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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红楼梦》简述
《红楼梦》是我国文学史上的一部伟大的悲剧小说，是由

清代曹雪芹所著，高鹗所续。作为我国四大名著之首，二百多
年来因其非凡的艺术魅力，以及强烈的现实意义而引起了万千学
者与民众的研究与考证，从而奠定了其伟大的文学地位。《红
楼梦》主要通过对贾、史、王、薛四大家族由盛而衰的一系
列描写，折射出世态人心的变迁，从红楼这个家族史中我们能
看到一个大千世界中的芸芸众生，体悟人生的世事无常，其深
刻的思想主旨和超群的艺术魅力，让古今中外的读者为之赞叹。

由《红楼梦》改编的影视剧作品众多，其中最为经典的则
是人们熟知的87 版电视连续剧《红楼梦》，由王扶林导演拍摄
而成，随着时间的推移，其声望越来越高，被誉为“中国电
视史上的绝妙篇章”。剧中配曲共十三首，都是由著名作曲家
王立平先生所创作，创作历时长达四年半，歌词均来自《红楼
梦》原著。配曲分别是《红楼梦引子》《红楼梦序曲》《晴
雯歌》《聪明累》《葬花吟》《秋窗风雨夕》《枉凝眉》《紫
菱洲歌》《叹香菱》《红豆曲》《题帕三绝》《分骨肉》《好
了歌》。王立平先生也在采访中说道，对电视连续剧《红楼梦》的
音乐的构想是八个字“满腔惆怅，无限感慨”，这是他写得最用心，
最吃力，最气断神伤的作品。这些配曲广泛运用民族音调，委婉
细腻，优雅古朴，脍炙人口。表现出无限的感慨和惆怅，其艺术
地位之高，流传之广，堪称传世经典。

2 　《分骨肉》背景
《分骨肉》写的是“伤离别探春远嫁”的情节。贾探春

被南安太妃收为义女，作为政治牺牲品远嫁和番。贾探春是荣国
府贾政和奴婢出身的妾室赵姨娘所生之女，是贾宝玉同父异母的
妹妹，是贾府三小姐，通称三姑娘，从小在贾母身边抚养长大，所
受教育极好。探春削肩细腰，长挑身材，鸭蛋脸面，俊眼修眉，工
诗善书，趣味高雅，关心国家大事，且有经世致用之才，她精明
能干，性格豁达，为人处事刚强决断，有“玫瑰花”之诨名，就
连贾府凤姐也都忌惮她几分。她成立了贾府第一个诗社海棠诗社，
她在贾府危难之时奉王夫人之命代凤姐理家主持改革，她在凤姐
听从王夫人之命抄捡大观园之时挺身而出怒斥抄检，她最终由父
亲做主远嫁海疆令人嗟叹不已。

王立平先生创作这首插曲《分骨肉》，是典型的剧中的画面为
音乐而生，可以说是画面与歌曲互相成就。在原著中，关于“探
春远嫁”这一情节写的非常简单，没有台词，寥寥数笔写出了告
别，而王扶林导演在听完了《分骨肉》这首歌曲之后，就决定把

“探春远嫁”的剧情加强。几句话的文学剧本，最后完成为五六分
钟的影视画面，使之成为了电视剧中的一场重头戏，弥补了续作
一笔带过的遗憾。最终“探春远嫁”这一出电视剧呈现给大家的
是——艳阳高照，长长的红地毯一直铺到海边，南安太妃、贾母、
王夫人、王熙凤等人都盛装立于城楼上，为探春远嫁送行，场面
可谓富贵夺目之极。然而再看看众人的表情，除了南安太妃心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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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足点头微笑外，贾府众人都眼含热泪，一向嚣张跋扈的赵姨娘
哭成了泪人儿，终究是亲生母女，哪怕平日里有万种嫌隙，此刻
也拗不过骨肉分离之痛，几欲扑出都被凤姐狠狠地瞪回去，探春
脸上满是泪痕，盈盈跪别，三步一回头，最后迎亲的船渐行渐远，
直至消失不见。配上《分骨肉》这首插曲，“一帆风雨路三千，把
骨肉家园齐来抛闪”“奴去也，莫牵连”，这是探春远嫁的悲鸣，更
是封建礼教下无数不幸女子啼血的呐喊，演唱者陈力老师通过她
的情感、她的声音和她对《红楼梦》的理解、对曹雪芹和王立平
先生的敬畏，将这首《分骨肉》演绎得淋漓尽致。电视剧画面和
歌曲的完美配合把观众深深带入到剧情中，感人至深，催人泪下。

