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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长征组歌》的演唱处理与指挥实践
——以《飞跃大渡河》为例

◎韩再红　陈铭
摘要：2019 年 8 月 18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记者再走长征路”主题采访活动中说：希望广大党员、干部认真学习党

史、新中国史，深刻认识红色政权来之不易、新中国来之不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来之不易，牢记党的初心和使命，牢记

党的性质和宗旨，坚定理想信念，坚定不移贯彻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不断跨越前进道路上新的“娄山关”“腊子口”，

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本文以大型合唱声乐套曲《长征组歌》中第五首《飞跃大渡河》为主要研究对象，通过山西师范大学“爱乐合唱团”

的实际排练过程，结合长征史实，依托《长征组歌》的创作背景，从指挥专业的视角进行作品分析与音乐处理，学习完善

歌曲指挥技法，对作品进行深入细致、全面完整地分析。

关键词：长征　《飞跃大渡河》　演唱处理　指挥实践

一、作品分析

（一）作品简介

我国当代红色音乐史诗《长征组歌》

是对肖华将军的《长征组诗》进行谱曲完

成的，可以说《长征组歌》就是带入音乐

的《长征组诗》。肖华将军按照长征的历

史进程，从极其复杂的斗争生活中，选取

了 12 个最概括的典型事件，完成了组诗

的整体结构，即：《告别》《突破封锁线》

《进遵义》《入云南》《飞跃大渡河》《过

雪山草地》《到吴起镇》《祝捷》《报喜》《大

会师》《会师献礼》《誓师抗日》。而本

文选取的是其中第五首《飞跃大渡河》。

1965 年初，战友文工团的晨耕、生茂、

遇秋和唐诃，按照上级指示为肖华同志的

《长征组诗》谱曲。四位同志创作采取分

工合作。由生茂、晨耕、唐诃谱写旋律，

遇秋编写擅长的多声部合唱、器乐谱，起

草和讨论齐头并进。在音乐素材的选择上，

创作原则是写出老百姓听的歌，创作手法

不能过于西洋化，要让老百姓听懂才能感

动，所以大胆运用地方民歌的特点，中西

结合。

（二）作品艺术风格及创作背景

作品《飞跃大渡河》取材自红军长征

途中的真实历史事件，该作品通过紧张激

烈的战斗场面、急切紧迫地行军场面赞扬

着红军战士的英雄事迹。该作品层次丰富，

具有叙事性、战斗性、赞颂性等特点。曲

调吸收了四川船工号子素材，使整首乐曲

灵活敏捷，节奏感强，旋律中充满力量感，

在乐曲结尾处赞歌体出现，大调式宽广明

亮的色彩风格赞扬着飞夺泸定桥的勇士。

1935 年 5 月，红军战士因四渡赤水之

战争取得时间上的优势，一举渡过金沙江，

进入四川省境内。中央红军决策继续北上

渡过大渡河，进入川西北地区发展。北上

大渡河要通过彝族区，但当时汉族与少数

民族之间关系十分紧张，国民党方面认为

红军根本无法通过彝族区；后经时任红军

总参谋长刘伯承与彝族果基家支头人小叶

