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四届“卿云杯”全国通识课程论文大赛
封面样张

学校 清华大学 院系 致理书院

专业 化学 姓名 徐忻

年级 大一 任课教师 晏冰

课程名称 写作与沟通

论文题目 “理”论“谲诳”——基于玄幻题材古风歌曲中高频词研究的超

自然元素缺失与转义归因



“理”论“谲诳”

——基于玄幻题材古风歌曲中高频词研究的超自然元素缺失与转义

归因

摘要：古风歌曲近年来逐渐流行，也引发了值得关注的问题。如，其中玄幻

题材作品呈现出超自然元素缺失和转义的怪象，其中转义具体表现为词义扩充。

此外，玄幻题材古风歌曲中的高频词与清代妖怪题材小说中的用词有较大重合，

近义语词群中的选词偏好发生了倒转。进而，古风歌曲呈现玄幻题材的样态可能

是因为创作者承袭了中式重模拟、重源流的创作方式。玄幻题材之于古风歌曲类

似于“意象”，只是作为唤醒印象的媒介，采取这种作法是体裁决定的。相比简

单挪用西方现代文艺理论，从上述两角度解释更合理。

关键词：古风歌曲；缺失与转义；词频分析；古今比较；归因

一、绪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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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毛诗

序》指出了歌曲在思想情感表达方面的重要地位。无怪乎近来中国经济实力骤增，

文化软实力益重，人们呼唤情志表达回归经典传统文化，古风歌曲借由发达网络

媒介的传播，持续以迅猛之势由亚文化圈向主流入侵，
②
已经引起了相当一部分

学者在其歌词、内涵文化等方面的研究兴趣。

在歌词研究方面，吕海飞、
③
罗茂蝶各自对古风歌词中典型词汇进行了详细

分类梳理，进而对语音、修辞格、不规范现象略有涉及。
④
此后，郑妍首次引入

词频分析以研究古风歌曲的内容形式，对词汇进行大类统计，归纳了古风歌曲构

成的多类型文本；
⑤
叶舒阳则自建大规模语料，尽管没有提供统计数据，但语料

在时间、类型上均跨度较大，分述清晰，并且研究能结合实例在韵律、语法、修

辞、受众等多角度进行分析。
⑥
在内涵文化方面，2008 年梅雨恬的《“中国风”

歌曲：传统的现代奇观——对流行歌曲“中国”意象变迁的文本分析》是其中的

先行者。
⑦
尔后，朱逸非等指出古风音乐源于青少年的前现代想象，

⑧
范美辰归纳

①
参见陈梦雷：《经籍典》第一百三十四卷，清雍正铜活字本，第 6118 页。

②
吴奕萱、付龙：《古风歌曲的网络亚文化特质探究》，《音乐传播》，2019 年第 1 期，第 150-154 页。

③
吕海飞：《“中国风”歌曲中文化词语研究》，硕士学位论文，云南师范大学，2015 年。

④
罗茂蝶：《网络古风歌曲的歌词语言运用研究》，硕士学位论文，云南师范大学，2017 年。

⑤
郑妍：《古风歌曲的文本构成与特征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宁波大学，2019 年。

⑥
叶舒阳：《基于大型曲库资源分析的“中国风”歌词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山东大学，2019 年。

⑦
梅雨恬：《“中国风”歌曲：传统的现代奇观——对流行歌曲“中国”意象变迁的文本分析》，《大众文艺

（理论）》，2008 年第 11 期，第 24-26 页。
⑧
青少年前现代想象：青少年摆脱“西方凝视”寻找身份认同的尝试，有别于对传统音乐的真正认识。参



出了意象的不确定隐喻、
①
时空跨越和戏谑历史内涵三重后现代表达特点，

②
开启

了西方文艺理论的引入。而其它对流行音乐、受众心理、古籍考证等相关领域的

研究起步更早，也可以提供较好的借鉴作用。因此，当下对古风歌曲进行深入分

析是必要且可行的。

然而，纵观上述文献，虽然对古风歌曲的本体、文化内涵、社会影响全方位

进行了探索，但主要以三种形式呈现：即概括性的整体之论，不能结合具体作品；

主观判断下的所谓“典型性”个案讨论，在客观性代表性方面仍有待提高；以及

繁复分类列举，缺乏系统性结论。此外，大多数研究着眼于使用现代语言学、文

学的批评理论规范古风歌曲，与经典作品的比较也多为指出古风歌曲词作的弊病，

往往忽视纯粹客观的古代文化根源的细致发掘。即便认为古风歌曲作为新兴事物

有其现代性值得关注，我们也面临着与崔宰溶笔下当代网络文学批评相似的“主

观臆断”困境。
③
本文将尝试对上述问题作出回应。

古风歌曲发端于国产武侠、仙侠游戏、某些“御宅作品”，叙事背景与人物

设定往往带有玄幻传奇色彩，
④
然而大多数词作却丝毫不带有超自然元素，如热

门
⑤
奇幻 IP《盗墓笔记》的十二首衍生曲中仅有两首提及超自然元素。

⑥
即便提

及了超自然元素，也常常发生古今异义的情况。本文试图先进行词频分析，确定

古风歌曲中的高频（非）超自然元素（词汇），再考证、溯源、比较其古代文学

语境和当代歌曲语境中的异同，探究超自然元素内涵功能的流变，进而尝试为上

述矛盾提供解释。

二、语料的初步处理

选取 35 首流行古风歌曲（见附录 表 4 所选 35 首玄幻题材古风歌曲歌单），

进行分词处理后，使用 ROSTCM6
⑦
进行词频统计。表 1展示的是去除如“的”、“了”

