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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歌剧《再别康桥》选曲《一首桃花》的
艺术特色与演唱感悟

詹　翠　刘佳佳 

（湖南交通工程学院，湖南 衡阳 421001）

摘要：《再别康桥》是国内第一部全国性公演的小型戏剧场景歌剧，开创了当代中国传统歌剧新的表现形式，其经典演唱曲目《一

首桃花》有着优美的旋律，浪漫的曲词。这部歌剧由作曲家周雪石先生创作，整部歌剧曲调优美，深受大众喜爱，其中选段《一首桃花》

是传唱度最高的歌曲之一。本文将通过自己演唱的感悟来分析《一首桃花》的艺术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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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剧《再别康桥》是由 20 世纪 30-40 年代的中国现代文学界

爱情故事改编的，以中国近代著名的才女、建筑家、文学家林徽

因为故事的主角，以她与现代建筑家梁思成、诗人徐志摩、哲学

家金岳霖的爱情故事为背景进行展开的。剧中的许多歌曲大部分

都是采用林徽因和徐志摩的诗，如《一首桃花》《再别康桥》《我

不知道风往哪一个方向吹》《偶然》等，且都被广泛传唱。

歌剧《再别康桥》是由武汉音乐学院歌剧作曲与艺术系教授

周雪石创编的，这部歌剧可以说是第一部成功地演出的小剧场式

歌剧，剧中运用最多的乐器之一就是小提琴和钢琴，没有用庞大

复杂的交响乐，配器虽然简练但不单调，反倒给观众一种精炼清

新的音乐气息，这让广大观众在欣赏歌剧时能够更多地投入其中

到人物性格演绎。该剧塑造了一个既具有新观念、有文学修养又

具有独特个性魅力的优秀女性林徽因；一个充满了才华和浪漫主

义情怀的中国诗人徐志摩；一个天生性格爽朗、有着远大抱负的

爱国人士梁思成；另外还有一位终生默默地爱着林徽因的哲学家

金岳霖。

周雪石为林徽因这个角色付出了很大的心血，鲜明地描绘了

一个有才华的名门闺秀。林徽因在学习中受到了良好的传统文化

教育，她熟知西方的文化，围绕在她身边的也都是一些新世纪时

代具有新思想的优秀年轻才俊，但她却不崇洋媚外，而是学成归国，

把毕生所学的知识倾付在对于中国的建筑建设当中。费慰梅曾经

在《回忆林徽因》篇文中这样讲到："在她身上有着艺术家的全部

气质。她能用它那精细而又充满洞察的眼睛去给任何艺术作品留

下它们自己的印记。"

这部歌剧的音乐创作风格紧贴现代戏剧真实剧情，继承了许

多中国传统音乐戏剧和民族音乐的独特性，同时也充分吸收了西

洋传统戏剧的艺术独到性和独有特点，使听众耳目一新。《一首

桃花》音乐旋律优美，既具有融合中国民族传统音乐独特的演奏

风格，也具有西方音乐传统派的音乐创作和表演技法，中西相互

地结合，把林徽因那种清新优雅脱俗的女性形象完美描绘了表现

出来。

小剧场歌剧《再别康桥》是一种新的尝试，它对于中国歌剧

的创作和发展具有很大的意义和影响。

一、歌曲《一首桃花》的创作背景

歌曲《一首桃花》选自歌剧《再别康桥》。歌剧围绕林徽因

与徐志摩、梁思成的故事展开，以倒叙的形式讲述开来。

《一首桃花》是林徽因所自己创作的一首诗。1931 年林徽因

得上了肺炎在广东香山一间小屋住院养病，此时徐志摩前来探访

并登门看望，两人互相相望谈笑甚欢，此情此景，林徽因就这样

亲手创作了这首著名的抒情诗词。在这首诗中她没有表现出对自

己身患疾病的苦难，却是充分地表现了她对于美好事物的生命之

美的一种赞美和喜爱，其用词婉转又富有浓郁的感情。

“桃花，那一树的嫣红，像是春说的一句话，朵朵凝露的娇艳，

是一些玲珑的字眼，一瓣瓣的光致，又是些柔的匀的吐息；含着笑，

在有意无意间生姿的顾盼。看，那一颤动在微风里，她又留下淡

淡的，在三月的薄唇边，一瞥，一瞥多情的痕迹。”

