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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论川陕苏区红色歌谣的产生

———以川陕苏区时政歌为例

陈正平

（四川文理学院 文学与新闻学院，四川 达州 ６３５０００）

摘　要：川陕苏区曾经产生过大量惊天动地、气贯长虹、富有地方特色的红色歌谣。作为民间口头文学样

式，它生动地记录了那一段光耀史册的巨大社会变革；率真地讴歌了民众对党和苏维埃政府的热爱之情；密切

配合了当时的武装斗争和苏区建设。这些歌谣是革命的思想内容和耳熟能详的民间歌谣形式的完美结合，其

中的时政歌鲜明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政治面貌和民众对现实生活的评价与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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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９３２年１２月至１９３５年３月，在川陕苏区那

血与火的年代，曾经产生过大量惊天动地、气贯长

虹、富有地方特色的红色歌谣。作为民 间 口 头 文

学样式，它生动地记录了那一段光耀史册的社 会

变革；率真地讴歌了民众对党和苏维埃政府的 热

爱之情；密切地配合了武装斗争和苏区建设。

　　一、红色歌谣的产生及搜集整理

川陕苏区时期产生的“红色歌谣”，是 不 可 再

现的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它是革命的思想内容

和耳熟能详的民间歌谣形式的完美结合；同时，它
也是巴人“勇健好歌舞”人文精神的传承和发扬光

大。因其特殊的珍贵价值和艺术魅力，新 中 国 成

立以来，便有过多次对红色歌谣大规模的、全面的

搜集整理，使曾经口耳相传易于流失的作品以 文

字定型化，得以保存了其中的大部分精品。
（一）巴人“尚武”、“俗喜歌舞”的品性

生活在大巴山、秦岭一带的古代巴人，在蛮荒

的土地 上 极 其 艰 难 的 生 存 着。他 们 曾 在 商、周、

楚、秦等强大部落的包围中，一面不断 的 征 战、奋

发图强，一 面 斩 蛇 蟒、射 虎 豹，猎 牧 捕 鱼，垦 荒 种

田，兴修水利，发展农业。恶劣的自然环境和社会

环境，练就了巴人劲勇刚烈，不畏险阻、自强不息、

乐观向上的品性。当代史学家陈世松先生在《天

下四川人》中分析说：“生活居住在川东北丘陵地

区的居民，即所谓巴人，原本是一支以狩猎为主的

民族，……其后，巴人较长久地保持着山地农耕兼

渔猎部落的生产方式，是中国历史上一支强 悍 的

以战斗为职业的部落。艰险恶劣的自然环境和生

存环境，锻 炼 了 巴 人 强 健 的 体 魄，铸 造 了 他 们 坚

强、直率的心魂。因此，‘尚武’成为这一地区居民

的个性 特 点 和 文 化 品 格。”［１］“尚 武”精 神 一 脉 相

传，在川陕苏区时期，十多万川东儿 女 参 加 红 军，

在革命战争年代，三万多川东儿女在浴血奋 战 中

牺牲，便有了英雄辈出和“智勇坚定、排难创新、团

结奋斗、不胜不休”的红军精神的形成。

巴人又“俗喜歌舞”。晋代史家常 璩 在《华 阳

国志·巴志》中有一段重要的记述：“周武王伐纣，

实得巴、蜀之师，著乎《尚书》。巴师 锐 勇，歌 舞 以

凌殷人。”当代史家童恩正教授就此解释说：“其目

的除了鼓舞士气和威慑敌人以外，往往还带 有 巫

术 的 作 用，即 企 图 利 用 超 自 然 的 力 量 战 胜 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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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２］汉高祖刘邦将这一“武王伐纣之歌舞”引入

宫廷，命乐人学习，正名为《巴渝舞》。《巴渝舞》实

为我国“战舞”（或曰“武舞”）之祖。

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巴族的 地 方 民 歌 就 声 名

远播，传 到 了 楚 国。《文 选·宋 玉 对 楚 王 问》载：
“客有歌于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国中属而 和

