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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江西是中华民族文化的摇篮，是古代文明发祥地之一，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在这块神

奇而炽热的红土地上创造了无数个中国革命里程碑式的红色标记。勤劳勇敢的江西人民在这

片红土地上辛苦耕耘为后人留下了多姿多彩的音乐文化。江西红色歌谣民歌指的是在大革命

时期，以传统的客家山歌为原型的素材创作或改编而成的用来宣传群众、讽刺敌人、歌颂革

命正气的“歌谣”，是我国历史民歌中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在中国文艺史上占有重要的

一页。今天，江西红色民歌与它悠久的历史一道记录了世事变迁和人们心中对美好生活的渴

望，成为江西人引以为荣的精神文化，成为弘扬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的知名文化品牌。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赣南是早期革命的中心。以瑞金为核心的中央革命根据地

是由毛泽东、朱德、彭德怀、陈毅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等领导创建的全国最大的一块红

色革命根据地，在土地革命中起了重要的作用，缔造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工农民主专政的中

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苏区红色音乐是兴起于以瑞金为中心的赣南、闽西、粤北和湘鄂赣等

中央苏区境内，意图“用艺术的手段赞助苏维埃革命战争和动员青年参加红军，家家以参加

红军为荣，人人以当红军为荣”的红色音乐运动，是中央苏区革命生活中最为活跃的文化景

观，也是观照中央苏区红色文化体制建构的最为重要的视角之一，具有独特的历史价值和文

化价值。在中央苏区，音乐发展成为革命宣传的利器，红色音乐与红色革命构成了复杂的镜

像关系，蕴含着丰富的学术矿藏。因此，围绕“红色音乐与政治革命”这一核心关系，把中

央苏区红色音乐视为一个相对自足的研究对象，还原苏区红色音乐发生的原初历史语境，深

入论证中央苏区红色戏剧的“话语”起源、美学形态、生产机制、传播路径、历史影响和现

实价值。

民歌，是劳动人民创造的、世世代代口耳相传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也是各民族文化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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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汹涌澎湃的现代大浪潮中，重视和保护传统文化尤其是重要的文化遗产

和优秀的民族民间文化艺术，已成为我国一项非常紧迫和重要的任务。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历

来非常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拯救、保护和复兴。近年来，我国政府也采取了一系列有效措

施，对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抢救加大了力度，促使我国传统文化的保护工作不断推

进。

编辑《红土地上的江西民歌》一书，一是意在全面、立体剖析中央苏区红色民歌的文化

内涵，客观评价中央苏区音乐的历史价值，深入地理解“后苏区”时代中国共产党革命歌曲

文化体制的生成模式和发展路径，反思红色革命歌曲的文化想象和价值阈限，进而为当前红

色音乐文化资源的整理和开发提供具体的历史镜鉴和理论支撑，为主流红色音乐的整体发展

提供新的文化启示和实践价值；二是为了让现代人从另一个角度，了解江西民歌，了解江西

的历史，了解中央苏区在江西那段刻骨铭心的日子。有了了解江西的风土人情及江西人丰富

的内心世界，使人们对江西人民“不怕牺牲，艰苦奋斗”的精神有一个全新的认识，并更加

热爱伟大的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从这个角度讲，本书若能对中国革命音乐史的研究、

对江西民歌的传承流变以及发展过程提供相关资料并有所帮助的话，我将深感欣慰。

本书共编入106首江西红色歌谣及江西风格声乐作品。它由三部分组成：一是按照中国

革命的历史阶段，有重点的反映各时期重大事件中的民歌，例如：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

的1937年到1942年中国工农红军在毛泽东、朱德、彭德怀、陈毅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等

