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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 注

抗战音乐是个大概念、大课题，也是一个凝
重的话题，凝集着深邃复杂的民族情结，也承载
着宏阔丰富的历史内涵。关于抗战音乐，要说
的话太多，但这里只谈两点：第一，抗战音乐的
主体是中共抗日武装及其抗日民主根据地音
乐，而非前期国统区抗日救亡歌咏运动中的音
乐。抗战音乐起于抗日救亡歌咏运动，在武汉
弃守后的国统区及正面战场不断式微，在中共
抗日民主根据地和游击战场得以发展。这是一
个不争的事实。中共抗日武装及其抗日民主根
据地音乐乃抗战音乐的主体。第二，抗战音乐
主要是在中共组织领导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
其主流是新民主主义文化，而非那种表达民族
精神、民族气节的爱国主义文化。中国共产党
组织领导下形成的抗战音乐，作为新民主主义
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体现出了新民主主义革
命的整体性、连贯性。这应是关于抗战音乐两
个基本的历史认知，也应是抗战音乐研究的逻
辑起点。

抗战音乐孕育于抗日救亡歌咏运动。九一
八后，东北沦陷，抗日救亡呼声响彻关内外。
1931年11月，黄自就作有《抗敌歌》。淞沪抗战
爆发后，黄自又和诗人韦翰章共同创作了《旗正
飘飘》。在黄自的影响下，学院派抗战歌曲脱颖
而出。此乃抗日救亡歌咏运动先声，也可谓最早
的抗战音乐。至20世纪30年代中前期，中共在
国统区的文化战线及其左翼文化组织基本形
成。左翼音乐运动迅速与抗日救亡歌咏运动合
流，于是就有以《救亡进行曲》《新编“九一八”小
调》《义勇军进行曲》等有别于学院派的左翼抗
战歌曲，左翼音乐家亦成为救亡歌咏的中坚。在
左翼文化界策动下，群众性救亡歌咏运动在上
海等大城市迅猛掀起，并以悼念聂耳为起点、以
一二·九运动为高点，持续到1935年底。至此，
抗日救亡歌咏运动达到第一个高潮，左翼也已
成为救亡歌咏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但此时中共
大本营已战略转移到陕北，并在瓦窑堡确立了
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决策；且此前中共驻
共产国际代表团已发表了主张停止内战、枪口
一致对外的《八一宣言》。为了与建立抗日民族
统一战线的决策相适应，上海左翼文化组织于
1936年春“自行解散”。虽然左翼的组织机构不
再存在，但其人员仍在中共组织领导下积极策
动救亡歌咏运动。故从1936年初至七七事变
前，上海等大城市举行了一系列大规模群众性
救亡歌咏运动，出版了一批抗战歌集，参加歌咏
运动的音乐家和青年学生也越来越多。这其中
就有从法国学成回国的冼星海。尽管他那时还

不是中共党员，但与左翼很快接过了聂耳的火
炬，成为抗日救亡歌咏运动的旗手，其《救国军
歌》并显露出鲜明的大众化取向。由此可见，由
于左翼音乐工作者参与，由于左翼大众化理论
的渗透，抗日救亡歌咏运动已成为一场群众性
歌咏运动。正是依托抗日救亡歌咏运动，抗战音
乐得以产生、发展，并成为20世纪中国音乐文
化中既充满爱国主义情怀又具有新民主主义文
化特征的音乐景观。

