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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曲《永恒的爱恋》的艺术处理 
袁勤 

（云南师范大学  云南省昆明市  650500） 

摘要：《永恒的爱恋》是由著名作曲家孟卫东和词人薛锡祥共同创作的一首艺术歌曲，将西方音乐技法与中国本土音乐结合在一

起，汇集精髓创作而成。笔者在知网上查阅该作品文献，文献数目为零，在维普网上查阅，仅有一篇关于该作品的和声分析，故笔

者认为研究该歌曲的艺术特征以及演唱分析是有价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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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歌曲《永恒的爱恋》的相关概述 
《永恒的爱恋》是一首女高音独唱作品，由孟卫东先生作曲、

薛锡祥先生填词，是一首爱国性体裁的艺术歌曲。由歌唱家李双松

演唱的《永恒的爱恋》收录在同名专辑《永恒的爱恋》中，专辑由

唱片公司北京中唱时代音像出版社有限公司发行，发行时间为 2009

年，专辑收录了 8 首歌曲。 

（一）曲作者——孟卫东 

孟卫东，1955 年生于北京，毕业于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现任

中国铁路文工团副总团长，第八届中国音乐家协会副主席、创作委

员会主任，享受国家政府津贴，国家一级作曲。他创作歌曲 400 余

首，管弦乐作品和合唱作品 100 余首，其中《同一首歌》、《今夜无

眠》、《中国进行曲》、《新闻联播》片头曲等影响深远。歌曲《永恒

的爱恋》收录在上海音乐出版社 2013 年 10 月出版的《孟卫东创作

歌曲精选》中。 

（二）词作者——薛锡祥 

薛锡祥，军人、诗人、词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上海作家协

会会员，中国音乐家协会会员。他曾为四十余部电影、电视剧创作

主题歌词。在全国、全军获奖诗词作品有 300 余首。2001 至 2007

年由上海电视台、东方电视台等单位先后为他联合举办了《军旗下

的敬礼》、《永恒的爱恋》、《军魂》、《云间诗韵》等作品朗诵演唱会。 

二、歌曲《永恒的爱恋》艺术特征 
（一）歌词 

这首艺术歌曲的名字叫做永恒的爱恋，永恒的爱恋是佛肚海棠

的花语，象征爱情的美好与永恒。笔者将从佛肚海棠入手来分析曲

名的由来。佛肚海棠也被称为佛肚树，是一种沙生植物，养殖简单，

以旱养为主，冬季会休眠，叶子会掉光，但是红色花朵四季开放，

树干会储存水和养分，所以树干是肥肥圆圆的，这就是被称为“佛

肚”的原因所在。该艺术作品是一首红歌，佛肚海棠是一种红色的

花，鲜艳美丽，象征了我们的祖国，该花四季开放，象征了我们祖

国繁荣昌盛，永世太平，即使遇到困难与阻碍，也会通过全国人民

的共同努力，共渡难关，同甘共苦，共创美好未来。因此笔者认为

佛肚海棠的花语不仅仅是爱情永恒的象征，更是我们对祖国繁荣昌

盛的信心与向往，所以作者用“永恒的爱恋”来表达对祖国的热爱

之情。 

歌词采用了拟物和拟人的修辞手法。歌词第一段的第一句“我

是一枚太阳，挂在你的胸前”，把“我”比作“太阳”，把“你”比

作“祖国”，即便“我”闪闪发光，走到哪里，“我”永远是中国人，

祖国永远是“我”的母亲。第二句“我是一朵小花，开在你的身边”，

把“我”比作“小花”，“我”永远是祖国的花朵，要祖国的滋润才

能茁长成长。第一句和第二句采用了对比的手法，一个是“太阳”，

一个是“小花”，大物质与小物质进行对比，表达出了无论我们中华

儿女成就大小如何，祖国永远是我们 坚强的后盾。第三句“我是

渔歌，我是牧笛，唱的你月儿圆”，把“我”比作“渔歌”、“牧笛”，

优美的声音一直持续着，到月儿都圆了都舍不得停下来。第四句“祖

国啊祖国，你是我生命的春天”，把祖国比作“春天”，春天象征万

物复苏，滋养万物，可见对祖国的依赖与赞颂。歌词第一段的“我”

还是一个正在成长的少年形象，“太阳”挂在胸前还未冉冉升起，“小

花”开在身旁并未绽放，为第二段埋下伏笔。 

第二段歌词第一句“我是一缕春风，亲吻你的笑脸”，把“我”

