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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黄河大合唱》的创作背景 1

《黄河大合唱》是 1939 年由作词人光未然和音乐家

冼星海在抗日战争的革命根据地延安创作完成的。

1937 年，中国爆发了抗日战争。面对日本侵略者的

挑衅，国共暂时搁置分歧，走向统一，形成了民族统一

战线。1938 年 11 月，诗人光未然看到汹涌壮观的壶口瀑

布，英勇奋战黄河的船工们不被眼前的画面所引发的心

灵震撼，强烈激发了他的灵感，他以满腔的热情为祖国

创作了大型朗诵诗《黄河吟》。从法国回来后，冼星海已

经是一位著名的作曲家。他经过长途跋涉来到延安。他

在文艺晚会上被长诗《黄河吟》深深打动，并在短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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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完成了八个乐章的配乐。1939 年 5 月，在延安鲁迅艺

术文学院建院一周年庆祝晚会上，《黄河大合唱》首演。

从此，黄河大合唱从延安传到了中国乃至世界。

歌曲是以爱国主义为基本主题，以黄河为基础为背

景，描述了敌人入侵前后两岸人民生活的残酷巨变，揭

露了敌人的残暴，痛诉了人民遭受的沉重灾难，激发了

人民献身于民族战争、热情高涨的中华民族坚强的战斗

精神。这首震撼世界的音乐巨作，给战争中的人们带来

了强大的精神力量。鼓舞和鼓舞中华儿女保卫祖国的信

心和决心。

二、《黄河大合唱》的艺术特征分析

《黄河大合唱》作为一部大合唱一共八个乐章每一章

节都是通过朗诵和乐队为背景串联起来并有着丰富多彩

的演唱形式。具体如下：

（一）《黄河船夫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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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乐章是一首混声合唱，在日常生活中，河上的

