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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新体诗歌艺术歌曲创作特征研究
——以《我爱这土地》为例

王　茜

（西南交通大学希望学院，四川 成都 610400）

摘要：现代新体诗歌的人文情怀和创作方式受到当代许多作曲家的青睐。当现代新体诗歌与艺术歌曲碰撞在一起时，则又多出了几

分渲染与内涵。我们唱起现代新体诗歌艺术歌曲时，能够感受到每个作品都散发着一定的时代气息。本文结合个人声乐学习的经验，以

现代新体诗歌艺术歌曲《我爱这土地》作为研究对象，阐述其歌曲创作背景、词曲特点等方面，探索现代新体诗歌艺术歌曲的创作特征，

以加强对这种声乐体裁的研究和学习，望能够给声乐工作者带来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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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歌曲《我爱这土地》词曲创作背景

（一）歌词创作背景

《我爱这土地》是现当代著名诗人艾青所写。当时正是日本

军侵略广大地区之时，国内一片兵荒马乱的景象，日军烧杀抢夺、

疯狂肆虐，人民生活在水生火热之中，他看着被践踏的国土，怀

着忧愤的心情和对侵略者的痛恨，挥笔写下了这首慷慨激昂的爱

国诗篇，他用文字当作钢枪直刺敌人胸膛，也希望唤醒更多的国

人去抵抗。

诗人把自己想成“一只鸟”，在祖国大地飞翔为大地而歌唱，

唱出了对大地的苦难与悲愤和对大地的憧憬与希望；即使死了，

也要将整个身躯融入祖国的土地中，以表示自己对土地的热爱。

诗人对土地炽热的爱已达到不知该如何去倾诉去表达的地步，借

助着“嘶哑”的歌声抒发着他内心对土地炽热的爱。在诗歌中，

用“寒冷”“血”“风”等刻画了一个个悲惨的命运，又通过“激

怒的风”“温柔的黎明”彰显出了音乐的柔美与刚烈。诗人的感

情由悲愤到称颂，再到憧憬，表现出人民坚信黎明一定会到来的

信念。最后一句“然后我死了，连羽毛也腐烂在土地里面”，诗

人为了表达出自己对这片土地的热爱，他毅然决然的选择献身于

这片土地。

（二）音乐创作背景

艾青所表达的爱国之情深深地打动了当代作曲家陆在易，因

此，陆在易先生历时四年，将《我爱这土地》谱写成现代诗歌艺

术歌曲。陆在易先生通过用细腻的语言来表达歌词中细微的变化，

如在歌词“这被暴风雨……，这永远汹涌……，这无止息……，

和那来自……”这一段，使用四个排比乐句衬托出激昂的情绪，

并都以弱起的形式进入，充分发挥了歌唱语气对情感推动的作用。

在音乐特征上，陆在易先生将西洋艺术歌曲创作方式中宣叙调和

咏叹调的写法引入中国艺术歌曲创作中，更加渲染处歌曲《我爱

这土地》的戏剧性和悲剧性色彩。歌曲《我爱这土地》钢琴伴奏

中歌曲前奏、间奏、尾奏不再只是单纯的连接部分，而是将它创

作成了补充性的音乐片段。

二、歌曲《我爱这土地》音乐特征分析

歌曲《我爱这土地》无论在歌词内容的选择上，还是结构形

式的安排上，都充分反映出作曲家的创作智慧，笔者将从曲式结构、

和声运用、旋律特点、织体等几个方面进行对歌曲《我爱这土地》

进行音乐特征分析。

（一）曲式分析

本歌曲《我爱这土地》采用了复二部曲式结构，大调式创作

手法，全曲的调性变化为：（1-50 小节）是 bG 大调、（51-57 小节）

转为 G 大调、（58-62 小节）又回到 bG 大调、（63-69 小节）A 大调、

（77-118 小节）再次回到 bG 大调。

最后加入了尾声，每一个大部分中是并列二部曲式结构。全

曲曲式结构图表如下：

表 2-1　一级结构 A

二级结构 引子 A B 补充 间奏

起止小节数 （1-9） （10-19） （20-40） （41-50） （51-62）

三级结构 a  a’ b c c d

调式调性 bG bG bG bG G bG

表 2-2　一级结构 B

二级结构 C B 尾声

起止小节数 （63-72） （73-95） （96-118）

三级结构 a2 a3 b c c d1

调式调性 A bG bG bG

引子（1-9）

调性建立在 bG 大调上，引子前两小节的旋律片段来源于全

曲最主要的主题动机，在伴奏上采取柱式和弦的形式，体现出一

种坚定有力的情绪，随后，伴奏织体采用连续不断的六连音一直

持续到第六小节，右手主旋律从高音区到低音区采用八分音符的

均分节奏，体现出一种内在的推动力，第七至第九小节，采用和

弦琶音的形式，并停留在 bG 大调的属和旋上。

第一个单二部曲式的第一部分 A（10-19）

该乐段为平行乐段，由两个乐句构成，第一乐句共五小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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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终止的和声结束在主调的属和弦上，第二乐句也由五小节构成，