丹在当地彝海旁结为亲兄弟，史称“彝海

结盟”，彝族兄弟帮助红军迅速过境，夺

取大渡河边安顺场。到达安顺场发现，河

边仅一帆孤舟，红军只有派出十八勇士共

乘一舟，打倒对岸一个营的兵力，成功占

领安顺场。

安顺场边水流湍急，渡河工具又少，

而敌人此刻也醒悟过来，重新组织起包

围圈。毛主席立即指示红军沿河北上，

飞夺泸定桥。红四军团一天一夜急行军

二百四十里抵达泸定桥并立刻投入战斗。

敌人将桥上木板尽数拆除。只剩下 13 根

铁索凌空悬架，22 名勇士攀铁索而上，一

举击溃对岸守军，红军飞跃大渡河！

（三）作品曲式结构与调性分析

全曲共 181 个小节，共由两个部分组

成，乐曲结构完整，A 乐段较 B 乐段相比

结构大了很多，使得二部曲式结构失衡，

具有中国传统乐曲结构特点。整首乐曲节

拍统一，通篇使用具有进行曲特点的四二

拍，使得整首乐曲灵活敏捷，节奏感强。

整首歌曲速度较快，生动描绘了红军强渡

大渡河的战斗场景，B 乐段放慢速度，拉

宽线条，使用颂歌体赞扬英勇红军。歌曲

演唱形式为混声合唱、齐唱、混声合唱。

歌曲调性为传统五声性六声调式，以 d 羽

调式作为主调，在 B 乐段处转为 C 宫调式。

曲式结构图示如表 1 所示。

表 1　曲式结构图

乐句 前奏 引子 间奏 A 乐段 B 乐段 尾声

小节数 34 25 15 86 19 3

调式调性 d 羽——C 宫

二、作品音乐处理

《飞跃大渡河》是《长征组歌》声乐

套曲中的第五首，该作品采取一句一景的

创作方式，运用高度凝练的诗词化语言、

波澜壮阔的曲调描绘出红军长征中的几件

标志性事件。

歌曲开始是一段气氛紧张、节奏急促

的引子，通过密集的音符排列描绘出大渡

河的汹涌澎湃。紧接着是充满力量、沸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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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亮的号子声响起，通过不同声部的共同

演绎，在我们面前出现了一只孤舟，红军

战士正奋力与惊涛骇浪搏击着，一步步逼

近河的对岸，酝酿着一场惊心动魄的决战。

此处引子部分的开声属于歌唱中的

“激起”一类，加上极富特点的前倚音，

需要将船工号子高亢透亮的特点表现出

来。虽然演唱船工号子时的随意性较强，

且字词大多并不蕴含实际意义，但我们仍

需要严谨的态度去演唱，咬字吐字不能含

糊不清、模棱两可。针对号子中的“咳”

字，此处我们可以将“咳”字拆开看，此

字根据声母韵母组合可分为“h、ai”，其

中“h”为声母，“ai”为韵母，该字在归

韵到韵母时，不能完全将声母所抛弃，软

腭抬起的同时气息稍有冲击力，在韵母基

础上将声母再次强调，保证咬字吐字的清

晰准确。“咳”为开口音，较适合比较迅

速强烈的演唱，容易获得清晰明亮的音色。

还需要注意的是我们在起音之前决不

能由于音的高度而紧张，保持住呼吸的状

态，丹田发力，用叹气的感觉去发声，高

音低唱、低音高唱。前倚音是展现旋律特

点所在，所以尤其要处理好装饰音与音符

之间的关系。引子部分，我们可将“咳”

