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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原北京军区战友歌舞团创作演出的《长征组歌》
自1965年8月首演以来，激励鼓舞了几代人，用歌声将
长征精神带到了大江南北、长城内外。作品以大合唱的
形式描摹了中央红军从江西到陕北的长征路，共分为
《告别》《突破封锁线》《遵义会议放光辉》《四渡赤水出奇
兵》《飞越大渡河》《过雪山草地》《到吴起镇》《祝捷》《报
喜》和《大会师》10个部分，作品不仅是一部不同地域民
族音乐曲调集大成的红色经典，更是革命的合唱，合唱
的革命。

说它是革命的合唱，是因为《长征组歌》既凝聚着革
命先辈的心血，也使得革命的火种得以薪火相传；说它
是合唱的革命，是因为合唱说到底是西方舶来品，一般
至少分为四个声部，而《长征组歌》有的乐章只有两个声
部，且每个乐章都可以拿来单独演唱。《长征组歌》改变
了传统意义上合唱的面貌，它不是单纯只追求声音共
鸣，而是更注重中国字的吐字归音，它不是一脸到底的
呆板样式，而是注重队形变化、动作表演，甚至连气口都
带着感情。“革命的、民族的、大众的”，这也是《长征组
歌》能够跨越时间的长河流传下来的根本原因。

《长征组歌》的成功，首先得益于萧华创作的词。为
庆祝中央红军长征胜利30周年，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
总政治部主任萧华在杭州疗养时，选取了12个最具概
括性的典型场景进行创作，用组诗的形式来展现长征
的艰难历程。而萧华本人也是两万五千里长征的亲历
者，他14岁就参加了中国工农红军，在长征途中，他是
中央红军顺利通过彝区的先遣队队长。创作历时半年，
经过反复修改，最终他完成了12首诗歌，并借用毛泽
东诗词《七律·长征》中的第一句“红军不怕远征难”做
总标题。萧华的歌词是从他心底流淌出来的，是史与诗
的贯通、情与景的交融。曾任萧华秘书的李圭在回忆萧华
的一篇文章里写道:“萧华同志曾多次说过:‘我写《长征
组诗》，不知道自己掉了多少眼泪。有些段落如《告别》《进
遵义》《过雪山草地》《报喜》等，就是一边流泪一边写的。
想起长征中那样的艰难困苦，牺牲了那么多的好同志，怎
么能不难过呢？遵义会议确定了毛主席在红军和党中央的
领导地位，在生死攸关的危急关头，挽救了红军，挽救了党，
终于历尽艰险，战胜敌人。三大红军主力在陕北大会师，胜
利结束了长征。想起这些，又怎么能不高兴？难过、高兴，都
会使人流泪的。’”

值得一提的是，萧华作为最年轻的开国上将，有“娃娃
司令”之称，而他出生的兴国县同样是全国闻名的“将军
县”，长征路上几乎每一公里就有一名兴国籍将士倒下。
2004年10月，原战友歌舞团复排《长征组歌》重走长征路，
演出的其中一站就有兴国县。我至今仍记得，一位年迈的老
妪坐在门口等待她的丈夫归来，银白色的发丝在阳光的照
耀下格外夺目。每天，她都用一把银梳子将头发梳得整整齐
齐，宛若当年的新娘，在此等候新婚丈夫的归来，而那把银
梳子，正是丈夫北上长征前送给她的定情信物，却成了天人
永隔的念想。当地人民对红军有着特殊的感情，他们看《长
征组歌》的时候禁不住跟着哼唱，动情处常常流下泪水。演
出结束离开兴国县的时候，他们还像当年十送红军那样送
别身穿军装的我们。

1964年11月，萧华将军写完组诗后，将谱曲的任务交
给了原总政歌舞团和原北京军区战友歌舞团，组成了两组
不同的谱曲班子。其中，原北京军区战友歌舞团的晨耕、生

茂、唐诃、遇秋四位作曲家合作完成了
《长征组歌》的谱曲。组歌分别运用了红
军传统歌曲和江西采茶、苗家山歌、湖南
花鼓、云南花灯、川江号子、陕北秧歌等
群众喜闻乐见的民族曲调，围绕长征主
题，合唱配之以领唱、重唱等艺术变化，
效果十分好。1965年4月下旬，战友歌舞
团的几位作曲家带着谱好的歌曲来杭州
向萧华逐段试唱，萧华听后十分满意。经
过完善，战友歌舞团开始了紧张排练，为
参加纪念长征活动做准备。

