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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和音乐的完美结合
——以歌曲《彝人之歌》和《让我们回去吧》为例

吉克子古

（西昌学院，四川 凉山 615000）

摘要：影响一首歌曲获得成功的因素是多方面的。除了把歌词写得好，曲子谱得优美，还需把歌词和曲子结合得密切融洽，相得益

彰。音乐的文学性与文学的音乐性使它们在发展过程中相互影响和相互融合，从而扩大了它们的表现力和影响力，丰富了它们的文化内涵，

促进它们共同繁荣和发展。本文尝试以音乐与文学之跨学科理论视角，以当下彝区广为传唱的通俗歌曲《彝人之歌》和《让我们回去吧》

为范例，进行文本分析，阐释文学和音乐的完美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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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音乐和文学的联系

从人类的文艺发展史来看，音乐和文学自诞生之日起就是一

对难分彼此的孪生兄妹。仅以诗歌为例，“诗歌”这一名称本身

就昭示了作为文学身份的“诗”原本是以“歌”的形式予以表现的。

这样的现象，古今中外，概莫能外。古希腊的荷马史诗《伊利亚

特》和《奥德赛》，他们是文学也是史诗。作为音乐它是说唱的。

中国的先秦时期现实主义诗歌总集《诗经》中的“十五国风”，

即便经由宫廷乐官之手，即使经过孔子整理，也难以抹掉其来自

民间歌谣的历史事实和原始风貌。

彝族既是个诗歌的民族，也是个音乐的民族。文学与音乐“难

解难分”的生存形态，至今依然能够在彝族社会生活中得到活态

的明证。彝族的创世史《勒俄特依》教育经典《玛牧特依》哭嫁

歌经典《妈妈的女儿》，无一不是说唱文学。且依然以活态形式

存在于彝族社会的婚丧嫁娶仪式活动和节庆中。

二、《彝人之歌》的音乐与文学结合

歌曲《彝人之歌》是彝族诗人吉狄马加作词，彝族音乐组合

山鹰组合主创人吉克曲布作曲的一首歌曲；这首歌是音乐和文学

二者艺术形式相互结合的典范，堪称完美。

（一）文学的音乐性：文字本身带有旋律

《彝人之歌》的歌词：我曾 // 一千次 // 守望过 // 天空，那是

因为 // 我在等待 // 雄鹰的出现；我曾 // 一千次 // 守望过 // 群山，

那是因为 // 我知道 // 我是鹰的后代，我曾 // 一千次 // 守望过 // 天空，

那是因为 // 我在期盼 // 民族的未来；我曾 // 一千次 // 守望过 // 群

山，那是因为 // 我还保存着 // 无法忘记的爱。哦……啊呀啊咿啊

呀啊呀咯……从大小凉山 // 到金沙江畔，从乌蒙山脉 // 到红河两岸，

妈妈的乳汁 // 像蜂蜜一样的甘甜，故乡的炊烟 // 湿润了 // 我的双眼。

音韵美是诗歌语言最重要的特征之一。诗要易唱、动听，“吟

咏之间，吐纳朱玉之声”，就必须讲究音韵。歌词从音韵美的角

度去分析，即从节奏、押韵和声调三个方面入手，分析歌词中蕴

藏的平衡、和谐的特征。

1. 节奏。节奏在歌诗中指的是通过语言有规律的停顿和反复，

呈现一种整齐转换的美。汉语歌诗的节奏主要是通过整齐一致的

句式，有规律的音节来呈现的。这首《彝人之歌》的歌词结构严

密整齐，层次分明，是一首典型的两段式歌诗。从“我曾一千次

守望过天空，……那是因为还保存着无法忘记的爱。”为第一段；

从“从大小凉山到金沙江畔，……故乡的炊烟湿润了我双眼。”

