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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与文化：川滇黔边区群众口头诗歌中的军民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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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川滇黔边区的革命斗争是红军长征史上的辉煌篇章，而川滇黔边区群众口头诗歌是川滇黔边区革命斗争实践的群众

文化产物。川滇黔边区群众口头诗歌用艺术形式反映了红军是边区人民革命觉悟提升的引路人，揭示了军民鱼水情深是革命

取得成功的基石，诠释了边区人民的利益是红军革命斗争的价值诉求。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需要传承和弘扬川滇黔边区群众

口头诗歌蕴含的革命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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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volution and Culture：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Army and the People
in the Mass Oral Poetry in the Border Areas of Sichuan，Yunnan and Gui⁃

zhou Provi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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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revolutionary struggle in the border region of Sichuan，Yunnan and Guizhou provinces was a
brilliant chapter in the history of the Red Army's Long March.The oral poems of the masses there were the mass cul⁃
tural product of the practice of revolutionary struggle.The oral poems profoundly revealed that the Red Army was the
guide for the improvement of the revolutionary consciousness of the people ，the deep love between the army and the
people was the cornerstone for the success of the revolution，and the interests of the people were the value pursuit of
the revolutionary struggle of the Red Army. To take the "long march road" of the new era，we need to inherit and
carry forward the revolutionary spirit contained in the oral poetry of the people.
Keywords:oral poems of the masses；military-civilian relationship；Sichuan-Yunnan-Guizhou border area

1934年 10月红一方面军从中央苏区出发到

1936年 10月三大主力红军胜利会师，中国共产党和

红军历经千难万险最终胜利实现了北上抗日的伟

大战略转移，实现了中国革命事业从挫折走向胜利

的伟大转折。红军长征从被动到主动、不断开创新

局面的转折始于川滇黔边区的革命斗争。从 1935
年 1月中央红军到达黔北至 1937年 1月川滇黔边区

游击纵队失败，红军及游击纵队在川滇黔边区活动

达两年之久。红军及游击纵队转战川滇黔边区波

澜壮阔的革命壮举，不仅书写了中国革命事业转危

为安的壮丽历史画卷，也留下了宝贵而丰富的革命

历史文化遗产，《川滇黔边红色武装文化史料选

编》①就是一本由四川、云南、贵州三省文化史志工

作者在实地考察川滇黔边红军和游击队革命活动

的基础上，深入各地进行广泛的调查、访问、查阅历

史档案而汇集成的反映川滇黔边革命斗争实践的

文化史料书籍。“人民既是历史的创造者、也是历史

的见证者，既是历史的‘剧中人’、也是历史的‘剧作

者’”［1］，在烽火连天的革命岁月中，广大边区人民群

众创作了数量丰富、形式多样的口头诗歌。这些口

头诗歌尽管大多锤炼不够、比较粗糙简单，但却真

挚朴实、生动感人，而今这些宝贵的革命文化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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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被收录在《川滇黔边红色武装文化史料选编》

一书中。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 80周
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一部红军长征史，就是一

部反映军民鱼水情深的历史。”［2］本文以《川滇黔边

红色武装文化史料选编》收录的群众口头诗歌为素

材，探析革命战争年代红军和边区人民群众鱼水情

深的军民关系，从而进一步揭示党领导下的红军能

够不断化险为夷、并最终取得长征胜利和开创革命

新局面的秘诀及其时代意蕴。

一、红军是边区人民革命觉悟提升的引路人

法国社会心理学家、社会学家古斯塔夫·勒庞

指出：“无论一场革命的起源是什么，除非它已经深

入大众的灵魂，否则它就不会取得任何丰富的成

果。”［3］在战火纷纷的革命战争年代，党和红军用无

产阶级革命理论武装广大人民群众的思想，使人民

群众日益成为中国革命最坚实的基础和最深厚的

力量源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就是要使

群众认识自己的利益，并且团结起来，为自己的利

益而奋斗”［4］，党和红军得以顺利转战川滇黔边区是

建立在对边区人民群众进行宣传、组织和武装的基

础上的。

红军用马克思主义阶级观唤醒边区人民群众

的觉醒。旧中国民不聊生，两千多年来封建愚民思

想的欺骗使得广大劳苦大众将自己遭受的苦难简

单归结为命运的安排，他们没有意识到剥削制度和

阶级压迫才是根源所在。“阶级观”是马克思主义意

识形态思想的核心内容，是无产阶级政党进行革命

动员的有力理论武器。恩格斯指出：“主要的出场

人物是一定的阶级和倾向的代表，因而也是他们时

代的一定思想的代表，他们的动机不是来自琐碎的

个人欲望，而正是来自他们所处的历史潮流。”［5］在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红军顺应了时代潮流，主动

