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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中国艺术歌曲《大江东去》的艺术之美 
詹　翠　刘佳佳

（湖南交通工程学院，湖南 衡阳 421001）

摘要：《大江东去》是中国著名音乐家青主先生于1920年在德国所作，其歌词选自北宋时期著名文学家苏轼的《念奴娇·赤壁怀古》，

是中国第一首艺术歌曲，本文将具体赏析《大江东去》在词和曲的结合上产生的音乐之美。《大江东去》是中国艺术歌曲的典范之作，

是中国艺术歌曲中的瑰宝。青主在创作手法上运用了西方的作曲技法，结合苏轼的词，中西结合使歌曲的表现手法拥有舒展、潇洒的风

格，也具有淳朴、广阔的气息，仿佛当年的场景就在听者眼前。词中英雄们的为国捐躯以及赤壁之战中的激烈场景，通过音乐转化为想象，

把浪漫主义情怀抒发的淋漓尽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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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大江东去》选词上的分析

《大江东去》无论在曲还是词上皆有高超的表现手法，先有

词，后有曲。《念奴娇·赤壁怀古》创作于宋神宗元丰五年，是

苏轼在黄州所作，因苏轼在元丰二年作诗讽刺新法，惨遭入狱，

后被救出，但也被贬至黄州，官至团练副使，此时的苏轼在事业

上受到的挫折和失败，对于一个胸怀大志的人无疑是巨大的打击，

然而苏轼并没有被所遭受的挫折和失败压倒，并创作了此词来抒

发自己的豪情壮志，爱国之心。将心中的沉郁，政治上的失意，

历经的挫折，都随着江水滔滔向东流去。

该词上阙先以波澜壮阔的长江为背景，突出赤壁战场壮观险

要的形态，勾画出江水拍岸的巨响，激起浪花的巨浪仿佛是众多

英雄豪杰在赤壁大战中的激烈场景，下阙描绘出周公瑾与孔明的

英雄气魄，勾画出当年火烧赤壁的历史事件，最后抒发词作者内

心深处对于人生往事的感慨。

谈笑往事，古今多变，1920 年夏青主与好友在湖中划船游玩

时，暴雨突然而至，而雷鸣暴雨的惊天动地却使得青主精神振奋，

回到住所他想了一夜以后，到了第二天，坐在钢琴旁的他谱出一

段旋律，并选用了苏轼的《念奴娇·赤壁怀古》作为歌词，这便

是一代名曲《大江东去》的诞生。

一首歌曲不仅要在曲上抓住人心，还要在歌词上吸引人的眼

球，《大江东去》这首歌，在歌词中使人幻想到自己回到了过去，

眼前的江水在诉说着往事，看着赤壁，就好像看到了战争的激烈

争夺，英雄的豪迈，无论公瑾还是孔明，都已成往事，是非成败

转头空。给人一种无限的遐想，纵观人生，不过一场梦，留下的

只有皎洁的明月和滔滔的江水，在歌词中就能给人一种丰富多彩

的感受，这便是歌词上的美，一种壮美。

这首词充满怀古之风却又不失抒情动人之情，写出了苏东坡

对人生的感慨，对自身消磨壮志殆尽，又转变到以开阔之胸怀投

入到岁月的长河和人生的百态，大浪淘尽了历史中的风流人物，

以一人之微，且能不悲叹？苏轼在风云莫测的政治生涯中得到了

超脱自身的体会，既然历史长河中的的风云变幻，那么以一人之

荣辱何须悲悯！世人生活于世，往往看重于功名成就，在苏轼看

来难免过于拘泥于尘世间的腐朽之风。说到三国赤壁大战，这是

苏轼对于历史风云人物的怀古之情，其中“乱石”“崩云”“惊

涛”“裂岸”“卷起”描绘出大江波涛奔腾气魄的壮观景象，苏

轼在这一段词中用了一些动词来描摹其中的激越于雄壮，但随后

苏轼从描绘情景转变到描绘人世，“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

这两句词中突出了苏轼对于情景和人物之间的关系的微妙，此情

此景，但已物是人非。

二、《大江东去》的创作背景

二十世纪初的中国正处于风雨交加，民族危亡的时刻，这时