等常见词，合并同义词后，词频前 24 位的语词（原始统计词频前 500 位见附录 表

5）。参考这一统计结果，最终选定超自然元素“乾坤”、“魑魅魍魉”、“苍龙（龙）”，

见朱逸非、孟庆丰、徐安诺：《古风非古——古风歌曲的音乐分析与文化研究》，《当代音乐》，2020 年 01

期，第 99-105 页。
①
不确定隐喻：分为多重隐喻和相异性隐喻，分别指代意象本体不变在不同情境下指向多个迁移形象，和

多个无关联意象组合营造复杂情感氛围。
②
范美辰：《古典之美与后现代表达：古风歌曲审美意象研究》，硕士学位论文，辽宁师范大学，2021 年。

③
原文为：“后现代主义等西方现代思潮与实际中国网络文学作品的关系没有那么明显直接……研究者却依

靠先入为主的常识或观念进行讨论，不去面对中国网络文学的现实。”参见崔宰溶：《中国网络文学研究的

困境与突破》，博士学位论文，北京大学，2011 年，第 32 页。
④
参见范美辰：《古典之美与后现代表达：古风歌曲审美意象研究》，硕士学位论文，辽宁师范大学，2021

年，第 5页。
⑤
热门指《盗墓笔记》为《2017 猫片 胡润原创文学 IP 价值榜》第二。

⑥
十二首衍生曲指《不朽》、《无邪》、《天真》、《步戏》、《假面》、《三日静寂》、《拾·间》、《烈火》、《典狱

司》、《让酒》、《所信非神》、《秦岭神树》，两首含超自然元素指《所信非神》、《秦岭神树》。
⑦ ROSTCM6 是武汉大学沈阳教授研发编码的国内目前唯一的以辅助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大型免费社会计算