1965年8月1日，《长征组歌》在北
京人民大会堂进行了首演，反响十分强
烈。首演后，周总理曾于当年一个月中，
分别于8月6日、8月24日、8月27日3
次观看《长征组歌》。8月24日晚的那场
演出，周总理事先并没有打招呼，而是在
秘书的陪同下来到北京人民剧场观看演
出。周总理来时演出已经开始，他悄悄坐
在最后一排工作人员的座位上，直到中
场休息大灯亮起，观众才发现周总理，并
自发起立鼓掌请总理前排落座。时任战
友歌舞团团长的晨耕告诉周总理，前面
留有艺术指导看节目的位子，总理这才
同意，他还特意叮嘱秘书，这是公演，不
要忘记去补一张票。演出结束后，周总理
对着大汗淋漓的指挥唐江打趣道：你的
衣服全湿了，你这是十曲大会师了。后来
战友歌舞团的同志都称唐江“大会师”。
也正是这场演出当晚，留下了周恩来总
理与《长征组歌》演职人员的现存唯一一
张合影。由于彼时技术局限，这张合影当
时是分三次拍摄，由三张底片合成。合影
上，总理没有坐在正中间，而是坐在了六
曲《过雪山草地》领唱贾世骏的旁边。

1967年春天，贾世骏在人民大会堂
演出，周恩来总理唤贾世骏教他唱《过雪
山草地》。贾世骏怕累着总理，就说：您不
是已经唱会了吗？周总理说：再和我一起
唱唱，纠正纠正。周总理对这一曲情有独
钟，不仅是因为它展现出了红军过雪山
草地的艰辛不易，更重要的是，该曲充盈
着革命浪漫主义的色彩。“雪皑皑，野茫
茫。高原寒，炊断粮。红军都是钢铁汉，千
锤百炼不怕难。雪山低头迎远客，草毯泥
毡扎营盘。风雨侵衣骨更硬，野菜充饥志

越坚。官兵一致同甘苦，革命理想高于天。”红军将领鼓舞红
军奋勇前行的意志随音符跃然耳畔。

“二马一贾”（指歌唱家马玉涛、马国光、贾世骏）的精彩
演唱为《长征组歌》增色不少。现在回过头来看，他们对于艺
术孜孜不倦的追求让人动容。例如四曲《四渡赤水出奇兵》
的男中音领唱马国光，设计了四个夹在手里打的竹片，他将
其称之为“四瓦”。马国光曾向山东快书艺术家高元钧求教，
为了让竹片碰撞的声音更加清脆，他还将竹片放进油锅中
烹炸。至今，他妻子手中还保存有两块当初炸煳了的竹片。
而《长征组歌》四曲第二代领唱褚乃辉倍加真爱的“四瓦”，
也是马国光妻子烹炸过交给他的。再如九曲《报喜》领唱马
玉涛，她的女高音宽厚洪亮，《报喜》正是创作人员专门根据
她独特的音色和音域“量身定制”的。

舞台是遗憾的艺术，有幸的是，电影胶片将这段记忆永
远保留了下来。1976年1月，由八一电影制片厂摄制的电
影《红军不怕远征难——长征组歌》拍摄完成，并于当年在
全国上映，反响热烈。从此，《长征组歌》成为那个时代家喻
户晓、人人传唱的经典革命歌曲。

《长征组歌》陪伴周恩来总理走过了他人生的最后时
刻，他患病的日子里，每当疼痛难忍，夫人邓颖超就会取出
《长征组歌》的唱片，为他播放这些歌曲，听着熟悉的旋律，
他用微弱的声音哼唱着“官兵一致同甘苦，革命理想高于
天”。1976年1月8日，敬爱的周总理永远离开了我们。“一
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长征组
歌》不朽，长征精神不朽，它将鼓舞一代代人不怕牺牲、排除
万难，从胜利走向胜利！