领导创建的全国最大的一块红色革命根据地及土地革命期间的原创歌曲，例如：《争先恐后

当红军》《两条半枪闹革命》《苏区干部好作风》《开口就唱共产党》等；二是根据江西红

色民歌的发展脉络收集了一些建国后根据江西民歌音乐素材、音乐元素及江西民歌风味改编

的及描写江西自然风光的民族声乐作品，例如：《十送红军》《江西是个好地方》《请茶

歌》《毛委员和我们在一起》《红土香》等；三是编入了近几年来由本省词曲作家精心创作

并得到社全各界好评和认可的优秀作品，例如：《唱起这个好地方》《那一片红》《美丽江

西》《鄱阳湖》《鄱阳湖恋歌》等，充分展示江西改革开放以来的巨大变化，讴歌江西人民

意气风发的精神风貌，打造地域音乐名片，为江西音乐事业开辟了一个崭新的局面。

                                        廖夏林

                                          2013年秋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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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廖夏林教授近年来潜心江西本土红歌的文化内涵和音乐形态研究，在系统搜集、整理

以江西原赣南中央苏区为中心的革命歌曲流传演变基础上，深入挖掘在特定的革命战争年代

红歌所蕴含的时代精神和价值追求，并对其独特的音乐表现形态进行分析研究，取得了令人

振奋的成果。她以自己主持的2010年文化部艺术科研项目《江西红歌的文化内涵及音乐形态

研究》为依托，编辑了这本《红土地上的江西民歌》一书，作为项目结题的最终成果，达到

了她一直期待的“全面剖析中央苏区红色民歌的文化内涵，客观评价中央苏区音乐的历史价

值，深入理解‘后苏区’时代革命歌曲文化体制的生成模式和发展路径，反思红色歌曲的文

化想象和价值阈限”的目标。我为廖教授取得如此优秀的成果感到特别高兴。我和廖教授同

事多年，在相关的研究领域中互有心得，她嘱我为她的大作写几句话，我虽然从事戏曲声腔

理论研究多年，但对音乐实在是门外汉，又却之不恭，只能是写下自己阅读廖教授成果的一

些感受，请有识之士批评雅正。

第一，《红土地上的江西民歌》以较为宽阔的视野，较全面地整理了江西原中央苏区为

中心的区域红歌的产生和流传面貌。以江西瑞金为首都的原赣南中央苏区是中国第一个红色

政权。穷苦大众翻身解放迎来一片新天地，极大地调动了普通民众的抒情欲望，苏区人民以

极大的热忱讴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运动。包括翻身解放、分田分地、送郎参军、妇

女解放、欢庆胜利、盛赞领袖等内容的歌曲孕育而生。由于历史年代的久远和资料的匮乏，

要完整还原当时红色歌曲的传唱全貌实属不易。廖教授通过资料搜集、当地走访、原唱录音

等路径，采取文献查阅与田野调查相结合的方法，下了很大的工夫，比较全面系统地整理出

来当年红色民歌传唱的基本概貌。可贵的是，廖教授非常注意材料的原始性。从音乐流传的

源流关系看，只有最原始的才是最真实的。民歌是口口相传，在传唱过程中非常容易被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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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随着时间的推移，很容易失去民歌最原真的部分。如果要研究苏区民歌，希望得到最本

