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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黄河大合唱》中《怒吼吧黄河》的合唱指挥艺术处理

◎曲可欣
摘要：在音乐艺术发展态势日益蓬勃的今天，合唱指挥专业越来越得到人们的关注及喜爱，越来越多的人愿意投身于

这个专业进行学习和深造，所以对该专业进行论述的论文日益增多。本篇论文紧跟这一热潮，以《黄河大合唱》中第八乐

章《怒吼吧黄河》的合唱指挥和艺术处理为核心展开论述。从《黄河大合唱》的创作背景、《怒吼吧黄河》的音乐特征、

《怒吼吧黄河》的合唱指挥艺术处理三个方面对这一首作品进行了立体式的分析解读，并且加入了撰写人专门为此次论文

所开展的合唱指挥专项实验的一些结论。论文前半段运用了文献研究法、经验分析法，后半段运用了观察法、实证研究法，

生动刻画了严良堃等不同的指挥者之间细节处理的差异，尽可能为读者的合唱指挥学习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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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 年，《黄河大合唱》的简谱版本

在延安发表了，这一版本被称为“延安版

本”，也是日后其他版本的基础。后来发

展出了带有“序曲”的莫斯科版本、重新

配器的中央乐团版本、瞿维编订的钢琴伴

奏版本以及李焕之主持编订的上海乐团版

本。这里我们在进行论述时使用到的版本

是 1975 年著名指挥家严良堃先生主持编

订的中央乐团版本。

自从这部作品写成之日起，对它的研

究可以说是从未间断。最著名的是严良堃

先生的《黄河入海流——黄河大合唱的指

挥与处理》。这一范本流传至今，成为一

代又一代指挥学习的典范。在这其中，第

八个乐章《怒吼吧黄河》又是整部大合唱

中艺术养分极高的一首作品。这首作品运

用了含引子和尾声的不带再现的三部曲式

创作而成，其中又包含了戏曲风格、对比

复调、模仿复调、自由赋格等手法，极大

地丰富了音乐语言，展现了作曲家对于作

曲技法的娴熟掌握，可谓是经典中的经典。

一、《黄河大合唱》的创作背景

“人民音乐家”冼星海出生在 1905

年的夏天，1929 年时，冼星海远赴巴黎学

习提琴、作曲两个专业，后考入巴黎国立

音乐学院。“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抗击

日寇的号角吹遍了东三省的大地。1935 年

冼星海投入了抗战歌曲创作和救亡歌咏运

动当中。1938 年，在民族危亡的关键时

刻，冼星海赴延安任鲁迅艺术学院音乐系

主任，也就是在这时，他与光未然共同创

作的《黄河大合唱》诞生了。该部作品的

出现，鼓舞了全中国人民抗击日寇的决心

与勇气，激昂的旋律给予了将士们保家卫

国的力量。这部气壮山河的艺术作品流传

到现在，已然成为我国艺术宝库中最浓墨

重彩的一笔。

二、《怒吼吧黄河》于全曲的重要地位

在有着八个乐章的《黄河大合唱》中，

《怒吼吧黄河》居于全曲最后。通常我

们认为，最后的位置意味着压轴登场，《怒

吼吧黄河》确实将全曲推进至最后的高

潮，在“发出战斗的警号”声中，整部

大合唱结束，但是余音却久久不能散去。

人们都在这反复的、号角般的旋律中，

感受到了自己对于反抗法西斯的使命感，

感受到了自己应该挽起臂膀保卫家园的

责任感。

三、《怒吼吧黄河》的曲式结构

《怒吼吧黄河》作品主体采用三部

曲式结构并加入引子和尾声。开篇第一

句的引子，融入了我国的戏曲风味，达

到了熟悉而又鲜明的印象感。在重复到

第三句时，和声织体一下子展开，给人

强有力的感觉。从“掀起你的怒涛”这

一句开始，乐曲进入 A 部，这时运用了

非常经典的复调手法。进入 B 部时，先

是女高音与女低音深沉的铺垫，接着加

入男声声部，再由女低音引出主调，其

他声部依次接应。当歌词进入“但是，

新中国已经破晓”，就到了乐曲的 C 部，

前面的深沉苦难情绪立刻换成了坚定有

力的呼喊声，在将大合唱推至全曲情绪

最高潮的同时，宣告新中国的光明即将

到来。迈入了雄壮的尾声时，更是彰显

乐曲的辉煌磅礴，使全曲沸腾到了顶点。

四、《怒吼吧黄河》的合唱指挥艺术处理

（一）总谱阅读，确定架构

如果想要排练好一首合唱作品，那就

一定要提前做好准备，在正式排练之前，

指挥要先做好案头的工作，即总谱阅读。

只有这样，指挥才能够对作品有一个透彻

的理解，才能对自己的指挥手势有一个清

晰的规划。全曲的高潮在哪里？各部分的

强弱力度不同，应该如何提示唱出对比？

在逐渐加速度时，应该如何控制合唱队员

的速度统一？针对以上这些问题及乐曲本

身的曲式结构，我认为可以做出以下四个

部分的划分。

1. 雄伟的开篇

第一部分的构成是乐曲的引子加 A

部，两个部分的力度记号同样都为一个

“f ”。在这个部分高度概括了整首作品

的意蕴，也给人以巨大的期待，就好像《桃

花源记》中，渔人见到“山有小口，仿

佛若有光”的好奇与欣喜。A 部的复调部

分是需要指挥下功夫的地方，哪个声部

是主调，哪里就要做标注。在这一乐段中，

主调先由男高音声部唱响，然后又被男

低音声部重复，紧接着女高音声部接过

旋律线继续发展，最后又自然过渡到女

低音声部。

2. 千年的追思

第二部分的构成是乐曲的 B 部。随着

女声两个声部的轻声吟唱，乐曲进入了第

二部分，在女声进行至该段第五小节时男

声加入。紧接着，是一个模仿复调部分。

这个部分与之前出现的复调形式略有不

同，它模仿的主题有两个（或者说是一个

主题和一个对题），并且这两个主题在开

始模仿之前，都已经单独呈示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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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人民的誓言

