抢救和采录所作研究的初步总
结，值得重视。

好的吟诵应遵从语言规律

汉语是声调型语言，而每一声调
都有高低长短的区别。吟诵，是声音语

言的艺术，好的吟诵，首先要遵从语言
的规范，要把每个字的声音读准。虽然
各地区方言的具体语音语调不同，但
其共同的原则和类别是相同的。比如
吟诵所依据的声调是汉语的四声，虽
然各地四声调值不同，具体的小类也
不尽相同，但是“平上去入”这四声的
大类是相同的，所以，传承“吟诵”要遵
循着四声规则，一般情况下都是平长
仄短、平低仄高。这是由四声本身的特
点决定的。明代释真空《玉钥匙歌诀》
中有个归纳：“平声平道莫低昂，上声
高呼猛烈强，去声分明哀远道，入声短
促急收藏”，概括了四声的特点。当然，
各地方言不完全是四声，南方有的方
言甚至有更多的声调。但无论声调有
多少，吟诵时都要体现出这些声调自
然的长短高低。好的吟诵一定会遵循
依字行腔的原则，遵从语言发声的
规律。

吟诵要依据对诗文的正确理解

吟诵，是对古诗文的声音表现。好
的吟诵，一定要符合古诗文的特点。这
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古诗文本身的节
奏韵律，如四言诗、五言诗、骚体诗等
都有比较整齐和固定的形式，中国的
诗歌基本上都要押韵，近体诗词（指律
诗和词）还有固定的平仄格律。古体诗

虽然没有格律的规定，但是在诗歌的
内部却有起承转合的结构。好的吟诵，
首先要把这些形式特征表现出来，充
分展现古典诗文的形式之美；二是古
诗文内在的思想情感，有的冷静，有的
热烈，有的温柔，有的激烈，有的哀伤，
有的悲痛。好的吟诵，要通过声音把这
些情感生动地表现出来。唐文治先生
从古代音律和曾国藩的作文之道中推
出读文的“阴阳刚柔”学说，后发展为

“读文四象”，其要点就是把古诗文首
先分成太阴太阳、少阴少阳四种风格，
再根据文章的风格确定读书的方法，

“大抵阳刚之文，宜急读，极急读，高
音，短音，而其气疾；阴柔之文，宜缓
读，极缓读，长音，轻音，而其气徐。少
阳少阴之文，宜平读、平音，而其气在
不疾不徐之间。然亦须因时制宜，未可
拘泥。”当代学者叶嘉莹先生对此特别
重视，有充分论述。在古诗文的外在形
式与内在情感二者之间，如何把握内
在情感又占有最重要的地位。好的吟
诵，最终要展现出古诗文的形式之美，
同时又能准确地传达出其中的感情。

好的吟诵要配备好的声音

吟诵是声音的艺术，要有好的声
音相配。好的声音，不只是发音的准
确，吟诵者更要对诗文有深入理解，掌

握正确的发声技巧和方法。合于乐理
的吟诵，呈现出的才是优美悦耳的
音调。

吟诵和唱歌有相似之处，都强调
声调准确、声情并茂，但二者又有不
同。吟诵的声音表达技巧要依据语言
本身，吟诵的节奏旋律要依靠对诗文
内容的理解，首先要受到这二者的限
制，并不独立。所以，吟诵的发声方法，
要建立在这二者之上。华仲彦先生在
谈到这一点时，曾经根据汉语的四声
而总结出不同的“唱法”。他说：“平声
之音，自缓自舒，自周自正，自和自静，
唱者尤重在出声之际，得舒缓周正和
静之法。”“上声出字，须自低处。因上
声之字头，必从平起，转腔上挑，乃得
上声正位。”“去声宜高唱者，人皆知
之，然此在‘翠’字、‘再’字、‘世’字等
之阴去声则可耳。若夫阳去，如‘被’
字、‘泪’字、‘动’字等类，初出不嫌稍
平，转腔乃使高唱，则平出去收，字方
圆稳。”“入声唱法，最忌连腔，因入声
连腔则似平声矣。”吟诵的唱法以语言
为基础，强调“字正腔圆”，就是人们所
说的“以字行腔”。同样，吟诵的另一个
唱法的要求是“以义行调”，即一首古
诗文的吟诵调的基本风格，是要以诗
文的含义为基础的。而这一切，又都需
要有好的声音与之相配，所以，掌握一

些必要的发声技巧与方法，对于学好吟
诵大有益处。

抢救保存传统吟诵势在必行

真正优秀的吟诵，需要经过长期实
践。我们在采录研究的过程中，会碰到一
些曲调优美的吟诵。这些吟诵，往往都是
吟诵传人多年吟诵实践的结晶。这说明，
吟诵的传承需要理论研究，更需要在实
践中发扬光大。它体现了中国文化的特
色：重感悟、重理解。一首好的吟诵调形
成的过程，就是一个人在古诗文学习和
修养不断提高的过程。学习吟诵最要紧
的不是学习吟诵理论，而是模仿经典的
吟诵调。只有在模仿中逐渐体会，体会诗
文的内涵，体会发声的技巧，结合自己的
声音特点，才会渐渐地形成一首美好的、
独特的吟诵调子。

我们在采录的时候发现，传统吟诵
一般都是通过家传或者师承保留下来
的，这种传承方式容易形成一种独特的
风格，这是吟诵各流派产生的基础。而每
一个优秀的吟诵作品，不论传承者会几
个调子，总有一两个特别拿手、特别好
听、他自己特别喜欢的调子。这些吟诵调
就是经典。而一般的初学者，对于文体不
熟、作品理解不深，没有实践经验，通过
模仿经典的吟诵调入手就是最佳途径，
这就是抢救和保存传统吟诵的价值。

传承吟诵当把握规则规律

■
▲ 《中华经典吟诵》

吟诵，是汉语诗文的诵读方
式、教学方式、创作方式，也是
重要的文化承载方式，是中华优
秀 传 统 文 化 的 重 要 组 成 部 分 。
2009 年，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郑
欣淼曾联合20多位全国政协委员
提交了关于抢救和复兴吟诵的提
案，建议让吟诵回到人们的生活
中。多年来，在政协委员和相关
专家学者的多方努力下，吟诵传
承再上新台阶。赵敏俐先生作为
古典文学研究专家、“中华吟诵的
抢救、整理与研究”重大课题负
责人，长期致力于中华吟诵的传
承研究工作，本期讲坛邀请他就
中华吟诵的当代意义与传承的话
题进行讲述。

赵敏俐，首都师范大学燕京
人文讲席教授，任中国乐府学会
会长、中国 《诗经》 学会副会
长、中国屈原学会副会长等。他
早年毕业于东北师范大学，师从
著名文学史家杨公骥教授，主要
科研方向为先秦两汉文学与文
化、中国古代诗歌、中国现代学
术史。主要著作有：《两汉诗歌研
究》《文学传统与中国文化》《周
汉诗歌综论》《先秦君子风范》

《汉代乐府制度与歌诗研究》 等。
他主持并完成了 2010年度国家社
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华吟诵
的抢救、整理与研究”，其成果

《中华吟诵田野调查研究》（21
卷）、《中华吟诵的抢救整理与研
究结项报告》，对吟诵的研究和传
承具有重要价值。

▲

《
中
华
吟
诵
田
野
调
查
研
究
》
（
二
十
一
卷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