七七事变后，全国抗战开启。1937年7月
28日，上海成立文化界救亡协会，推动抗日救
亡歌咏运动进入高潮期。一首题赠第29军大刀
队、堪称杀伐之声的《大刀进行曲》奔涌而出，开
启了抗战歌曲的新风。淞沪会战打响后，上海文
化界救亡协会组织13支抗日救亡演剧队于8月
20日从上海徐家汇等地出发，到全国巡演，宣
传抗日救亡。随着北平、上海、南京相继沦陷，武
汉成为全国的抗战中心。全国抗战文化组织也
陆续集聚武汉。1938年1月，武汉成立中华全国
歌咏协会。4月1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
部第三厅也在武汉成立，郭沫若为主任，负责抗
战宣传。其中六处一科为戏剧音乐科，主管歌咏
活动，其成员就有冼星海、张曙、沙梅、林路、任
光、赵启海、李广才。1938年田汉、贺绿汀等上
海文化界名人也来到武汉。他们都是在武汉组
织救亡歌咏的重要力量。第三厅虽隶属国民政
府，但实际上接受中共长江中央局的领导。这也
是救亡歌咏在武汉三镇蓬勃开展的原因。随着
各正面战场的失利，奔赴各战区的演剧队、服务

团也都退至武汉。至是年8月，从上海奔赴全国
巡演的13支演剧队有5支已集聚武汉。在周恩
来的直接领导下，集聚武汉的抗日救亡宣传组
织编成10个抗敌演剧队，前往武汉外围正面战
场助阵、慰问。从三厅成立到武汉弃守，武汉举
行了“抗战扩大宣传周”“红五月宣传周”“抗战
献金音乐大会”以及“七七抗战周年纪念”“八一
三宣传游园会”“九一八纪念音乐会”等多场大
型歌咏活动。总之，1938年夏秋的武汉三镇，已
成为全国抗日救亡歌咏运动的中心，抗日救亡
歌咏运动也在此时此地达到最高潮。但随着武
汉保卫战的吃紧直至是年10月25日武汉这个

“东方马德里”的不保，这个中心很快就消逝了，
在国统区掀起的抗日救亡歌咏运动从此衰落。

武汉弃守后的1938年11月，武汉抗日救

亡歌咏运动的组织者张曙、林路随国民政府军
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转移到桂林。大批进步
音乐家也转移到西南大后方，并创作了一些成
功的抗战歌曲，如《嘉陵江上》，后来一些音乐家
如陆华柏、吴伯超、章枚、马思聪、吴式昕、满谦
子、李志曙等也先后转移到桂林。这些音乐家在
张曙、林路的组织领导下开展抗战宣传，创作歌
曲、办班办报、出版歌集，举办活动，使抗战歌声
在桂林这个抗战文化中心得以延续。但令人扼
腕的是，1938年12月24日张曙不幸遭敌机轰
炸，殉难于战火。另一些音乐家则前往延安及各
抗日民主根据地，或到西南后再前往抗日民主
根据地。冼星海于1938年11月3日抵达延安，
终于亲眼看到了他在《到敌人后方去》《在太行
山上》中所向往和憧憬的那番景象。此外，吕骥、
李劫夫、郑律成、向隅、麦新等作曲家先后也到

了延安，何士德、孟波、任光、章枚、贺绿汀等则
去了华中抗日民主根据地。显然，无论是转移西
南还是奔赴延安，都使国统区抗日救亡歌咏运
动的力量大为削弱。隶属第三厅的10个抗敌演
剧队也随军分配到正面战场的各战斗序列，故
降低了在民众中宣传抗战的可能。总之，从九一
八到武汉弃守，抗战音乐依托抗日救亡歌咏运
动得以形成和发展，但武汉弃守后国统区和正
面战场的抗战音乐不断式微。

与之相对应的是，抗战音乐在延安及各抗
日民主根据地得到了充分发展。全国抗战时期，
延安及各抗日民主根据地集聚了大批专业音乐
家，他们大多都来自国统区，并在七七事变前参
加了抗日救亡歌咏运动，故很快便推出了大批
具有影响力的作品，如吕骥的《抗日军政大学校

