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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陕苏区的红军歌谣和歌谣化的政治宣传

———川陕苏区红色歌谣简论之二

陈正平

（四川文理学院 文学与新闻学院，四川 达州 ６３５０００）

摘　要：红军入川，建立了川陕革命根据地和川陕省苏维埃政权，由此带来的天翻地覆的社会变革，催生了

大量以“红军”为主角的红色歌谣。为配合当时的武装斗争和苏区建设，一些歌谣成为政治宣传的有效工具。

这些史诗般的歌谣，是歌谣发展史上的绝唱，具有重要的史学价值和永久的艺术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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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川陕 苏 区 的 红 军 歌 谣 是 特 定 历 史 时 期 的 产

物：红军入川，建立了川陕革命根据地和川陕省苏

维埃政府，由此带来的天翻地覆的社会变革，催生

了大量以“红军”为主角的红色歌谣。为配合当时

的武装斗争和苏区建设，歌谣这种大众化通俗 化

的民间文艺样式成了政治宣传最有效的工具。这

些史诗般的歌谣是一面镜子，映照出时代的风 云

变幻，为中共党史、军事斗争史和地方文化史的研

究提供了最可靠的第一手资料；这些红色歌谣 是

歌谣发展史上的绝唱，具有感人至深的永久的 艺

术魅力，并为后世的文艺创作提供了优秀的范本。

　　一、红色歌谣的关键词：红军

川陕革命根据地、川陕苏区政权、川陕苏区红

色歌谣皆因“红军”而起。“红四方面军的远征，在
遥远的中国西北部，开展了广泛的群众革命斗争，

把苏维埃的种子播到革命形势比较落后的区域中

去了。”［１］红军入川开辟的 新 天 地，给 民 众 带 来 的

新生活，红军开展的革命战争取得的节节胜利，催
生了大量的红歌，“红军”自然成了红歌的关键词。

诗人陆綮写道：“苏区歌谣满山坡，爱唱要数红 军

歌。唱遍苏区两 千 里，三 岁 娃 儿 也 能 和。”［２］这 正

是当年“红军歌”流行的真实写照。
（一）“当兵就要当红军”

红军入川，很快 就 解 放 了 川 东 北２０多 个 县，

奠定了建立革命根据地的基础。红四方面军政治

部副主任傅钟认为：“如果没有过去地下党的工作

和影响，群 众 斗 争 情 绪 之 热 烈，在 此 极 短 的 时 期

内，红 军 主 力 是 不 易 取 得 这 样 发 展 的。”［３］因 为，
“军阀爱的是财主，红军爱的是穷人”，各地组织了

慰劳队、宣传队、交通队、担 架 队、卫 生 队，配 合 红

军的行动。民众觉醒的程度和组织起来的程度是

前所未有的。他们看到了天变地变，看 到 了 革 命

的希望和穷人理想的实现，于是由衷地唱道：

红军来到大巴山，哪个干人不喜欢？

打倒土豪分田地，打倒刘湘救四川。

毛泽东指出：“中国的苏 维 埃 和 红 军，是 从 土

地革命中生长与发展起来的。”［４］川陕苏区的农民

为确保既得的土地利益，踊跃参加红军和地 方 武

装部队，并提出了“保田保家、参军参战，努力支援

前线”的口号。翻身的农民自觉地“一手拿 锄，一

手拿枪”，积极投入到革命武装斗争的洪流 之 中。

很快，红四方面军由入川时的２个军近１５０００人，

扩大到５个军８万余人，游击队、赤卫队、少先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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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子 军、妇 女 独 立 团 等 地 方 武 装 发 展 到１０余 万

人。兵工厂、被服厂、造币厂、造纸厂、印刷厂等军

需及经济设施也先后建成。建党建政、土地革命、

发展经济、拥军支前的工作也在顺利而蓬勃地 展

开。《当兵就要当红 军》、《当 兵 莫 当 军 阀 兵》、《送

郎当红军》等以拥军为题材的歌，反映了群众与红

军的鱼水之情和血肉相连的亲密关系。红军与群

众的阶级利益是一致的，所以人民愿意把自己 的

优秀子弟送上战斗前线，而且有“尚武”传统的川

东北民众，为了革命的胜利，表现出视死如归的豪

情和气慨，如下面两首歌所唱：

要吃辣子不怕辣，要当红军不怕杀，

刀子架在颈项上，脑壳掉了是个疤。

风吹霜打树落叶，革命哪有不流血，

砍掉脑壳算个啥，老子死了儿子接。
（二）“红军打仗赛猛虎”