承担起引领广大人民群众追求解放和自由的重任。

红军往往通过标语、演戏、演讲、布告、歌曲等通俗

易懂的形式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揭露血腥罪

恶的旧社会、旧制度，批判土豪劣绅等反动势力的

残酷剥削压迫：“红军宣传演说，满街满巷标语，红

军街头演戏，穷人争当红军。广场万人大会，百姓

沸腾相聚，爱听朱毛演讲，讲到穷人心里。”［6］144此
外，红军注重以活泼有趣的方式向边区人民宣讲苏

维埃，提升边区人民群众对革命新政权性质的认

识：“红军给我一纸币，拿着细看真稀奇，苏维埃，是

什么，苏维埃，是何意，……工农政府是大号，工农

当家拿主意。红军一听连点头，说我已知它含义，

工农政权就叫苏维埃，外国称呼借用的。”［6］152

边区人民群众领悟了红军宣传的阶级斗争理

论。在马克思主义阶级观的长期教育下和热火朝

天的现实革命斗争中，川滇黔边区人民群众的阶级

意识逐渐被唤醒。边区人民群众很快意识到中国

共产党领导下的红军和游击纵队是“穷人”的队伍，

是自己人，而白军是“富人”的代言人，维护的是地

主恶霸的利益：“遵义街头，穷人欢笑，富人发愁。

……红军开走，白军来了，遍地血流。……红军又

走，跟着你去，才能得救。”［6］149-150在烽火连天的革命

岁月洗礼下，边区人民群众阶级觉悟不断提升，更

加深刻认同红军救国救民的革命队伍属性：“穷人

都说红军好，富人全道红军糟。是好是糟今见到，

救国救民是朱毛。”［6］145边区人民痛恨“吃人”的旧社

会，他们把诗歌当作武器来控诉“这个世道”的不

公：“这个世道太不公，富的愈富穷的愈穷，富的当

官会吃人，穷的被吃当长工。”［6］153边区人民日益明

白反动军队是旧社会得以维系的武装支柱，因而，

对反革命势力损兵又折将由衷地高兴：“红军追到

遵义城，老王本钱全打完，……遵义开来吴奇伟，

……两师人马折大半，垂头丧气贵阳还。”［6］145边区

人民用含蓄风趣的语言嘲讽敌人的愚蠢无能，表达

对敌人的无比痛恨：“万耀煌，是狗熊，……哲庄坝

前又折兵，耀煌差点把命归，垂头丧气跟着跑，先锋

变成大狗熊。”［6］157边区人民还痛恨反动军队的野

蛮，嘲笑反动军队丢盔弃甲的狼狈：“王家烈，吴奇

伟，两个都是害人鬼，……一路拉夫又派款，搞得狗

跳鸡又飞，烧杀抢掠又奸淫，横冲直撞赛土匪，……

丢盔弃甲四处窜，撂下枪弹成堆堆，哭爹叫娘喊黄

天，皮青脸好狼狈。”［6］146

人民群众把红军当亲人。马克思主义的阶级

观使得红军及游击纵队占据了道义的制高点，人民

群众更深刻地感受到红军和游击纵队是穷人的队

伍，把红军和游击纵队看成是自己的亲人。红军来

后犹如沧海桑田般发生的巨变，使得边区人民对红

军和游击纵队再次来临充满期盼之情：“往年过年

耍灯笼，今年过年冷清清，大户人家逃乡下，小户人

家笑盈盈。……红军就要来大定，到时大家准备

好，灵官殿口去欢迎。”［6］152-153对于红军和游击纵队

帮助自己改善了生活，边区人民深为感动并要永远

牢牢记在心里：“贺龙肖克到大定，平民百姓真高

兴，穷人分谷又分米，乾坤扭转鞭炮庆。……往年

过年富人乐，今年过年穷人庆，全靠红军救百姓，百

姓永远记心灵。”［6］151对于红军到来后带来的生活地

位的剧烈变化，边区人民用简单质朴的诗歌表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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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红军的浓浓感恩和拥护之情：“中央军，遭殃军，