为第二段。每句歌词之间的联系也严谨紧密，如歌词的第 1、3、

5、7、9、10 句为 10 字句，第 2、4、6、11 句为 13 字句；第 8 句

和第 12 句分别为 15 字句和 12 字句。而且其节奏非常整齐清晰，

如歌词的第 1、3、5、7 句的节奏为二三三二节奏，第 2、4、6、

8 句歌词的节奏分别是四四五、四三六、四四五、四五六的节奏。

这其中第 2 句和第 6 句一样，第 4 句和第 8 句之间和跟 2 和 6 句

接近。副歌部分中 9 句和 10 句两句都是五五分。11 句和 12 句式

分别为五八分节奏和五七分节奏，也非常接近。

2. 押韵。押韵是体现诗歌音韵美的最主要手段，韵的反复出现，

有利于营造一种音韵回环的氛围美，并给人以有规律停顿的稳定

感。押韵也有多种押韵，有句前韵、句中韵和句尾韵。一般常用

句尾韵，这首诗押的最多的也是句尾韵，第二句的“现”、第三、

七句的“山”、第九句的“畔”、第十句的“岸”、第十一句的

“甜”和第十二句的“眠”的都是押“an”。押“an”是言前韵；

还有第四句的“代”、第六句的“来”和第八句的“爱”都是押

“ai”，是十三辙中怀来韵。言前韵和怀来韵的声音都特别的响亮，

抑扬顿挫，整齐对称，增强节奏感，处在末尾起着相互应和，让

人印象深刻，便于记忆和传播的作用。

3. 声调。声调同节奏、押韵一起是构成诗歌音韵美的三大因素。

声调在诗歌中主要以平仄来区分。我国规定有四个声调，如阴平、

阳平、上声和去声。以阴平和阳平为平声，上声和去声为仄声。

声调的长短、高低、轻重相搭配，使音调具有抑扬顿挫的参差美。

这首歌词虽然没有像古诗词那样平仄对应或整齐，但是其平仄相

间形成抑扬顿挫的美。主歌部分的开头两个字“我”和“那”两

个字都由仄声开头，中间主要为仄声，末尾为平仄相间。副歌部

分也是平仄相间，形成歌词的音调有抑扬顿挫的参差美。

（二）音乐的文学性：音乐是语言的局限延伸

1. 音乐思想的文学性。音乐是有思想的。它包含了人的思考，

情感和心境等多方面。音乐的创作离不开创作者的思考，情感的

抒发，心境的表达。因此，一切音乐中必然包含某种思想，是这

些思想把旋律和节奏组合起来，赋予了其生命。音乐是一种抽象

艺术，它是通过声音来抽象地表达它的思想，通过节奏、旋律和

声以及音色表达它的情绪，它的情绪就是它的思想。这首《彝人

之歌》是用优雅而舒缓的流行音乐风格来展示出彝族人高雅豪爽

的性格，这种音乐风格也符合了主歌部分中“我是鹰的后代”的

主题思想；还有这种像河流一样缓缓而来的旋律，还表达出彝人

的不断迁徙的艰难过程，符合副歌部分歌词里的：“从大小凉山

到金沙江畔，从乌蒙山脉到红河两岸，妈妈的乳汁像蜂蜜一样甘甜，

故乡的炊烟湿润了我的双眼”。再加上有点舒缓而淡淡忧伤的旋

律表达出彝族人生存和生活的艰难，在中间跨度中演唱的那句彝

语民歌式：“哦……啊呀啊咿啊呀啊呀咯……”的撕心裂肺式的

演唱表达出彝族人刚烈坚强果断，面对艰难生活坚强不屈的性格。

文学是通过文字符号媒介来表达思想，音乐通过声音形式来传达

思想，而音乐的歌词和旋律为构成材料的声音富有人文性，蕴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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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感与思想，所以音乐的表达及其思想具有文学性。