军事斗争是苏区的中心工作。１９３３年，红四

方面军先后取得了仪（陇）南（部）、营（山）渠（县）、

宣（汉）达（县）进攻性战役的胜利。后又取得了红

四方面军历史上规模最大、最惨烈、关系着川陕苏

区生死存亡的万源保卫战、反四川军阀刘湘发 动

的耗时１０个月的“六路围攻”的胜利。红军的 战

斗口号是“活不缴枪，死不丢尸，人在 阵 地 在！”红

四方面军在川陕革命根据地共歼敌１４万多人，严
重打击了四川军阀的有生力量，大大增加了蒋 介

石的“西顾之忧”，鼓舞了川陕苏区广大军民的斗

争勇气 和 胜 利 信 心。许 多 歌 谣 记 录 了 胜 利 的 场

面，颂扬了革命战争，如《红军打仗赛猛虎》、《红军

个个是英豪》、《红军打仗顶呱呱》、《胜利歌》。《红

四方面军是英豪》描述了空山坝战斗场面：

红四方面军是英豪，要打军阀田颂尧。

兵对兵，将对将，空山坝上摆战场。

红军摆下口袋阵，逼得田匪往里进。

红军不到一营人，消灭田匪一个军。

活捉俘虏无其数，满山都是胜利品。

不少歌谣表达了川陕民众对总指挥徐向前卓

越战争指挥艺术的赞叹，许多百姓把红四方面 军

叫做“徐向前的部队”，“徐向前”成了红军的代名

词，胜利的代名词。《巴山来了徐向前》、《十唱 徐

向前》、《徐总指挥办法强》等歌谣，就是这类歌的

代表作，《徐总打仗最英勇》唱道：

茄子开花像灯笼，徐总打仗最英勇，

计谋赛过诸葛亮，武艺赛过赵子龙。

首句“起 兴”，引 起“所 咏 之 词”，三、四 句 作

“比”，以百姓熟知的智谋的化身诸葛亮、骁勇善战

的名将赵子龙，比喻有勇有谋的徐总指挥，不仅表

达了对徐向前的敬仰，更是崇拜。许多红军将领，

战斗英雄都成了民众颂扬的对象。如“宣汉 有 个

王维舟，领导干人杀‘瘟牛’”。“要有吃穿想活命，

革命跟着李家俊”。对于压榨剥削穷人，置民众于

水火的反动军阀，民众以讽刺嘲弄的手法编 唱 了

《刘湘自叹》、《田颂尧自叹》之类的歌谣，刻画其凶

残狡诈、卑劣猥琐的形象，诅咒其与人民为敌“猪

狗都不如”、“决没有好下场”。
（三）“红军走了红旗在”

１９３５年３月２８日，强 渡 嘉 陵 江 战 役 开 始。

为策应中央红军北上，红四方面军决定撤离 川 陕

苏区，向川西战略转移。红军撤离时，民众依依不

舍，人民不能忘记打土豪、分田地，发展经济、建立

苏维埃政权、开展武装斗争那些日日夜夜。于是，

有了《十送红军》那情深意长，流传广远的歌谣，如
川陕苏区的民众《夜夜都把红军想》：

月儿弯弯照山梁，夜夜都把红军想，

红军在时亮得早，红军走了夜深长。

红军撤离川陕苏区后，国 民 党 的 军 政 反 动 势

力随即卷土重来，恢复与组织“清乡委员会”、“清

乡团”、“清共队”、“侦 辑 队”、“检 查 所”，对 苏 区 民

众进行血腥镇压，杀害苏维埃干部、留下的红军伤

病员、红军家属以及参加过革命活 动 的 人。据 不

完全统计，仅宣汉县红军家属被杀绝的就达１４９２
户。川陕苏 区 一 片 腥 风 血 雨，处 处 废 墟，田 园 荒

芜，满目 凄 惨。但 是，川 陕 苏 区 的 人 民 没 有 被 吓

倒，没有屈服，革命的烈火没有被扑 灭，民 众 到 处

传唱“红军走了红旗在，革命自有后来人”，民众坚

信《红军迟早要回来》：

反动派，你莫歪，红军迟早要回来。

红军走时留下话，三年五年要回来。

过了三年等五年，五年过了从头来。

等上十个三五年，铁树总会把花开。

川陕苏区人民熬过了１４个寒冬，终 于 以 积 极 地、

不间断地武装斗争，迎来了解放大军，迎来了新中

国的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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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政治理念的歌谣化宣传