平台。该软件可以实现微博分析、聊天分析、全网分析、网站分析、浏览分析、分词、词频统计、英文词

频统计、流量分析、聚类分析等一系列文本分析。



现实元素“剑（刀）”、“人间（红尘/江湖/天下/凡尘）”，进行下一步考证与分析。

表 1 所选 35 首歌曲高频词(去除常见词、合并近义词)前位 24 词频统计

词频前 8 词频 词频前 16 词频 词频前 24 词频

人间（江湖、红尘、凡尘、天下） 66 生死 19 天涯 9

剑（刀） 35 酒 19 乾坤 8

山（河） 35 一生（岁月） 18 天 8

神(仙) 32 云 16 冰 8

（明）月 27 天地 16 水 7

君 23 花 15 地 7

魑（魅魍魉） 22 血 10 爱 7

风 21 歌 9 苍龙 6

三、聚焦高频词的初步分析

本节分析围绕高频词在古代和现代文本中的语境义比较展开。《聊斋志异》

和《阅微草堂笔记》是清代影响力最大的志怪传奇小说，分别代表了清代小说的

两大流派；
①
《酉阳杂俎》是唐代笔记小说中的突出代表；

②
《山海经》则成书于

先秦时期，其内容奇异广为人知。本节选取以上四书作为中国古代各时期神怪文

本的代表，希望能够呈现高频词在古代文本中的样貌。而现代文本仍然选取第二

节中提及的 35 首歌曲。

（一）高频词的古代神怪文本语境义

1.超自然元素

（1）乾坤

彼丘陵三尺外，管辖由人；岂乾坤．．两大中，凶顽任尔？③

一僵尸之气焰，竟能弥塞乾坤．．，使隔绝不通乎？④

岂有乾坤．．斡转，元气鸿洞，反不能聚而上升，成至尊之主宰哉？⑤

以上三句中“乾坤”俱指“天地”，统称“广大世界”。语词被提及时，旨在

极言鬼怪邪恶势力之猖獗、波及范围广。

尚曰：“袖里乾坤．．真个大。”⑥

本句中“乾坤”指“玄虚、花招”。

古代神怪文本中的“乾坤”主要指具体的“天地”、“世界”本身，已经出现

①
参见杜治偉：《从历史视域看清代文言小说的流派划分》，《古籍研究》，2020 年 02 期，第 89-95 页。

②
“其书多诡怪不经之谈，荒渺无稽之物。而遗闻秘籍往往错出其中。故论者虽病其浮夸，而不能不相征

引，自唐以来，推为小说之翘楚莫或废也。”参见《四库全书总目》卷十四，段成式撰：《酉阳杂俎校笺》

第四册许逸民校笺，中华书局，2015 年，第 2172 页。
③
蒲松龄：《聊斋志异》卷三《谕鬼》，清乾隆十六年铸雪斋抄本，第 117 页 a。

④
纪昀：《阅微草堂笔记》卷七，清嘉庆五年望益书屋刻本，第 91 页 a。

⑤
纪昀：《阅微草堂笔记》卷七，清嘉庆五年望益书屋刻本，第 103 页 b。

⑥
蒲松龄：《聊斋志异》卷七《巩仙》，清乾隆十六年铸雪斋抄本，第 262 页 b。



的少量衍生义偏贬义。

（2）魑魅魍魉

宝藏可远魑魅．．。
①

良工因言其家有古镜可验魑魅．．。
②

一久葬不腐者变形如魑魅．．，夜或出游，逢人即攫。③

昔有神巫曰瑶，能符劾百鬼擒魑魅．．以无患木。④

山南有明镜崖石方三丈，魑魅．．行伏了了然在镜中。⑤

以上五句仅提及“魑魅”。该词泛指各类传说中鬼怪，具有超自然能力以害

人为目标。

阳示弱而阴用强，费尽魍魉．．之计。⑥

魍魉．．山深每昼行。⑦

以上两句仅提及“魍魉”。该语词特指山林中的精怪，具有超自然能力，往

往有害人之心。从第一句可以看出，与“魑魅”相比，“魍魉”更常用作修饰词，

形容“偏邪”的方法、心理。

……如禹鼎魑魅魍魉．．．．之属……⑧

圣人以魑魅魍魉．．．．铸于禹鼎……⑨

以上两句将“魑魅魍魉”四字连用，该词均与“禹鼎”同时出现。由于志怪

小说的特殊性质所致，在以上两句中该词确实指鬼怪。然而，传说夏禹以九牧之

金铸鼎，上铸万物，示民善恶以辨之，“魑魅魍魉”即是所铸之恶的统称。故而，

该语词在许多古代文本中喻指各种各样的恶人，不一定指超自然存在，甚至多指

人类中的败类。如：

……白太常兄弟得复官。彼魑魅魍魉．．．．又何能于青天白日之下欺弄其伎俩

为矣。⑩

古代神怪文本语境中往往出现“魑魅”和“魍魉”的单独使用。其中“魑魅”

犹多，因其指称范围更大，但仍局限于超自然生物鬼怪本身。只有“魍魉”可用

作修饰词。“魑魅魍魉”合用出现很少。

（3）苍龙（龙）

①
蒲松龄：《聊斋志异》卷二《聂小倩》，清乾隆十六年铸雪斋抄本，第 47页 a。

②
蒲松龄：《聊斋志异》卷七《宦娘》，清乾隆十六年铸雪斋抄本，第 291 页 b。

③
纪昀：《阅微草堂笔记》卷十，清嘉庆五年望益书屋刻本，第 165 页 a。

④
段成式：《酉阳杂俎》，明四部丛刊景明本，唐段少卿酉阳杂俎集卷之十第 159 页 b。

⑤
段成式：《酉阳杂俎》，明四部丛刊景明本，唐段少卿酉阳杂俎集卷之十，第 49页 b。

⑥
蒲松龄：《聊斋志异》卷三《赌符》，清乾隆十六年铸雪斋抄本，第 121 页 b。

⑦
纪昀：《阅微草堂笔记》卷七，清嘉庆五年望益书屋刻本，第 100 页 b。

⑧
纪昀：《阅微草堂笔记》卷十四，清嘉庆五年望益书屋刻本，第 244 页 a。

⑨
纪昀：《阅微草堂笔记》卷十九，清嘉庆五年望益书屋刻本，第 353 页 b。

⑩
何三畏：《云间志略》卷二十，明天启刻本，第 334 页 a。



见一苍龙．．自云中垂下，以尾揽江水……①

“苍龙”指一种龙，即中国古代传说中的神兽，往往与水、降雨等有关。

在古代神怪文本中，龙出现频率并不高，多只言“龙”，而不指明为何种。

而“苍龙”一词出现尤少，且出现时往往有水性特征，不可用作泛指。

2.现实元素

（1）剑（刀）

《聊斋志异》中用作：仗．剑（卷一《娇娜》）、以剑击．之（卷一《娇娜》）、

刀山剑树（卷一《僧孽》）、倚．剑（卷一《妖术》）、拨．之以剑（卷一《妖术》）、

捉．剑（卷一《妖术》）、冠．剑而作（卷四《库官》）、按．剑（卷八《霍女》）、

跗握．．（“跗”，泛指脚；“跗握”，用脚握住）而抽．之（剑）（卷九《采薇翁》）、

出佩剑弹．之而歌（卷九《佟客》）。

《阅微草堂笔记》中用作：掣．（抽，拔）剑（卷二）、横．剑（卷六）、掷．剑

（卷十六）。

《酉阳杂俎》：挺．（拔出，引拔）剑（卷十）、挟．（怀抱）剑（卷十九）。

以上统计了《聊斋志异》、《阅微草堂笔记》、《酉阳杂俎》中所有与“剑”

搭配的动词，主要表示不同持剑方式，总记 15 种。
②

《山海经》中常以“君子国”与“衣冠带剑”连用，
③
可见在古代文本中，

尤其是早期文本中，“剑”是文明礼仪的象征。

在所选四本书中，共出现“剑”字 133 处，出现“刀”字 281 处，出现“刀”

次数远多于“剑”。其中，使用“剑”者往往为习武男子之类特殊人群，而“刀”