烧杀抢劫又奸淫。民团豪绅齐勾结，害得百姓无家

归。穷苦百姓都受害，恨死遭殃军。人民齐声盼红

军，处处工农来欢迎。打倒军阀和恶霸，穷苦人民

才 翻 身 。 红 军 恩 情 比 水 长 ，千 秋 万 代 颂

红军。”［6］169-170

“武器是战争的重要因素，但不是决定因素，决

定因素是人不是物。力量对比不但是军力和经济

力的对比，而且是人力与人心的对比”［7］142，红军要

打胜仗，人民是靠山。红军各种形式的阶级观教育

和现实的阶级斗争不仅唤醒了边区千千万万受苦

受难的民众的阶级觉悟，在他们历尽苦难的心田里

播撒了革命火种，而且使红军赢得了边区广大人民

群众的衷心拥护和无限爱戴。

二、军民鱼水情深是革命取得成功的基石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人民群众是社会物质财富

的创造者、是社会精神财富的创造者，是社会变革

的决定力量，在创造历史中起决定性的作用。以毛

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人民群众是社会历

史的主体，是历史的创造者的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

相结合，创造性地提出了党的群众路线，即一切依

靠群众，一切为了群众，从群众来，到群众去。群众

路线是我们党在革命、建设、改革时期不断取得胜

利的重要法宝。习近平总书记在视察华东革命烈

士陵园曾告诫道：“革命胜利来之不易，主要是党和

人民水乳交融，党把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为人民

谋解放，人民跟党走。”［8］川滇黔边区革命斗争所取

得的成就，是在党的英明领导下，英勇奋战的红军

战士与生死相依的人民群众共同奋斗的结晶。

军民协同打击反革命势力。“任何一项伟大事

业要成功，都必须从人民中找到根基，从人民中积

聚力量，由人民共同来完成”［9］，川滇黔边区人民群

众热情欢迎红军的到来：“红军要进大定城，一群百

姓去欢迎，籴家塘边锣鼓响，红绿小旗迎亲人。”［6］160

边区人民也积极配合红军和游击队行动，创建苏

区，建立自己的政权：“鸭池河水清又清，搭起浮桥

迎红军，红军追到滥泥沟，打垮盐防一队兵。……

红军要在黔大毕，创建苏区闹革命。”［6］157-158不少边

区儿女抛头颅、洒热血，甚至不惜舍身成仁也要拥

护和支持红军闹革命：“好个大定城，出了彭新民，

胆子包天大，带头迎红军。红军开走后，新民遭杀

身，革命何惧死，万古留芳名。”［6］160边区人民深知只

有军民团结才能消灭各种反动势力，推翻他们的反

动统治，消灭残酷的阶级压迫和剥削，彻底实现劳

苦大众的解放：“穷苦兄弟们，团结起来打军阀。

……大家团结紧，挖掉穷苦根。……红军和穷人，

本是一家人，军民团结紧，你帮我来我帮你，共同打

敌人，消灭蒋家兵，人民得翻身。”［6］170“军民团结如

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10］139，通俗而又形式多样的

群众口头诗歌生动地揭示了当年红军和人民群众

生死相依、携手创造人间奇迹的历史奥秘。

边区人民踊跃参军壮大了革命力量。“思想本

身根本不能实现什么东西。思想要得到实现，就要

有使用实践力量的人”［11］，历经血与火革命洗礼的

人民群众逐渐认识到不能安于被剥削被压迫的悲

惨现状，要跟随共产党闹革命，支持和加入红军开

展革命斗争，以打倒各种反动势力、推翻罪恶的旧

社会旧制度：“太阳出来满天红，背起大刀跟贺龙，

打出天下穷人坐，泥巴腿子不再穷。”［6］153边区人民

深深明白红军和游击队力量的不断壮大，工农政权

才更有保障：“打倒土豪神祖牌，工农政权搞起来，

英雄好汉当红军，红旗滚滚过山来。”［6］144边区人民

群众纷纷加入红军和游击队，使得革命力量得以不

断发展壮大：“去年走了毛泽东，今年肖克和贺龙，

川滇边上游击队，司令就叫余泽鸿。西南红花遍地

开，革命旗帜漫天红。”［6］162边区人民群众加入红军

和游击队后，勤练杀敌本领：“红军送我一把刀，背

着大刀去上操，开步来走一二一，游击队员本事高。

红军送我这把刀，找块磨石磨通宵，刀子磨得快又

快，杀尽劣绅和土豪。”［6］163-164“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

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

众。这是真正的铜墙铁壁，什么力量也打不破的，

完全打不破的”［12］，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人民群众加

入革命的洪流，革命就有了不竭的动力和源泉，就

能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

红军和人民生死一家人。在血与火的革命洗

礼中，边区人民与红军、游击队结成了生死与共、历

久弥新的鲜血般情谊。革命斗争形势异常艰困，当

红军和游击队被迫转移和远行，边区人民深感痛

心、难舍难分：“河水甜津津，捧碗送红军，喝了这河

水，军民心连心。……川军追来了，百姓心难过。

亲人红军哥，今天过了河，何时再回来，到家把茶

喝。”［6］148红军北上后，国民党反动派进行疯狂报复，

边区人民时时难掩思念之情：“红军开走了，耗子爬

出来，区长抖威风，百姓遭灾害。……红军呀红军，

你们何时来？游击队去哪？转来除妖怪。”［6］164红军

模范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尊重各民族风俗习惯，是

天下穷人的亲人，苗家人民也朝夜想念红军：“照片

藏在茅屋椽，悄悄拿到屋里面，关上大门关上窗，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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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照片仔细看，照片陈旧已发黄，勾起回忆仍新鲜。

