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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种流行唱法版本《但愿人长久》

的对比分析 ①

朱思琪，吴广平
（湖南科技大学 艺术学院，湖南 湘潭４１１２０１）

摘　要：《但愿人长久》是中国古典诗词歌曲的代表作。在众多唱法中，流行唱法占据了绝大部分市场，继邓丽君原
唱版本后，最具代表性翻唱的是向偶像致敬的王菲版，最具颠覆性翻唱版本为龚琳娜版。在人声与配乐的关系方面，邓

版水乳交融、王版各呈气象、龚版主次分明，分别构成了人间烟火的温情、超尘脱俗的雅情、粗狂洒脱的豪情三种音乐形

态；在演唱风格方面，邓版柔情蜜意的思念、王版冷眼旁观的洒脱、龚版人话明月的倾泻，呈现出完全不一样的音乐画面。

三个版本皆经历了从歌曲文本到编曲配器，最后由歌者演绎的三次再创作，每一次的创作由于解读者的不同，对歌曲的

领悟都碰撞出了不一样的火花，完成一个音乐作品深入骨髓的解剖与演绎多元化的体现。

关键词：《但愿人长久》；流行音乐；邓丽君；王菲；龚琳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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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愿人长久》这首歌的歌词采自宋代苏轼的词《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据不完全统计，此词从

２０世纪５０年代至今，产生了不同版本的歌曲共１９首，歌曲类型涉及流行音乐、艺术歌曲等，表演形式
包括独唱曲、合唱曲等，演唱风格不仅囊括民族唱法、美声唱法、通俗唱法三大主流唱法，而且涉及国粹

京剧等戏曲艺术。这首作品流传至今，众多唱法中，流行唱法占据了绝大部分市场，流行唱法中广受关

注的又属邓丽君原唱版本———梁弘志作曲、肖唯忱编曲。邓丽君版本后，最具代表性翻唱的便是向偶像

致敬的王菲版，最具颠覆性的翻唱版本非龚琳娜版莫属。本文将对邓丽君、王菲、龚琳娜演唱的三个版

本从演唱风格与配器编曲两方面进行比较分析，来探寻《但愿人长久》不同版本的艺术魅力及其价值。

１　歌曲文本分析
歌曲文本是音乐作品的根基，进行不同演绎版本比较分析之前，歌曲文本分析是首要的。《水调歌

头·明月几时有》是苏轼一生中创作的４首《水调歌头》中最著名的一首，在文学界是古诗词的经典之
作，在音乐界是中国古典风的金曲。

北宋文坛的领袖人物苏轼创立了与婉约派对立的豪放派，苏轼此词的风格却并不是豪放的。这首

词作于苏轼仕途与亲情均不顺利之时：宋神宗熙宁九年（１０７６年）的中秋，妻子王弗已逝，弟弟苏辙离散
无法团聚，带着满腔的人生报负不能实现的失意，包含着对亲人的无限思念，苏轼写下了这首千古绝唱。

俗话说，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学术界对这首词的解读也不尽相同。南京艺术学院的硕士研

究生杨玲对苏轼的《水调歌头》歌曲研究论文中提到：“从天上到人间，从虚幻到现实，词作以浪漫主义

的手法向世人展示了其空灵洒脱、飘逸狂放的神思。”［１］杨玲主张此词表达的是超然于世外的旷达襟怀

与对美好人生的向往，而青年学者周宝东的解读则倾向于悼念亡妻的隐喻哀伤：“理想中‘不应有恨’，

现实中却人鬼殊途，怎能无恨？理想中应该团圆，现实却‘古难全’”，“因词前小序说：‘丙辰中秋欢饮达

旦，大醉，作此篇，兼怀子由。’我以为那只是冰山一角，苏轼的更大用意隐藏得很深———更是一首悼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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亡妻王弗的爱情词。”［２］我们可以看出，后人对古人诗词的鉴赏，读者在一定程度上已构成对作品的二

度创作，因为任何人也无法还原过去，体会到苏轼当时真正的心情，也就无从定义哪个版本的判断绝对

的正确或绝对错误，所以，通过歌曲表达歌者情感时出现截然不同的理解就在情理之中了。

台湾著名音乐人梁弘志，是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末校园歌曲发展的重要代表人物，其音乐风格细腻、柔
和。在他一生创作的５００多首歌曲中，《但愿人长久》《恰似你的温柔》《读你》等作品在歌坛的传唱度最
广且历久弥新。《但愿人长久》的歌词本就取自苏轼的《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在邓丽君演唱后，似