则普遍的多，各性别和职业人群均在紧急情况下时常使用。

（2）人间（红尘/江湖/天下/凡尘）

表 2 部分高频词在古代志怪小说中词频

书名/词频/词汇 人间 红尘 江湖 天下 凡尘

《阅微草堂笔记》 16 1 5 91 0

《聊斋志异》 23 2 5 68 0

《酉阳杂俎》 13 0 2 22 0

《山海经》 0 0 0 28 0

如表 2所示，词汇“人间”、“红尘”、“江湖”、“天下”随文献年代久

远而整体出现频次呈下降趋势；除“人间”与“天下”外，其余词汇出现频次均

极低，而“凡尘”一词在四份文献中均没有出现。

①
蒲松龄：《聊斋志异》卷四《龙取水》，清乾隆十六年铸雪斋抄本，第 163 页 a。

②
此处即后文古代文献中的词频数据来源于爱如生的正文检索功能。

③
参见郭璞：《山海经传》海外西经第七、海外东经第九、大荒东经第十四，明四部丛刊景明成化本。



……且江湖．．水寇半伊同党。①

……欲请公子持泛江湖．．……②

……辄放荡江湖．．间不以官职自守。③

以上三句中“江湖”都指自然景观，泛指大河与湖泊。

……昔从荡子流落江湖．．……④

……江湖．．中呼为娃草……⑤

上二句中“江湖”义为“民间”。

……知江湖．．游士自有此种稿本转……⑥

此句中“江湖游士”连用，泛指行走四方各地的术士。

在古代志怪小说文本中，“江湖”主要以本义（即指自然景观）出现，较常

见引申义为“民间”，中性词甚至在一部分语境中呈贬义。

（二）高频词的现代古风歌曲语境义

1.超自然元素

(1)乾坤

蛇眉铜鱼藏着乾坤．．。（《秦岭神树》⑦）

在歌词里自有乾坤．．。(《麒麟》)

上二句中“乾坤”指玄妙关巧、值得探究之处。

乾坤．．在，浩然客谈笑时生死轻薄。（《朝闻道》）

内力将乾坤．．腾挪。(《冠世一战》)