真的资料是最珍贵的。廖教授在整理苏区民歌时发现同一首曲子的多种版本，通过比较和甄

别选择最接近历史原貌的曲子，这种精神是非常可贵的。

第二，《红土地上的江西民歌》对苏区红色歌曲文化内涵以及音乐形态的分析，为深入

解读红色歌曲的经典价值提供了较为独特的思路。苏区红色歌曲是大革命时期在特定的区域

出现的特殊的音乐现象，有着深厚的历史承载和独特的音乐魅力。但是，江西红土地上这一

独特的音乐现象并不是孤立和短暂的文化存在，而是和江西赣南原中央苏区独特的音乐文化

环境和客家人的音乐审美追求有密切关系。廖教授没有把苏区歌曲看成孤立、静止的现象，

而是把它还原到赣南独特的传统音乐文化背景中考察，接通苏区红色歌曲与地方民间歌谣的

血缘联系，找到苏区红歌诞生的源头活水，有力扩展了红歌生存的原生范围。廖教授提出的

“红色歌谣是民间叙事抒情这一传统歌谣题材政治转化和嫁接的直接结果”的观点，立论准

确，富有新意。她在著作中重点考察了江西兴国山歌、客家山歌等音乐素材对红色歌曲的直

接影响，特别是客家山歌的深厚积累，为苏区红色歌曲创作输送了鲜活、生动的音乐文化源

泉。难能可贵的是，廖教授的研究视野很开阔，她还把苏区红歌的旋律与江西本土其他音乐

素材进行比较研究，试图找出红色歌曲更为宽阔的发生背景。她通过研究，第一次提出影响

深远的《送郎当红军》的部分曲调是借鉴了邻近苏区的江西南城县民歌《十月怀胎调》的曲

调填词而成。这个发现是极富新意的，为我们研究苏区红歌与江西地方歌谣的关系提供了可

以参考的思路。

第三，《红土地上的江西民歌》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色，就是系统整理了建国后，也

就是廖教授提出的“后苏区”时代，根据江西民间音乐元素创编的新民歌的成就。由于苏区

红色歌曲在流传过程中彰显的强大生命魅力，给后来江西几十年的歌曲创作带来了无法抗拒

的影响，成为江西在全国最有影响的一张音乐名片。像创作于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江西

是个好地方》《请茶歌》、电影《闪闪的红星》中的插曲《映山红》《红星照我去战斗》、

影响全国的儿歌《井冈山下种南瓜》等，都汲取了红色歌曲的音乐营养，其旋律特色极具江

西风格，给全国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廖教授把红歌研究延伸拓展到新时期，并在音乐技

巧的本体论上对绵延不断的江西苏区红歌的旋律构成、调式特点、行腔风格、节奏特点、语

言特色等进行比对分析，特别像对《十送红军》等歌曲流传过程中旋律细节演变的定量分

析，颇见功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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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看来，廖教授的这部著作，无论在结构还是内容上都比较完整。其体例设置和内容

编排也很有特色，既有对江西苏区红色歌曲史的脉络的梳理，给人以宏观上的整体印象，又

有对其中重要旋律横向的特色挖掘，给人以微观的细节感受，很多见解朴实、中肯，完整，

具有相当的学术含量。这种纵横交织的论述方式，可以看出廖教授这几年在学术上的深入和

进取。期待廖教授在江西音乐研究领域取得新的成就。

是为序。

                                       黄振林

                                   2013年秋于临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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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红色歌谣的历史轨迹及音乐形态

一、江西红色歌谣的历史轨迹

江西气候温暖，雨量充足，有着优越的农业发展自然条件和丰富的矿产资源，

先民们在数千年前就在赣江流域渔猎和山高林密中耕作。江西歌谣绝大多数是反映

农业生产、垦殖茶园、采伐林木、运送木材、农民的生活、习俗、礼仪和农村青年

男女爱情生活，农耕文化的特色比较浓厚，所以这里流行的山歌、田歌、茶歌、船

歌莫不与山、与水紧密相关。江西民间音乐特别是民间歌谣的发展不仅与这里得天

独厚的地理环境密不可分，也和客家民系的历史发展紧密相连。正是由于江西得天

独厚的自然环境和客家文化的深厚积淀，赋予了江民歌题材内容的多样性，如：生

活题材、爱情题材、庆典礼仪题材、民俗题材，反映革命历史的民歌题材也占有很

重要的位置。江西革命民歌指的是在大革命时期，以传统的客家山歌为原型的素材

创作或改编而成的用来宣传群众、讽刺敌人、歌颂革命正气的“歌谣”，它兴起于

以瑞金为中心的赣南、闽西、粤北和湘鄂赣等中国有史以来的第一个红色政权——

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在这一时期，江西红色歌谣得到了长足的发展。红色歌谣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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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古代民谣、客家山歌

到红色歌谣，走过了两千多年的历程，它汇集了劳动大众的创造与实践，也融入了

劳动人民的命运、情感及从内心的期盼和追求。当时中央革命根据地的革命歌曲来

源比较复杂，一部分是“秋收起义军”和“八一起义军”带来的，一部分是由北

京、上海以及其他大城市的知识分子参加革命带来的，而大部分是伴随斗争运动的

发展因事因地制宜，并根据江西传统的客家山歌、小调等旋律编写创作出来的。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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