在川陕苏区的红色歌谣 中，用 于 宣 传 政 治 理

念、通俗化地解释政策法规的歌谣占有相当大 的

比重。自然形态的民间歌谣，是民众缘事而作，有
感而发，随口而唱的“无意之作”；而作为政治宣传

品的歌谣则是“有意为之”，有直接的针对性和明

显的功利目的。这类作为“工具”的宣传歌谣，对

于“组织千千万万的民众、调动浩浩荡荡的革命大

军”向反动派进攻，起了一个重要方面军的作用。
（一）党政军领导对通俗化、歌谣化宣传的重视

在历次革命斗争中，红色歌 谣 总 是 宣 传 党 的

方针、政策、路线的有力武器。在 团 结 民 众、组 织

民众、瓦解敌人的斗争中发 挥 了 重 要 作 用。１９２９
年１月，毛泽东亲自起草的《红军第四军司令部布

告》，就是用四言歌谣写成的，语言明白如话，通俗

易懂，读来琅琅上口。１９２９年１２月，毛泽东在亲

自起草的《古田会议决议》的第四部分“红军宣传

工作问题”中，明确要求“各政治部负责征集并编

制表现各种群众情绪的革命歌谣，军政治部编 制

委员会负督促及调查之责”，［５］强调利用革命歌谣

扩大红军政治影响的意义。中共川陕省委一再要

求各级党委“在做一切工作的时候，宣传工作要打

先锋。”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号召全军，“在进行革

命战争，消灭国民党统治和帝国主义的坚决战 争

中，我们要百倍加紧宣传工作来 夺 取 群 众”。［６］要

求连指导员“将红军的任务和土地革命的意义，通
俗地向 工 农 群 众 宣 传，并 时 常 举 行 群 众 联 欢 大

会。”［７］川陕苏区百分之九 十 以 上 的 民 众 不 识 字，

加之地处闭塞的秦巴山乡，对高深的大道理知 之

甚少，也不易理解，他们所需要的是灵 活 的、浅 显

易懂的互动式的口头宣传。对于“俗喜歌舞”的川

陕苏区民众，最容易接受、最受欢迎的是歌谣及一

切有韵的文字，既易于记忆、传唱，也最 适 合 他 们

的心理。

入川不久，红四方面军的主 要 负 责 人 张 国 焘

（江西籍）便学会了四川话，在宣传演讲中常用四

川方言，拉近了与群众的心理距离。如 讲 道：“同

志们！莫要存私心……，将来棒 老 二（本 指 土 匪，

此处指四川军阀部队）来了，不比以前，还是要砍

你的脑壳。”［８］“田颂尧这一股在苦草坝一带，穷人

在冷天都打精巴子，没有衣服穿，问他 为 啥 子，他

说被田颂尧整苦了。”［９］中共川陕省委宣传部长刘

瑞龙、红四方面军政治部副主任傅钟等人，编写了

《革命三字经》、《消灭 刘 湘 三 字 经》、《农 村 阶 级 划

分五言歌》等通俗读物，在群众中广泛宣传。徐向

前总指挥和李先念政委亲自指挥了通江县鹰龙山

保卫战，１９３３年７月６日，李 先 念 在 庆 功 会 上 朗

读了创作的五言体歌谣《胜利歌》，短短１６句，８０
字，大受民众欢迎，其效果远胜作长篇政治报告。

（二）传统歌谣体装上了全新的革命内容

红军既是战斗 队，又 是 工 作 队 和 宣 传 队。红

军各部政工人员，都要随时深入群 众，宣 传 群 众。

歌谣是 最 容 易 为 大 众 接 受 和 传 播 的 形 式。一 首

《对歌》，以问答对唱的形式，向群众宣传马克思主

义和苏维埃的知识。我们且看它的第一段问答：

问：《共产党宣言》什么人起草？

十月革命什么人来领导？

什么人是中国工人的领袖？

什么人在中国做农民运动最早？

答：《共产党宣言》马克思起草，

十月革命列宁来领导，

苏兆征同志是中国工人的领袖，

彭湃同志做农民运动最早。
《要翻身，靠革命》讲明了中国共产党的“十大

政纲”，１２２句 的 七 言 韵 文 被 选 入１９３３年 川 陕 苏

区列宁小学童子团的教材，红军总医院政委 张 琴

秋曾将它配上通江沙溪地区的山歌调，教人演唱。

省苏维埃政府、军委发布了多项土地革命法令，提
出“土地归贫苦农民，粮食归穷人”的口号，《土地

革命歌》、《平分土地歌》配合了法令的宣传。万源

魏家乡小学教材《打土豪、放田地》以“三字经”的

歌谣形式，向儿童传播土地革命思想。《红军三大

任务歌》，简明地介绍了“打倒帝国主义，铲除封建

势力，实行土地革命”的革命宗旨。《划分阶 级 成

分歌》，以质朴、通俗而形象的手法，写各阶级的特

点和划分界线，如“无产阶级，空着两只手，什么都