者数千人。……其为阳春白雪，国 中 属 而 和 者 数

十人。”“下里巴人”反映了人民大众的审美层 次，

适应了人民大众的文化心理和审美需求，以其 质

朴俚俗、通俗晓畅在当时和后来都十分流行。

宋代地理学家乐史在他的《太平寰宇记》卷一

三七《巴渠 风 俗》中，记 巴 渠 人“其 民 俗 聚 会 以 击

鼓、踏木牙，唱竹枝歌为乐”。竹枝歌又名竹枝词、

竹枝调、巴渝词，盛行于唐宋，流行于巴渝，后至荆

楚地区。有论者高度评价竹枝歌乃“诗之国风，辞
之九歌也”。［３］起源于农事活动的民歌演唱“媷 草

锣鼓”，在汉代就已成型，一直延续到现代的川 东

北地区。这些影响深远，传承不息的巴人歌舞，是
地方民俗文化的重要篇章，它经历了千百年的 传

承变异，反映了一方民众的社会历史、精神生活与

风土人情，闪烁着人民智慧的光芒。
（二）“红色歌谣”是特定时期的产物

１９３２年１２月１８日，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

军进入 川 北，１９３３年２月７日，在 通 江 县 城 选 举

产生了中共川陕省委员会，接着，在通江县城召开

了川陕省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了 川

陕省苏维埃政府，标志着川陕革命根据地的形成。
“中华苏维埃政府”是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

在中央革命根据地瑞金建立的中央政权机构，是

中国共产党建立人民政权的探索和尝试，它强 化

了党对各根据地的中枢指挥作用。川陕苏区“是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第二大区域”，它的出现，使

当时当地的政治、经济、军事斗争现状发生了巨大

变化，而带来更大变化的是苏区民众的物质生 活

和精神生活。这些“时事”是红色歌谣产生的根本

要素，巴人“俗喜歌舞”是红色歌谣产生的文化背

景。

民俗学家乌丙安教授认为：“民间歌谣是各个

民族的劳动人民在社会实践（生产劳动与社会斗

争等）过程中，集体创作的口头文学韵文形式；更

确切地说，民间歌谣是广大人民的生活、思想感情

在富有音乐性的语言形式中的真实反映。”［４］大量

出现的过去时代所没有过的红色歌谣，是民 众 内

心世界的真实流露，表达了民众对时事的情 感 倾

向和政治态度。党领导的苏维埃政 府，建 立 了 革

命的新秩序，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和腥风血 雨 的

军事斗争，“夺回了地夺回了田，夺回了自由 夺 回

了权”。民歌成了民众灵魂的忠实、率真和自然的

表现形式，从没有过的革命豪情和当家作主 的 自

豪感，令人“不吐不 快”、“且 歌 且 谣”，这 一 时 期 大

量产生的“红歌”成了地方歌谣史上的“喷发期”。
（三）川陕苏区红色歌谣的搜集整理

我国早在周代即已有了民歌搜集的“采风”制

度，其目的是为了“观风俗，知得失”。现存《诗经》

中的十五国风和小雅的一部分，就是当时从 各 地

采来的民歌。为了抢救、发掘我国各 地 各 民 族 丰

富悠久的民间文化，自１９４９年 到１９６６年“文 革”

