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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歌曲《黄河颂》曲式综合分析

此曲属于不带在现的并列单三部曲式，共分为三大段。歌
曲的1-4小节为歌曲的前奏，歌曲的开头旨在烘托黄河的浩荡之
景，旋律呈大山型，高亢，温暖，富有歌唱性。伴奏肢体有力，力
度丰满，多为柱式和弦，苍劲有力，符合黄河壮阔的风格。歌曲
的呈式部为5-32小节，以D大调的主和弦开始。值得注意的是，
呈式部的开头和前奏一模一样，唯一不同的是伴奏肢体变为分解
和弦，为了提升歌曲的流动感和内在律动性，推动歌曲的发展，如
果和前奏使用一模一样的伴奏肢体，会显的很呆板，并会让人觉
得音乐没有发展，同时增强了歌曲的诉说感，是在描绘黄河的景
色，给人以无限遐想。首部的旋律继续保持大山型走势，温暖，有
力，极其富有歌唱性，和弦主要是正格进行，形成了T-S-D-T的
和声功能圈，多用原位和弦和第一转位和弦，和弦的使用中规中
矩，并未出现大量离调等色彩性和弦。为中部歌曲高潮的到来做
出了铺垫，表面看似平静，其实下面波涛汹涌，只待高潮的来临
就会喷薄而出。首部主要描绘的是自然风光，描绘出一幅黄河奔
流不息，源源流淌的画面。歌曲的33-38小节为间奏，是移幕换
景的过渡，为展开部的到来提供铺垫。

歌曲的展开部为39-71小节，展开部的开头以“啊”字开始，
满满的抒情成分，通过首部对黄河之景的描写，在展开部开始上
升到人文景观描写，表现出作者触景生情，情景交融，面对波澜
壮阔的黄河，面对我们的母亲河，心中感动、赞美之情溢于言表，
同时想到积贫积弱的中国正在遭受外来侵略，不禁悲痛之情油然
而生。同时看到气势磅礴的黄河的同时，似乎又看到了希望，想
到了我们中华儿女必定如同这奔流的黄河一样勇往直前，任何困
难和挫折都会得到解决。任何的敌人都会被我们打到。此时，展
开部的音乐激烈进行，和弦变换频率加快，伴奏肢体加厚，伴奏
和弦增强了力量感变为柱式和弦，推动音乐走向高潮。

歌曲的尾部72-94小节上升到了理想主义状态，在描绘过了
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后，上升到了理想主义状态。歌曲的最后
结束在主和弦上，音乐的最后回归平静，形成了首尾呼应的效
果，此举统一了结构，升华了主题，使整体结构感更加规整。

2 　歌曲《黄河颂》的旋律分析
歌曲的前奏以主三和弦开始，烘托出壮阔深切的风格。然

后音乐慢慢展开 ，A 段旋律从低到高，如同大山的上坡一般，
音乐逐渐变得激动起来，从4/4 拍转到了4/3 拍，音乐从壮阔、
宽广变得如同水一样流动起来。

A段值得注意的是，所有的旋律音都是缺少四级音的六声音
阶，而且旋律音的结合多以Di ——Re ——Mi ——Sol；M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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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声乐作品《黄河颂》是《黄河大合唱》中的一首传唱度很高的歌曲，此作品一共分为三大段，第一段描绘黄河景色，
第二段上升到人文景观的高度，第三段情景交融，上升到理想状态。画面感极强，给人以听觉上的冲击的同时更多带来了心灵上的
震撼。本文计划我将围绕此曲的曲式结构进行剖析，明确的分析出此曲的“骨骼”和“血肉”，从不同角度去审视此曲的结构之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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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 ——Do ——La 为主，即主三和弦的
三个音。A段的旋律具有西方颂歌的风格特
点，并且完美结合了中国字词的行腔，富
有“中国风”的特色，具有中国民族音乐
的特点，并体现出了冼星海先生独特的创
作风格。

歌曲到了B 段（39 —— 71 小节），旋律转入了2/4 拍子，
稍快些的进行曲节奏使得音乐情绪表现得更加得激昂。感叹性的
旋律句“啊，黄河！”出现了两次变化，富有激情的甩腔既
能够表现出热情洋溢的一面又能让人感觉亲切自然。这一段的曲
调，基本上就是从主题音调发展而来。比如，从“五千年的
古国文化”这一句的旋律中就可以看出，它的色彩跟A 段形成
了非常鲜明的对比。从B 段的第四乐句开始，歌曲旋律的发展
呈向上的趋势，其曲调奔放、刚劲。在较为急促的三连音和十
六分音符的后面突然停下，以高昂的气势进入了乐段的高潮。
在这一段，冼星海先生为了表达出一种着重、肯定的语气，或
者把乐句的内部的组织扩大、延伸，而在一些分乐句的句尾多
次重复的使用同一个音。比如，在B 段开头的赞叹声后，两个
分乐句的尾音都是用了Sol，后三个分乐句的尾音都是用了La，
这是一种坚硬、强调、夸张，一种棱角性比较强的旋律进行。

C 段（72 —— 94 小节），与B 段连接的比较紧凑。C 段的
第一个乐句跟B段的句尾的地方在同一个音高上进行。C段转入
了4/4 拍子，这样就跟歌曲的开头遥相呼应。赞叹声“啊，黄
河！”的旋律再次发生了变化，从大调色彩变为了小调特色，
让人从听觉上有了耳目一新的感觉，并且更有歌唱性。然后，
音乐变得缓慢起来，音程的四度五度跳跃和三连音、切分音的
运用，就像波浪一样不断的向前涌动。

总之，通过对这首歌曲的简略分析，我们可以得知这是一首
抒情性、民族性、通俗性、世界性相结合的歌曲，国内外专业音
乐人士对此作品有着极高的评价，在人类的音乐历史进程中留下
了深深的烙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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