上二句中“乾坤”指“天地”本身。语词被提及时意在营造广阔空间氛围，

突出赞美主人公气宇轩昂、从容潇洒、能力卓绝。

乾坤．．八千年若倏忽。（《易太初》）

结合语词来源歌曲名称，笔者猜测该句中“乾坤”取自《易》中乾卦、坤卦，

意在营造劲健流动的境界，引起观众玄思，然而具体含义不明，词性不明，句子

成分不明。

（2）魑魅魍魉

我曾覆手镇魍魉．．。（《葬仙·记狠人大帝》）

上句仅使用“魍魉”二字，用“魍魉”泛指各种鬼怪邪祟。

魑魅魍魉．．．．一剑破万法。（《长生诀》）

邪魅魍魉．．．怪。（《生死江湖》）

①
蒲松龄：《聊斋志异》卷三《庚娘》，清乾隆十六年铸雪斋抄本，第 111 页 b。

②
蒲松龄：《聊斋志异》卷九《刘夫人》，清乾隆十六年铸雪斋抄本，第 378 页 a。

③
蒲松龄：《聊斋志异》卷十二《田子成》，清乾隆十六年铸雪斋抄本，第 489 页 b。

④
蒲松龄：《聊斋志异》卷八《霍女》，清乾隆十六年铸雪斋抄本，第 318 页 a。

⑤
段成式：《酉阳杂俎》，明四部丛刊景明本，唐段少卿酉阳杂俎集卷之十第 159 页 b。

⑥
纪昀：《阅微草堂笔记》卷二十一，清嘉庆五年望益书屋刻本，第 375 页 a。

⑦
以下歌曲详细信息参见附录表 4歌单。



以上二句中，第一句为“魑魅魍魉”四字连用，第二句将“魑”改作“邪”，

可视作四字连用的变体，可以一起分析。此处“魑魅魍魉”与前述“魍魉”同义，

也泛指各种邪祟鬼怪，多有超自然能力与害人之心。

（3）苍龙

纵使我双掌倚天苍龙．．伏获。（《冠世一战》）

碎逆鳞，屠苍龙．．。（《神墓战歌》）

以上二句明确提及“苍龙”，用于泛指恶龙，借以表现主人公之勇武。

百鸟朝凤，蛟龙．．斗海，鲲鹏天地巡。（《华乐记》）

上句用“蛟龙”特指海中之龙，作为并列给出的神兽意象之一，用以塑造烂

漫奇谲的世界观。

2.现实元素

（1）剑（刀）

所选 35 首歌曲歌词中常用作：刀光剑影、剑气、铸．剑锋、仗．剑、论．剑、拆．

剑招、御．剑、横．剑、剑影、剑光。可见“剑”的搭配中，动词搭配仍较多，种类

多样，持剑动作本身描述不多，存在较多与剑术相关的行为，而对于特定行为描

述是固定单一的；名词词组也不少。事实上，“剑”字单独使用的情况才是主流。
①

文本中持剑者身份性别不明，多为好侠尚义之士。

参与统计 35 首歌曲中出现“剑”字 26 次，而“刀”出现 9次，“剑”出现

次数远多于刀。
②

（2）人间（红尘/江湖/天下/凡尘）

表 3 所选 35 首古风歌曲中部分语词词频

人间 红尘 江湖 天下 凡尘

20 13 16 11 7

如表 3所示，泛指人世的语词在现代玄幻题材古风歌曲中相当常见，其中“人

间”和“江湖”出现次数最多。

生死江湖．．向颠簸。（《生死江湖》）

千里雪，江湖．．事，不过古道足痕。（《拂世之剑》）

寒铓再出江湖．．，付身家国。（《冠世一战》）

以上两句中“江湖”泛指四方各地。

传言道江湖．．年少，不谙世事繁华。（《明月天涯》）

上句中“江湖”指四方流浪的谋生者，走卒贩夫、游方术士、武士仙侠。

这江湖．．已明澈，何须提灯访因果。（《朝闻道》）

①
此处搭配为笔者手动统计。

②
此处与以下歌词中词频数据来源于 ROSTCM6 词频统计。



本句中“江湖”由“民间”之义引申而来，当解作“民间事”。

现代玄幻题材古风歌曲中的“江湖”内涵相当丰富，都是抽象含义，从社会

到人群到事件皆可指代。

（三）古今文本的对比——高频现实元素和超自然元素的相似与差异

1. 高频现实元素和超自然元素的相似

首先，从前述分析中可以看出，尽管《山海经》、《酉阳杂俎》、《聊斋志

异》和《阅微草堂笔记》的文本量存在差异，
①
所有选定词语都可以在《聊斋志

异》与《阅微草堂笔记》中找到，而在《酉阳杂俎》与《山海经》中，则多少不

出现某些词汇。因而，可以认为现代古风歌曲中的语词与清代小说用词重合度最

高。

然而，对比表 2与表 3可以非常直观看出，即便在《聊斋志异》中，这些高

频词的出现频次仍然是远低于现代古风歌词中的出现频次。
②
此外，就近义语词

群来看，古代文本中“剑”少“刀”多，“魑魅”、“魍魉”拆分使用多“魑魅

魍魉”合并使用少，而现代文本中“刀”少“剑”多，“魑魅魍魉”合并使用多

拆分使用少，作者的选词偏好发生了倒转。

值得注意的是，语词的转义似乎与这种选词偏好的倒转有着紧密联系，主要

表现为词义扩充。在古代文本中受到偏好的词在古代语境中的词义相较于其近义

词是更笼统并接近于本义的，而出现较少的词则往往专门性更强或带有引申义。

譬如常见的“刀”的使用群体是遍布各年龄、性别、阶层的，而略少见的“剑”