流行乐坛的一枚“重量级炸弹”且经久不衰，为梁弘志古典温婉风的经典之作。梁弘志作曲、肖唯忱编

曲、邓丽君演唱的《但愿人长久》全曲由较单纯的音乐材料组成，为带再现二部曲式：前奏（１０）＋Ａ（９）
＋Ａ１（９）＋Ｂ（８）＋Ａ２（１０）＋间奏（１）＋Ｂ１（１２）＋Ａ２（１０）＋尾声（４）。本文不做全曲分析，仅对 Ａ、Ｂ
各段特点进行阐述，分析如下：Ａ乐段由９小节组成，多由二、三度音程的小波浪形态上下波动进行，音
程关系最大的跨度仅为第４小节的“ｌａ”到上行方向的“ｒｅ”，此处为Ａ段半终止；第５、６小节采取似轻声
叹息的“ｍｉ—ｄｏ—ｌａ”“ｍｉ—ｄｏ—ｌａ”“ｒｅ—ｄｏ—ｌａ”３次下行模进，最后从“ｌａ”跳进衔接到上行的“ｆａ”，过渡
到第７小节，犹如思绪万千却欲说还休，第８小节再回到“ｒｅ”上持续两小节，营造了平稳淡然的情绪。Ｂ
乐段为４小节反复一次形成的８小节乐段，打破了文本原词“转朱阁”至“何事长向别时圆”５小句的结
构，且在“照无眠”的“无”处巧妙地出现最高音“ｌａ”构成整曲高潮部分，音程波浪演变成上下来回波动，
形成情感迸出却欲收回的惆怅万分之感。最后，回到 Ａ乐段的淡然典雅，宛如古韵女子向明月吐露忧
郁之曲。后人根据演唱歌手的特点量身定制的版本，在曲式结构上通常都以再次重复前面乐段的方式

为主，即使风格与原版迥异，曲式结构也不会有太大变化。王菲版本在此基础上，于间奏后添加了 Ａ１
段，歌词为“我欲乘风归去”至“何似在人间”；龚琳娜版本则在间奏后，直接重复了 Ａ、Ａ１两段，歌词照
搬原有两段词。此外，王版与龚版都只与邓版在个别句末音时值有几拍差异，故不作重点分析。

《但愿人长久》歌词文本已有豪放与婉约等不同版本的解读，音乐风格又恰巧与文学界定义的婉约

派极为相似，也就不难理解继邓丽君之后翻唱的版本绝大多数都具有雅致动人的倾向了（龚琳娜版本

是特例）。如此看来，词、曲的巧妙融合已经构成了歌曲文本，为３种流行唱法版本《但愿人长久》演唱
作品演绎意境提供了基础导向。

２　配器编曲对比
配器编曲是音乐作品的骨架，是一种“将乐谱形式的歌谱通过和声、乐器上的编配，使其以听觉形

态表达出来的作曲方式”［３］。３种流行唱法版本《但愿人长久》乐谱相同，不同配器编曲呈现出来的音
乐形态便体现了音乐人为歌手量身定做达到辅助其处理作品的目的。

邓版为明显的西洋风格，整体较为朴素简洁，且实现了中国古典音韵与西洋乐器的完美结合。前奏

为原声钢琴琶音、柱式和弦交替上行，后部分加入弦乐铺垫，分解和弦营造出抒情优美又略带伤感的意

境，再铺下垫底弦乐随着人声流动，接着吉他、吹管乐器层层叠入，最后从乐器种类与伴奏织体上都将音

乐氛围推向高潮，伴奏加厚的情况也出现在高潮句末尾，为人声做出了恰到好处的烘托效果，打造的是

人间烟火的真情流露之感。

王版也属于西洋风格配器，但整体呈现的是似与人声对唱的二部曲视听效果。前奏即开启了钢琴

与弦乐的对垒模式并一直延续到尾声，整个伴奏都没有明显的层次感，却刚好与人声平缓、慵懒的声音

呼应；前部分出现少量低音贝司也只是一闪而过，后部分加用钢琴八度走弦强调、吉他拨弦衬托，更富旋

律性。似有若无的人声搭载独立自主的伴奏，描绘了一组与世隔绝的清冷山水图，仿佛是歌者置身世

外、不带自身感触的故事配音。

龚版为民族风格配器，以人声为主，配乐为辅，西洋乐器仅充当古筝主旋律的引子及节拍点，堪称西

洋乐器为民族乐器服务的典范之作。整曲颠覆了古筝温婉典雅的音乐形象，配合打击乐重现了豪放派

词人苏轼的大气磅礴，再组装上不是反串更似反串的女声，把歌曲定义为酒醉后癫狂疯言疯语实不

为过。

由此可见，３个版本的配器编曲及其所呈现出的情感存在很大的差异。在人声与配乐的关系方面，
邓版水乳交融、王版各呈气象、龚版主次分明，都各有其特点；在呈现出的情感方面，邓版表现的是人间