船夫们在与惊涛骇浪涛搏战时，常常是要集体高声呐喊

以自我鼓劲、相互鼓励、协调动作并以壮声威的。冼星

海把这一生活的真实引入本曲，诗词用简短有力量的船

夫号子“咳哟！划呦！”为引子，伴随着号子刚劲有力

的节拍，将简短的诗词与船夫号子“一领众喝”的表现

方式向结合。作曲家用紧凑的音乐动机结合多次出现的

前十六后八与三连音节奏型配合歌词“乌云、波涛、冷

风、浪花”和“睁开眼、把住腕、别偷懒、莫胆寒”展

现了黄河的险恶环境和船夫的不屈不挠精神，作品中没

有一个字是从正面描写船工的，但是我们仍旧能从旋律

中感受到黄河船夫的英勇形象。通过黄河船夫精神引出

中华儿女不畏艰险、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民族精神！

（二）《黄河颂》

第二乐章是男中音独唱，题目中的“颂”这种体裁

来源于西方，是西方宗教界一种常用的音乐表现手法。

冼星海借鉴西方宗教颂歌的音乐题材，将音乐与语言完

美的结合在一起，歌颂我们伟大的“母亲河”——黄河。

“奔”“掀”“结”“劈”这些动词展示了黄河坚不可摧的

力量。后面接着三个以“啊！黄河引导的段落层层递进、

节节深入展现了黄河对于中华民族的重要性。音符之间

级进和跳进的转换，用仿佛一条如黄河般的旋律线表达

对黄河的赞仰之情以及对祖国大好河山的热爱之感。

（三）《黄河之水天上来》

第三乐章是配乐诗朗诵，从“黄河之水天上来”到

“动摇了地壳，冲散了天上的乌云”，刻画了黄河的奔腾

不息和势不可挡；“啊！黄河，河中之王！”到“饥饿

和死亡，像黑热病一样在黄河两岸传染”等句，这些诗

句既描写出了中华民族正在遭受战乱的各种场景，也表

达了作者对于造成这种现状的愤怒与担忧。在这一乐章

中，冼星海将中国传统乐器三弦用为主伴奏乐器，体现

出鲜明的民族个性；还借鉴了《满江红》和《义勇军进

行曲》中的部分旋律，他还将西方诗配乐的复调形式改

编为平行方式，既有传统的音乐体系又有鲜明变换丰富

的音乐个性。

（四）《黄水谣》

第四乐章是女声二重唱，这一乐章在内容上有强烈

的对比，前半部分是对黄河儿女幸福美好生活的憧憬。

后半部分“自从鬼子来，百姓遭了秧！”“烧杀掠夺，妻

离子散”等词的出现，乐曲风格骤变，呈现出当时社会

的悲惨景象。作者将唯美与凄凉形成鲜明对比。再加上

歌曲采用了传统的五声调式，使得此曲旋律优美但又充

满了无奈和忧伤。

（五）《河边对口曲》

第五乐章是男生二重唱，讲述的是两个流离失所的

老乡之间倾诉衷肠，泪眼相望的悲伤故事。“张老三，王

老七，一个在山西，一个在东北，一个种庄稼，一个做生

意”不同的生活却有着同样的遭遇。作者用用两位老乡

代表全中国的同胞，化悲痛为力量，从苦难中站立起来，

保卫中华，把鬼子赶出中国！从音乐上，采用山西特有

民歌方言和民族五声徵调式，这种独特的问答式有着浓

郁的民族风情，看似平淡无奇实则充满着坚定不移的民

族精神力量。

（六）《黄河怨》

第六乐章是女高音独唱，这一乐章可以说是《黄河

大合唱》整体情绪宣泄的一个高潮，从一位战乱中苟且生

活的妇女角度讲述战争给人民带来的痛苦，诗词的开头这

个妇人就开始哭诉：“风啊你不要叫喊，云啊你不要躲闪，

黄河你不要呜咽，今晚我在你面前哭诉我的愁和冤”。想

把自己的怨恨发泄在涛涛的黄河之水里，用自己的眼泪和

鲜血激起人民复仇的热情。在音乐上，这首歌的前半部分

以哭泣的口吻为主，后半部分以控诉的口吻为主，代表了

被压迫妇女的声音。这是一首含着眼泪唱的悲伤的歌。

（七）《保卫黄河》

第七乐章是齐声和二声部、三声部轮唱，作为《黄

河大合唱》整部作品的高潮，是借黄河来寓意中华民

族——保卫黄河也就是保卫全中国。“吼”“叫”“咆哮”

等动词展现了一幅如泣如诉的画面。作者还通过“家

乡”“黄河”“华北”“全中国”，这四个由小到大的方位

的描述，配合着一浪高过一浪的情感递进，使听众觉得

血脉膨胀，斗志昂扬，身临其境，忘乎所以。诗词形式

整齐对仗，并且使用了很多生动形象的词展现战士们奋

勇杀敌的精神气概。在音乐上，将节奏规整、旋律鲜明

的广东舞狮音乐运用其中，并加入了模进的写作手法，

旋律丰富多彩，感情真挚肯定。最后一句是全曲的精髓，

用不断增强的力度将全曲的高涨情绪推向了顶峰。

（八）《怒吼吧！黄河》

第八乐章是混声合唱，也是《黄河大合唱》的尾声，

是中华民族向全世界发出的怒吼声。作者运用了“怒

吼”“掀起”“狂叫”“啸”一系列的动词表明全民觉醒，

团结一心共同抗敌的决心，借用黄河水汹涌澎湃的气势

表明全民族战斗的号角响起，万众一心投入到保卫祖国

的生死较量中。在音乐上，用级进上行的曲调和切分节

奏营造出一种不可阻挡的前进气势，让人热血沸腾，将

黄河的怒吼的形象酣畅淋漓的展现在世人面前，永远鼓

动中国人民奋勇前行。

三、《黄河大合唱》中的教育意义

（一）学习英勇无畏的战斗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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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大合唱》可以体现广大中国人民英勇无畏的