从歌词中，我们可以感受到诗人表达精炼，更看重诗词的艺

术之美，优美细腻的特色体现了林徽因独特的审美价值。《一首

桃花》在剧中是一首重要的唱段，在剧中，徐、林聚会既是重逢

又是永别，不仅可以突出人物性格，还为在歌曲的情感上作了铺垫。

二、歌曲《一首桃花》的作品分析

（一）曲式分析

《一首桃花》是一首女高音作品，在调性由 g小调转降 B大

调；结构上是分为 A、B 部分的两段体；在演唱情绪上运用宣叙

调与咏叹调相结合形式。A段主要写描写桃花静态的恬静与美丽，

B段主要是写桃花的动态美。

A 段，是由四个乐句组成，采用了四四拍，A 段的结尾，在

连接 B段时，中间设置了一个小节的转调，是进入 B段的过渡，

此处连续八度的进行将整个音乐推向了高潮。

B 段，经过一个小节的转调，调性转为降 B 大调，首先依次

是将在进入 B段的前两个小节依次交替换为四三拍，之后依次是

换为三个小节的四四拍，再向后是换成二小节的四三拍，交替地

依次出现在整个 B段。此段在演唱上速度加快，力度逐渐增强，

与前面 A段形成鲜明的对比，再到快结束的时候“一瞥，一瞥”

弱下来，又转到 g小调，拍子回到四四拍。

在音乐伴奏上，《一首桃花》音乐主题的配器采用小提琴主奏，

钢琴作陪衬的形式，就像男女主人翁在交流诉说，可以体现出女

主人公丰富的情感，使人物形象具有更深的内涵。作曲家周雪石

将此处的音乐形象处理的很是准确。

（二）艺术风格

《一首桃花》以林徽因的故事为背景主线，采用近代中国民

族音乐的风格。作曲家以描写自然景物的方法和线索，采用新的

和独特的手法和技巧，使得作品更加具有描绘自然景物的艺术风

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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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曲《一首桃花》十分具有中国的民族性。这首诗词在我们

