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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回顾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红色歌谣在历史、文学、传承和人物等领域的研究现状的基础上，提出红色歌谣研究

与现实社会生活相互动的方向，实现研究空间拓展，研究方法创新和研究导向的现实介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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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歌谣是指20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主要流传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个农村根据地，为广大根据

地军民传唱的各种革命歌谣。从1929年12月的《古田会议决议》中明确提出“红军宣传工作的任务，扩大

政治影响，争取广大群众……以达到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建立政权、消灭反动势力，以促进革命高潮等红

军的总任务”。为此，红军的宣传工作必须特别重视革命歌谣的收集整理工作，并且责成“各政治部负责征

集编制表现各种情绪的革命歌谣”，标志着红色歌谣正式进入到“研究者”的视野；在1934年1月共青团中

央局机关报《青年实话》编委会出版了《革命歌谣选集》，编者在后记做出了对红色歌谣的评论：“我们也知

道这些歌谣在格调上来说，是极其单纯的；然而，它是农民作者自己的语句作出来的歌，它道尽农民心坎里

面要说的话，它为大众所理解，为大众所传诵，它是广大民众所欣赏的艺术”。如果把前者作为红色歌谣研

究的一个明确的开端，而把后者作为对于红色歌谣理论评价的重要标志的话，那么，伴随革命形势的发展，

红色歌谣唱响整个革命队伍和人民群众，成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文化实践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红色歌

谣的研究论述亦大量涌现；特别是新中国建立后，各地党史部门和文艺界有组织地进行了大规模的红色歌

谣的挖掘、收集和整理出版工作，并通过文艺宣传的途径与广播电影等视听手段嫁接，使得红色歌谣进入

了更为广阔的传播空间。建国后直至70年代，许多地方编辑出版了红色歌谣文集，在收集整理出版的基础

上，红色歌谣的民族民间文化特性越来越受到世人关注，红色歌谣研究进入发展阶段。学界依据各自研究

范式对其进行了不同角度的界定和研究。依据对其属性的界定，学界大体上是从文学、历史学（尤其是党

史和革命史）、政治学、民俗学和传播学等各个视角加以研究。

但是，20世纪70年代后期以来直到90年代，对于红色歌谣的研究因为种种原因陷入低谷，在此期间相

关文章论著无论数量还是学术视野、探究深度都有所下降。本文拟对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的红色歌

谣的研究进行综述，并探讨红色歌谣研究发展的方向。

1 以往研究的综述

1.1 红色歌谣的历史研究

20世纪80年代后期，红色歌谣研究的一个重点和亮点就是历史类研究。作为生成于20世纪20年代

的一个历史文化现象，历史类研究以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为指导，探寻红色歌谣产生、发展和传播的内

在逻辑脉络。此类研究以收集、整理集合出版为主要形式，尤其以党史文化研究为基础与核心。凌绍生［1］全

面系统地介绍了中央苏区的音乐活动，并结合苏区音乐活动的分期——初创时期、发展成长时期和繁荣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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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时期，对红色歌谣在各个时期的特点进行了介绍。周少玲［2］对苏区红色歌谣的发展进行历史划分，以

1929年《古田会议决议》的通过为界限，前者确定为红色歌谣兴起阶段，后者为蓬勃发展期；并结合红色歌

谣的主题、题材分析了红色歌谣的革命性、战斗性和群众性。余伯流［3］概述了不同历史时期红色歌谣展示

和塑造的井冈山精神、苏区精神、长征精神和延安精神，以红色歌谣的发展构建革命精神的历史脉络。梅

正强，［4］张俊山［5］，姚莉苹［6］，左尚鸿的［7］，李树江［8］，杨莉［9］、陈新建［10］都是以遍布全国各地的各个农村革命

根据地的革命歌谣的历史发展和内容为对象，揭示出红色歌谣的历史文化渊源和特色。在此期间，红色歌

谣的结集出版和再版比以往（50－70年代）大为减少，主要有《闽西革命歌谣》，《红安革命歌谣选》，《扛着梭

镖跟贺龙》（1988），彭佑明《湘鄂西苏区歌谣》，危仁晸《江西革命歌谣选》。此类研究都是以收集、整理和订

正出版为特色，对于保存红色歌谣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同时，学界也开始从艺术发展史的角度把握红色歌谣与其他民间歌谣之间的渊源。刘小兰［11］从历史

