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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黄河大合唱》诞生于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关键时

刻，由光未然作词、冼星海作曲，是一部将音乐与文学

完美融合的大型声乐套曲。它以黄河为象征，通过激昂

的旋律和磅礴的歌词，唤起了全民族的抗日热情，成为

激励中华儿女奋起抗争的精神号角。长期以来，学界对

《黄河大合唱》的研究多集中于音乐创作技巧、音乐风

格以及历史意义等方面，而对其文学性的深入探讨相对

较少。实际上，歌词作为《黄河大合唱》的重要组成部

分，具有极高的文学价值，蕴含着深刻的思想内涵和独

特的艺术魅力。对其文学性进行赏析，有助于全面、深

入地理解这部经典作品，挖掘其在文学领域的价值，为

当代文学创作与音乐文学的发展提供有益借鉴。

一、《黄河大合唱》的创作背景与时代意义

20 世纪 30 年代，日本帝国主义全面侵华，中华民族

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机。在这民族危亡之际，文艺界人

士纷纷以笔为武器，用文艺作品激发民众的抗日斗志。

1938 年 11 月，诗人光未然在率抗敌演剧队东渡黄河时，

目睹了黄河船夫与狂风恶浪搏斗的情景，聆听了高亢、

激昂的船工号子，黄河的雄浑气魄和船夫们的英勇精神

深深震撼了他，为他的创作提供了灵感源泉。1939 年，

光未然在延安完成了《黄河大合唱》的歌词创作，随后

冼星海仅用六天时间就完成了谱曲工作。这部作品一经

问世，便迅速在抗日根据地和全国范围内传唱开来，成

为鼓舞全国人民团结抗日的精神力量。它以艺术的形式

反映了时代的最强音，激发了广大民众的爱国热情和民

族自豪感，为抗战胜利发挥了独特而重要的作用。

二、《黄河大合唱》的文学性分析

《黄河大合唱》中最为重要的意象便是黄河。黄河是

《黄河大合唱》中最为核心的意象，它贯穿于整部作品，

承载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和民族精神。在歌词中，黄河被

描绘成“惊涛澎湃，掀起万丈狂澜；浊流宛转，结成九

曲连环”，展现出其雄浑壮阔、波澜壮阔的自然风貌。黄

河不仅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孕育了灿烂的华夏文明，

更是中华民族坚韧不拔、顽强不屈精神的象征。它象征

着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文化底蕴，是民族凝聚

力的源泉。在抗日的时代背景下，黄河意象更代表着中

华民族抵御外侮、保卫家园的坚定决心。如“黄河以它

英雄的气魄，出现在亚洲的原野；它表现出我们民族的

精神：伟大而又坚强！”歌词通过对黄河的赞美，激发

了中华儿女对民族的热爱和对侵略者的愤恨，激励人们

像黄河一样，以英勇无畏的精神投入到抗日斗争中。

除了黄河意象，作品中还运用了众多其他意象，共

同构建起了一个丰富多彩的意象世界。例如，“风在吼，

马在叫，黄河在咆哮”中的“风”“马”等意象，营造出

一种紧张、激烈的战争氛围，烘托出抗日斗争的残酷与

激烈。“河边对口曲”中的“老乡”“兄弟”等人物意象，

体现了普通民众在战争中的遭遇和他们之间的深厚情谊，

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团结一心、共同抗日的现实。“黄河

怨”中“乌云”“波涛”等意象，与受难妇女的悲惨命运

相呼应，强化了歌曲的悲剧色彩，表达了对侵略者暴行

的强烈控诉。这些意象相互交织，共同传达了作品的主

题思想，使歌词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

《黄河大合唱》自始至终洋溢着浓烈的爱国之情，这

是作品的核心情感。歌词中对祖国壮丽山河的赞美，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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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啊！黄河！你是中华民族的摇篮！五千年的古国文化，