在中国当代舞蹈史中，可以说没有哪部作品能够像芭蕾舞
剧《红色娘子军》那样深入人心，广为传播。她不仅演遍了神州
大地，且于诞生之初便走出国门，至今已成功登上世界各地最
辉煌的艺术殿堂，其独特的中国芭蕾风格和气派赢得了世界人
民的赞赏。自1964年诞生至今半个多世纪中，演出场次达
4000多场，创造了中国当代芭蕾舞剧演出史上的奇迹。至今，
当“练兵舞”中娘子军的飒爽英姿、赤卫队员的凌厉潇洒的“五
寸刀舞”充满舞台的每寸空间；当“万泉河水清又清，我编斗笠
送红军”的悠扬旋律传颂；当琼花手捧红旗潸然泪下；当党代表
洪常青在低沉的国际歌声中英勇就义；当“向前进、向前进，战
士的责任重，妇女的冤仇深”的铿锵乐声响起……一个个动人
的艺术瞬间，不断地撞击着观众的心扉，一代又一代观众的心
灵得到极大震撼，眼中热泪涌动，心潮波澜不平。

这部已经56岁的舞剧为何能经受住半个多世纪时光的磨
砺，至今仍然风姿绰约、熠熠生辉？她常青的艺术生命昭示着怎
样的艺术真谛？她的艺术感召力从何而来？

通过对其创作始末的历史回顾和舞剧文本的细读，不难发
现这部舞剧之所以能成为当之无愧的中国芭蕾舞剧的旗帜、民
族芭蕾舞剧的典范，成为久演不衰的红色文艺经典，有以下几
个方面值得总结和讨论。

国家文艺顶层设计者对舞蹈艺术发展方向的明确引领、理
论评论界的持续关注讨论，使得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应运而
生。1963年8月16日，周恩来总理在人民大会堂河北厅召集音
乐舞蹈座谈会并发表讲话，讲了关于文艺工作的方针，关于阶
级性、战斗性、民族化、现代化，关于艺术标准、创作表现形式等
问题。提出音乐舞蹈必须进一步民族化、大众化，以树立以民族
音乐舞蹈为主体的艺术创作方针。《光明日报》于1964年3月6
日发表题为“创造和发展社会主义的民族的新舞蹈”的编者按，
旗帜鲜明地倡导新的社会主义的“民族化”的舞蹈创作。自此，

“三化”——革命化、民族化、群众化成为那一时期鲜明的艺术
创作总纲，舞蹈界随之出现了积极深入各行各业基层生产一线
体验生活，并努力以舞蹈表现现实斗争生活的创作热潮。

这一明确的文艺创作原则直接成为当时中央芭蕾舞团创
作新剧目从选材到编舞、从风格定位到情感呈现的每个环节、
每处细节的坐标。正是在这样的文艺政策和理论评论氛围的影
响下，《红色娘子军》应运而生。

志同道合的创作集体，纯正的苏联戏剧芭蕾和中国传统舞
蹈的修养。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改编自由梁信编剧的同名
电影，其主创人员几乎全部是上世纪50年代留学苏联的艺术
工作者或者为那个时期来华苏联艺术专家亲自指导培养的优
秀编导人才。在艺术创作观念上，他们同受苏联蓬勃的现实主
义艺术创作观念的深刻影响，有着共同的、鲜明的舞剧艺术
观。他们认为，舞剧是戏剧的一种表现方式，音乐是舞剧的灵
魂，每部舞剧一定要解决和完成好其主题立意及美学旨归的

“最高任务”。一切舞剧手段都要以塑造鲜明的艺术形象服
务。十月革命后的苏联芭蕾，在其传统雄厚的俄罗斯“古典芭
蕾”基础上，在革命的洪流中又积极探索能够表现更广阔的生
活、更多样更真实性格人物的“戏剧芭蕾”的创作规律，积累了
众多代表剧目和编创经验。苏联的“戏剧芭蕾”对传统“古典芭
蕾”的一个重要突破就是将民族舞、民间舞、土风舞等风格性
的舞蹈语言运用到剧情和剧中人物的叙事和刻画之中，以满
足突破“古典芭蕾”的传统取材范围，塑造出各种各样新的芭
蕾舞剧形象的时代艺术需要。恰好《红色娘子军》的编导集
体中每个人不仅有着苏联戏剧芭蕾创作的受教经历，同时又
都有着多年的中国古典舞、民族民间舞和戏曲舞蹈的学习及
表演经验。所以，当在《红色娘子军》中以具体舞蹈语汇展示
人物性格、遭遇、情感时，便需要在古典芭蕾风格性语言的基
础上，有创造性的开发和综合性的运用，需要围绕人物和剧
情发展创新融合出全新的、适合剧中人物个性、气质和内心
情感的舞姿、造型、舞步、舞段。比如，在《红色娘子军》第一
场，琼花与老四双人舞中的“倒踢紫金冠”“乌龙绞柱”“扫堂
腿”“串翻身”等中国古典舞动作和京剧“对打”的表现方式，
让琼花在一连串激烈的中国传统舞蹈动作中，表现出强烈的反
抗精神和不屈性格。

