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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析中国艺术歌曲《嘉陵江上》的音乐特征和演唱把握 
◆陈荣冕 

（杭州师范大学钱江学院音乐表演专业 1502 班  浙江  310018） 

 
一、引言 
在各种歌曲与音乐类型中，中国艺术歌曲是众多歌曲类型中

具有比较强的表现力与张力的一种，以其特有的风格、高雅的品
味、深刻而丰富的内涵在艺术领域中独树一帜。《嘉陵江上》这
首中国艺术歌曲创作于战火不断、民族危机之时，对于当时的中
国人民来说，这首歌有着非常大的激励作用，也表现了当时人们
想要保家卫国的决心。《 

二、中国艺术歌曲《嘉陵江上》 
（一）中国艺术歌曲的概念 
艺术歌曲一直被认为是一种优雅的音乐。它起源于 19 世纪

左右的欧洲，而它的名字来源于著名的浪漫主义音乐家舒伯特的
作品。艺术歌曲以其优美的旋律结合演唱者动听的声音，两大音
乐要素相结合使其在当时成为炙手可热的歌曲类型。因此，艺术
歌曲也是众多歌曲中最具艺术表现力的一种音乐类型。因其强大
的表现力和欣赏性，成为 19 世纪浪漫主义音乐的一种主流表现
形式，至今仍经久不衰。 

中国艺术歌曲是通过结合诗歌与音乐来完成艺术表现的一
种音乐体裁。同时，它也是一种独立类型的歌曲。自 20 世纪 30
年代以来，随着时代的进步和发展，艺术歌曲也如雨后春笋般在
中国冒了出来。如《我和我的祖国》、《嘉陵江上》等，这些优秀
的歌曲背后的作者大多都具有较高的艺术水平和浓郁的浪漫色
彩，并且对创作曲目有较强的鉴赏力。 

（二）《嘉陵江上》的创作背景 
《嘉陵江上》的词作者是我国现代著名的作家端木蕻良，

1939 年春末，当时的端木蕻良正在重庆北碚夏坝复旦大学任教。
每天晚上，他都会和他的妻子萧红一起在嘉陵江边散步，看着悠
悠的江水缓缓涌动，端木蕻良的心中也涌起了思乡之情。同时端
木又想起如今祖国的危机，他写道:“那一天，敌人打到了我的
故乡，我便失去了我的故乡、家人和牛羊……”这一切的悲哀，
都是由于日本侵略者的铁蹄、断山断水、流放的痛苦、散文诗《嘉
陵江上》由此诞生。 

而这首歌旋律的创作者贺绿汀当年 39 岁。早在 1937 年他就
参加了革命。从那时起，他就广泛地受到群众革命的影响。他的
创作也逐渐开始成熟了起来，贺绿汀在看到《嘉陵江上》这首散
文诗后，他深深地被这首诗所描绘的那种画面所感染，他开始尝
试各种各样的创作方法来创作出能表达出这首诗内涵的曲。独自
一人在长江上漫步思考，一字一句地反复斟酌，并尝试用各种不
同的情绪朗读这首诗歌，终于贺绿汀在抑扬顿挫中创作出了适合
的旋律，使得这首激励中华民族砥砺前行的艺术歌曲《嘉陵江上》
面世。 

三、中国艺术歌曲《嘉陵江上》的音乐特征 
（一）歌曲的旋律 
《嘉陵江上》是一首完美结合了伴奏与旋律的艺术歌曲。在

歌曲的第一部分，作曲者只用了几个简单的和弦，便抓住了听众
的心，当然这样也给了演唱者发挥自己的机会，让演唱者能够以
自己对歌曲的理解自由发挥。歌曲开始的第一部分是一段引子，
这是一段十分悲伤的回忆。不得不说引子部分便展现出了作曲者
绝对的音乐素养，“那一天”用一个六度大跳跳到了高音区，“敌
人打到了我的村庄”随后又急转直下，这第一句话的旋律就直接
把演唱者与聆听者都带入了该歌曲自身的情境当中，并且烘托出
了歌曲悲伤的气氛。 