传承的角度把握了中央苏区红色歌谣与客家民歌之间的关系，比较了两者在音乐表现手法和艺术特征方

面的异同之处并分析了其中的原因。刘德等［12］分析了中央苏区的红色歌谣和自己成长的文化土壤——赣

南闽西客家民山歌之间的联系，指出客家山歌是红色歌谣的母体和原生态，红色歌谣是民间叙事抒情这一

传统体裁政治转化和嫁接的直接结果，突破了以往红色歌谣研究仅仅局限于革命史和政治话语的范畴，使

得红色歌谣研究进入艺术发展史研究的视野。王予霞［13］提出把握客家山歌的审美特性与政治宣传鼓动的

契合性关系，从文艺与社会关系的复杂和多向性角度看待苏区红色歌谣的发展。在《赣南、闽西客家歌谣

的现代化历史进程》［14］一文中。王予霞还从民间歌谣同中国歌谣学所建构的宏大叙事话语之间关系入手，

把红色歌谣的进程看作是传统民间艺术实现自身现代化的过程，把红色歌谣的艺术发展史研究与社会的

现代化问题建立了关联。揭英丽［15］还特别指出，以上“红色歌谣的研究为我们在中国文学现代化的背景中

展开民间歌谣的研究，提供了不可多得的例证”。

1.2 红色歌谣的音乐艺术类研究

作为民族民间音乐组成部分的红色歌谣，对红色歌谣的音乐艺术类研究，涌现出不少的成果。

1）总体性研究。此类研究从总体上把握红色歌谣，并分析红色歌谣与其他文学艺术门类研究的相互

关系。曾遂今［16］从总体上分析把握了作为革命斗争手段和武器的红色歌谣等革命音乐所具有的革命排他

性、大众参与性、精神凝聚性和思想教育性，从音乐的艺术的社会功能方面把握红色歌谣的特性。明言［17］

从音乐批评的角度论述了20年代根据地的工农歌谣运动中政治指导与和音乐艺术流变之间的互动关系，

进而把红色歌谣的研究纳入20世纪中国音乐发展的理论构架之中。徐新建［18］通过学界对红色歌谣是“拟

民歌与伪民歌”认定过程产生学界的争论，把红色歌谣的发展与国学研究发展相联系，是近年来红色歌谣

乃至于民歌研究的一个突破和创新。

2）艺术思想内容的研究。此类研究把握红色歌谣的表现内容的革命性，研究其艺术特色包括唱法和

艺术表现手法，突出红色歌谣的思想内容。向柏松［19］以土家族革命歌谣的歌词内容为视角，透视红色歌谣

的思想内涵，凸显歌谣与革命历史斗争思想及其重要功能；胡建军［20］以江西苏区时期的音乐创作活动为对

象分析了苏区以红色歌谣为代表的音乐在题材选择和音乐创作中的特色，提出了保证革命音乐的传统和

方向问题。皮晓彩［21］专门论述了兴国革命山歌，突出了红色歌谣如何借鉴效果山歌的样式，包括独唱、领

唱合唱、对唱、猜花等来表达自己的革命内容。刘小兰［22］结合红色歌谣《日头一出红彤彤》，《盼望红军回家

中》和《苏区干部好作风》，分析了作为客家山歌的中央苏区红色歌谣的艺术形态特征中的节拍、节奏、衬

词、衬腔和拖腔特点，以及演唱中的特点。王子韩［23］论证了闽西红色歌谣在创作与表现手法上的形象性、

夸张感、概括性强、独特的含蓄韵味和高超的语言表达能力。戴彦敏［24］重点介绍了红色山歌尤其是兴国红

色山歌在曲式结构，调式音阶和节拍节奏上的艺术特征。以上艺术研究的具体成果，对于进一步彰显红色

歌谣的艺术魅力和独特美感都具有意义。

1.3 文学语言学研究

把红色歌谣作为民间文学和语言学的研究对象，凸显出红色歌谣的民间文学性质，并把红色歌谣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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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学研究的的文本，使红色歌谣的研究愈加丰富。最具代表性的是两篇论文分别是徐德培的《赣南苏区