战斗精神。在战争背景下，战士们明知前方荆棘重重，

可能会付出生命，但依然誓死保卫国家。整部作品通过

充满刚毅、力量的旋律语言将无畏的战斗精神刻画得淋

漓尽致。比如，在《保卫黄河》这一乐章中，可以感受

到民族英雄在万山丛中保卫家园的场景。在听觉感受上

给人一种紧迫感，让人浑身充满力量。又如《河边对口

曲》乐章采用了对唱和合唱形式，能够看出张老三和王

老七有家不能回，表示要一起打回老家去。虽然明知敌

寇的无情残酷，但两人依然抱着为国家去当兵的决心，

流露出英勇无畏的战斗精神。虽然这段历史对中国人来

说是不愿回忆的，但正是因为有无数先辈的英勇战斗，

才有了今天辉煌的新中国。当人们说起这段历史时，不

单单只涉及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为，更赞扬了在战争

中英勇战斗的英雄们。《黄河大合唱》中的每一个乐章都

直观地表露了敌寇入侵战争下的中国人民从受压迫到团

结抗争的心理，能够进一步培养当代人的爱国主义意识。

（二）学习顽强伟大的民族精神

《黄河大合唱》仿佛黑暗中的一缕光，照耀着中华儿

女，它为千千万万的中华子民带来力量。《黄河大合唱》

不仅歌颂了黄河、祖国，还赞扬了中华民族顽强的民族

精神。《黄河大合唱》所有的乐章都是围绕灿烂的民族文

化、爱国等三个主题展开的，融入了丰富的真实情感，

再借助多元化的表达形式，将饱受侵略下的中华儿女情

绪予以表现，使乐章进入高潮。在作品现世时中国正在

饱受欺凌，作品中描绘的每一个场景可能是人们亲身经

历或目睹过，作品中的每一个字眼、旋律、节奏都能表

现出中华民族的坚强意志和团结奋斗精神，凝聚了中华

民族的抗日热忱。因此，可以说《黄河大合唱》中体现

的民族精神是顽强且伟大的。直至今日，尽管距离抗战

胜利已经七十多年，但是只要回忆起这段历史都能看到

《黄河大合唱》的身影。

（三）学习炙热的爱国主义精神

《黄河大合唱》是继《义勇军进行曲》之后又一首饱

含爱国主义精神的作品，创作者本身也拥有爱国主义情

怀，才能创作出这样一首历史经典。作曲家冼星海曾经

表示应当在抗战时期多创作一些能够激起人民抗战情绪

的作品，这也可以看出冼星海本人饱含着爱国之心。在

战争爆发之后，全国上下团结一致，共同抵抗日本帝国

主义。声乐作品的力量不可小觑，可以激励人们同仇敌

忾，《黄河大合唱》正好证明了这一点。《黄河大合唱》

的首次演唱便收获了一大片掌声，给抗战时期的人们带

来了一丝慰藉，也使得众多中国儿女的使命感被激发，

进一步坚定了人民共同抵抗敌人的决心。

（四）学习伟大的团结精神

中华民族一直追求和平、和谐、和睦，在抗日战争

到来之前，人们没有意识到战争有多么残酷。当敌寇发

动侵略后，中国百姓意识到一个人的力量是薄弱的，只

有全部中国人团结在一起，才会释放巨大的爆发力，才

能将侵略者赶出中国。在此过程中《黄河大合唱》发挥

了关键作用。当时人们被迫妻离子散、家破人亡，为了

能够凝聚核心力，《黄河大合唱》的出现将人们内心的爱

国情感凝聚到一起，在动荡的时代给予了中国人自信心。

伴随《黄河大合唱》传唱范围不断扩大，人民的团结精

神日益增强。《黄河大合唱》是抗日战争时期的作品，它

的问世极大的激发了中华儿女的爱国热情，在抗战时期

产生了巨大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在 21 世纪的今天仍能够

给我们一种力量、一种动力。

四、结语

《黄河大合唱》在我们耳畔回荡了 80 多年。它的艺

术魅力非但没有减弱，反而更加蓬勃，因为它的精神意

义已经超越了艺术本身。无论是现在、过去还是未来，

它都将继续在各个领域发挥激发和连接情感的重要作用。

它就像一声永不停息的号角，让我们铭记我们民族的苦

难历史，让我们鼓起勇气追求自己民族的自由和幸福，

让侵略者听到它就会振奋，让全世界的中国儿女永远心

连心。其中蕴含着奉献精神、民族精神、爱国主义精神

及团结精神，时刻鼓舞着人心和士气，也激励着新一代

的中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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