没有。专替人做工，才能糊住口”；“贫 农 阶 级，自

有一点田，不 够 吃 和 穿。还 卖 劳 动 力，生 活 很 艰

难。”这是一听就明白的“政策法规”。《红军 战 士

要牢记》、《红军纪律 歌》、《八 项 注 意 歌》、《革 命 三

字经》等 歌 谣，不 仅 规 范 了 战 士 要 牢 记 在 心 的 准

则，同时也让民众了解红军的性质 和 纪 律、作 风。

宣传男女平等、妇女解放的歌谣在苏区也十 分 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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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反映了妇女的觉醒和苏区妇女工作如火如 荼

开展的情况。

四川军阀和贪官污吏们强 迫 农 民 种 罂 粟，以

收烟土代替赋税，外运出川牟取暴利，民众因此染

上了抽鸦片烟的恶习。苏区政府发动了大规模的

群众性的戒烟运动，成立了“戒烟局”，发布文 告，

大力宣传戒烟的重要意义，还编成《戒烟歌》、《万

般事，坏在鸦片》、《劝郎莫烧鸦片烟》等歌谣，使戒

烟者体力增强，粮食种植面积增加，推进了农业生

产的发展。《反宗教迷信歌》，揭露军阀豪绅利 用

宗教迷信欺骗群众的伎俩，劝告世人“破除宗教迷

信”。这些 灵 活 方 便，为 老 百 姓 所 喜 欢 的 宣 传 形

式，在当时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三、红色歌谣的史学价值和艺术魅力

川陕苏区的红色歌谣，是云 谲 波 诡 的 时 代 产

物。在“炮 声 隆 隆，战 火 连 天，焦 土 处 处，血 迹 斑

斑”的红 色 土 地 上，［１０］红 色 歌 谣 茁 壮 地 怒 放。它

以口头文学样式，生动形象地记录了川陕苏区 的

社会变迁和民众的生活情态，展示了军民战斗 的

英姿和血染的风采。它成了我们研究那一段革命

斗争史和革命文艺史的珍品，它是先辈留给后 世

的一份宝贵的文化遗产。
（一）红色歌谣的史学价值

川陕苏区的红色歌谣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

的工农革命斗争中产生的。它反映了当时腥风血

雨的军事斗争，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反映了大革

命失败后阶级斗争的尖锐激烈，以及苏维埃政 权

建立后，川陕革命根据地经济、政治文化生活等方

面的巨大变化。正如段宝林教授所言：“红色歌谣

是我国歌谣发展史上的一个飞跃，它使歌谣第 一

次和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联系起来，成为 革

命斗争的有力武器。这是伟大的斗争所创造的伟

大文学，不经历伟大的斗争，不是英雄的人民是无

法创造出这 样 气 贯 长 虹 的 红 色 歌 谣 来 的。”［１１］这

些在群众中广为流传的红色歌谣，紧贴时代的 脉

搏，敏感地反映时势的兴衰，刻画了历史前进的足

迹，它反映了这一特定时期的时代精神，民众的精

神文化生活、情感倾向，是川陕苏区社会历史研究

的一个重要切入点。郭沫若曾在《我们研究民 间

文艺的目的》的讲话中指出：“民间文艺给历史家

提供了最正确的社会史料。过去的读书人只读一

部二十四史，只读一些官家或准官 家 的 史 料。但

我们知道民间文艺才是研究历史的最真实、最 可

靠的第一手材料。因此，要站在研究社会发展史、

研究历史的立场来加以利用。”［１２］

红色歌谣的史学价值在于它的真实性和直接

的人民性。“真诗乃在民间”，民歌以歌代言，以歌

传情，有感而发，率性而作，写 真 记 实，不 假 虚 饰。

明代的冯梦龙在《序山歌》中说：“但有假诗文，无

假山歌，则 以 山 歌 不 与 诗 文 争 名，故 不 屑 假。”［１３］

中外文学 史 上 文 人 故 作 风 雅、矫 揉 造 作 的“假 诗

文”层出 不 穷，但 民 间 文 学 中 却 没 有 无 病 呻 吟 的

“假民歌”，民众“不屑”作假，也不必作假，作假的

民歌不可能在民间流传。与作家的“人民代言人”