从你这儿发源”，表达了对祖国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的

热爱与自豪。同时，面对日本侵略者的暴行，歌词中充

满了对侵略者的无比愤恨和对祖国命运的深切担忧，如

“万山丛中，抗日英雄真不少！青纱帐里，游击健儿逞

英豪！端起了土枪洋枪，挥动着大刀长矛，保卫家乡！

保卫黄河！保卫华北！保卫全中国！”这种强烈的爱国

情感，激发了广大听众的共鸣，唤起了人们的民族责任

感和使命感，成为激励人们投身抗日的强大精神动力。

作品中蕴含着不屈不挠的抗争精神，这是中华民族

在面对外敌入侵时的精神写照。无论是黄河船夫与惊涛

骇浪的搏斗，还是抗日军民与侵略者的浴血奋战，都展

现了中华民族顽强抗争、永不屈服的精神品质。“黄河船

夫曲”中“划哟，冲上前！划哟，冲上前！不怕那千丈

波涛高如山！不怕那千丈波涛高如山！行船好比上火线，

团结一心冲上前！”通过对船夫们英勇划船的描写，象

征着中华民族在抗日斗争中勇往直前、不畏艰险的精神。

这种抗争精神贯穿于整部作品，成为激励人们战胜困难、

夺取胜利的精神支柱。

《黄河大合唱》的歌词语言具有鲜明的口语化和通俗

性特点。歌词运用了大量通俗易懂的词汇和简洁明快的

句式，如“风在吼，马在叫，黄河在咆哮”“老乡，你去

哪里？我逃荒去！”等，这些语言贴近生活，易于被广

大民众接受和传唱。这种口语化的表达使作品具有广泛

的群众基础，能够迅速在民间传播开来，发挥其宣传抗

日、鼓舞士气的作用。同时，口语化的语言也增强了作

品的真实感和亲切感，让听众能够更加深刻地感受到作

品所传达的情感。

歌词具有强烈的节奏感和韵律美，这与音乐的配合

相得益彰。歌词在句式安排上长短相间，错落有致，如

“保卫家乡！保卫黄河！保卫华北！保卫全中国！”通过

短句的连续使用，增强了语言的节奏感和紧迫感，营造

出一种激昂奋进的氛围。在韵律方面，歌词押韵和谐，

朗朗上口，如“黄河颂”中“啊！黄河！你一泻万丈，

浩浩荡荡，向南北两岸伸出千万条铁的臂膀。我们民族

的伟大精神，将要在你的哺育下发扬滋长！”“膀”“长”

押韵，使歌词在朗诵和演唱时具有优美的韵律，增强了

作品的艺术感染力。

《黄河大合唱》由八个乐章组成，分别是《黄河船

夫曲》《黄河颂》《黄河之水天上来》《黄水谣》《河边对

口曲》《黄河怨》《保卫黄河》和《怒吼吧，黄河》。这八

个乐章既相对独立，又紧密相连，共同构成了一个完整

的艺术整体。从结构布局上看，作品呈现出起承转合的

特点。《黄河船夫曲》以紧张激烈的船夫与风浪搏斗场景

开场，起势磅礴，奠定了作品的基调；《黄河颂》则以抒

情的方式歌颂黄河的伟大与坚强，对黄河的赞美起到了

承上启下的作用；《黄水谣》《河边对口曲》《黄河怨》通

过描述人民在战争中的悲惨遭遇和痛苦情感，进一步深

化了主题，是作品的发展部分；《保卫黄河》以其明快的

节奏和激昂的旋律，表达了全民抗日的坚定决心，将作

品推向高潮；《怒吼吧，黄河》则以宏大的气势和强烈的

号召，呼唤全民族的觉醒和抗争，是作品的总结与升华。

这种严谨的结构布局，使作品层次分明、逻辑清晰，能

够更好地传达作品的思想内涵和情感脉络。

《黄河大合唱》的成功，不仅在于其卓越的文学性，

更在于文学性与音乐性的完美融合。在这部作品中，歌

词与音乐相互依存、相互促进，共同塑造了作品的艺术

形象。从音乐旋律上看，冼星海根据歌词的内容和情感

基调，创作出了与之相匹配的旋律。例如，在《黄河船

夫曲》中，旋律采用了劳动号子的形式，节奏强烈有

力，模拟了船夫划船时的动作和呐喊声，与歌词中描绘

的紧张激烈的划船场景相契合；在《黄河颂》中，旋律

庄重、雄浑，以宽广的音域和舒展的节奏，表达了对黄

河的赞美之情，与歌词的抒情风格相得益彰。从演唱形

式上看，不同乐章采用了独唱、合唱、对唱等多种演唱

形式，根据歌词所表达的情感和角色特点进行安排。如

《河边对口曲》采用对唱形式，生动地展现了两个老乡

之间的对话，增强了作品的叙事性和戏剧性；《保卫黄

河》采用轮唱形式，通过不同声部的交替演唱，营造出

一种此起彼伏、波澜壮阔的音乐效果，表现了抗日军民

团结一心、奋勇杀敌的场景。这种文学性与音乐性的高

度融合，使《黄河大合唱》成为一部具有强大艺术感染

力的经典之作。

三、《黄河大合唱》的修辞手法与文学张力

《黄河大合唱》的文学性不仅体现在宏观的意象构

建与情感表达上，其微观的修辞手法同样值得深入探讨。

歌词中大量运用比喻、拟人、排比等修辞技巧，赋予文

本更强的表现力与感染力。例如，《黄河颂》中“你一泻

万丈，浩浩荡荡，向南北两岸伸出千万条铁的臂膀”一

句，通过比喻将黄河的支流比作“铁的臂膀”，既突显了

黄河的雄伟气势，又暗喻中华民族团结一心的力量。拟

人手法在《黄河怨》中尤为突出，“乌云啊，遮满天！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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涛啊，高如山！”将自然现象人格化，使黄河的愤怒与