字的字头部分“h”用倚音来演唱，字尾

“ai”使用旋律音符演唱。需要注意的是，

字头部分不能咬得太强，倚音本就是装饰

性质，不能将歌曲本身的旋律所掩盖。所

以在演唱时字头一带而过，咬清楚声母的

音节即可，而后迅速将韵母唱出并强于倚

音部分。需要注意在演唱中时刻保持高位

置的共鸣，不可因滑音声音位置便下落到

口腔之中，造成音色干瘪，要保持声音的

流畅与美感，声音在激烈号子中依然有着

优美的线条，音色自然不做作。

整首歌曲旋律创作中使用了大量的切

分音的节奏型，切分音的重音一般为时值

较长的音符，所以切分音的开头音并不能

唱得太强，而应是在“湍、峭”等字上咬

得更重些，增加歌曲紧迫感与危机感。

进入 A 乐段极有特点的女声伴唱部

分。男声承担歌曲主旋律部分，女声通过

变奏与添加衬词的手法，起到了类似于伴

唱的形式，丰富了作品层次。在这一部分

的演唱中，声部之间配合就起着至关重要

的作用。男声演唱时要做到既突出又不掩

盖其他声部，旋律线条要清晰。女声作为

辅助声部就不能太过夺目，音量上比主旋

律稍弱些，保持应有的音乐即可。这一部

分进行中再次出现了熟悉的川江号子风格

衬词“哟”，同样是川江号子，此处出现

的川江号子风格明显区别于引子部分川江

号子风格。引子部分演唱的号子更像是出

发前的准备，红军战士在孤舟前观察河流

情况与敌情，号子伴着滔滔不绝的江水拍

打着岸边的礁石，暗流涌动，泛起巨大的

浪花，红军战士们在轻舟上观察最佳路径，

在起伏的浪花中向对岸前进。而此处的号

子则更像是红军战士正与惊涛骇浪搏击的

场面，有人指挥前进，有人稳定航向，其

他人在奋力划桨，他们喊着整齐划一的号

子前进。

一段男高音齐唱，战斗幕布正式拉

开。此处男声演唱速度是稍慢的，铿锵有

力地描述安顺场边的激烈战斗。乐曲在男

声独唱四小节后逐渐加速直至回归原速，

女声迎势而起加入其中，将战争场面生动

地展现在眼前。战况胶着时，川江号子

再次划破天幕，不断推动着情绪的发展与

进化。男高声部用结实明亮的声线演唱川

江号子，犹如冲锋陷阵时催人奋进的冲锋

号，令人热血沸腾一往无前。“昼夜兼程

二百四，猛打穷追夺泸定”在号子的推动

下更加传神，夜晚下条条火龙在漆黑的山

路上快速游动，向着祖国原野不断前行。

该部分演唱对于声部之间的配合要求

极高，在练习阶段需要慢练、分声部练习。

在获得统一的速度、情绪、音色、节奏等

诸要素后再合练。音量配比方面，主旋律

声部要保持磅礴气势，不能因为急迫的速

度失去咬字吐字的清晰。男高的号子需要

突出但不能太过强势，而是应配合主旋律

的发展，起到相互衬托的作用。使得听众

只感受到一种整体均衡的浑厚力量，而不

是某个声部或个人的存在。

A 乐段结尾处突慢处理，自然流畅承

接了 B 乐段的进入。大调式特有的宽广明

亮的音色，深情地赞扬着铁索桥上的无畏

勇士。B 乐段演唱需要适度放慢，此时战

斗已经结束，红军战士已安然渡过大渡河，

我们使用颂歌体乐曲来赞扬勇士，大量的

连音处理需要连绵不断的气息支撑。B 乐

段的演唱可借鉴吸收西方宗教合唱使用的

唱法：“高位、直声、轻声、靠前”更有

利于情感表达。乐段中有两处男声与女声

之间的配合，女声在演唱“风、名”二字

时，男声伴唱丰富作品结构。此处女声需

要演唱出连音的绵长与力度，不能整体呼

吸破坏音乐进行；男声在四拍中仍要唱出

旋律的轻重缓急，快而不强，强而不炸，

以不超过女声音量、强弱为宜，烘托情绪

不断积累聚集，等待着最后的释放。

作品最后一句落在“名”字上，时值

足有十三拍，但歌曲速度很快。在“英”

字处标有“自由延长”符号，我们可在“英”