则往往由特殊侠士群体使用；“魑魅”、“魍魉”都指鬼怪本身，其中犹以无需

特指“山林中”的“魑魅”多见，而作为“禹鼎”典故化用的“魑魅魍魉”则少

见多了。相较之下，现代文本虽然对古代文本中的少见词青眼有加，却在词义上

取消了它们的专门性。譬如“魑魅魍魉”被作为鬼怪的统称在现代文本中被广泛

使用。

事实上，在近义语词群之外看，词义扩充也在现代文本中普遍存在，甚至词

的感情色彩
③
也会发生变化。譬如，“乾坤”在古代文本中多指“天地”，在现

代文本中则显得难以捉摸了，除“天地”之外，也常指巧妙之处，还有《易太初》

中不知所云的用法；又如过去“苍龙”往往指与水的特性有关的龙，而如今则扩

充成了龙的泛称；又如“江湖”一词在古代文本中多指自然景观，虚指时还存在

比较广泛的贬义用法，而如今则见不到指自然景观的用法了，虚指时人事物皆可

指称，完全成了中性词。

①《山海经》的文本量在 3万字左右，《酉阳杂俎》在 13万字左右，《聊斋志异》在 49万字左右，《阅微草

堂笔记》在 40万字左右。
② 35 首古风歌曲共计 11215 字，为单本古代神怪小说的十到一百分之一，而高频词出现频次绝对值相近，

故有此语。
③ 指词的褒贬义。



2.高频现实元素和超自然元素的差异

现代文本往往倾向于选择具有中国文化内涵的超自然元素，即其中概念和物

象是完全中国独有的。譬如“乾坤”首先指天地，进而对玄妙关巧之处的延申这

一思维方式是中国式的，而“魑魅魍魉”和“苍龙”，更毋庸置疑是中国本土的

精怪了。相比之下，现实元素则倾向于只拥有中国式的形式，即既没有明确的出

处典故，也不是中国独有的概念。最突出的就是以“人间”为代表的组词，无论

是作为对人的世俗气的表达，还是作为对士的豪侠情的慨叹，都是普世的。

四、矛盾现象的可能解释

（一）西方现代文艺理论解释矛盾的困境

如绪论所述，目前大多数对于文艺作品的讨论倾向于套用西方现代文艺理

论，比如范美辰通过后现代主义视角观察古风歌曲中的意象。
①
然而，笔者遗憾

地发现，就“玄幻题材古风歌曲中超自然元素缺失与转义”这一问题来说，这类

理论只是貌似有理，实则并不准确。

以后现代主义视角为例，表面上，古风歌曲中的意象常常与古义错位，看似

符合用词随意、意义模糊的后现代性特点。
②
然而细究起来，由3.2.1.1和 3.2.1.3

可见，玄幻题材古风歌曲对于古代词汇的移用实际上是有所克制的，而且时常用

于突出赞美主人公的特质。即使用于塑造印象，其背后也不是对意义的消解，而

更多是引导人们认同某种价值观，譬如《冠世一战》中的反抗、《朝闻道》中的

勇敢等。这些价值的提出往往也并不是空穴来风，而是基于某些现实问题。如在

3.2 的分析中，可以看到 “魑魅魍魉”这类琐碎而难缠的“敌手”，也许反映

了现代人普遍的庸常但难以忍受的生存焦虑；而“乾坤”和“苍龙”则凸显出对

个人实力的向往，也许反映了现代社会集体关系削弱下的个人生存方式。而由于

玄幻题材的特殊性，所谓的古代语词本来就没有史实背景，如今依托于完整 IP

设定的再使用与其说是内涵丧失和断章取义，倒不如说是文化传承与背景补完。

更不要说这一理论完全不能解释玄幻题材古风歌曲中超自然元素缺失的原因。如

果仅仅因为词语转义这种形式上的解构倾向（何况词义随时代变迁也不是现代社

会的专利），就将整个问题的解答与碎片化、扁平化、狂欢化的后现代主义特征

联系起来，那显然是不合理的。

当然，由于中国现代古风歌曲的特殊背景和属性，它在何种程度上受到过去

世界和现在社会的何种影响大概不可草率决定，所以我们不妨先缩小范围，从观

察中国文学的创作传统和作品体裁本身开始尝试。

（二）新的尝试

1. 中国文学的创作传统

① 范美辰：《古典之美与后现代表达：古风歌曲审美意象研究》，硕士学位论文，辽宁师范大学，2021 年。
② 参见杰姆逊演讲：《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唐小兵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 年，第 202 页。



玄幻题材古风歌曲首先是古风作品，是一种自发的对中国文化、民族传统的

回归。从这个角度说，创作者应当认同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有相当

可能呈现出与中国古典文学相似的创作方式，这恰恰是古风歌曲古典性和民族性

的体现。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有浓厚的重摹拟、重源流创作传统。一方面，中国古代

主流价值观遵循儒家思想，因而主流创作理念势必受到孔子提倡“述而不作”、

重视教育、推崇“仁厚”的学术风格影响。另一方面，《庄子·天下篇》也存在

“拟古”观点。
①
那么，重摹拟、重源流创作传统兴盛就很合理了。事实上，中

国文学批评方法中就历来有“推源溯流”一法，而宋玉摹拟屈原，清浙西派推崇

“双白词”，摹拟现象历朝历代屡见不鲜，可见有此传统是确凿的了。
②

故而，一种可能的原因是，部分古风歌曲呈现玄幻题材的样态不是作者有意

为之的结果，而是创作者承袭了中式的重模拟、重源流创作方式的产物。在 3.3.1

中已得出结论现代玄幻题材古风歌曲的用词和清代妖怪题材短篇小说有较大重

合。而清代小说发扬了唐代的志怪精神，吸取了宋元描摹世情的经验，继承了明

代小说的教化功能，使得妖怪题材成为重要成熟的借鉴对象。
③
也许古风歌曲模

拟语词的同时还沿袭了经典题材本身。

2. 体裁限制

3.3.1 中的另一重要结论是现代古风歌曲在超自然元素选词上偏好具有特

殊含义的专门语词，并存在鲜明的词义扩充现象。如果将这一结论简单视作今人

对古代语言文化的认识鄙陋，进而推出玄幻题材古风歌曲中的超自然元素缺失和

转义仅仅只是因为今人学识所限或是态度不端，显然是极不负责任的。事实上，

这里恰恰透露出歌词作为一种特殊文学形式的体裁特点，揭示了古风歌曲在选材

选词上的又一思路。

首先，必须承认的是，歌词的创作有着篇幅限制。当然不否认叙事歌的存在，

但“歌以咏志”，歌曲的主要目的还是抒情性的而非叙述性的。其次，音乐是即

时、流动的艺术，感知只发生在兔起鹘落的一瞬。尽管 3.3.2 得出结论超自然元

素往往是具有中国文化内涵的，但对于听众来说，感知发生时是全然不依赖对这

种内涵的细致思索和清晰理解的，因而它们就同现实元素一样仍只起到形式上的

作用。听众在乎的只是“有中国文化内涵”这样一个事实，进而获得某种精神冲

击或唤起某种经验印象。印象天然是朦胧的，简而言之，冲击具体是什么是不被

重视的。这样看，词汇含义的随意扩充和转移实际上正是这种接受的朦胧状态的

① 原文为；“悲夫！百家往而不返，必不合矣。后世学者，不幸不见天地之纯，古人之大体，道术将为天下

裂。”参见方勇译注：《庄子》，北京：中华书局，2015 年，第 568 页。
②
参见张伯伟：《中国古代文学批评方法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02 年，第 134、135、151 页。

③ 参见王子成：《文言传奇集的编撰与明清“传奇体”小说的经典化》，《九江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