……看照片，起思念，红军哥哥在哪边？王政委你

在哪？亲人们身体可平安？……苗家日子不好过，

油锅里面受煎熬，六寨苗家想红军，朝也想来夜

也念。”［6］154-155

“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只有动员群众才能

进行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10］136，人民

群众有着无穷无尽的智慧和力量。人民群众离不

开红军，红军更离不开人民群众，没有广大人民群

众的拥护和支持，红军就会失去生存发展的深厚土

壤，就会变成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历史已经表明：

同人民群众生死相依、患难与共、艰苦奋斗是红军

战胜一切困难和风险的坚强后盾，也是红军最终顺

利实现战略转移的根本保证。

三、边区人民的利益是红军革命斗争的价值

诉求

《共产党宣言》指出：“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

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

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运

动。”［13］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工农红军不同于旧式

军队，是一支新型的人民军队，它发端于南昌起义，

奠基于三湾改编，定型于古田会议：“红军是一个执

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10］90它以推翻剥削

制度，解放天下劳苦大众为己任。正如毛泽东在党

的七大上所作的《论联合政府》所言：“这个军队之

所以有力量，是因为所有参加这个军队的人都具有

自觉的纪律；他们不是为着少数人的或狭隘集团的

私利，而是为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为着全民族

的利益，而结合，而战斗的。紧紧地和中国人民站

在一起，全心全意地为中国人民服务，就是这个军

队的唯一的宗旨。”［14］红军是一支为了边区人民的

解放事业和生活幸福而矢志奋斗的革命队伍。

红军和游击纵队是文明可亲之师。不同于旧

军队的烧杀抢掠、为非作歹、鱼肉百姓，中国共产党

领导下的红军和游击纵队作风优良、纪律严明，秋

毫不犯边区人民的利益：“大红军，纪律明，正月初

到建武城。沿街庙宇全住满，就是不打扰百姓。说

话和蔼买卖公平，打大户，救穷人。”［6］169只有热爱人

民，才能赢得人民。红军和游击队模范执行党的

“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政策，不拿边区人民群众一针

一线，这比讲千言万语都更能感动人民群众、说服

人民群众：“大红军，纪律明，正月初三昼夜行，你走

四川借路过，烧烟从不乱进门。一不骚扰老百姓，

二不奸淫妇女们，红军红军爱人民，四面八方都欢

迎。”［6］168作为人民子弟兵的红军的文明行军，是川

滇黔边区人民对党领导的武装力量的最初直观认

识，是赢得广大人民群众衷心拥护和大力支持的首

要前提。

红军和游击纵队是英勇善战之师。为有牺牲

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红军和游击纵队把边区

人民的利益看得高于一切，英勇战斗，不怕牺牲：

“哲庄坝，不算大，山高路陡中间垇，红军这里打伏

击，……红军个个像猛虎，到处去把俘虏抓，司令腿

子跑得快，差点叫他地下爬。”［6］155-156英勇的红军战

胜各种艰难险阻、击溃各路反动军队，攻无不克，无

坚不摧：“民国二十三，红军来吼滩，先打赵善尧，后

打赵泽三。……打倒王家烈，吓死侯之担。……拖

死中央军，累死贵州兵。”［6］148红军不仅作战英勇，而

且战略战术高明，好似天兵天将：“红军夜行军，白

军紧紧跟，三转两转无踪影，……红军不知何处去，

惊叹红军是天兵。”［6］168红军的英勇善战使得各路反

动军队犹如丧家之犬，对红军深感畏惧：“乙亥年正

月庆新年，……红尖兵攻打寨子门，守备连吓得躲

不赢。……大红军路过五天整，独立营官兵吓掉

魂。”［6］150结果，以往甚为嚣张的反动军阀面对英勇

善战的红军也只能跑向深山老林把命保：“心高气

傲宋马刀，贵州地盘名气高，传说杀人刀一拐，稀里

糊涂脑壳掉。……大定毕节难容身，深山老林把命

保，徒有虚名宋马刀，怎敌红军机关炮。”［6］159在红军

的带动下，就连游击队也能征善战、威名远扬：“游

击队，威名扬，敌人心惊慌。到洛表进王场，打得陇

承尧发了狂。挺进大河滩，杀得补充团伤且亡。