红色歌谣语言特色研究》（2005），桑俊的《红安革命歌谣研究》（2008）。他们分别从汉语言文学和民间文学

的角度深入研究了两个红色歌谣富集地区中央苏区的赣南地区和鄂豫皖苏区的中心区域红安的革命歌

谣。徐德培着重论证了红色歌谣的用词和造句特点，突出了赣南红色歌谣用词中的口语、方言和古语词的

使用；红色歌谣造句中善于运用常式句、短句、紧句和整句；在研究红色歌谣语言特色方面独具匠心。从民

间文学方面来看，尤其是桑俊的《红安革命歌谣研究》把红色歌谣的研究与文化地理学、文化生态理论、文

化传承创新与文化资源的传播和现代价值研究结合起来，值得注意的是该论文中的田野调查和个案研究，

有较高的史料和资料价值，有助于我们全面审视现有的研究格局，对于红色歌谣后续研究有指导意义。

1.4 红色歌谣的文化研究

1）文化意蕴研究。红色歌谣作为红色文化的一种表现形式，实现了红色的革命理念与中国民族民间

歌谣艺术的成功联姻。在“文”与“化”的联姻中构建了自身的语境和意蕴。在红色歌谣中“爱”和“恨”，

“生”与“死”，“情”与“愁”，“小我”与“大我”这些传统民间歌谣的母题和思考，在轰轰烈烈的20世纪中国革

命运动中获得了全新的阐释。姚莉苹［25］以个案分析的形式对流传于湘鄂西土家族的红色歌谣《马桑树儿

搭灯台》进行了文化解读，追溯了这首民间歌谣如何由明代民间夫妻别离情歌演化为红色歌谣，进而在当

代的改编传承与流变的完整过程。重点分析了歌谣的思想文化内涵，凸显出红色歌谣中蕴含的“赤诚的革

命之心，忠贞的夫妻之情，必胜的人生信念。”对于红色歌谣的此类研究还有姚莉苹［26］的《湘鄂西苏区红色

歌谣的特质》。

2）文化价值研究。红色歌谣具有独特的文化价值。对红色歌谣文化价值的研究开拓了我们研究的广

度和深度。尹信［27］的《兴国山歌在苏区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中的作用》，吕荤全［28］的《赣南民歌与苏区革命

斗争》、《从赣南民歌看中央苏区时期农村建设的成功经验》，简华春［29］的《右江革命歌谣与民众动员》，吴晓

川［30］的《川陕苏区红色文化的歌谣建构与传播》都是从政治宣传鼓动功能上把握红色歌谣，把红色歌谣作

为建构红色文化主流价值体系的主要工具和手段加以解读。徐德培［31］重点结合旅游中如何运用红色歌

谣，探讨了红色歌谣的历史、教育和审美价值，并提出了在现代旅游活动中具体的运用模式。刘小兰［32］以

学校教育为取向，剖析在课堂教学中红色歌谣的德育功能和艺术价值。彭佑明［33］结合《湘鄂西苏区歌谣》

的文本分析了作为红色歌谣结集出版物的史料和文学价值，对于我们更好的发掘了红色歌谣的价值提供

了思路。

1.5 传承和发展研究

对现实的反思是研究的基础，时下如何传承和发展红色文化是一个学界热点问题，红色歌谣在这方面

的研究也有了相应的成果。当下红色歌谣的传承与发展的现实令人喜忧参半。杨均［34］论述了反映在将军

之乡的鄂豫皖苏区的麻城乘马岗红色歌谣濒临失传。而在《江西兴国山歌：传唱不衰的艺苑奇葩》［35］一文，

兴国山歌中的红色歌谣借助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形式，在政府的支持下通过培养山歌继承人，山歌文化进

校园，挖掘整理传统山歌资源，开展群众山歌文化活动，使红色歌谣与其独特的艺术魅力焕发新生。两相

对比我们不难看出在时下的传承发展研究中如何应对亟待解决的问题，值得我们认真思考。主体诞生于

上个世纪20年代以来各个农村革命根据地的红色歌谣，由于多种原因的作用下，在70末至80年代中期出

现了发展和传承的低谷和转型期。如何使红色歌谣的学术研究，转型为传承和发展这一独特的文化形式，

为构建社会主义的先进文化和主流价值观念提供宝贵的文化资源就成为学界关注的一个新焦点。黄明嫚
［36］提出了如何用档案工作的技术手段，通过文字、图表和声像对红色歌谣进行有效保存和档案式管理、运

用，并提出了需要注意的规范问题，这是对目前行之有效的红色歌谣保存保护方式的研究论述。周友，陈

建平［37］，将红色歌谣作为红色文化资源的组成部分，结合赣南红色文化资源的现状和亟待解决的问题，提

出了红色文化资源的保护对策。桑俊［38］具体以革命老区红安祝家楼村当前革命歌谣的传承进行了田野实

证调查研究，尤其是独特的“村落传承”调查视角，开启了红色歌谣传承研究的新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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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红色歌谣的人物研究