人民的悲怆融为一体，强化了作品的悲剧色彩。

此外，排比句式在歌词中频繁出现，形成强烈的

节奏感与情感冲击力。《保卫黄河》中“保卫家乡！保

卫黄河！保卫华北！保卫全中国！”通过层层递进的排

比，将抗战的决心从局部扩展至全国，展现了全民动员

的宏大格局。这种修辞手法不仅增强了语言的韵律美，

更使主题思想在重复中不断升华，形成排山倒海般的情

感浪潮。

值得注意的是，歌词中的对比手法也极具艺术张力。

例如，《黄水谣》前半部分描绘和平时期“麦苗儿青来稻

花儿香”，与后半部分“奸淫烧杀一片凄凉”形成鲜明对

比，通过今昔之变揭露侵略者的暴行，激发听众对和平

的渴望与对敌人的仇恨。这种对比不仅深化了主题，更

使作品在情感表达上具有强烈的戏剧性。

四、《黄河大合唱》与其他抗战文学作品的比较

将《黄河大合唱》置于抗战文学的整体语境中考察，

更能凸显其文学独特性。与同时期的诗歌如艾青的《北

方》、田间《给战斗者》相比，《黄河大合唱》的文学性

不仅在于其抒情性，更在于其与音乐的深度结合。艾青

的《北方》以冷峻的笔触刻画国土沦丧的悲凉，而《黄

河大合唱》则通过激昂的旋律与壮阔的意象，将悲愤转

化为抗争的力量。田间的《给战斗者》以短促的句式与

直白的语言呼唤战斗，而《黄河大合唱》则通过多乐章

的结构与丰富的修辞，构建起更为立体的艺术空间。

此外，与茅盾的小说《子夜》相比，《黄河大合唱》

虽无复杂的人物情节，却以高度凝练的意象与情感浓缩

了时代精神。茅盾通过资本家的兴衰反映社会矛盾，而

光未然则以黄河为象征，直接指向民族存亡的核心议题。

这种差异体现了不同文学体裁在表达时代主题时的独特

优势。

五、《黄河大合唱》的当代价值与传承

在当代语境下，《黄河大合唱》的文学性仍具有重

要的启示意义。其一，作品展现了文学与音乐跨界融

合的无限可能，为当代艺术创作提供了范式。例如，近

年来“新国风”音乐作品中频繁引用古典诗词与历史意

象，可视为对《黄河大合唱》创作理念的延续与发展。

其二，作品中的民族精神在全球化背景下依然具有凝聚

力。2020 年武汉抗疫期间，多地合唱团通过网络重新演

绎《黄河大合唱》，以艺术形式传递团结抗疫的决心，印

证了其超越时代的感召力。

教育领域亦应重视对《黄河大合唱》的传承。中小

学语文教材可选取《黄河颂》等乐章作为文学赏析范例，

引导学生从意象、修辞、情感等角度理解作品；高校音

乐与文学跨学科课程则可深入探讨其创作手法，培养复

合型艺术人才。

结语

《黄河大合唱》作为一部具有深远历史意义和极高艺

术价值的作品，其文学性具有独特的魅力。通过对其意

象运用、情感表达、语言特色和结构布局的分析，可以

看出这部作品不仅在音乐领域取得了卓越成就，在文学

创作上也达到了很高的水准。它以黄河为核心意象，构

建起了一个充满民族精神和时代气息的意象世界；通过

强烈的爱国之情和抗争精神的表达，激发了人们的民族

自豪感和责任感；其口语化、通俗性的语言特色和鲜明

的节奏感、韵律美，使其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严谨的

结构布局则使作品层次分明、逻辑清晰。同时，《黄河大

合唱》文学性与音乐性的完美融合，为音乐文学的创作

提供了成功的范例。在当今时代，重新审视和赏析《黄

河大合唱》的文学性，不仅有助于我们更好地传承和弘

扬这部经典作品，更能够从中汲取灵感，为当代文学创

作和音乐文化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它将永远激励着中

华儿女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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