年第 4期，第 63页。



反映，反而具有合理性。而 3.2.1 的分析已经指明了各元素的渲染目的，再思考

其中《易太初》中“乾坤”语焉不详，看似荒谬，实则兼具劲健流动是相当成功

的。因而，有这样一种可能性，古风歌曲中的任何元素都只是“意象”，作为唤

醒印象的媒介，所谓玄幻题材也是如此，即当听众在了解某作品乃一玄幻题材作

品时，其内心已然进入创作者所要营造的情感氛围与奇谲世界观，则该题材的使

命已经达成，至于之后作品中是否真的出现超自然元素则不再必须了。专门性语

词与玄幻题材毋庸置疑是对于天性猎奇的人类冲击力最大的，也可进一步证明这

一理论。

笔者坚称，这样的手法是出于体裁的限制，不得不诉诸于“意象”以强化表

现张力的结果，而非受制于创作者的能力。也许确实不能断言创作者是否精准了

解所用词汇在古代语境中的含义和一般用法，但是，他们能够对这些词汇进行一

定转义并引起了听众的共鸣，那么，就有理由承认至少在歌词创作这一领域他们

是有技巧性并且相当成功的。可以看到 3.2.2.1 中表示持剑方式的动词搭配虽然

减少了，但对于剑的使用方面的搭配实际是被拓宽了的，大概可以侧面反映创作

者的独特思考。而诉诸“意象”显然与作者能力没有必然联系。毕竟，与歌词最

相近的文学类型当属诗歌，而诗歌中的意象运用是相当常见的。“意象”本身就

是中国古典诗词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古代文学批评中历来关注的对象，甚

至在还存在直接以罗列意象进行评论的形式。
①
当然，“中国文学的创作传统”

在这一点上不是起到显著影响的。

五、结语

最后，词频分析、古今对比也许并不是研究古风歌曲的最佳方式，但至少

为玄幻题材古风歌曲中超自然元素缺失与转义的真实现象提出了两个基于创作

传统和作品体裁的较合理解释，大概可以证明我们不必也不能过度依赖于西方

文艺理论观点。同时，比起赘述对现代古风歌曲的指斥，笔者衷心希望以上的

全部论述更能够体现出其价值，并为其本身乃至同类型的文艺创新提供一些借

鉴。

毕竟，一切过往皆为序章，未来终要到未来中去找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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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表 4 所选 35首玄幻题材古风歌曲歌单