……吓得杨森心发慌。”［6］161-162红军和游击纵队可歌

可泣的英勇斗争事迹成为矗立在川滇黔边区人民

群众心中永远的丰碑。

红军和游击纵队是仁义为民之师。党领导下

的红军及游击纵队英勇奋战，沉重打击了各种反动

势力，从而救人民群众于水火：“侯之担怕烟瘾发，

中央军就怕拖，土豪最怕戴高帽，区长害怕砍老壳。

……红军不怕鬼怪多，天不怕来地不怕，要救百姓

出水火。”［6］164红军通过打土豪、分田地，开展土地革

命，建立各级政权，帮助川滇黔边区穷苦群众翻身

解放：“红军，红军，黑夜明灯，赶走黑暗，照亮人心。

红军，红军，人民救星，打倒土豪，百姓翻身。”［6］143-144

红军和游击队的革命斗争不仅使边区人民政治上

翻了身，而且切实改善了人民群众的生活境遇：“红

军一到遵义，全城穷人欢喜，打倒土豪劣绅，穷人分

物分米。”［6］144红军和游击队的到来，让边区人民境

遇发生翻天覆地的改变，群众喜笑颜开：“红军到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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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件件喜事来，土豪斗垮了，分米又分财，保董吓

跑了，区长抓起来，干人扬眉又吐气，欢天喜地笑开

颜。”［6］149红军和游击队的无私帮助，使边区人民感

到亲人般的温暖：“送衣送粮又看病，端水喂药待老

人。对穷人亲又亲，不是亲人胜似亲人。”［6］169由此

可见，红军和游击队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不

仅通过分田地从根本上为人民群众解决了土地问

题，而且倾听群众心声，帮助人民群众解决日常生

活中的疾苦，这有力地增进了边区人民群众对红军

的理解和支持。

红军是人民群众自己的军队，为人民群众扛

枪，为人民群众打仗，红军和游击纵队的英勇斗争

和流血牺牲就是为了人民的解放和生活的幸福。

“王道不难辨真假，一师过后万眼明。公平当把

‘匪’字去，长留余晖照古人”［6］159，边区人民群众从

红军将士的言行中真切认识到，中国共产党领导下

的红军就是一支为劳苦大众谋解放和求幸福的武

装力量。

综上所述，川滇黔边区群众口头诗歌讴歌了边

区人民阶级觉悟唤醒后拥护和支持红军的动人篇

章，承载了红军与边区人民并肩战斗的军民鱼水深

情，记录了红军为了边区人民的利益同反革命势力

顽强斗争、浴血奋战的英勇业绩。“一切向前走，都

不能忘记走过的路；走得再远、走到再光辉的未来，

也不能忘记走过的过去”［15］，忘记过去就意味着没

有未来，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

精神研讨班上的讲话指出：“苏联为什么解体？苏

共为什么垮台？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意识形态领域

的斗争十分激烈，全面否定苏联历史、苏共历史，否

定列宁，否定斯大林，搞历史虚无主义。”［16］川滇黔

边区群众口头诗歌是我们赓续红色血脉的重要革

命文化源泉。“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打江

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17］，党和红军之所以

能顺利转战川滇黔边区，并最终完成伟大战略转移

最根本的就在于在腥风血雨的革命斗争中我们始

终坚持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与人民结成

鱼水情深的的生死关系。历史的硝烟早已散去，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已进入新时期，我们要从革命文化

历史中把握力量之源和胜利之本，坚持以人民为中

心的根本政治立场，坚持和创新群众路线工作方

法，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在乡村振兴

的征程中携手边区人民迈向共同富裕，走好新时代

的长征路！

注释：

① 《川滇黔边红色武装文化史料选编》是根据文化部 1988年青岛会议关于开展革命文化史料征集工作的精神，由四川、云

南、贵州三省文化厅合作完成的一本关于红军在川滇黔边英勇斗争的文化史料汇编书籍，该书作为遵义会议和扎西会议

60周年的献礼已于1995年1月由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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