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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但愿人长久》看流行音乐的

跨界现象 ①

张潇文，石峥嵘
（湖南科技大学 艺术学院，湖南 湘潭４１１２０１）

摘　要：《但愿人长久》是中国流行乐坛古风歌曲的经典代表作，其歌词取自宋代词人苏轼所作的词作《水调歌头·
明月几时有》。此歌曲传唱至今，其中不乏跨界演唱的歌手，如龚琳娜、张远、谭晶等。龚琳娜将摇滚乐与流行音乐相结

合，虽豪放，却另类；张远从京剧入手，通过京剧中花旦的角色将其融入到人们耳熟能详的流行歌曲中，使得歌曲更添古

香古色的意境美；谭晶的演唱实现了民族唱法与流行唱法的完美跨界融合，演唱风格简约、大气，被誉为“天籁之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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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流行音乐发展至今已有８８年历史。改革开放初期，流行音乐被人们视为“靡靡之音”，后来批
判之声减少，但仍被认作是粗俗浅显、难登大雅之堂的另类。随着现代信息技术及大众传播媒体的迅猛

发展，在生活中，人们对于音乐的欣赏与消费也都更加迅速和广泛，流行音乐也开始蓬勃发展。台湾歌

手、“亚洲歌姬”邓丽君的流行音乐传入内地后，死寂的内地流行乐坛重新焕发了勃勃生机。１９８０年代
内地的流行歌手和流行音乐作者从邓丽君盒带的演唱和配器上得到启发。歌手程琳、段品章等人由于

模仿邓丽君惟妙惟肖而得“小邓丽君”之称。港台歌曲的传入带来了一种新的音乐文化形态。

所谓跨界演唱，指的是将民族唱法、美声唱法、通俗唱法三种唱法融会贯通。其中以民族唱法为主，

吸收美声唱法的演唱技巧的称为民美唱法；以美声唱法为主，吸收通俗唱法的演唱技巧的叫美通唱法；

以民族唱法为主，吸收通俗唱法的演唱技巧的叫民通唱法。早在 ２０世纪中期，跨界演唱在古典音乐与
流行音乐领域中相继展开，特别是在 ２１世纪初，英国女歌手莎拉·布莱曼在流行音乐、舞台剧和古典
音乐三个领域中的“跨界”演绎所带来的“全球效应”，使“跨界音乐”在不同的国家落地生根［１］。在现

当代流行音乐中，歌曲演唱的跨界现象如雨后春笋，在歌坛中独领风骚。费玉清、周杰伦合作的《千里

之外》，２００９年央视春晚中宋祖英与周杰伦共同演绎的《辣妹子》，吴碧霞演唱的《甩葱歌》，都是跨界演
唱的经典例子。

《但愿人长久》是中国流行乐坛古风歌曲的经典代表作，其歌词取自宋代词人苏轼所作的《水调歌

头·明月几时有》，这首词以月起兴，围绕中秋明月展开想象和思考，把人世间的悲欢离合之情纳入对

宇宙人生的哲理性追寻之中，落笔潇洒，舒卷自如，情与景融，境与思谐，思想深刻而境界高逸。邓丽君

开疆辟土，一曲唱响乐坛；后来百花齐放，如姜嘉锵、杨曙光这类艺术大家，王菲、张学友等歌坛唱将，龚

琳娜、张远、谭晶为主的后起之秀，将《但愿人长久》这首歌推到一个新的高度。本文以《但愿人长久》为

例，详细研究多种演唱形式碰撞下产生的新兴的跨界演唱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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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龚琳娜版：摇滚与流行音乐的碰撞
以一曲《忐忑》成名的龚琳娜对特立独行这条道路有着近乎狂热的偏执。撇开其他作品不说，《但

愿人长久》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龚琳娜演唱的《但愿人长久》与人们之前印象中柔情似水的风格大相