歌曲名称 歌手 来源

精卫 30 年前五十年后 2023.10 网易云音乐国风榜

踏山河 七叔（叶泽浩） 2023.10 网易云音乐国风榜

所信非神 八千夭 2023.10 网易云音乐国风榜

秦岭神树 阿云嘎 2023.10 网易云音乐国风榜

广寒谣 伊格赛听/不靠谱组合 2023.10 网易云音乐国风榜

成仙 王朝 1982 2023.10 网易云音乐国风榜

求神呐 潇然 2023.10 网易云音乐国风榜

麒麟 早安 2023.10 网易云音乐国风榜

幽狐 董贞 2023.10 网易云音乐国风榜

凤凰劫 河图 知乎推荐频率较高歌手

龙妖 河图 知乎推荐频率较高歌手

华乐记 Winky 诗 知乎推荐频率较高歌手

百鬼夜行 Winky 诗 知乎推荐频率较高歌手

青丘 Winky 诗 知乎推荐频率较高歌手

孟婆 黄诗扶 知乎推荐频率较高歌手

白素贞 董贞 知乎推荐频率较高歌手

易太初 董贞 知乎推荐频率较高歌手

生灵子 董贞 知乎推荐频率较高歌手

神墓战歌 董贞 知乎推荐频率较高歌手

普提雪 东篱 知乎推荐频率较高歌手

青城山下白素贞 银临 知乎推荐频率较高歌手

不老梦 银临 知乎推荐频率较高歌手

洛神赋 银临 知乎推荐频率较高歌手

朝闻道 音频怪物 知乎推荐频率较高歌手

长生诀 西瓜 JUN 知乎推荐频率较高歌手

明月天涯 五音 JW 知乎推荐频率较高歌手



拂世之剑 音频怪物 知乎推荐频率较高歌手

生死江湖 李超常 知乎推荐频率较高歌手

不谓侠 萧忆情 Alex 知乎推荐频率较高歌手

田螺 王梓钰 网易云音乐企划-妖仙风华录

镇世 KBShinya 网易云音乐企划-妖仙风华录

冠世一战 言和 哔哩哔哩 2019 拜年祭

葬仙 叶里、苑舍 知名游戏配乐

战惊天下 蔡翊昇 知名游戏配乐

表 5 所选 35 首玄幻题材古风歌曲高频词前 500 位词频统计

词频前 100 词频 词频前 200 词频 词频前 300 词频 词频前 400 词频 词频前 500 词频

我 163 留 10 愈 6 指 5 星火 4

的 132 枯 10 清 6 大 5 穿 4

一 75 伴 10 底 6 倏忽 5 澄澈 4

过 58 神 10 弹 6 渐 5 不负 4

谁 50 神仙 10 年少 6 高 5 不忍 4

有 49 血 10 快 6 谓 5 盏 4

是 45 处 10 唯 6 凭 5 任侠 4

你 45 一生 10 妖魔 6 江山 4 罢 4

在 38 哟 10 入 6 倏 4 遗忘 4

人 37 呀 10 意 6 枝桠 4 面 4

不 36 渡 10 声声 6 飞天 4 合 4

了 33 纵 9 就 6 人世 4 叱咤 4

与 33 夜 9 日月 6 色 4 南 4

为 32 能 9 牵挂 6 从来 4 脸 4

矣 32 明月 9 折 6 千万 4 离别 4

再 32 记 9 挑 6 雷峰塔 4 田螺 4

嗨 30 将 9 先 6 玉 4 原野 4

也 30 把 9 从前 6 劫 4 明 4

如 27 相逢 9 兮 6 带 4 雾 4

要 26 刀 9 一世 6 阴阳 4 龙 4

剑 26 歌 9 黄沙 6 月色 4 晚 4

下 25 寒 9 一人 6 少林 4 盅 4

这 24 天涯 9 命 6 总 4 情 4

几 24 身 9 永生 6 哭 4 惊涛 4

着 24 做 9 若 6 伏获 4 缘 4

破 23 千里 9 灭 6 闯 4 点石成金 4

上 23 深 9 最 6 浊 4 长安 4

他 23 可 8 痴 6 天道 4 长生 4



君 23 共 8 英雄 6 管 4 剑锋 4

来 22 见 8 化作 6 瞧 4 扬扬 4

出 22 魍 8 马 6 素 4 一身 4

风 21 个 8 信仰 6 映 4 一并 4

之 21 后 8 时间 5 前尘 4 虽 4

中 20 望 8 记得 5 阴 4 一念 4

人间 20 乾坤 8 怎 5 天命 4 幽 4

生死 19 且 8 六 5 温柔 4 一山 4

又 19 天 8 茶 5 忘 4 一刻 4

皆 19 和 8 魂 5 春秋 4 躲 4

太 19 踏 8 散 5 欢喜 4 叫醒 4

酒 19 唱 8 侠 5 就任 4 谈 4

生 19 敢 8 上面 5 妙不可言 4 九州 4

只 18 饮 8 裂 5 江南 4 迎 4

那 18 住 8 魔 5 洗 4 本 4

听 18 浩然 8 说 5 想 4 九天 4

月 18 求 8 虚 5 故人 4 险 4

里 18 开 8 聚 5 故乡 4 金戈 4

似 17 朵 8 前世 5 撕裂 4 回忆 4

成 17 魉 8 云雾 5 们 4 双掌 4

而 17 光 8 惊天 5 战马 4 啸 4

曾 16 手 8 气 5 坛 4 重 4

云 16 好 8 此 5 灯 4 匆匆 4

去 16 冰 8 鹤 5 勒 4 奈何 4

问 16 待 8 坐 5 叹 4 铠甲 4

天地 16 亦 8 春 5 令 4 点 4

她 16 被 8 此战 5 躁 4 物 4

江湖 15 满 8 闻 5 哪 4 尘沙 4

都 15 岁月 8 星 5 算 4 倚天 4

无 15 久 7 霜 5 泪 4 外 4

花 15 画 7 柳 5 广寒 4 誓言 4

向 15 万里 7 舟 5 空 4 白衣 4

心 15 难 7 已 5 武当 4 易 4

看 15 愿 7 看不 5 日 4 越 4

山河 15 凡尘 7 刀光剑影 5 彻 4 孟婆 4

尽 14 水 7 众生 5 者 4 繁华 3

作 14 地 7 雪 5 飒飒 4 卧 3

道 14 事 7 荒 5 座 4 寻觅 3

念 14 爱 7 菩提 5 喝 4 祈 3

三 14 远 7 忽 5 狼烟 4 寻常 3

还 14 自 7 但 5 怪 4 草木 3

啊 13 正 7 世人 5 纵使 4 挽 3

世 13 对 7 年华 5 飞 4 争 3

到 13 双 7 走过 5 邪 4 沉 3



于 13 旧 7 长枪 5 脚下 4 仙丹 3

执 13 论 7 照 5 鬼 4 造化 3

红尘 13 却 7 给 5 所 4 偏爱 3

时 13 素贞 7 横 5 眉 4 斩尽 3

以 13 别 7 名 5 催 4 游侠 3

笑 13 白素贞 7 执念 5 痴情 4 伏魔 3

遍 13 仍 7 游 5 绿 4 从容 3

前 12 漫 7 轮回 5 风流 4 招 3

行 12 应 7 轻 5 愁 4 浮生 3

回 12 驾 7 恨 5 霞 4 从不 3

梦 12 千年 7 相赠 5 拂衣 4 尺 3

落 12 乱 6 女 5 巍峨 4 浪客 3

仙 12 影 6 混沌 5 野草 4 气魄 3

未 12 恩仇 6 终点 5 守 4 携 3

让 12 声 6 孤身 5 何必 4 笑谈 3

醉 12 便 6 醒 5 西风 4 正道 3

起 12 年 6 多情 5 浅 4 变成 3

等 12 死 6 信 5 停 4 天高 3

战 12 意气 6 哉 5 放歌 4 须 3

间 12 苍龙 6 逆 5 曼佗罗 4 刺 3

当 11 从 6 辽阔 5 霜花 4 明眸 3

染 11 苍穹 6 野火 5 生杀 4 造 3

相 11 悬 6 传 5 海 4 玉盘 3

天下 11 万物 6 两 5 樽 4 清冷 3

用 11 长 6 载 5 泽 4 囿 3

得 11 十 6 唤 5 传说 4 伤 3

多 11 魅 6 走 5 星空 4 暮 3

山 10 雨 6 镜 5 星光 4 诉 3

少年 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