烟火的温情，王版表现的是超尘脱俗的雅情，龚版表现的是粗狂洒脱的豪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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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演唱风格对比
演唱风格是音乐作品的灵魂，３种流行唱法版本《但愿人长久》虽同属梁弘志作曲，且均为女声，但

是在演唱上却有着截然不同的风格，体现了歌者对作品的不同领悟与解读。

邓版《但愿人长久》是最接地气的，温柔婉约、娓娓道来，是大众最易接受的演唱类型。邓丽君对气

声唱法运用可谓炉火纯青，在本首作品演唱过程中，却并未过多炫技，仅在高音、长音时使用气声，来实

现其演唱过程中对音色调整、强弱控制与咬字吐字时完整性的保持；邓丽君在运用装饰音时也毫无做作

之感，换气的速度出神入化，在她的歌曲演唱中，一般是听不见呼吸声的。邓丽君的浅唱低吟、柔肠百

转，迅速使人在脑中勾勒出了一幅思念心上人无法团聚的感伤画面。

王版《但愿人长久》是其“空灵”音乐风的代表作，虽借鉴了邓的气声唱法，但她运用了其特有的处

理方式，使音乐风格依然别具一格。值得留意的是，王菲在处理这个作品时也几乎放弃了所有的演唱技

巧，慵懒随意的演唱中使用颤音拖长音，借力假声把高潮部分一带而过，恰好这些都是王菲的金牌杀手

锏，是她的各类音乐作品中的“常客”；王菲的音色特别，再运用早已融入骨髓的科学运气方法，在放松

状态下依然使断句不露痕迹，收放自如。这首作品经王菲处理得虚无缥缈，似不食人间烟火的仙女到访

人间，冷眼看别离。

龚版《但愿人长久》糅合戏曲元素，把这首流行歌曲演绎得独树一帜，是标准的龚式唱法。龚琳娜

在处理这首作品时把具狂野性的民族风情与古典色彩的声音相结合，旨在表现出词人苏轼醉酒后豪放

豁达的心境，又兼备仕途失意、亲人离散的复杂情感。龚琳娜压低嗓音形成一种男子般的豪迈气质，整

首作品声音看似是撕裂般挣扎，实则音韵饱满，句首与句尾的咬字都刻意加重，每次换气都使人揪心，最

后运用连绵不断的高音来达到情感的宣泄。虽然龚版偏离了歌曲文本原来的情感方向，多数人并不认

可，但是她超高技巧的演唱、独具戏曲特色的演绎方式俨然使这首作品成为最具另类色彩的一版。

由此可见，３种流行唱法版本《但愿人长久》建构的音乐画面都是不一样的，邓版柔情蜜意的思念、
王版冷眼旁观的洒脱与龚版人话明月的倾泻，都没有跟歌曲文本意蕴构成绝对一致，但这并不妨碍听众

对歌曲本身的理解。从歌词文本的解读到歌手的诠释再到听众的自身领悟，本身就经历了三次洗礼，作

品表现出的多元化，正是流行音乐发展的根本动力。

综上所述，邓丽君、王菲、龚琳娜３位流行音乐歌手演唱的《但愿人长久》具有明显的风格差异。在
人声与配乐的关系方面，邓版水乳交融、王版各呈气象、龚版主次分明，分别构成了人间烟火的温情、超

尘脱俗的雅情、粗狂洒脱的豪情三种音乐形态；在演唱风格方面，邓版柔情蜜意的思念、王版冷眼旁观的

洒脱、龚版人话明月的倾泻，呈现出完全不一样的音乐画面。我们在分析这３种流行唱法版本的《但愿
人长久》时又可以得到如下重要启示：歌曲文本是音乐作品的根基，为演唱作品演绎意境提供了基础导

向；配器编曲是音乐作品的骨架，为现代流行音乐发展提供了新途径；演唱风格是音乐作品的灵魂，为流

行音乐的发展提供了根本动力。

流行音乐的发展随着现当代社会人们怀旧倾向的滋生与壮大，在单纯的新曲创作基础上，衍生了翻

唱的潮流。一个流行音乐作品，从歌词文本到编曲配器最后到歌者演绎，需经过３次再创作，每一次的
创作由于解读者的不同，对歌曲的领悟皆会产出不一样的结果，这也可以看做是一个作品深入骨髓的解

剖与多元化演绎的可能性。据不完全统计，《但愿人长久》不同版本的歌曲就有１９种，其中邓丽君原唱
演绎版本又不下５种（除王菲、龚琳娜还有张靓颖、张学友等人都有翻唱），细分下来便可预见其庞大的
支系，从而窥探到流行乐坛生机勃勃的发展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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