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学  院：音乐与舞蹈学院
授  课:  李  伟 



目录

一、创作背景 二、音乐分析 三、演唱要求



一、指挥的“硬击拍”与“硬击拍”

1

一、《大江东去》的创作背景

（一）关于词作者  苏轼（1037年1月8日-1101年8月24

日），字子瞻、和仲，号铁冠道人、东坡居士，世称苏东坡、

苏仙，汉族，眉州眉山（今四川省眉山市）人，祖籍河北栾城，

北宋著名文学家、书法家、画家，历史治水名人，唐宋八大家

之一。  

（二）关于曲作者 青主  廖尚果（1893～1959），又称黎

青主，别名黎青，笔名青主，清惠州府城（今惠州城区桥西）

人。毕业于广东黄埔陆军小学堂。1912年（民国元年）赴德国

留学，入柏林大学攻读法学，兼学钢琴和作曲理论。1920年获

柏林大学法学博士学位。1927年初，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政治

部少将主任。同年底，因参与广州起义被通缉，化名青主，在

上海从事音乐教学和创作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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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黄水谣》的创作背景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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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大江东去》的创作背景3

 合唱改编者 瞿希贤（1919～2008）女作曲家。上海人。中国音
协第四届副主席。自幼爱好音乐。1944年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英
文系，1948年毕业于上海国立音专作曲系，毕业后曾任北平艺专音
乐理论系讲师。代表作品：《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牧歌》、
《飞来的花瓣》、《乌苏里船歌》、《大江东去》、《把我的奶名
叫》等。

 作者于20世纪50年代改编了此合唱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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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念奴娇 赤壁怀古》词分上下两阙。上阙咏赤壁，下阙怀周瑜，并怀

古伤己，以自身感慨作结。 作者吊古伤怀，想古代豪杰，借古传颂之英

雄业绩，思自己历遭之挫折。不能建功立业，壮志难酬，词作抒发了他

内心忧愤的情怀。

     上阙咏赤壁，着重写景，为描写人物作烘托。前三句不仅写出了大江

的气势，而且把千古英雄人物都概括进来，表达了对英雄的向往之情。

假借“人道是”以引出所咏的人物。“乱”“穿”“惊”“拍”“卷”

等词语的运用，精妙独到地勾画了古战场的险要形势，写出了它的雄奇

壮丽景象，从而为下片所追怀的赤壁大战中的英雄人物渲染了环境气氛。

      下阙怀周瑜，借对周瑜的仰慕，抒发自己功业无成的感慨。写“小乔”

在于烘托周瑜才华横溢、意气风发，突出人物的风姿，中间描写周瑜的

战功意在反衬自己的年老无为。“多情”后几句虽表达了伤感之情，但

这种感情其实正是词人不甘沉沦，积极进取，奋发向上的表现，仍不失

英雄豪迈本色。

二、《大江东去》歌词简析1



二、《大江东去》歌词简析2

8

      该词抒发了诗人对往昔英雄人物的无限怀念和敬仰之情以及词人对自身

坎坷人生的感慨之情。“人生如梦”，抑郁沉挫地表达了词人对坎坷身世

的无限感慨。“一尊还酹江月”，借酒抒情，思接古今，感情沉郁，是全

词余音袅袅的尾声。全诗主旋律感情激荡，气势雄壮。全词借古抒怀，将

写景、咏史、抒情容为一体，借咏史抒发作者积极入世但年已半百仍功业

无成的感慨。

    《念奴娇·赤壁怀古》是宋代文学家苏轼的代表作，也是豪放派古词的代

表作之一。上阕写景，描绘了万里长江及其壮美的景象。下阕怀古，追忆

了功业非凡的英俊豪杰，抒发了热爱祖国山河、羡慕古代英杰、感慨自己

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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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江东去》的音乐分析

     

      《大江东去》是我国著名音乐家青主于1920年在德国留学期间创作的，它是中
国“艺术歌曲”的开山之作。其歌词来源于北宋豪放派诗人苏轼的代表作《念奴
娇·赤壁怀古》。青主在创作上借用了西方的作曲技法，把苏轼的词意用音乐的表现
手法进行了艺术的创作，“使作品既具有淳朴、宽广的气息，又富有舒展、潇洒的
格调，还有幻想式的浪漫主义意味，是作者抒发对世事感慨之佳作。”
     
      全曲结构为带尾声的二部曲式。由A+B+尾声构成
     A段（上阙）：  第一部分是“庄严的广板”，在G大调上、e小调间变换调性。以
具有昆曲吟唱风格的旋律起板，并采用朗诵性的宣叙调形式的写法，在叙述性的音
调中，不时出现豪放雄健的旋律，基本上是一字一音。
     B段（下阙）：基本稳定在E大调上，采用了咏叹调式的旋律，长气息、大起伏的
曲调，富于抒情性和歌唱性。
     尾声：抒情的段落最后落在e小调上，出现了较长的休止，使音乐变得断断续续。



谢谢聆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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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大江东去》的演唱分析

  
A段（上阙）：
       演唱时要把握住英雄的豪迈胸怀，唱出乐句中的大线条，不要在休止符处断掉气
息失去乐意。用扎实积极的气息支持，打开共鸣腔，使声音饱满有力；吐字要清晰
准确，字头要清楚，字腹要饱满，字尾要收好。行腔要圆润、流畅，使语言中的共
鸣感通过韵母中的“元音”最大限度地发挥出来。

B段（下阙）：演唱时，音色要柔和深沉。气息要舒展均匀，旋律要连贯流畅。咬字
要清晰自然，注重中国味，共鸣可以比上半部分稍暗一些。

   尾声：此处要演唱出声断气不断，音断意不断的感觉。到歌曲的尾声“人生如梦”
处，情绪一转，念及自身，不由发出感叹，一种沉湎于追寻，思念的迷惘气息扩散
开来。最后突然间要用强音（ff）唱出“一樽还酹江月”。戏剧性地将情绪拉回到显
示之中，恢复了豪情勃发的本色。此处的演唱要对前后不同的情绪色彩作强烈的对
比，要充分利用共鸣，注意用声的力度和音乐的转变。这首艺术歌曲常由男中音声
部来演唱。



《大江东去》范唱参考

  



三、《黄水谣》的演唱分析3

五、小结和作业

  小结：
            A段：赤壁胜景  、物是人非、 时光易逝、仰慕英雄，注意音乐上的力度、情
感对比。

            B段： 遥想英雄周瑜  ，联想自己壮志未酬。 注意到音乐上的连贯，柔和，沧
桑。

作业：
  1.作为中国第一首艺术歌曲，作者是如何让传统文化与西方作曲、戏剧技法融合的？

  2.作者是如何通过“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来实现宋词传承并赋予它全新的生命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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