歌》、冼星海的《黄河大合唱》等四部大合唱、郑
律成的《延安颂》《八路军进行曲》、贺绿汀的《一
九四二年前奏曲》。此外，延安鲁艺、部艺、华北
联大音乐系、新四军华中鲁艺也不断培养出了
一批音乐人才，如安波、马可、李焕之、张鲁、刘
炽、王久鸣等，他们都被输送到全国各抗日根据
地。故随着中共武装力量挺进敌后，开辟敌后抗
日民主根据地，抗战歌声响彻陕甘宁，响彻晋察
冀、晋绥、晋冀鲁豫和山东半岛，响彻华中华南，
响彻白山黑水。不难发现，相对于国统区抗日救
亡歌咏运动中的音乐，中共抗日武装及其抗日
民主根据地音乐，无论在体量还是在质量上都
占有明显优势，并在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中发
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尽管中共抗日武装及其
抗日民主根据地音乐有的并不直接表现抗战，
而旨在推动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民主建设，但这
些民主建设最终也旨在为抗战服务。一言蔽之，
就像武汉弃守后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正面
战场节节后退、游击战场步步为营一样，抗战音
乐在国统区和正面战场式微，在中共抗日民主
根据地和游击战场则得到充分发展，并谱写出
了壮丽的篇章，进而成为抗战音乐的主体。

毋庸置疑，抗战音乐主要是在中共领导下
发展起来的。1931年9月20日，也就是九一八
后的第三天，中共就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为日本
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呼吁抗日
救亡。在中央根据地音乐中甚至也不乏抗日歌
曲，《青年实话》第11期（1932年 2月 25日出
版）上刊载的《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歌》是为见证。

而此时的上海，中共领导的左翼也正积极介入
国统区的抗日救亡宣传。至20世纪30年代中，
抗日救亡已成为左翼音乐家最主要的宣传工
作，中共已成为抗日救亡歌咏运动的组织者和
领导者。七七事变后，中共依托国共合作，继续
组织领导着上海文化界的抗日演剧队和隶属国
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的抗敌演剧
队，还在抗敌演剧队中秘密成立党组织。武汉救
亡歌咏的组织者如田汉、张曙也大多是中共及
其外围力量，而对抗敌演剧队和武汉救亡歌咏
实施操控的则是具有特殊身份的周恩来和郭沫
若。这些都说明，武汉弃守前抗战音乐的发展与
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和领导也是分不开的。武汉
弃守后抗战音乐在西南大后方的发展，也没有
离开共产党人的秘密组织和领导。还值得一提
的是，从九一八到七七事变的6年中，中国工农
红军及其革命根据地音乐，也不只是宣传土地
革命的，还有旨在宣传抗日救亡的，如中央根据
地的《反对日本进攻中国》《抗日反帝歌》、湘赣
的《反对帝国主义》、湘鄂川黔的《打败东洋就回
乡》、湘鄂赣的《打败东洋就回乡》、川陕的《团结
起来救中华》。尤其在中共发表《八一宣言》、召
开瓦窑堡会议之后，抗日救亡更是红军及其革
命根据地音乐的思想主题，陕甘宁的《亡国奴不
能当》《合力打日本》《保卫华北小调》等歌曲就
反映这一思想主题；甚至浴血河西走廊的西路
军也填写了宣传民众抗日的《唤醒西北同胞歌》
等救亡歌曲。这些早期的宣传抗日救亡的歌曲
作为抗战音乐的重要组成部分，无疑也是在中
共领导下发展起来的。毫无疑问，武汉弃守、抗
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的抗战音乐则更得益于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即便在这一时期正面战场
抗敌宣传队的歌咏活动中，也不难发现共产党
人的组织和把控。