径庭。在演唱方面，龚琳娜采用了摇滚唱法，并糅合进了秦腔或花脸的唱法；在配器方面，打击乐器夹杂

着古典乐器；在造型方面，用的是戏剧演员的妆容与极具个性特色的发型；在风格方面，这首歌豪放另

类，最后一段运用了富有韵律、连绵不断的民间号子式的起伏与推进，几乎可与黑人的“节奏布鲁斯”的

艺术情境相匹配。多方面结合在一起造成恢诡谲怪的视听冲击，尽管摇滚与古典的交接略显生硬，但是

龚琳娜这种演绎是流行音乐跨界演唱的可贵尝试。

众多歌手对邓丽君《但愿人长久》的翻唱，都属于见仁见智的二度创作。龚琳娜摇滚版的《但愿人

长久》一直以来饱受争议，褒贬不一。否定派认为：龚琳娜对原词的风格把握不准，采用这样一种方式

来演绎宋代苏轼的这首词，显得不伦不类，是失败的。肯定派则不这么认为。独立导演丁太升发微博评

价说：“这首歌又好听又有创新又有艺术性，翻唱得热血翻涌，气势非凡，当真找到了苏轼的风骨。”《新

周刊》主编封新城也通过微博发表了点评，“粗放，有古意，我喜欢。”不得不说，龚琳娜版《但愿人长久》

的表达方式是最有个性的。苏轼虽然是宋代的豪放派词人，但并不是他所有的词风格都是豪放的，《水

调歌头·明月几时有》的风格是清丽旷达的。龚琳娜将这首词演绎得豪放另类，这并不符合苏轼原词

的风格。

２　张远版：京剧与流行音乐的糅合
张远版本的《但愿人长久》首次亮相于综艺节目《国色天香》，这一档节目就是为流行音乐的跨界现

象而产生，２０１４年推出第一季，就以“流行歌曲进行戏曲唱腔改编”的形式取得了收视与口碑的双丰收。
该节目展现了国内外十几位唱将型艺人精彩的跨界歌曲，将耳熟能详的流行歌曲以京剧、豫剧、越剧等

传统戏曲的唱腔旋律为基础，与现代节奏相结合，形成独具特色的中国曲风。该节目实现了中国传统文

化与流行时尚元素的碰撞，将文化内容植根于节目中，与其他综艺节目形成强烈反差，引发真人秀节目

外表下的深层次思考。《国色天香》带着对戏曲满满的诚意而来，正如总制片人孙铁麟所说：“我们不仅

仅要做节目，更重要的是传递文化。”这种创新也获得了众多业内人士的好评，戏曲名家孟广禄、宋小

川、小香玉等对《国色天香》的节目形式给予高度评价：“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中国戏曲的新希望，这种创

新形式非常值得推广与借鉴。”对于“歌改戏”的真人秀节目创新模式，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传媒研究中

心秘书长、博士冷凇称：“《国色天香》巧妙的突破了棚内综艺和真人秀相结合的方式，实现了创新与文

化的完美融合。”