的创作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深入地挖掘，这里面所蕴含和包涵的

民族性情感不仅包含有一份爱情，还有家国情怀，同时在时代的

衬托下，也升华了歌曲的内涵。

四、歌曲《一首桃花》的演唱处理

《一首桃花》是一首深受声乐学习者喜爱的歌曲，有不少歌

唱家、音乐学院教师学生和非专业人员演唱。我听过很多版本，

各有不同，通过自己的演唱得到一些体会。

（一）从声音上来塑造人物形象

对于歌曲的特定表现，作为一首歌剧选段，我们不仅要从歌词、

音乐上去理解作品，还要结合人物形象，去表演，让听众相信你

就是林徽因。声音的特点是要表现出一个作品的关键，不是任何

一种声音都能够可以表达出一个作品本身需要表达的意义和内涵，

就好像我们的衣服搭配得是否适宜，有没有符合整个形象的气质。

《一首桃花》中所描述的是在淡淡的微风中顾盼吐艳的一朵

桃花，又好像诗人自己，声音本身就应该是安静和柔和的感觉，

适合于声线较细和委婉动听的人物声音，才能够符合林徽因在这

部剧中的角色。

同时，声音的色彩在我们演唱过程中也应该有所改变，A段

的演唱应该以感叹柔和的语气娓娓道来，到了 B段，声音的色彩

和情感就应该做出一些变化，情绪也应该激昂起来，并且要带有

惊喜和赞叹，与 A段做出对比。再由次反复感叹，最后结尾又回

到了柔和的声音色彩中。

在歌曲演唱技巧上应该采取民美相互结合的方法，融入了美

声，为整首歌曲尤其是进入 B段作强大的气息支持，在歌曲演唱

技巧上更加自如；融入了民族唱法，可以使得声音的色彩更明亮

优美，这样林徽因美丽的形象就变得鲜活生动了。我认为这种方

法适用于这首歌曲，不同的歌曲则选需要择不同的方法来塑造人

物形象。

（二）气息的运用

气息在演唱中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气息的支持与流动是唱

好作品的关键。比如歌曲《一首桃花》，气息的正确运用要与休

止符及其连线紧紧地结合起来。这个休止符不仅是一种语气上的

停顿，同时也是对换气做了充分的准备。

在 A段的第二大乐句中，共有五个休止符，但是其作用完全

不同，“朵朵”前面是一个语气的停顿，此处应有一个大的气口，“一

瓣瓣”前也是一个大气口，“一瓣瓣的光致又是些”“柔的匀的

吐息”“含着笑”后是均是休止和偷气，所谓的偷气就是让听众

根本看不出来换了一口气，主要原因是为了保证作品的连贯性。

在 B大段中结构变化较大，节拍出现了变化。“看”字唱的

时候要做出渐强，然后不换气唱“那一颤动在微风里”，这是这

首歌的难点所在，对气息的要求很高。需要充足的气息，同时又

要合理分配气息，“看”“那”字上做出强调，给足气息，后面“一

颤动在微风里”则需要气息缓缓的流动，唱出线条感，后面反复

的部分同理。

（三）在歌曲中情感的表握

“不唱无情之曲，不为无情之唱”，唱出一首歌曲的真实情

感至关重要。我们想要能够真正演唱好一首歌，首先要朗读诗词，

这不仅能够让演唱者更好地进入人物，也能让演唱者的演唱更加

自然。

从林徽因《一首桃花》的第一段词来看，是林徽因对桃花的

一种赞美和一种感叹，其实也是在向我们讲述林徽因和徐志摩曾

经的一段感情经历。在这首歌的演唱中我们要准确地抓住这个隐

藏的感情，B段的抒情，是这首歌曲中情感的高潮部分，就像林

徐之间曾经的相恋，这时在演唱的情绪上应该达到最高点，然后

再慢慢地回到了现实理性的平静和美好记忆中。

最耐人反思和回味的一句话是“一瞥，一瞥多情的痕迹”，

我觉得在演唱的那时候不能为了唱而唱，声音的技巧与情感之间

要默契地配合，既要表达桃花美的意境，也要充分表达主人公对

曾经爱过恋人的一丝丝眷恋。

（四）歌唱中的咬字

演唱歌曲时要做到字正腔圆，就要注意字的声母、韵母。《一

首桃花》中有几个字需要注意，如桃花的“桃”字，按谱子唱就

会有点像在发“涛”，所以在唱的时候可以加一个上划装饰音，

跟我们在朗诵时候的音调一样，这样对“桃”的演唱就更准确了。

在咬字时要以字带声，以声带情。B段中“看”“那”字的归韵

要准确，要注意咬清楚字头，做好的归韵。这是我在演唱这首歌

曲总结出来咬字吐字需要注意的地方，在这里提出来希望与大家

共同努力，更好地演绎作品。

五、结语

歌曲《一首桃花》是一首优秀的歌剧作品，仅从谱子上去了

解作品是远远不够的。不仅要对整部歌剧《再别康桥》认真研究，

还要对主人公林徽因的生平进行深入的了解，才会对林徽因写这

首诗《一首桃花》有更深入的体会，从而更好地演唱这首作品。

除了追求演唱歌曲的声音与技巧，更要注重情感语言上表达，把声、

情融合在一起，做到“声情并茂”，从而达到“情景交融”的艺

术效果，与观众形成共鸣。

本文对歌曲《一首桃花》作了背景的介绍，分析了歌曲的曲

式及歌曲调性的变化，并主要分析了我对这首歌的演唱处理和理

解。其中既具有这部音乐作品的特点和独创性，也具有表现出所

有声乐作品的艺术共性。歌曲《一首桃花》的演唱，抒情的旋律

和饱满的思想情绪演绎深深地吸引着我，同时也给了我对其他声

乐作品新的感悟和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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