身份不同，民众在歌谣中直接反映现实生活 和 斗

争，记录苏区生活中的大小事件，表达对时事变迁

的评判，对红军官兵的爱和对国民党反动军 阀 的

恨，直接表达民众的思想、感情、愿望和要求，真切

地表露自己的内心世界。因而，可以 把 苏 区 的 红

色歌谣看作是“口述的历史”、“形象化的历史”，可
以为那一段中共党史、军事斗争史和地方文 化 史

的研究，提供最真实可靠的“第一把手的材料”。
（二）红色歌谣的艺术魅力

苏区的红色歌谣在不同程度上继承和发扬了

传统歌谣固有的质朴、清新、刚健的特点。歌谣形

式上以七言四句的山歌体为主，套用的固定 格 调

有“十劝”、“十送”、“十二月调”、“三字经”等调式。

自由多变的形式与所要表现的内容达到了较完美

的和谐统 一。在 修 辞 上，娴 熟 而 巧 妙 地 运 用 赋、

比、兴、重叠、双关、谐音等民歌惯用手法。心有所

思，即兴而唱，寄意言情委婉含蓄，韵致绵长；褒贬

人物，大胆夸张，淋漓尽致。

作为“大众文学”，通俗性是红色 歌 谣 的 重 要

风格特征。最初的“下里巴人”能从巴渝流传到楚

地、中原、乃至风靡全国，靠 的 就 是 通 俗。来 自 于

民间生活的通俗明快的语言有一种流畅活泼的动

态美，它适应了人民大众的文化层次、审美趣味和

审美要求。歌谣常以浅显通俗的语言和惯用的表

现形式，表达深刻、丰富的内容，俗中见雅，生动形

象，为民众喜闻喜唱喜传。通俗、真切、不假虚饰，

是劳动者勤劳质朴、坦荡直率人格的体现。

红色歌谣具有明显的地方性特征。它客观地

反映了当时川陕苏区民众的生产、生活情状 和 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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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人情，折射出一方民众的个性心理，因而它也是

地方民俗文化研究的重要资料。方言的运用使歌

谣地方性 特 征 更 为 鲜 明。背 老 二、棒 老 二、二 杆

子、干人、龟儿、杂种、又 歪 又 恶、关 火、打 精 巴 子、

耳巴子、倒拐子、脑壳、没来头、扯谎日白、冲壳子、

估倒、挨日诀、把连等方言，是地方文化 的 组 成 部

分，是由于地理分隔而产生的语言变体，反映川陕

地区范围里人们共同的语言交流状态。它是由于

各地地理条件、文化传承、生活方式、行为模式、个
性心理差异而出现的社会文化现象，是语言的 历

史积压。方 言 是 一 种 活 生 生 的 富 有 表 现 力 的 语

言，是充满了泥土气息的“乡音”，在特定的“方言

圈”里使用，有一种亲切感、亲近感、认同感。张国

焘、李先念等红军将领入川不久，便学会了用川东

北方言演讲，制作文告，这种“入乡随俗”，大受苏

区民众 欢 迎。各 地 的 方 言 丰 富 了 祖 国 的 语 言 文

化，而推行 标 准 的“普 通 话”，正 在 一 天 天 扼 杀 方

言。因而，将川陕苏区的红色歌谣照原 生 态 的 方

言形式进行搜集、整理，以音像或文字出版将之固

定下来，或可保留这一份祖宗创造的正不断流 失

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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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After the entrance to Sichuan, the Red Army established the Sichuan- Shaanxi Revolutionary Base and the Sichuan-

Shaanxi Soviet Government, which changed the society greatly and a lot of red song mainly sang by Red Army were created. For

the sake of the armed struggle and the development of Soviet area, some red songs played the role of political publicity. These red

songs are like epic, which are the best classical songs in the history and have historical value with an everlasting artistic cha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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