“恐哭损残年”“奴去也，莫牵连”这两个高拔度，拔得观众心惊
肉跳，纠结缠绵，真是字字啼血，声声催人泪。

据悉，《分骨肉》是王立平先生创作《红楼梦》配曲中的最后
一首，起初无法下手，因为这一剧情原著写得过于简单，只有几
句话一笔带过。王立平先生曾经在采访中说到过，《分骨肉》他写
得很尽情，很动情，很激情，也很深情，在写完《分骨肉》这首
作品之后他趴在琴上大哭一场，因为他感慨探春的命运，也通过
自己的音乐替探春这个人物说出了她心里说不出来的话，替所有
为探春感慨的人说出了心中的感受，所以那一刻，眼泪止不住的
流。探春这个人物性格爽朗、刚毅，同时也有男子汉的一种英气，
所以音乐风格应该是大气恢宏的，然而在这首歌里，不但写的是
探春和家人的生离死别，也是《红楼梦》中许多悲剧的缩影，比
探春远嫁还有更多的含义，所以作曲家倾注了很多感情。

3 　《分骨肉》音乐分析

《分骨肉》是一首单三部曲式，d羽调式，4/4拍。1-9小节前
奏是由高潮部分的旋律变化而来；第一部分10-20小节，整体结
构是“起承转合”；第二部分21-28小节；第三部分29-42小节，
也就是整首乐曲的高潮部分，运用了变化重复，最后一句是一个
乐句的扩充。整首作品结构规整，音域跨度大，多运用下行音阶
以及五度大跳，是一首悲伤却又不失大气的歌曲。

钢琴伴奏如同弦乐般奏出宽广、抒情、悠长的旋律，为歌曲
营造了别离的愁绪，歌曲的伴奏左右手采用大量切分音的节奏，
这种音型似恋恋不舍、沉重而惆怅的脚步声，十分形象、生动。整
首作品展现了探春的精干大气却骨肉分离的空悲切，乐曲大起大
落、委婉凄厉而动人心魄。

4 　《分骨肉》演唱分析
我们演唱者声音的表达是要有气质的，而演唱《红楼梦歌

曲》一定不是表达自己，而是要表达这个人物，作曲家设计的每
（下转 2 5 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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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愿意了解和喜爱红色文化。
3.3建立红色教育实践基地，推进红色文化融入校外教学实践
实践基地也可以不仅局限于学校。比如像校外的红色文化教

育基地和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就是不错的选择，学校可以不定期组
织学生进行参观学习，组织学生进行红色基地研学等；除此之
外，各地区也可以根据地方特色开展丰富有趣的红色文化活动，
吸引更多的青少年参与其中，感受红色文化的魅力。

3.4利用新媒体对红色文化宣传方式和内容进行创新
弘扬主旋律是宣传红色文化的重中之重，还要正视新媒体时

代用户对信息的理解和采纳，刚柔并济的进行宣传。当前红色
文化宣传中，一定程度上存在着网络语言表达无力，互动性不
强的问题，因而我们在掌握话语权的同时，也要注重对宣传内
容的把控，例如，在红色文化宣传中要有系统的观点，有机整
合网络时代各种红色资源，实现一加一大于二的效应，通过这
种方式，让内容更加丰富，也更具有针对性。

4　新媒体环境下青少年群体红色文化宣传的重要意义
新媒体环境下，利用互联网加强青少年群体对红色文化的认

知具有重要意义，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4.1有利于帮助青少年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青少年是祖国的未来和希望，人生观和价值观正在形成，

但他们对红色文化的认知还比较欠缺，容易受到来自新媒体时代
多元文化的干扰和影响，错误思想也会随之产生。因此，加强
青少年对多元文化的认识，是新媒体条件下进行红色文化教育的
关键所在。

4.2有利于提高青少年辨别是非的能力
新媒体快速发展下，一方面来说，方便了人们快速地获取

信息和知识，便捷了人们生活中的方方面面，但从另一方面来
说，正因为互联网发展太过迅速，就不可避免地夹杂着一些别
有用心的人，他们利用互联网故意传播一些错误消息，青少年
因缺少辨别是非的能力，容易受到误导。通过加强红色文化的
宣传，提高青少年对主流文化的认识和辨别能力。