候的知识分子都希望自己能为祖国奉献出一份力量，来兴旺发达

自己的祖国。歌曲创作与青主留学德国期间，那是 1920 年的某个

月明之夜，朋友们邀请青主去湖上泛舟，突然，雷鸣电闪，风雨

交加，归来之后，他仍感兴奋，故此一面听着外面的风雨和松涛声，

一面忽然得到这首歌的动机，思量一夜之后，按着苏东坡那篇《念

奴娇·赤壁怀古》的词略加修改，便把它写了出来。

青主也是一位心中充满着爱国情怀的知识分子，他参加辛亥

革命，把自己的力量融入到推翻封建统治抗争帝国主义的主流中，

同时把救国救民的民族重担也寄托在音乐当中。《大江东去》的

创作正是青主借用苏轼在词中的豪放之情来抒发自己的情感，突

出在改变中国封建时代的不畏艰险和豪情壮志，希望自己像苏轼

一样在困苦不堪的年代中也一样对自己充满信心。

虽然青主并不是专攻于音乐专业，但是在短暂的数年的时间

中，青主一跃成为中国二十世纪初的伟大的作曲家，在当时推动

了中国近现代艺术歌曲的发展与创作，将一片光辉的前景公之于

众，成为当时音乐家纷纷效仿的对象。在这期间使得中国近现代

音乐理论知识得到了一次升华，使中国艺术歌曲不仅仅局限于中

国的民族调式，使得中西音乐交融的更加密切。青主运用西方的

作曲技巧，与中国古典诗词相结合，诞生出一种别有风味的创新

风格，展现了中国古典文化的魅力，同时也使得中国音乐也走向

了世界。

通过对作曲家创作时身处的背景，也可以让人感受到当时中

国的年轻人正在为改变旧时代的中国而奉献自己，为革命事业的

成功而努力着。《大江东去》仿佛是一股巨大的力量激励着作曲

者自己，即使面对黑暗的时代，也要作出抗争的怒吼。《大江东去》

这首中国艺术歌曲仿佛是冥冥之中青主与苏东坡跨越时空的志同

道合，两人在思想上的共鸣，不仅促进了宋词文学中的一篇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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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也在中国近现代艺术歌曲的历史上树立了一座极具纪念意义

的里程碑。

三、《大江东去》歌曲分析

《大江东去》为四四拍，全曲在 G 大调和 e 小调相互转换的

基础上，展示了转调变化后的歌唱风格和情感的转换，构成了一

首带有尾声的二段体规模的乐曲。

因为苏轼在词中采用的是叙事和抒情的手法来完成的词作，

所以青主在创作时运用了欧洲艺术歌曲的传统格式，创作了一首

叙事曲“Ballade”。“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

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这两个乐句应带有朗诵的方式歌唱，并

采用宣叙调的表现形式。青主不仅作了强弱的处理，还注重强调

旋律，使这两个乐句富有一种豪爽大气的风格，产生一种雄伟壮

阔的气势。

《大江东去》第一段以庄严的广板进行，皆是一字一音，在

叙述性歌唱的同时并配有豪放雄健的钢琴伴奏，伴奏与歌词相互

照应，可以使听众更加容易入戏，仿佛随苏轼一同面向着滚滚东

去波浪滔天的大江，脑海中不觉浮现出那时赤壁大战的壮烈景象。

“乱石崩云，惊涛裂岸，卷起千堆雪，卷起千堆雪”此处作

曲家运用半音音阶描绘，在听觉上给人一种惊险悲壮的感受，也

能让人幻想到当年在此地的赤壁大战中，英雄豪杰们拼死搏杀的

壮烈景象，这便是词与曲照应的美妙结果。

另外第二个“卷起千堆雪”与第一个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第

二个“卷起千堆雪”运用了下行音阶，把前边紧张的状态收了起来，

给人一种过去的往事和昔日的战争都荡然无存，万物皆空，都随

着江水滔滔流去的感受，同时也给“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英雄豪杰”