至于说抗战音乐的主流，无疑也是作为新
民主主义文化的中共抗日武装及其抗日民主根
据地音乐，而非那种作为爱国主义文化的国统
区和正面战场的抗战音乐。很显然，这不仅仅是
就体量而言的，也无论是七七事变前还是七七
事变后，而更重要是就其文化价值而言的，是一
种文化意义上的主流。何谓新民主主义文化？毛
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将其诠释为“民族的
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
讲话》则强调文艺为人民大众服务，并首先为工
农兵服务。中共抗日武装及其抗日民主根据地
音乐以及左翼的救亡歌曲，作为一种抗战音乐
主体，正是这种意义上的新民主主义文化形态。
这种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发展起来的抗战音
乐，作为“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在浴血抗
战中还旨在提高广大民众的科学意识，反对一
切封建思想和迷信思想，主张实事求是，主张客
观真理，主张理论和实践的一致，并力图用民族
化、大众化的文艺形式将这种科学精神传达给
广大民众，进而达到真正武装民众、鼓舞抗战的
目的。因此，相对国统区那些仅在于表达爱国主
义和民族意识、在形式上还不乏唯美取向的抗
日救亡歌曲，更显露出一种有利于广大民众自
身发展、更有利于改善其生存状态的人文关怀。
这就意味着，中共抗日武装及其抗日民主根据
地产生的抗战音乐，与那种仅以爱国主义为支
撑的抗战音乐相比，更具有文化价值。正是在这
个意义上，我们说这种作为新民主主义文化形
态的抗战音乐更具时代精神，更具进步意义，故
成为文化上的主流。

抗战音乐的主体和主流抗战音乐的主体和主流
□□李诗原李诗原

时下，各类综艺节目层出不穷、丰富多彩，
但看似风光正好的综艺市场却一直存在着一
种隐忧。随着“得年轻人得天下”被奉为行业
圭臬，以老年群体为主要受众对象、展现老年
群体美好生活的综艺节目却始终处于缺位状
态。老年人逐渐被荧屏遗忘，他们对于精神文
化的需求也逐渐走入了大众视野的边缘地带。

庆幸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近日推出
全国首档面向2.5亿老年人群体的音乐暖综
艺《乐龄唱响·全国老年合唱大赛》，该节目以
访谈加合唱大赛的全新形式，带领观众领略
前辈们的青春岁月、历史征程，感受他们源自
音乐的欢唱，以及在动人旋律中的精神传
承。第九期节目播出后，节目相关文章在互
联网阅读量已达千万余次，节目原创短视频
在抖音平台播放量已超1300万次。作为国
内唯一将镜头对准庞大老年群体的竞赛类节
目，《乐龄唱响》以生动的节目内容诠释出“夕
阳金色价值”，彰显出新时代老年人向上、积
极、乐观的生活态度。

虽然《乐龄唱响》是为老年群体打造的专
属艺术舞台，但其对于合唱的呈现始终把持
着高标准、严要求。节目采用场内外综合评
分方式，力求做到公平、公正。100位青年观
众和100位乐龄观众共同组成大众评委团，
聆听合唱团背后的动人故事，见证老人们于
舞台之上呈现的真实表现；而舞台之外的第

二现场中，每期节目邀请10位专业音乐人组
成了专家评委团，他们对于合唱团的身份一
无所知，甚至只能通过节目组提供的耳机听
到现场歌声，合唱水平的高低成为他们打分
的唯一标准。正是因为对实力有着相当的专
业追求，《乐龄唱响》的舞台之上诞生了不少
让观众叹为观止的精彩表演。像唐山乐友合
唱团用纯人声完成世界名曲《拉德斯基进行
曲》，北京童心合唱团带来的英文歌曲《You
raise me up》，哈尔滨群星合唱团的《我的

深情为你守候》等，都给笔者留下了深刻的印
象。可以说，《乐龄唱响》用媲美专业团队的
演唱技巧征服了观众，更用老年人在音乐中
迸发出的快乐触动了人心。

在呈现精彩绝伦的合唱赛事之外，《乐龄
唱响》还专注于呈现老年人开拓、耕耘、建设、
创新的中国故事，以及对当下老年人生活的深
度聚焦。节目组从全国各地老年合唱团中筛
选出的32支合唱团，由来自各条战线、各个领
域最具代表性的共和国开拓者、建设者组成，