2. 音乐表现手法的文学性。音乐和文学的很多表现手法是相

似的，比如文学作品，特别是诗歌，它的段落结构方面。文学（诗

歌）作品经常出现三段式，歌曲的三段式是最常见的。许多音乐

也经常使用 ABA、ABB、ABC 的三段式结构，比如《彝人之歌》

本来是二段式的诗歌从“我曾一千次守望过天空”到“那是因为

我还保存着无法忘记的爱”，这是第一段；从“从乌蒙山脉到红

河两岸”到“故乡的炊烟湿润了我的双眼”，这是第二段，但是

作为歌曲时，曲作者为了好接或好跨度加了衬词“哦……啊呀啊

咿啊呀啊呀咯……”衬词成为独立的一个段落，衬词本身也是音

乐。这样以后歌词和音乐都变成三段式了。这是 ABC 式的段氏。

最后主要是为了强调和服务于主旋律的。文学有排比的修辞手法，

它起到了重复强调的作用；音乐中也有类似的表现手法。比如《彝

人之歌》副歌“从大小凉山到金沙江畔……妈妈的乳汁像蜂蜜一

样甘甜”是重复演唱两遍的，目的就是起到重复强调的效果。因此，

音乐表达方式也具有文学性。

（三） 音乐文学：音乐和文学的密切结合

文学与音乐的结合需要文学情感与音乐情感的碰撞，需要以

相应的文学的情感抒发和音乐情绪抒发相结合。这首歌曲的歌词

本身是首诗，但它们是被赋予有歌词特点的诗，结构整齐，层次

分明，高雅大气的歌词与深刻辽远的音乐相结合，产生惟妙惟肖

的效果，而且写得意义深刻悠远，所以谱成歌而且取得成功，那

是理所当然了。

三、《让我们回去吧》的音乐和文学结合

这首歌曲是彝族诗人吉狄马加作词，彝族歌手奥杰阿格作曲

的一首歌曲。这首歌曲是吉狄马加和奥杰阿格两位词曲人专门为

孜孜普乌（云南昭通彝族六支分族之地）做的音乐，具有寻祖归

根之意。

《让我们回去吧》的歌词如是：让我们回去吧，回到梦中的

故乡，让我们回去吧从不同的方向，告诉我是谁还在轻声的召唤，

那声音飘过千年的时光，我仿佛又闻到了松脂的清香，我分明又

看见了祖先的骏马和牧场，让我们回去吧让我们回去，那些曾经

有过的欢乐和悲伤都会成为过去，让我们回去吧让我们回去，我

们要在那里又一次尽情地倾诉歌唱，让我们回去吧，回到出发时

的地方，让我们回去吧，带着全部行囊，告诉我是谁还在那里等待，

那执着和向往从未改变，我好像又听到了群山的回声，我依稀又

梦见了，迁徙的部落和牛羊，让我们回去吧让我们回去，那些坚

守至今的梦想和希望都将变成现实，让我们回去吧让我们回去，

我们要在那里再一次获取生命的力量。

语言的和谐美是歌词必备的条件，它包括声律的平仄的搭配、

长句和短句的搭配、节奏急缓的搭配、语序的安排、结构的协调

和语境的设置等。只有歌词的语言和谐了，语义就清晰明白，使

人听之清晰悦耳，读之朗朗上口，这是文学语言音乐美的重要特征。

以下从歌词结构和谐、文字押韵和语言的意境美来分析。

（一）文学的音乐性：文字自赋有旋律

1. 结构的和谐。这首歌的歌词结构严谨整齐，错落有致，长

短句之间的搭配合理。它是典型的三段式诗歌，从“让我们回去吧”