马克思认为“主体是人”。红色歌谣的主体是与他密切相关的人物。尤其是作为一种音乐形式，红色

歌谣的生成传唱与创作者、演唱者（传播者）和听众（传播受众）密切相关。作为承载主体，红色歌谣的人物

研究有自己的特殊视角。大体可以有以下方面。

1）红色歌谣的倡导者，以党的各级领导人物为代表，研究发掘他们对于红色歌谣产生发展的作用和影

响，也可归为历史类党史类别的研究，比较有代表性的有吴直雄［39］重点介绍了毛泽东对于红色歌谣的关注

和具体的搜集活动，张军［40］的《瞿秋白对中央苏区文艺运动的贡献》。此外对重要党史人物的革命生涯研

究中，尤其是和文艺活动密切相关人物例如瞿秋白，成仿吾等都直接参与了红色歌谣活动并且都创作了红

色歌谣。比如《红安革命歌谣选》中就收录有鄂豫皖苏区重要领导人物郑位三订正的著名红色歌谣《黄安

谣》和成仿吾创作的歌谣《识字运动歌》。

2）红色歌谣传唱的代表人物，以各个革命根据地的新老红歌手为研究对象，记述红色歌谣的创作者和

传播歌手的生平、成长生涯和红色歌谣创作的具体过程和艺术成就，如刘繁荣［41］的《最后的“红军女歌手”

谢水莲》。这类研究现在开始走出书斋，走向田野农村。尤其是2007年以来，江西卫视的“中国红歌会”在

走访革命老区的过程中，利用现代声像采录设备对于现在尚在人世的革命战争年代红色歌谣传唱的歌手

进行了抢救性的资料收集整理和研究，并有意识地发掘和推出红色歌谣的现代传承人物，包括传统民间歌

手，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一手田野采风资料。但是放眼全国范围，湖北麻城红色歌谣传承老歌手因为年老

故去，年轻一代能够记忆和传唱的极少，研究者们因为经费原因致使研究处于困境，桑俊的《革命歌谣的村

落传承》对于湖北红安祝家楼村的实证调研，也反映出同样的问题，这些亟待引起各方的重视。因为离开

了红色歌谣的传承主体——人，红色歌谣的研究将失去宝贵的“活”的资料。

总之，各类专题研究不断推进对于红色歌谣的历史渊源、思想艺术内容、艺术表现特色和技巧等方面

的理解，挖掘和阐释红色歌谣的文化意义，把人物研究和传承保护相结合，特别是红色歌谣的研究放置于

整个中国文化发展现代化的视野中，对于我们开拓红色歌谣阐释和研究空间极有裨益。

综上所述，从20世纪90年代到现在，红色歌谣的研究，从史学、音乐、文学、政治功能、文化、歌手到传

承研究，学术视野日益拓展，研究成果日益丰富。但从研究的广度看，现有研究成果还不能涵盖红色歌谣

丰富多彩的方方面面，成果集中在史学和文学上；从深度看，大多数研究者面对的是记录整理后结集出版

的文字版的红色歌谣，集中表现为对文本的解析式的文学范式，从而难以把握作为口头文学的民间歌谣所

具有的文学内涵和文化意蕴，特别是当我们拓展到以此考查红色歌谣独特的中国民间音乐文化的时候，文

本分析对于音乐的“乐音”的理解更是难于推进。如何实现红色歌谣研究在当代的发展，就必须立足于现

实社会生活，实现两者之间的互动，从而开拓更为广阔的研究发展领域。由此，我们可以对时下的红色歌

谣研究的方向提出自己的一些思考和建议。

2 未来研究的展望

2.1 研究空间的拓展

通过以上研究类别和成果的综合介绍，我们会发现，现阶段红色歌谣的研究存在的首要问题就是研究

空间受制于研究者的理论视野，集中于历史、文学领域进行一般性描述和整理结集出版，还没能真正走出

阅读文本和故纸堆，这样的研究导致红色歌谣的研究之路越走越窄，无法与现实生活进行对接和互动，从

而丧失理论学术研究对于红色歌谣现实传承与发展应该具有的前瞻性指导和理论观照。在这方面，我们

可以学习和借鉴其他研究门类的有益经验和成果，开拓自身研究空间拓展到田野。作为活态的音乐文化，

红色歌谣的内容、表演、歌手、听众以及社会文化布景共同搭建起一个特定的“展演舞台”。我们的研究应

该走入红色歌谣的形成、演述和流传的生活世界，在田野山林中聆听和领会那些口耳相传、世代传扬的歌

谣，才能领悟到红色歌谣的口头文学特征。这种研究空间将不再不是单纯的田野描述，而是追寻田野中的

文本，依据具体的表演场域（语境）对口头文学的创作、接受和传播进行研究，深入探讨红色歌谣独特的文

化审美意境和传播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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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研究方法的创新