从新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第一枚火箭、第一炉
铁水到第一位自主培养的博士……节目通过
一个个青春岁月、艰苦创业的开拓故事，展现
了老一辈人作为国家先驱者、建设者的责任担
当，他们的故事和歌声使每一段耳熟能详的旋
律焕发出别样的神采，传递出博大深沉的家国
情怀。

当然，作为一档“老”节目，如何引发“新”
观众的共鸣，在竞争激烈的综艺市场赢得一席
之地，同样是件颇具挑战性的事情。《乐龄唱
响》提供的经验也值得借鉴，比如，无论是制作
还是宣传推广，都力求融入时下潮流，使各年
龄层的观众都能参与、融入进来。尤其是节目
打造的专属小程序，为观众提供了高效丰富的
互动体验。此外，节目还积极通过新媒体传播
矩阵，以原创短视频的方式进行传播。这些新
颖的互动传播方式，让不少年轻人加入其中，
乐于聆听乐龄老人发自肺腑的欢唱。

融入生活态度，呈现乐龄价值，让老年人
的声音被大众听见、听懂，并感悟他们所展现
的那份热爱，这正是《乐龄唱响》以合唱为载体
进行文艺创作和表达的特别之处。《乐龄唱响》
的出现和“出圈”也启示了国内综艺市场对老
年群体精神文化世界的关注，以更多为老人而
作、为老人而歌的荧屏佳作，向大众生动诠释
他们的“夕阳金色价值”，共同营造尊老、敬老、
爱老、助老的社会文明风尚。

《《乐龄唱响乐龄唱响》：》：用荧屏佳作诠释用荧屏佳作诠释““夕阳金色价值夕阳金色价值””
□□何天平何天平

评 点
中秋节作为中华民族传统节日之一，寄托

着团圆祥和的美好愿望。今年中秋又恰逢国庆，
蕴含着赤诚仁爱的家国情怀。在中秋节到来前
夕，由中央网信办网络社会工作局指导的“网络
中国节”品牌活动首次进入音乐领域，光明网联
合酷狗音乐、中国原创音乐基地5sing共同发
起“秋月有声”网络中国节·中秋歌曲征集推广
活动，面向全球音乐人征集中秋节音乐作品，邀
请活跃在互联网上的年轻一代唱响家国情怀，
在线上共度佳节。

此次活动旨在召集广大音乐人及传统文化
爱好者结合节日习俗、传统诗词等文化元素，以

“思人、思家、思天下”为主基调，共同谱写对美
好生活的赞美，为原创音乐人提供展现自我的
平台，让数字音乐传播更好地服务于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的推广。活动于8月20日在酷狗音
乐、5sing双赛道上线，将分为征集、评选、公开
投票、结果公示等阶段。网友们不仅可以参加歌
曲的原创比赛、翻唱比赛，还可以参与活动投
票，共同营造网络中秋氛围。活动最终将综合网
友票选、播放量及媒体专家点评，择优选出一首
2020“网络中国节”活动推广曲，以及一首最具
人气歌曲。推广曲获奖者将有机会参加“网络中
国节”线下展演活动。

主办方表示，数字音乐与传统文化元素的
结合，不仅可以发挥新媒体传播优势，为传统文
化焕发新生提供突破口，也可以给予人们全新的视听
盛宴和文化滋养。用数字音乐诠释中国人的家国情怀，
是一次颇具文化内涵的创新尝试。希望此次活动能进
一步加深网络受众对传统文化的体验感、参与感，集大
众之力唤醒文化根脉的传承，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的精髓，使传统节日焕发出新的时代光彩。（欣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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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艺音乐工作团在街头对群众演唱抗战歌曲

冼星海指挥鲁艺学员排练冼星海指挥鲁艺学员排练《《黄河大合唱黄河大合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