作为选秀节目出身的张远，属于小众歌手类型，以个人形式所出单曲并不多，他所翻唱的《但愿人

长久》用“惊艳”二字形容并不为过。通过京剧中花旦的角色将其融入到人们耳熟能详的流行歌曲中，

不仅需要极高的勇气，而且更要求歌手有着扎实的演唱功底。张远在演绎这样一首京剧唱腔与通俗唱

法跨界的歌曲中，唱功稍显青涩稚嫩，京剧中女声小嗓的运用不够到位，但在编曲上却大大弥补了这方

面的不足。现代与古典的交融，充分体现在此曲的配器上，钢琴与弦乐器，加上戏曲惯用的板鼓、京胡、

大锣、小锣等乐器，中西乐器的结合，毫无违和感。在这首歌中，张远添加了京剧中常见的念白，使得歌

曲更添古香古色的意境美，进一步增加了作品的观赏性。

“欲跨界，先分类”是跨界音乐在我国传播过程中所呈现出来的态势，近年来，跨界音乐都不约而同

地采用了这样的分类方式，即将歌曲按照美声、民族和通俗的方式加以分类。通过这种方式完成的“跨

界音乐”活动属于“被动适应”的范畴，“被动适应就是演唱者固守美声唱法的技巧底线，通过将民歌或

流行音乐作品转化为美声唱法，或通过表演过程中表演形式的现代化和跨越性而达成‘跨界’的形式传

递”［２］。笔者认为，张远演唱的《但愿人长久》属于“大范围”中的“小分类”，也就是说，美声、民族、通俗

三者之间的跨界只是一个笼统的概念，真正细分到个体时，就会有多种不同的演绎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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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谭晶版：民族与流行音乐的对话
谭晶是我国声乐界跨界演唱的突出代表，她的演唱吸收和融化了美声、民族和通俗三种唱法的优

点，演唱风格大气、简约，在歌坛独树一帜。她的演唱情真意切，音色丰富多彩，音质清新雅正，具有极强

的艺术表现力和感染力，享有“天籁之音”的美誉。

谭晶所演唱的《但愿人长久》，编曲大体与王菲版相同，在配器上主要使用的是西洋乐器，如钢琴、

长笛、小提琴、吉他等。在演唱上，以民族唱法为主，融合了美声和通俗唱法。谭晶出身于音乐世家，她

的母亲是一位民歌演唱演员，她从小就浸泡在民族音乐的氛围里，长期受到民族音乐的熏陶。她演唱的

《但愿人长久》曲风偏向于民歌，十分注意咬字吐字，整首歌唱得字正腔圆。同时，谭晶从小就崇拜、模

仿邓丽君，她的演唱也深受邓丽君流行唱法的影响，她演唱的《但愿人长久》模仿邓丽君的痕迹斑斑可

考，尤其是开头４句的演唱风格和技巧与邓丽君如出一辙。应当说，谭晶演唱这首歌个性不是很明显，
但不得不承认，她演唱时高亢处仍然通透清亮，悠远处令人回味无穷，情感处理得细腻，真假声的转换控

制自如，使得整首作品婉转悠扬、玉润珠圆。这与她在唱法上注重吸收民族、美声和通俗三种唱法之长

是分不开的。

４　结语
跨界演唱是全世界歌唱家共同努力的方向，也是声乐艺术发展的一条重要途径。通过对以上三个

不同版本《但愿人长久》的研究，我们可以看出中国歌唱演员龚琳娜、张远、谭晶在跨界演唱方面的尝试

与努力，经验与不足。龚琳娜版《但愿人长久》跨界演唱特征十分明显，个性十分突出，但是由于她采用

摇滚的唱法来唱这首歌，用力过猛，与苏轼原词的主题和风格不符，颠覆了人们对此词向来的审美印象，

遭到部分听众的非议是必然的。张远版《但愿人长久》采用京剧唱腔来演唱，较为准确地呈现了苏词的

主题与风格，但是由于他毕竟只是一位京剧“票友”，运用京剧唱腔来演唱并不特别纯正，京剧味还不十

分浓。谭晶版《但愿人长久》，确实吸收了民族、美声和通俗三种唱法之长，而且达到了玉润珠圆、天衣

无缝的境界，可惜过于追求音乐的跨界与演唱技巧的展示，反而没有了自身的特色。由此可以看出要做

到跨界演唱既吸收各种唱法之长，又形成鲜明的个性特色，是非常不容易的。像谭晶被称为中国当代跨

界演唱的典范，她演唱的《但愿人长久》尚且个性模糊，声音辨识度不高，其他跨界演唱的歌手如何通过

跨界形成自己独特的演唱风格，就更难了。这表明跨界演唱这条路相当漫长，需要一代又一代的歌唱家

为此付出百倍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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