第 三 部 分 的 构 成 是 乐 曲 的 C 部。

在 第 二 部 分 结 束 后， 乐 曲 速 度 立 刻 由

Andantino（小行板）转变为 Allegro（快

板），情绪也从深沉转变成了坚定激昂，

人民团结的声音铿锵有力，气壮山河的决

心体现得淋漓尽致，抗日烽火的燃烧仿佛

就在每个人的眼前，保卫祖国的誓言声在

四万万五千万民众中此起彼伏。 整齐雄壮

的四部合唱节奏紧密，对指挥水平要求非

常高，尤其是体现在“你听，你听”这一

句中，长达 8 拍的由弱持续渐强的力度要

求，更是对指挥情绪是否饱满的巨大考验。

4. 战斗的号角

第四部分的构成是乐曲的尾声部分。

乐曲在跌宕起伏的旋律线中游刃有余地游

走着，到了尾声这一刻，把积蓄的力量全

部爆发出来，达到全曲的最高潮部分。看

起来是呼唤黄河的滚滚巨涛，实则是在唤

醒中华民族沉睡的雄狮。冼星海仅仅使用

九个小节，就让全曲达到了两次高潮，真

可谓是神来之笔。

（二）不同指挥者的细节处理

同样的作品，同样的音乐记号要求，

可是不同的指挥总能表现出不同的效果。

这就是每个人对音乐的理解力不同，对音

乐专业知识的掌握也有所差异。这里，我

分析讨论历代以来被指挥们所公认的严良

堃先生的指挥技法与现在一些合唱指挥者

的差异。这其中，也包含着我这个合唱指

挥初学者，专门为了此篇论文所开展的实

验的一些情况。

2. 速度的把握

速度的问题是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

如何做到稳而不慢、快而不急？是每一个

指挥都曾有过的疑惑。在这里我们取尾声，

这个在全曲中最能体现速度变化的部分，

来论述指挥该如何控制速度。

在进入尾声九个小节之后，就到了歌

词反复五遍“向着全中国受难的人民，发

出战斗的警号”的部分。此时的乐曲速度

处理，陈国权老师认为，第一遍和第二遍

速度应相同，第三遍、第四遍、第五遍的

速度，每一次都加快一些，并且这些加快，

并没有准确的规定速度，只是标明“加速”。

而严良堃老先生则认为，这五遍之间，每

一遍都需要表现出速度的差异，这些速度

被他以“每分钟 96 拍、每分钟 116 拍”

这样明确的标记出来。两位指挥各有千秋，

在我们作为后辈去学习时，应灵活学习，

不能生搬硬套，也不能凭着自己的想象去

学习。

2. 赋格乐段的处理

在巴洛克时期，有一种非常流行的复

调音乐体裁叫作“赋格”，它用主题和对

题在不同声部中轮流出现的手法，并赋予

主题不同调性与节奏的变化来丰富音乐语

言，这一段落就是最好的体现。在指挥赋

格乐段时，应注意主旋律线的交替出现，

当主旋律声部进入时，其他声部都应为主

旋律声部让位，否则会破坏赋格设计的意

义，在听觉上没有了美的享受而只是听起

来一团乱麻。

3. 高潮的处理

一首作品中，一定要有一个高潮才算

完美，以达到画龙点睛的艺术效果，好似

层峦叠嶂之间，一枝独秀的那一座险峰。

可是，倘若高潮太拖沓，那就无法凸显这

座山峰的奇与美，只给人千山一碧、没有

特点的印象。

惠州学院的岳晓云老师认为，全曲高

潮只在图中所示的最后两小节。他主张此

处应使用分拍指挥，且“怒吼吧”三个字，

每个字都应该做相同效果的处理，指挥者

的右手应该超过眉线来做收尾动作。

而严良堃老先生除了要求将“怒吼吧”

三个字唱得同样响之外，更特别提到了第

一小节第一拍的处理手法。他建议将这里

当作高潮的“引子”来处理，装饰音不要

按照原有时值来演唱，可以调整为前一小

节最后一拍的后半拍，这样唱出的形象是

最符合全曲的要求。除此之外，严先生还

给出了一点指挥手势的建议。最后一小节

的“吧”字，手势应该达到了全曲的最高

位置，甚至充满激情时，可以高过头顶。

这个手势前面一定要“藏”，不能被人发

现，直到这里，再不遗余力 地释放出来，

这样可以达到极强的视听效果。

五、结语

今年距离《黄河大合唱》首演已经过

去了 79 年，可是这部作品却越唱越嘹亮，

足以证明它对于中华民族的深远影响。不

知道它鼓舞过多少英勇将士走上前线，不

知道它感动了多少人民奋起抗争。即使我

们现在生活在和平年代，也依然要传承《黄

河》精神，牢记《黄河》信念。在反复传

唱《黄河》时，作为指挥的我们要广泛学

习优秀指挥们的作品处理经验，但在运用

至各个合唱团时应该“因地制宜”，不能

生搬硬套，在合理加入自己的二度创作之

后能够更好地表现作品的意蕴。我认为我

在“长渐强的处理”中所做的调整是符合

该合唱团现状的，是切实有效的解决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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