做了铺垫，在情感上造成此起彼伏的作用。

“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

强橹灰飞烟灭”，第二段中为了更好的刻画出公瑾与孔明的英雄

形象，曲风由前一段的激烈壮阔变成了抒情优美，由宣叙调转换

为大线条的咏叹调。歌词具有丰富的浪漫主义色彩，画面感十足，

英雄豪杰的英姿飒爽，仿佛历历在目。

“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我认为这一乐句在

全曲中最耐人寻味，是极富有情感的。犹如梦醒一般，无论是英

姿飒爽的公瑾孔明还是激烈悲壮的赤壁大战，都已烟消云散，我

已白发，还如此的多情。

“早生华发”作曲者在此处作了渐慢的处理，突出了岁月不

饶人，心中虽有一番雄心壮志，但时光飞逝，不得不暗自感伤的

情感，使得作品在情感上抒发的更彻底，更感人。

“人生如梦，一樽还酹江月”作曲者在句中穿插使用休止符，

仿佛在低头思索人生的酸甜苦辣，顷刻之间才恍然大悟这如梦一

样的人生早已匆匆流过，便把酒洒向滚滚东去的大江中来祭奠着

皎洁的明月和已逝的流年。

青主运用西方的作曲方法，通过音乐术语的表达结合诗词的

意境，从而抒发了原词中的豪放庄重，借古思今的感慨之情。

四、由《大江东去》引发的的感慨

《大江东去》作为中国的第一首艺术歌曲，是艺术歌曲发展

史的一座里程碑。中国艺术歌曲在日后的发展中，形成了独特的

风格，选词上多以表情细腻、优美、意味深长、博大精深的诗歌

为主，词曲结合贴切，结构合理严谨，委婉起伏，强调作曲者内

心的独白。

《大江东去》不管在词上，还是在曲上，都各有其美，两者

合二为一之后，又得到了更大的升华。苏轼的豪放和青主的豪放

在时代中呼应着，特别是第二段，曲调优美中带着潇洒，浪漫的

气息和幻想的美好，把人物形象刻画的丰满真实

青主再创在这首歌曲的时候，以通谱这种写法，着重怀古与

抒情，特别注重诗歌的意境与原诗词所抒发的情感。中国的歌曲

有着自己的韵味，语言注意轻重缓急，四个声调中，每个声调可

以有很多的韵律。

在《大江东去》中，笔者深深地被该作品的钢琴伴奏所吸引，

该曲没有前奏，一字一音的风格显得歌曲更加庄重严肃，特别是

第一段中的间奏，忽高忽低，强弱分明，渐快而又不失威严，逐

渐转到弱声。当整首作品进入最后尾声时，伴奏转变为干枯的音型，

使结尾处显得荒凉悲情。可谓是伴奏影响词，词影响伴奏，形成

互补。

五、结语

《大江东去》的影响久远，是中国艺术歌曲的典范之作，是

中西方音乐文化中的融汇，这是一种进步，无数的歌者去歌唱它，

每个歌者的心中都与苏轼有着密切联系的共鸣，歌者演唱不仅是

单纯的融入自己的情感，更多的是为了表达出歌曲之美，宋词之雅。

《大江东去》这首中国艺术歌曲的诞生为后来以中国古诗词为歌

词素材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起到了先锋的作用，同时更好

促进中国近代音乐史的发展。中国艺术歌曲如今的辉煌和灿烂，

是词作家、作曲家、歌者共同努力来的结果，笔者坚信还有更多

的艺术歌曲等着我们去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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