4.3有利于加强青少年对红色文化的认知
中外文化的差异性较大，外来文化常常带有明显的主观性，

甚至会强行“美化”一些历史和文化。与此同时，西方国家
在宣传时喜欢避重就轻，因而青少年在接收信息时就很容易会被

“牵着鼻子走”，久而久之，便会对红色文化失去兴趣，不再
关注红色文化。所以，我们需要通过新媒体的优势，重新唤起
青少年对红色文化的热情，同时纠正过往的一些错误认知，让
青少年更加自主地关注和喜欢红色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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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音符，每一段旋律都是有他的目的，所以演唱时一定要严
谨，多任何一个装饰音都是不应该的。《分骨肉》是一首相对
比较难演唱的作品，它的音域跨度较大，对音域的要求很高。
在演唱时，要有良好的气息控制强弱对比，有些地方的处理要
声断气不断张弛有度，这样才能达到演唱的情真意切。

首先，歌曲的前奏就是副歌部分的旋律，直接把情绪推起
来，立刻把人带入离别的悲伤情绪里。歌曲的开始，音域处于
中低声区，就奠定了整个作品哀伤的基调“一帆风雨路三千，
把骨肉家园齐来抛闪”，所以演唱时要注意，找好中低声区的
共鸣点，声音勿浮、勿飘，而应该找好中声区的支持点。“恐
哭损残年”这一句的“恐哭”是一个五度大跳，“哭”字音
比较密集，采用了一个连续下行的音阶，仿佛是哭泣着诉说自
己的命运，“告爹娘休把儿悬念”是对爹娘的宽慰，也是对自
己的宽慰，旋律逐渐走向下行，是一种无奈的叹息。第二部分

“自古穷通皆有定，离合岂无缘”旋律的律动感加强了，演唱
过程中要注意气息的流动。一直到“从今分两地，各自保平
安”这前两个部分都是一种叙述，是一种对亲人的劝慰，也映
射出探春将一去不归的结局。

在左右手八度的推进后，歌曲进入高潮，这时的演唱要注
意，气息要下沉，声音要拉宽，要唱出气魄，“奴去也，莫
牵连”，是这首作品的高潮，要用嚎啕大哭的这种感情去演
唱，仿佛真的是探春在无助的呐喊。“奴去”这两个音很难
发，一个五度大跳，并且在整首作品的最高音，我们可以想一
下，在嚎啕大哭之前，第一声一定是直的，因此“奴”字在
演唱时是不可以有颤音的，而“去”字就是嚎啕大哭，情感
的宣泄，要十分清晰地延长，作曲家写这一句的目的是想表达
一个人失去了亲人，嚎啕大哭的感觉，声音要保持住力度，把
激昂的情感表达得淋漓尽致。“莫牵连”也是一个嚎啕大哭的
抽泣之感的一种表现。紧接着第二次的“奴去也，莫牵连”情

绪再推一次，要比上一个更加高亢，是所有的感情爆发，将全
曲的哀怨离别之情推到极致。接着用一个衬词“啊”平缓了情
绪，音高也逐渐降低，又是对自己远嫁的命运无奈的叹息，最
后“奴去也，莫牵连”回归到了中低声区结束，随着长音仿
佛乘着迎亲的船渐行渐远。三次的“奴去也”，莫牵连”运
用了重复的手法，更加重了悲哀的气氛。

整首作品的咬字大多都是归在“a n ”前鼻韵母，例如：
“ 千 ”、“ 闪 ”、“ 年 ”、“ 念 ”、“ 缘 ”、“ 安 ”、
“连”，“a n ”前鼻韵母在歌唱中是不太好咬的，所以在演唱
时要控制好气息，避免声音虚掉，尤其是中低音区。

笙歌妙乐花钿重，柳姿杏面，乘舟欲归去。盼与玉郎长相
守，三千里路信难捎。离别总是愁更多，切勿挂牵，奴怕泪
儿洒。庭院深深恐难回，只消此情共平安。探春，好一个豁
达坚强的女子，“奴去也，莫牵连”，那一刻她刚强决断。

《分骨肉》这样一首悲剧性色彩的歌曲，唱的不仅仅是探春的
悲剧，也是整个家族由盛而衰的悲剧。王立平先生准确地还原
了《红楼梦》的内涵，每一首歌曲都有极高的审美价值，有
着独特的艺术魅力，都是流传于世的经典之作。我们作为歌
者，加强演唱技巧是必不可少的，但更应该把传递作品情感作
为意图，声音只是向听众传递的媒介，所以需要对作品进行详
细的分析和研究，准确表达作者的意图和作品的内涵，这样才
能把经典传唱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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