正是这些曾经被称为“土芭蕾”的舞蹈样式，与其所表现的
英雄人物吴琼花、洪常青等融为一体，在时代的大浪淘沙中沉
淀为能够代表中华民族精神的芭蕾舞形象。

深入生活、走进现场，同理与共情中激发创作灵感。《红色
娘子军》的主要创作人员在回忆文章中，都不约而同地强调“深
入生活”“体验生活”对于艺术创作的不可或缺、不可替代的重
要作用。1964年1月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创作任务启动之
后，很快主创团队接到上级指示，前往海南岛体验生活。虽然在
1961年，由谢晋导演、祝希娟主演的同名电影《红色娘子军》已
先声夺人，红遍全国，但是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却从舞台艺
术的独特规律入手，选取为舞台艺术审美所青睐的色彩、旋律、
场景、动作等加以集中强化的表现，而这其中的许多点睛之笔、
华彩篇章都是从体验生活的过程中获取。比如第二场娘子军成
立日在红色根据地广场上的“练兵舞”，这是一段展示娘子军整
体形象的精彩舞段，编导李承祥以芭蕾舞足尖技术的方式结合
上身手持刀枪的挥舞，加以整齐而美观的队形调度穿插，以真
实的军事训练、基本队形步伐为基础，又平添了许多新颖的舞
台构图，可以说那种飒爽英姿是世界芭蕾舞台从未有过的美感
样式。

红色故事在红色舞蹈经典中升华。中华民族进入到20世
纪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舞剧以自强果敢的奋斗创
新精神和开阔胸怀，自觉融入世界优秀文化的洪流中，与“芭
蕾”——这一世界性的人类艺术大树相连接，并由此散发出
富有中国特色的崭新枝叶，不断探索用世界优秀的艺术形式

讲述中国自己的故事，以芭蕾舞剧
《红色娘子军》在舞台上树立起前所
未有的英雄的人民和人民的英雄的
舞蹈艺术形象。

如今，在几代中国人心中，芭蕾
舞剧《红色娘子军》中吴琼花以及娘
子军的形象日益变得隽永，她不仅
拥有以足尖舞为风格底色的芭蕾艺
术，还满带着从中国革命斗争生活
中提炼的动作造型，这些独特、强
烈、传神又优雅的舞蹈语言共同赋予
娘子军琼花——这个中国劳苦妇女
命运变迁的形象美，这种美是任何其
他艺术形式所无法取代的：她在足尖
上被捆绑鞭打，在足尖上奔逃反抗，
在足尖上抚摸红旗而泣，在足尖上练
兵成长；无论是褴褛的红衫、遍体鳞
伤，还是短发军服、冲锋陷阵，这个在
苦难深重的旧中国最底层的女性，为
千千万万个中国劳动妇女所共情；她
拼死砸碎锁链、要翻身求解放的抗
争，彰显着不同凡响的人性魅力。

红色故事乘着舞风升华红色故事乘着舞风升华
————芭蕾舞剧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红色娘子军》》之美的造就之美的造就 □□茅茅 慧慧

《《
长
征
组
歌

长
征
组
歌
》
：
》
：
革
命
的
合
唱

革
命
的
合
唱
，，合
唱
的
革
命

合
唱
的
革
命

□□
韩韩

玮玮

韩
璐
西

韩
璐
西

《《长征组歌长征组歌》》复排后原战友文工团部分演职人员于复排后原战友文工团部分演职人员于
““大渡河大渡河””合影合影。。

《《红色娘子军红色娘子军》》 时时 任任 摄摄

由中央宣传部、文化和
旅游部主办的“伟大征程 时
代画卷——庆祝中国共产党
成立100周年美术作品展”，
紧紧围绕建党百年主题，汇
聚了中国美术馆及相关美术
机构收藏的经典美术作品和
近年来创作的优秀党史题材
及现实题材作品，共计420
余件。展品涵盖国画、油画、
版画、雕塑等多个艺术门类，
既有各个时期名家大师作
品，也有近年涌现的优秀中
青年美术家作品。本版特刊
发部分参展作品以飨读者。

暖心——十八洞村贫困户精准识别公示会 王奋英 作钢水·汗水 广廷渤 作 国家的脊梁 董 卓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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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的导师——马克思、恩格斯 吴为山 作

特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