１７年间，全国范围内逐步开展了在党领导下的有

计划、有组织的民间文艺的搜集、整理、出版工作。

特别是１９５８年由于毛泽东同志的倡导，形成了全

国规模的民歌“采风”运动。１９５８年７月，中国民

间文艺研究会根据毛泽东主席的讲话精神，制 定

了“全面搜集、重点整理、大力推广、加强研究”的

工作方针。在此期间，四川各县都出 版 了 搜 集 到

的包括“红色歌谣”在内的民歌集成资料本。

１９８４年５月，文化部、国家民委、中国民协联

合签发了《关 于 编 辑 出 版〈中 国 民 间 故 事 集 成〉、
〈中国民间歌谣集成〉、〈中 国 谚 语 集 成〉的 通 知》，

当时的中共达县地委宣传部、文化局按中央 和 省

有关部门的规定，组织达县地区各县（包括今达州

市、巴中市各县和广安市邻水县）文教部门约六千

余人参加了这一声势浩大、长达五年之久的 民 间

文学搜集、整理、选编和资料本出版工作。在各县

出版的当地《歌谣集成》中，包含了大量的苏区红

色歌谣。

１９９１年 至１９９２年，原 达 县 地 委 在 中 共 地 方

党史资料征集、政协地方文史资料征集成果 的 基

础上，从革命文化方面重作开拓，纵 深 发 掘，组 织

各县“征编领导小组”和“工作小组”编辑出版了当

地《国统区革命文化史料辑》资料本，在此基础上，

达县地区文化局在１９９３年出版了《四川达县地区

国统区革命文化史料汇编》资料本。这些内 部 出

版物中，收录了不少“红色歌谣”。

新时期公开或内部出版了几种“红色歌谣”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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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如《川陕苏区红色歌谣选》（１９８１年）、《川陕根

据地革命 历 史 歌 谣 集（上、下）》（１９８４年）、《川 陕

苏区革命历史歌谣》（１９８５年）、《川陕革命根据地

陕南歌谣》（１９８７年）、《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歌谣

选编》（２００５年）。还有部分红色歌谣散见于各种

史料中，如《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长编》、《川陕革

命根据地历史文献选编（上、下）》、《川陕根据地革

命文化史料选编》等等。从地方党史、地 方 志、档

案资料中，从健在的革命老人、历史文化事件的亲

历者、知情人、民间老艺人的口中，都获 取 过 部 分

红色歌谣。这些，都为川陕苏区红色歌 谣 的 保 存

作出了重要贡献，为其研究提供了重要条件。

　　二、有感于切身政治状况的时政歌

川陕苏区时期的时政歌，是 劳 动 人 民 有 感 于

过去切身 所 受 政 治 压 迫 和 经 济 剥 削 所 创 作 的 歌

谣。它表达了劳苦大众对剥削阶级的强烈不满和

反抗精神，鲜明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政治面貌 和

对现实生活的评价与批判。何其芳在《论民歌》中

指出：“产生在旧社会的民歌的确主要是农民的诗

歌，而且主要是反映了他们过去的悲惨生活以 及

对于那种生活的反抗。”［５］时政歌被 比 喻 为“匕 首

和投枪”，它有明显的揭露性和讽刺性，语言精炼、

形象，常用 隐 语、谐 音，一 般 篇 幅 短 小，以 只 说 不

唱、琅琅上口的民谣为多。它最能直接 及 时 地 反

映现实人生，表达民众的情绪、思想、愿望，易记易

传，战斗性强，常常成为时代的风雨表。
（一）“川北穷人真可怜”