在旋律素材上与第一乐句同头异尾，最后以 IV-V-I 完满终止，结

束在主调的主音上。该部分伴奏织体采用六连音与引子部分的伴

奏织体前后统一。

第一个单二部曲式的第二部分 B（20-40）

此段共三个乐句构成，第一个乐句从第 20-26 小节共七小节

组成，该部分主题动机以弱起小节开始，来源于第一部分主题动

机的后半部分，使音乐情绪与前一部分产生较大的对比，但伴奏

织体仍采用第一部分中的六连音形式，主旋律和伴奏与之前第一

部分既有统一又有区别，该乐句和声停留在 bG大调的六级附属和

弦上（V/VI）。第二乐句从 27-32 小节共 6 小节，旋律材料与第

一乐句相似，乐句结束处主旋律结束在调式的三音（bB）。第三

乐句从 33-40 小节，在重复第二乐句后继续扩展至八个小节，旋

律结束在调式的主音上，在和声上形成完满终止（V-I）。

补充段（41-50）

该段落共十个小节构成，在结构上起到与前后连接的作用，

在音乐情绪上，与前一部分相比比较平静，旋律起伏不大，和声

较为静止，伴奏织体采用柱式和弦和琶音的形式，从这几个方面

可以看出其与歌词所要表达的意境紧密结合，更多的表现了一种

对“土地”深深的情感。

间奏（51-62）

该部分由钢琴独奏完成，音乐情绪十分强烈动荡，可以分为

两个乐句，第一乐句四小节构成，旋律主题动机来源于第一部分，

伴奏织体采用三连音柱式和弦和连续快速的连音分解和弦；第二

乐句由八个小节构成，在音乐情绪上比第一乐句更为强烈，且与

第一乐句平行，乐句从 58-62 小节采用九连音加三十二分音符的

织体形式将音乐情绪推向高点，使后一部分的出现变得更为期待。

第二个单二部曲式

第一部分 C（63-72）共十个小节，该部分与第一个单二部曲

式材料上相同，但是在调式调性上发生了变化，从主调 bG大调转

换至 A大调，使音乐情绪得到了升华，作曲家很巧妙的是在该部

分的倒数第三小节通过和声手法又转回至 bG大调。第二部分主旋

律完全重复第一个单二部曲式的第二部分，与之不同的是在伴奏

织体写法上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左手采用柱式和弦形式，右手采

用快速的三十二分音符节奏，这里的材料来源于间奏部分。最后

完满终止结束在主调上。

补充段

该部分与第一部分的补充段相同，只是在伴奏织体上稍有变

化。

尾声（96-118）

该部分由两个乐句构成，第一乐句四个小节，第二乐句十个

小节，且这两个乐句为平行关系，通过“啊”这个衬词将音乐情

绪推向全曲最高点，再将间奏段的“因为我对这土地爱的深沉”

进行模进重复，旋律结束在主调的主音上，伴奏部分在主音长时

间的持续下对其进行补充，补充的部分来自于引子，从而将引子

和尾声形成前后呼应。

（二）和声分析

1. 附加音和弦、高位叠置和弦

为了得到民族化的和声音响，在和声手法上该曲中大量使用

附加音和弦与高位叠置和弦结构。

谱例 2-1 中画方框的位置截选自引子部分的第二小节，在

左手的伴奏织体中，bG 大调主和弦中加入六度音，和弦结构为

bG、bB、bD、bE，该手法在全曲中随处可见。

谱例 2-2 画方框的位置截选自补充段，在 bG 大调中属七和

弦由 bD、F、bA、bC 构成，但在此处右手的和弦音高为 bC、

bE、F、B，加上左手的属七和弦根音，我们可以发现该和弦为高

位叠置的属十三和弦，其中将五音、十一音进行了省略，该手法

在全曲中也较为常见。

2. 离调和弦

谱例 2-3 截选自单二部曲式的第二部分，此片段和声运用了

离调的副属和弦，将六级的副属和弦运用在了一个乐句的结尾，

形成暂时的稳定性，同时，也强烈的想要得到解决。随后便解决

至主调的六级和弦。

谱例 2-4 截选自第二个单二部曲式的第二部分，此部分从主

调 bG 大调转至 A 大调，在这两小节中作曲家巧妙的通过 A 大调

的重属导七和弦转回至主调上，A 大调的重属导七和弦为 #D、

#F、#A、C，而 bG 大调的六级七和弦为 bE、bG、bB、bD，二者

互为同和弦，也就是说该和弦在 A调中是重属导七和弦，而在 bG

调中却是六级七和弦，作曲家正是通过这样的一种和声手法将调

性平稳的转回到了主调。

三、结语

歌曲《我爱这土地》这首作品篇幅之长、情感表现幅度之大、

内涵之深。作曲家将这崇高的诗篇和独特的创作手法能够结合得

相得益彰，精确地把握了歌词内涵与时代精神的高度一致，反映

出中华民族的时代心声，流露着“大我”之情，呐喊着时代主旋律。

本文在撰写过程中，首先对现代新体诗歌以及中国艺术歌曲的含

义进行了简要解释；其次，对该歌曲的词曲背景进行了概述；再次，

从曲式、和声等方面对该歌曲的音乐特征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分析。

希望本文的撰写能为今后演唱现代新体诗歌艺术歌曲的歌者提供

可参考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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