如果说歌曲前两句“那一天，敌人打到了我的村庄……”是
用了一个六度大跳表现出主人公的满腔悲愤的控诉与他当时心
中的苦痛。那后一句“我便失去了我的田舍，家人和牛羊”就用

了一种诉说的语气，并且巧妙地运用变化音将这样一种悲伤的情
绪进一步铺垫，“如今我徘徊在嘉陵江上”这一句运用长音和三
连音，使得旋律开始变得跌宕起伏，恰到好处地表现出主人公的
那种想要直接诉心中的愤慨、愤懑、激动和无可奈何的心境。接
着“我仿佛闻到故乡泥土的芳香”由弱到强，运用延长音使人身
临其境，给人更强烈的代入感。 

在第二部分，用延长音的方式引入了间奏，用分解的和弦向
上跳进，之后用连续的减七和弦和主和弦，而到了低音区却以反
向八度进行，让间奏的紧张感逐渐地增强，十分准确地表现出主
人公在经历悲痛之后心境的变化，和那份想要打败敌人的决心。 

作品的结尾是用无尾奏型结束的，在演唱者歌唱的延长音中
烘托出结束的氛围，“把我打胜战的刀枪，放在我生长的地方”
这最后一句话是整首歌的画龙点睛之笔，前半句仿佛是一种说话
的语气，用同样的音高给人一种坚定又充满力量的听感，后半句
用强有力的文字和旋律，表达出慷慨激昂的情绪，最后这一句的
强收加上延长音，把主人公激动地心情推到了顶峰。 

（二）歌曲的节奏和节拍 
《嘉陵江上》是一首情感表达十分丰富的艺术歌曲。为了体

现悲壮的意境，整首歌曲在节奏的形式上选择了 3/4 拍，以强拍
为主旋律，将弱音、切分和三连音结合起来，打破强弱节奏作为
一个重要环节，为歌曲的旋律和节奏奠定了基调。此外，节奏和
挫折的结构与歌词的继承和过渡相辅相成，从而产生了强烈的节
奏感和情感音效。例如，为了更好地解释第二段“从敌人的刺刀
丛中回去”这句话的节奏和情感，在演唱时要加快演唱强度和速
度，特别是在结尾时，演唱者通过强烈的声音共鸣和张力使句子
达到一个高潮。 

（三）曲式分析 
这首歌是通过对日本侵略军侵略我国国土所发生之事的描

写表达了自己对故乡的思念与对侵略者的愤懑。是一首二部曲式
结构，b 小调、e 小调和 G 大调交替出现，分 A、B 两段，都采
用 3/4 拍，节奏多采用三连音和八分音符的形式，力度较重，速
度中速，大多以一种描述的方式向聆听者们展示。 

前奏，一共由八个小节组成，都是在 b 小调上进行，多采用
柱式和弦和分解和弦的形式来渲染悲壮的氛围。最后结束在 V
音上，制造不完满终止，为引出 A 段做好了铺垫。 

A 段，由五个乐句组成，一直都是运用 b 小调。从导语开始，
这是一段悲伤的记忆。引言部分是从第一句话开始发展起来的，
以一个八度直接跳到高音区，然后急剧转向，形成一种悲剧的氛
围，把演唱者和聆听者都带入了作品本身的情绪之中。歌曲的前
两句话“那天，敌人袭击了我的村庄……”像朗诵一样，六度跳
跃显示了主人公的热情抱怨和心中的痛苦。在“家与牛羊”和“现
在我在嘉陵江上漫步”时采用中、二级向下的长三声调，使旋律
起伏，表现出主人公的愤慨和无奈。A 段最后一句的乐句结束在
I 音上，是一个完满的终止，预示一段陈述的结束。 