1）多视角研究。以往对红色歌谣的研究以及提出的保护措施，基本上都是从学者或者政府视角出发，

造成红色歌谣传唱的主体严重缺席。红色歌谣的主体是歌手和听众，他们的现实处境和对于红色歌谣所

具有的文化自觉与否，对于红色歌谣的传承和发展是最为核心的力量。这一点可以借鉴“非物质文化遗

产”的研究和保护方法，对于红色歌谣承载主体，特别是歌手（传承人）的调查、研究、保护和传承。只有这

样，才能较为全面认识口头文学的传承、传播和变迁，在现实的生活世界中感受真切的民众的红色歌谣情

结。

2）跨学科研究。必须突破以往研究中存在的局限于党史、文学语言学和音乐学学科障碍，实际上，在

对红色歌谣的研究中，除了这些学科，我们应该大胆借鉴哲学、民俗学、人类学、民族学、美学、传播学和口

头文学等学科的理论充分汲取到相关学科的国内外的最新研究成果，进行理论和方法论的建构，提高研究

的广度深度，建构学术高地，开拓具有创新方法的新领域。

3）比较研究。将红色歌谣的研究放在特定的参照系中，可以比较红色歌谣与近现代各个时期不同风

格的音乐文化题材和形式，通过比较可以鉴别和发掘红色歌谣与其他音乐文化形式的联系和区别，例如红

色歌谣与一般的民间歌谣，与前期的学堂乐歌，与同时代的上海城市音乐文化进行比较，充分运用活态的

资料，才能更深入探索红色歌谣与其音乐形式共同性之外的独特性。

2.3 研究导向的现实生活介入

红色歌谣作为一种特定革命战争年代生成于各个农村革命根据地，被广大军民传唱和喜爱的艺术形

式，在今天被广泛关注和研究，显示出自身强大的生命力，就在于红色歌谣蕴含着当代社会生活亟盼的文

化价值。因此红色歌谣的研究也必须实现研究导向的现实介入才能够真正实现其社会价值。在这一方

面，我们的理论研究已经落后于实践的发展，江西卫视力推的“中国红歌会”的成功举办和好评连连，就是在

要求我们能够将研究导向现实介入，否则将出现研究在指导地位和前瞻性上的严重失语。卢静，时玉柱［42］

访谈中提出的“红歌到底能够红多久？”的问题，就是对这一现实的思考。作为一种文化形式，随着社会生

活和文化环境的变迁，红色歌谣必然存在着“传承”与“变迁”的两种对立统一的趋向，研究如何在传承性和

变迁性的张力之间寻求以研究实现推动红色歌谣的发展，就要求我们首先要探讨时下红色歌谣传承内在

生命力与现实生活的契合性问题，也就是如何用红色歌谣的文化艺术生产满足当下人们文化精神需求的

问题。其次，就是立足于这种契合，分析红色歌谣的生成的结构模式，总结其创作表演到传播的规律，探索

如何用红色歌谣的“变迁”（创新和发展）对现实社会精神文化生活的良性推动问题，这是所有红色歌谣研

究的最终落脚点和价值归宿。

时下中国的各类文化研究，无论从研究内容、视角还是方式方法上都进入了一个多元立体的时代。只

有加强红色歌谣的研究，才能深入领略其如何在现代社会“传承”与“变迁”，才能理解红色歌谣为什么能够

不断介入我们的生活世界，理解其在当下民众生活世界的意义，这不仅可以为理解各种历史文化现象和资

源提供一个文本，更是在现实文化生活中为未来创造一份独具魅力的文化遗产。这是我们的研究愿意看

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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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Based on reviewing the current studying situation of revolutionary ballads in some fields such as his-

tory，literature，heritage and characters in the late 1980s. The paper proposes the direction of interaction be-

tween revolutionary ballad studies and the real social life so as to achieve the aims of expanding its studying

space，innovating studying methods and intervening studying guid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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