川陕 苏 区 位 于 大 巴 山、米 仓 山 一 带，山 势 陡

峭，交通闭塞，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 主 导 地 位。

大革命失败后，军阀和地主恶霸对农民的经济 剥

削和政治压迫比从前更加厉害。《农民一生受 压

迫》、《穷人苦》、《穷人泪汪汪》、《穷人白骨堆成山》

等歌谣，揭露了黑暗统治下的人民处于水深火 热

中的痛苦。

四川各地的军阀 与 地 主、官 僚、流 氓、特 务 和

土匪头目联成一体，镇压革命，屠杀群众。他们组

织了“清乡委员会”，杀害共产党人和“被赤化”的

群众，但苦难中的民众是斩不尽杀不绝的，他们看

清了敌人的反动本质，作出了“大路不平就要 铲，

世道不平要造反”的理智选择。从川陕苏区走 出

的达州人 魏 传 统 将 军 回 想 当 年 时 指 出：“巴 山 蜀

水，广 袤 秦 川，原 是 富 庶 之 地。但 在 旧 中 国，官、

匪、租、捐、役诸多绳索，却将那里的穷苦劳动人民

缚得 喘 不 过 气 来。人 们 在 呻 吟、在 咒 骂、在 奋

起。”［６］“反动政府搜刮民财的名目繁多，一年要提

前征收数年的粮，捐税不下百余种。烤火要收‘火

笼捐’，煮饭要收‘搭钩捐’，抽烟要收‘烟袋捐’，走
路要收‘过路捐’。”［７］旧军阀刘存厚在达县一带统

治十多年，曾在１９３２年就将赋税征到１９４３年，征
税名目达数十种。许多歌谣反映了民众对“刮 民

党”横征暴敛的极大愤慨和强烈不满，如《刮民党

万万税》念道：

要说“睡”，就说“睡”，一生一世难得“睡”。

男人绑在田头税，婆娘捆在地头税。

娃儿装在壮丁税，媳妇裹在灶头税。

牛要税，猪要税，鸡要税，鸭要税，

行要税，坐要税，生要税，死要税，

敲骨吸髓刮民党，万税！万税！万万税！

歌谣中用谐音手法，辛辣 地 讽 刺 了 国 民 党 反

动派搜刮民脂民膏的丑恶行径。还有一类歌谣如

《军阀遭天杀》、《龟儿 刘 湘 要 垮 台》、《骂 声 保 长 不

是人》，勾勒了敌人的丑态，尖锐而深刻地揭 露 了

敌人残暴、贪婪、狡猾的本性，既是对苦难的控诉，

也是对旧世界的鞭挞。
（二）“穷人最爱苏维埃”

时政歌表达了民众鲜明 的 爱 憎，既 是 刺 向 敌

人的匕首，同时对一切革命运动、新 生 事 物、代 表

群众利益的领袖人物，又热情地讴 歌、赞 美，成 为

民众唱 给 新 时 代 的 颂 歌。在 红 四 方 面 军 入 川 以

前，共产党 在 川 东 北 已 有 长 期 的 工 作 基 础，１９２３
年，王维舟 在 宣 汉 县 建 立 了 共 产 主 义 小 组，１９２６
年，达 县 有 了“中 山 青 年 团”组 织，１９２７年 秋 到

１９２８年春，大 竹、达 县、宣 汉 先 后 建 立 了 党 的 组

织。１９２９年４月，李 家 俊、唐 伯 仕 等 人 在 万 源 发

动了固军坝起义，打响了川东武装起义第一枪，随
后建立了川东游击军。朱德曾说：“有着这一批本

地的游击队伍，才使红四方面军能很迅速扩 大 起

来。”［８］红 军 入 川，自 己 的 队 伍 来 到 面 前，一 呼 百

诺，民众的热烈拥护和积极参与就显得十分自然。

且看下面两首红歌所唱：

天下穷人似干柴，生满山沟长满岩，

红军路过播火种，铺天盖地燃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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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农大众团结紧，跟着红军刨穷根。

斧头劈开新世界，镰刀割断旧乾坤。

红军和苏维埃政权为广大民众带来了切身的

政治和经济利益，身份和地位发生了颠覆性的 变

化，所以民众拍手高歌：

要吃米，把秧栽，要过河，把船摆。

穷人要想得自在，快快建立苏维埃。

苏维埃，苏维埃，穷人拉手走进来。

土豪劣绅发了抖，穷人欢笑乐开怀。

村村建立苏维埃，土豪劣绅要倒台。

这是民心向背的 真 实、自 然、质 朴 的 反 映，是

一种歌吟，更是一种呼声。它有感而发，“不 唱 不

开怀”，自生自灭，不求功利。关于这类“民间文化

形态”的作品，陈思和教授曾有精辟论述：“它是在

国家权力控制相对薄弱的领域产生，保存了相 对

自由活泼的形式，能够比较真实地表达出民间 社

会生活的面貌和下层人民的情绪世界”，“自由自

在是它最基本的审美风格。民间的传统意味着人

类原始的生命力紧紧拥抱生活的过程，由此迸 发

出对生活的爱和憎，对人生欲望的追求，这是任何

道德说教都无法规范，任何政治条律都无法约束，

甚至连文明、进步、美这样一些抽象概念也无法涵

盖的自由自在”。［９］自由自在是时政歌的基本文化

形态，是它最可贵最有价值的内核，唯 其 如 此，它

才给世界留下“心声”和不加掩饰的形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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