到“从不同的方向”为第一段；从“告诉我是谁在轻声地召唤”到“我

分明又看见了祖先的骏马和牧场”为第二段；从“让我们回去吧

让我们回去”到“我们要在那里又一次尽情地倾诉歌唱”为第三段。

第二遍也一样。三段中每段都基本整齐有序，错落有致，产生一

种层次感，具有音乐的结构和谐之美，也具有音乐的节奏和谐之美。

2. 押韵。押韵也是构成语言的和谐美，韵的反复出现，有利

于营造一种音韵回环的氛围美，并给人以有规律停顿的稳定感。

押韵对于强化诗歌的情感色彩具有相当重要的作用。歌词中第二

句的“方”、第四句的“向”、第六句的“光”、第七句的“香”、

第八句的“场”、第十二句的“唱”、第十四句的“方”、第

十六句的“囊”、第二十一句的“羊”和第二十五句的“量”是

押“ang”，是“江阳”韵，“江阳”韵读起来声音高亢洪亮，表

现出热烈，激昂情感，是对归祖的激动的心情。 

3. 意境美。所谓“意境”就是文艺作品中所表现出来的情意

和境界。就是作者在作品中，通过形象描写出来的情调和境界，

是作品中呈现的情景交融、虚实相生的形象。在歌词中作者用“群

山”和“松脂”形象地表达出了彝族是山地民族的特点，用“骏

马和牧场”与“部落和牛羊”来形象地表达出了彝族在迁徙中的

艰难过程，也描述出彝族的游牧生活方式和民族人文环境。

（二）音乐的文学性：音乐是文学的局限延伸

1. 音乐情感的文学性。音乐是抒发和表达人的喜怒哀乐之情

的，来自于人的生产生活，也是人主观性的艺术创作。它是通过

旋律、节奏、和声和响度的不同结构来表达人的情感情绪，并随

之带来的不同变化。《让我们回去吧》这首歌的旋律和节奏就像

是历史的河流即将缓缓而来，悠远辽阔，舒缓大气的音乐勾起人

的心潮澎湃，并伴有淡淡的忧伤。这豪迈和哀伤的复杂情感形式，

是对祖先的崇敬和对历史的追思之情。这是这首音乐所表达出来

的艺术情境和审美旨趣，所以音乐的情感表达具有文学性。

2. 音乐意境的文学性。通过音乐的画面感表现出自己的喜怒

哀乐，借助自己的想象，将这种画面感作为中介根据自己的阅历

将其再现，以此来体会作曲家的喜怒哀乐。这是跟读者在阅读文

学时体会作家或注重人物如出一辙。无论是音乐还是文学，他们

的主体都是人，人可以通过文学展现画面，也可以通过音乐展现

画面，通过画面联想到种种情节。在这首歌曲中，以舒缓优雅的

旋律让人联想到彝区层层叠叠的连绵群山的画面，所以音乐情感

是具有文学性的。

（三）音乐与文学的结合

文学和音乐的结合需要相应的情感表达和情绪抒发，文学情

感和音乐情感的巧妙碰撞。这首歌曲的歌词结构和音乐结构严谨

整齐，形成对应的三段式歌曲；音乐情感的那种舒缓高雅的抒发

和歌词追根寻祖的情感相符；这首歌词本身也是一首诗，诗歌语

言的凝练、优美和节奏被赋予了音乐性，包含了音乐的语言。悠

远苍凉的旋律也符合了山地民族即彝族的内在精神、文化特性与

情感形式。歌词的深度意蕴和曲子的悠远辽阔相结合，成就了这

首歌，并成为经典歌曲，也是文学与音乐两种艺术形态的完美结

合之作。

四、结语

综上所述，这两首歌曲可以说是文学（特别是诗）和音乐完

美结合的典范，可以作为模范标准来学习和参考。文学和音乐虽

然是两种不同的艺术形式，但它们都是表达词曲作者的思想感情，

它们的主体对象都是人，都是抒发人的喜怒哀乐。它们既有个性

也有共性，音乐是情绪的抒发，文学是想法意义的表达。所以文

学的情感表达和音乐的情绪抒发相吻合才能成就一首音乐文学作

品。文学是音乐基础，可以为音乐提供创作素材，音乐是文学语

言的局限延伸，它就像是文学的翅膀，可以给文学插上翅膀飞得

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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