字的后半拍唱完后给予合唱团员气口，再

去演唱作品的结束音。

三、作品指挥实践

在乐曲前期的案头工作时，指挥者第

一步需要做的就是亲身体验乐谱，即弹、

唱，此处可使用钢琴进行学习。首先熟练

掌握各声部的音乐旋律，其次弹奏其中一

声部，唱另一声部，以此类推最后将所有

声部同时反应在钢琴与演唱上，在脑海中

能够形成准确的内部听觉，构建出清晰的

纵向和声关系。第二步要分析作品，要充

分了解创作者的构思与意图，指挥要将自

己隐藏在作品之后。通过曲式结构图、速

度力度变化、调式调性分析、理解歌词内

容、明确音乐走向等等，安排指挥的幅度

与力度，确定整首作品的处理原则与方式。

合唱作品《飞跃大渡河》A 乐段使用

了快节奏的方式去展现船工号子的特色，

B 乐段使用了颂歌体来赞扬英勇红军，整

首乐曲速度对比强烈，适合使用指挥中“快

合慢分”原则进行分析。引子部分连接人

声时的音型十分紧凑，急促连绵的音乐需

要指挥对于谱面了熟于心，在合唱进入前

两小节时，就需做出准备动作，并精准地

挥出气口（即预示拍）保证各声部开声、

演唱速度、演唱情绪统一与准确。此处歌

曲速度虽较快，但笔者认为指挥的挥拍并

不需要使用合拍挥法；在乐曲开头部分如

果轻易使用合拍，容易造成拍点混乱，预

示信息传达不及时等情况出现；且该乐曲

开头情绪激昂、节奏迅捷，需要指挥充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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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情，预示出情感速度，而此时从容不迫

的合拍打法便显得心有余而力不足，不能

很好地带动合唱团的情绪状态、传达迅捷

有力的速度力度。

引子部分船工号子结束后一段间奏连

接 A 乐段，指挥在间奏的指挥动作要多些

力量感，将歌唱状态自然保持到 A 乐段。

A 乐段应尽量避免频繁使用四二拍一小节

两拍的击拍频率，造成指挥图式的单调与

繁杂。我们可采用“快合慢分”的方式，

根据四二拍指挥图示，改为一小节一拍点

的方式，将每小节重拍打出即可，即表现

音乐的基本律动，在指挥观感上也更加简

约节省，减轻合唱团员视觉的压力，减少

节拍图示带来的干扰，使得合唱团员能够

主动投入到歌曲之中。

旋律进入 A 乐段女声伴唱部分，此处

指挥应设计好声部之间的声音比重，主旋

律声部并不是一味地强，女声川江号子出

现时，主旋律声部应稍弱些与之呼应，突

出作品的层次感，获得均衡立体的和谐之

声。此处指挥可使用左右手分工的方式将

主副旋律声部区别开，例如左手负责女声、

右手负责男声，右手在保证基本拍点的情

况下，手位与眼神多关注女声声部，尤其

当女声号子出现时，表情多些俏皮感，指

挥图式上增加跳跃感，右手稍向下压，示

意男声演唱力度稍弱些，衬托出女声的号

子特色。

指挥在 B 乐段要做的工作同样很多，

在 B 乐段开始处给予团员一个清晰的呼

吸，提前预示旋律所需要的流动感，提示

合唱声音位置，左右手分工给予男声、女

声声部准确进入，及时调整声部之间声音

配比，合理调动声音强弱对比等等。B 乐

段与 A 乐段在乐曲速度上对比强烈，情绪

也从之前的激烈急迫转为歌颂抒情，虽然

基础节拍并未发生变化，但笔者认为此处

四四拍的图式相较于四二拍，更能体现出

颂歌体的磅礴气势。乐曲最后的结束音，

合唱团不可因保持时值便丢失声音位置与

强度，指挥在此处应激励合唱团员，使用

循环式呼吸法，积极调动情绪。以一往无

前的气势将全场气氛带入高潮，并提前预

示，干脆利落的收束。这时伴奏织体并未

结束，指挥需在收束合唱的同时给予伴奏

声部预示，将最后的伴奏尾声完整结束。

四、结语

长征是人类战争史上的奇迹，是人类

历史上的伟大壮举。它标志着伟大的中国

人民在一次次的艰难困苦面前，迸发出的

伟大的生机与活力；更标志着中国共产党

从弱小走向成熟，带领着千千万万生活在

水深火热中的 人民奋起反抗，让饱受艰辛

的中国重新奋起。通过学习排练合唱作品

《飞跃大渡河》，我们不仅可以有效地提

高合唱团的整体歌唱水平、获得丰富的排

练演出经验、提升声部之间的默契；更是

深刻地学习了长征精神，体会长征留给后

人的启示。作为一名合唱指挥专业的学生，

应承前启后、继往开来，通过合唱将长征

精神传播给更多的人，以蓬勃向上、不屈

不挠的态度面对属于自己的新长征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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