比作“春风”，有一天“我”长大了，那时就是我报答祖国的时刻，

为祖国的建设发展进出绵薄之力。第二句“我是一抹红霞，披在你

的双肩”，把“我”比作“红霞”，这时的“我”已能独当一面，为

祖国争光。第三句“我是快乐，我是幸福，唱的你天地欢”，此时的

“我”快乐、幸福，“我”的祖国也越发光彩照人。第四句“祖国啊

祖国，你是我永恒的爱恋”，点明主题，歌颂祖国，表达对祖国的热

爱之情。因此歌词的第二段的“我”已是祖国优秀青年，不再是需

要保护的小花，而是可以化成春风来安慰祖国，拿出卓越成就为祖

国添彩。 

两段歌词是一种递进的关系，人物形象也发生了改变，从少年

形象到青年形象，在不同的年龄段，表达对祖国热爱之情。 

（二）曲式结构分析 

该歌曲的曲式结构为 G 大调的单二部曲式结构，曲式结构图如

下： 

 

该歌曲的速度为慢板，拍号为 4/4 拍。 

  

图一：动机 1                  图二：动机 2 

歌曲的 1-4 小节为引子部分，钢琴伴奏高音声部第一小节从主

和弦开始，二八节奏型整体下行至二分音符主和弦，采用逆分型组

合节奏型，这是该曲的音乐动机 1；第 2 小节就是由动机 1 下行五

度发展而来；第 3 小节节奏型由动机 1 的节奏型发展而来，从 G 大

调降六级音开始整体下行至主音后整体上行至属音；第 5 小节二分

音符属和弦半终止引子部分。钢琴伴奏低音声部第 1 小节采用八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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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符等分节奏型，主和弦线上行分解后下行分解，形成先上行后下