间奏，由三小节组成，在 b 小调上进行，过渡到 B 段，多用
八分音符的柱式和弦来表达情绪的激动，更好的与 B 段进行衔
接。 
B 段，由三个乐句组成，从前面的 b 小调转到 e 小调，中间部分
因为情绪的变化从 e 小调转到其关系大调 G 大调，最后又回归到
主调 b 小调。歌曲的第二部分主要表现了英雄抗敌的决心和胜利
的信念。在情感上，从内到外，他们互相推动，使整首歌清晰和
高潮。唱“又饿又瘦的羔羊”时，旋律在高音区徘徊，切分节奏
用在强音区，好像在大声喊叫，然后在低音区背诵“我必须回去，
从敌人的子弹回来”。这是主人公内心的独白。整首曲子的乐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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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都结束在 I 音上，给人一种坚定的感觉。B 段部分的调的转
换，给人一种激动亢奋之感。 

四、中国艺术歌曲《嘉陵江上》的演唱把握 
（一）充分运用演唱技巧 
歌唱技巧是演唱者在演唱过程中通过对快慢和强弱、对比技

巧的综合掌握和控制以及演唱者对于音色和呼吸的运用。在唱
《嘉陵江上》的时候，可以运用到以下几个重要的演唱技巧：一
是要注意控制演唱的强弱和快慢。《嘉陵江上》这首歌作为一首
艺术歌曲，它的整个演唱过程中速度和强度的变化较多，所以演
唱者在演唱时应该着重注意控制我们的声带张力和气息的分配。
例如第一句中“那一天，敌人打到了我的村庄”，这一句的演唱
语气是比较强的，所以演唱者在演唱时应该加强气息的运用，充
分地打开我们的腔体，以及加强我们的语气，这样会有更好的代
入感和感染力。而第二段中“从敌人的刺刀丛中归来”是歌曲情
绪比较高昂的点，在演唱时应逐步提高歌唱时的强度和加快速
度，使我们的声音和情感产生共鸣；那么在第二段当中我们要准
确理解对比技巧，在整首歌中旋律以及情绪的起伏变化很大，这
时候就需要演唱者在演唱中表现出不同的情感。 

合理地运用我们的音色，使声音和情感相互结合达到共鸣。
演唱的音色是影响歌曲基调的重要因素，也是影响声音与情感共
鸣的决定性因素之一，两者应该是相辅相成的。《嘉陵江上》这
首歌的基调是比较深沉、厚重、有力的，如歌曲的第二句“如今
我徘徊在嘉陵江上，我仿佛闻到故乡泥土的芳香”，这一句的要
表现的情感是悲伤的，又是充满了过往时光的追忆的，而且“芳
香”二字的音对于整首歌来说比较高，应该用一种厚实的音色来
演唱，所以我们在演唱时要将我们发声的位置靠后，将我们的气
息沉下来用一种比较厚重结实的声音表现歌曲，增强歌曲的感染
力。 

那么，在一首歌曲中，把握演唱时声音的强弱也是影响歌曲
表达的一大要素。声音的轻重或强弱往往是演唱者根据歌曲中所
要表达的情感内涵而表现的。人物内心的情感一般都是通过语气
的强弱、轻重来表现的。所以在一首歌曲之中轻重强弱的处理需
要演唱者好好琢磨。只有将声音把握得恰到好处,才能通过演唱
将歌曲的内涵深刻而又生动地表现出来。 

（二）把握歌曲的情感内涵 
歌曲的情感内涵是歌曲的灵魂。只有充分理解歌曲的内容和

情感倾向，才能真正明白作者要表达的思想内容和作品的内涵。
为了更好的把握《嘉陵江上》这首歌曲的情感内涵，我们需要做
以下两个方面：一方面，在演唱歌曲之前，歌者应该对作者创作
《嘉陵江上》的时间、背景以及动机、灵感甚至内容和情感归属
有一定的了解和掌握。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歌者在唱歌时才能理
解和掌握这首歌。另一方面，歌者在演唱《嘉陵江上》时要根据
旋律、歌词准确地改变共鸣腔以及演唱力度，掌握和控制节奏和
节奏，使歌曲的情感层次和作品的魅力在审美上和技巧上得到传
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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