行波浪式结构，这是该曲的音乐动机 2。引子部分低音声部的 2-4

小节都是由动机 2 发展而来，在第 4 小节 G 大调属七和弦半终止引

子部分。 

歌曲的 5-12 小节为 A 乐段。A 乐段是由两个同头异尾的平行乐

句组成。旋律声部以及钢琴伴奏高声部都是由动机 1 发展而来，旋

律声部与伴奏高音声部交错进行，钢琴伴奏低音声部由动机 2 发展

而来，在第 12 小节 G 大调主和弦全终止 A 乐段。 

歌曲的 13-24 小节为 B 乐段。B 乐段是由对比中句、连接乐句

和再现乐句组成。对比中句 13-16 小节，旋律声部 13 小节从 G 大

调三级音开始上行逆分节奏型模进至属音，14 小节从 G 大调降三级

音开始上行逆分节奏型模进至属音，第 15 小节围绕属音环绕，16

小节属音半终止，钢琴伴奏高音声部 13 小节由动机 1 的二八节奏型

转化为两拍附点节奏型，14 小节在第 13 小节的基础上降半音，第

15 小节围绕 G 大调主音环绕，第 16 小节属音半终止，钢琴伴奏低

音声部由动机 2 发展而来，加入了三连音，这是与之前乐段不同的

地方。连接乐句为 17-20 小节，该乐句为假再现，从 G 大调转到 C

大调又转回 C 大调，旋律声部 17-18 小节为 C 大调，19-20 小节转

回 G 大调属和弦作属准备，钢琴伴奏高声部直接在 C 大调再现后转

回 G 大调，钢琴伴奏低音声部采用二八节奏型和三连音结合的形式，

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21-24 小节为再现句，全终止与第 24 小节。 

第 25-27 小节为补充部分，起到加强终止感。 

笔者认为这个乐曲采用了中西结合的作曲技法，运用了中国创

作的起承转合技法又运用了西方假再现的作曲技法，使乐曲既保留

了中国色彩又有西方特点。 

三、歌曲《永恒的爱恋》演唱方法分析 

首先，无论演唱什么样的作品，学会正确呼吸是重中之重，没

有正确的呼吸，演唱一首歌是非常困难的，所以要找一找打哈欠的

感觉，学会呼吸音质才会更加统一。呼吸方法多样，如胸式呼吸法、

腹式呼吸法、胸腹式联合呼吸法、丹田式呼吸法，现采用胸腹式联

合呼吸法和丹田式呼吸法较多。其次，这是一首歌颂祖国的红歌，

适合用美声来演唱，声音更加浑厚，突出气势。 后，全曲 高音

为小字二组 g，所以适合女高音来演唱。 

（一）演唱情感分析 

由于两段歌词展现出不同时期对祖国的热爱之情，所以演唱的

情感也会有所不同。 

第一层次——少年时期，少年是祖国的花朵，是祖国未来的希

望，此时此刻祖国在滋养我养育我，我努力成长，期望成为国家栋

梁之材。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演唱第一段时是活泼的、喜悦的、自

豪的，祖国使孕育我们的母亲。 

“你是我生命的春天”后接第二段中间有一小段过门，此时的

情绪不能掉下去，沉浸在祖国的温暖的怀抱中，双手可以随着音乐

的律动与起伏缓缓打开，直至与肩同宽，眼神充满着依赖，并看向

着远方，常言道“眼睛是心灵的窗户”，它可以表达各种视神信号，

既神秘又细腻，第二段开始前再缓缓把双手放下，这既丰富了舞台

的表现力又不至于显得过门太生硬。 

第二层次——青年时期，此刻我已成年，我长大了，我感恩孕

育我的母亲，我亲吻她，爱护她，回馈她，在她的臂膀之下，我幸

福我快乐，更加展现出我对祖国的热爱之情，此时的热爱程度比之

前更甚，所以在演唱中，第二段的情感比第一段更加浓厚，是一种

递进关系，对祖国的爱只会增加不会减少。 

（二）演唱难点分析及解决 

笔者在演唱过程中，发现在“我是一枚”与“太阳”之间会出

现拖拍子的现象，以至于不能和伴奏合上，所以要注意节拍长短，

把气吸好。“挂在你的胸前”的“挂”由于与前面音程跨越了六度，

所以唱的时候不能喊出来，要通过气轻轻的叹出来。 

“开在你的身边”与“披在你的双肩”音高相同，“开”和“披”

的唱法也是这首歌曲的一大难点，由于音比较高，“开”字是开口音

相对比“披”这个闭口音更好发音，但是无论是开口音还是闭口音，

我们发声的位置不会改变，要把气吸好，在唱之前就要做好准备，

要集中音色，不能喊，不能夹着唱，腔体要给足空间高音才能上去。 

“唱的你月儿圆”与“唱的你天地欢”是该曲的的第二大难点，

也是 难的地方，这一句的强弱变化是强弱次强弱，而这一句恰恰

是这个乐曲的高音部分，控制声音音量技巧上也是有难度的，再加

上歌词是“月儿圆”，晚上是宁静的不能很吵闹，所以唱这一句就得

收着这一点唱，但并不意味着声音发虚，声音依旧在腔体，气息推

动着声音的强弱变化。“天地欢”可以唱的激动一点。 

演唱中国艺术歌曲 常见的难点就是咬字和吐字，这是唱歌语

言部分的基本功，所以非常重要。字分为头、腹、尾三部分。如“唱

的你月儿圆”中的“圆”的字头是复韵母的韵头介母“y”，字头主

要要求清晰度，出声后时值不宜拖长，它的字腹是 a，字腹主要要

求声音圆润饱满，宜拖腔和甩腔，它的字尾是 n，n 为前鼻韵，字尾

讲求归韵，唱“圆”字时不可以嘴扁平的念出来，嘴巴应该像手指

画一个圆圈一样发“圆”字，所以唱“圆”字要有出声、引长、收

声、归韵这一过程。除“圆”字以外，还需注意咬字和吐字的有“前”、

“脸”等，每个字都应该精雕细琢。 

还要注意防止气息僵化，气息僵化会导致情感无法表达出来，

所以要积极使用“横膈膜”歌唱，每次吸气不需要太多，七八成就

好，要有意识的打开胸廓，让胸肋保持住吸气的状态，寻求横膈膜

弹跳的感觉，可以用咳嗽去体会，多用流动性强的音阶练习及活泼

的唱段。值得注意的是，唱歌的时候将气息流动起来并不意味着声

音颤抖，不能为了流动而流动，所以首先就要稳住喉头，以此为目

的使各器官协调归位、稳定，用深呼吸控制作直声练习，用少于每

秒周率颤动 5 回的声音去克服颤抖，有意识的控制中枢神经对各有

关肌肉的神经刺激， 后做喊声练习，适当注意强弱控制。 

我们在演唱任何一首歌曲，起音非常重要，这是大家欣赏我们

演唱的第一印象，所以在演唱第一句时，一定要把气吸好，把声音

立起来，找好鼻腔共鸣的感觉。同时也需良好的唱歌乐感——音准

和节奏，这是歌者必备的素养，同时还必须有较强的语言表达能力

和字声结合的技巧。 

其次，唱歌的时候仪态是非常重要的。发声时头习惯性的偏向

一方或过度仰头或过度低头，非常容易造成歪侧声带受损，发生单

侧声带炎，所以要重视正位；歌唱时下巴要杜绝前突现象，要学会

放松，这样才能有良好的共鸣腔体；全身肌肉也应该放松，下部两

腿稳稳站立，稳如磐石，以便于唱歌吸气。 

再次，我们要把自己带入到歌曲当中去，我就是创作者，想他

所想，爱他所爱，这个作品表达对祖哥的赞美与热爱，我们的演唱

就要表现出来；再次，我们在演唱《永恒的爱恋》这个作品的时候

可以有肢体的表演来带动着歌唱，肢体动作的加入会使得演唱更加

生动。 

后，需要注意的是，要注意把握分寸，过多的肢体动作不仅

不会带来良好舞台效果，反而会影响唱歌，所以要注意分配，协调

统一。 

作者简介：袁勤（1999.1-），女，汉族，湖北武汉人，云南师

范大学音乐舞蹈学院，22 级在读研究生，硕士学位，专业：音乐，

研究方向：声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