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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 8 年新民歌运动述评

李巧宁

(云南民族大学 人文学院
,

云南 昆明 6500 39)

【摘 要】195 8 年
,

中国城乡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新民歌运动 : 人人写诗
,

处处赛诗
。

应该说
,

这场新民歌运动是大跃进的一部分
,

是文艺大跃进的具体表现之一
,

又是大跃进的鼓乐手
,

以民歌的方

式宣扬跃进行为
。

在内容上
,

新民歌一方面竭力歌唱各条战线的跃进形势以及群众的劳动豪情
,

另一方

面歌颂党
、

领袖和新中国
。

【关健词】新民歌运动; 大跃进; 社会主义歌咏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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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 8 年
,

中国到处洋溢着
“

大跃进
”

的热

潮
,

农业
、

交通
、

邮电
、

教育
、

文化
、

卫生等各

个行业的运动接连不断
,

在一片
“

全民大办
”

的

呼声中
,

各种
“

卫星
”

竞相上天
。

在这些运动与

热潮当中
,

新民歌运动以其人人参与的广泛波及

面和浩大的声势而颇为引人注 目
。

对此
,

时人这

样描述
: “

19 58 年乃是划时代的一年
。

到处成了

诗海
。

中国成了诗的国家
。

工农兵自己写的诗大

放光芒
。

出现了无数诗歌的厂矿车间 ; 到处皆是

万首诗乡和百万首诗的地区 ; 许多兵营成为万首

诗的兵营
。

… …几乎每一个县
,

从县委书记到群

众
,

全部动手写诗 ; 全部举办民歌展览会
。

到处

赛诗
,

以至全省通过无线电广播来赛诗
。

各地出

版的油印和铅印的诗集
、

诗选和诗歌刊物
,

不可

计数
。

诗写在街头上
,

刻在石碑上
,

贴在车间
,

工地和高炉上
。

诗传单在全国飞舞
。 ”

川这一
“

轰

轰烈烈
”

的运动不仅折射出 1950 年代后半期的时

代精神
,

而且是中国民间文学发展史上一个值得

注意的现象
。

然而到目前为止
,

围绕这一运动所

开展的学术研究却是极为有限的
,

除了少数几篇

从文学角度对新民歌进行艺术分析的成果之外
,

就笔者所知
,

还没有一篇从历史学的视角对这一

运动进行全面勾画和分析的作品
。

鉴于此
,

本文

拟在广泛阅读 19 50 年代尤其是 19 5 8 年的报刊资

料的基础上
,

以历史学的视野对新民歌运动做力

所能及的学理性分析
。

一 新民歌运动是大跃进的一部分—
文艺大跃进

195 8 年春
,

随着大跃进在各个生产行业的展

开
,

中共中央同时要求文学艺术能与新的形势相适

应而大大地发展起来
,

即在文艺领域掀起一个大跃

进
。

当时
,

在中共中央看来
,

文艺最大限度地跃进

的最快方式莫过于走群众路线
,

搞群众运动了
,

即

工农商学兵各个行业的群众集体创作文艺
。

正如时

人所说
: “

大搞群众运动才能多快好省
” `21 。

为

此
,

中共中央提出了
“

全党办文艺
” 、 “

全民办

文艺
”

的口号
。

在这种情况下
,

1 958 年 4 月 14 日的 《人民日

报》 社论 《大规模地收集全国民歌》 指出
,

收集
“

生动地反映了我国人民生产建设的波澜壮阔的气

势
,

表现了劳动群众的社会主义觉悟的高涨
”

的民

歌
“

对于我国文学艺术的发展 (首先是诗歌和歌曲

的发展 ) 有重大的意义
” 。

对此
,

当时主管文化工

作的周扬有进一步的阐释
: “

全面搜集民歌及其他

民间文学艺术
,

是一件必须全党
、

全民动手的工

作
,

同时必须动员和吸引全体文艺工作者来参加这

个工作
。

… …今天的民歌
,

是新的农民
、

工人
、

士

兵的作品
,

… …它们正像黄河
、

长江一样
,

以汹涌

澎湃之势
,

对新诗起着冲击的作用
,

必将使新诗的

面貌为之改观
。

群众诗歌创作将日益发达和繁荣
,

未来的民间歌手和诗人
,

将会源源不断地出现
,

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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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中间的杰出者将会成为我们诗坛的重镇
。

民间

歌手和知识分子诗人之间的界线将会逐渐消泯
。

到那时
,

人人是诗人
,

诗为人人所共赏
。

这样的

时代不久就会到来的
。

… … 我们的文学艺术需要

一个大革新
,

大解放
,

在党和毛泽东同志的领导

下来实现这个大革新
、

大解放
,

现在正是时候

了
。 ”

l3] 之后
,

全国各地纷纷组织人力开始采风
,

唯恐行动不够得力
,

唯恐采集的民歌不够多
。

为

了多出诗歌
,

多出诗人
,

许多地区极力鼓动群众

创作民歌
,

向群众布置写民歌的任务和指标
,

甚

至要求
“

人人是诗人
” 、 “

村村有诗人
” 、 “

村

村要有王老九
,

社社要有李有才
” 、 “

每县出一个

郭沫若
”

等 ; 更有一些地区为了使新民歌运动轰

轰烈烈
,

大搞赛歌会
,

按每个群众在赛歌方面的

表现来评定其阶级觉悟
:

表现得越积极
,

说出的

语言越充满豪情壮志
,

就被认为越有社会主义觉

悟
。

从中央到地方的一再鼓动
,

使许多基层单位

把创作民歌当作一项政治任务来完成
,

人们普遍

以一种民歌越多越光荣的心态疯狂地编写
,

不顾

质量
,

只管数量
。

在全国范围内
,

不仅省与省
、

县与县之间比创作速度
,

而且乡
、

合作社
、

生产

队广泛组织
“

赛诗会
” 、 “

民歌演唱会
” 、 “

新

民歌联唱会
” 、 “

诗歌展览会
”

等
,

就连家庭成

员之间也展开写诗竞争
, “

全国有许多地方都形

成了
`

千人唱
,

万人和
’

的诗歌创作局面
,

小到

十几岁的孩子
,

老到六七十岁的老人
,

都参加了

民歌的创作和演唱
” ’ 呜 , ` P, 2) 。

这样的诗歌创作阵

容可谓史无前例 ! 在群众一拥而上的创作形势之

下
,

新民歌成批地被生产出来
。

时人这样描述当

时的景象
: “

在大跃进高潮中
,

往往出现这样的

事情
,

经过一个不眠之夜
,

就使一座城市变成了

诗城
。

街头巷尾
,

机关商店的里里外外
,

到处都

贴满了诗
,

挂满了歌… …
”

141 `9)P 也难怪当时全国

各地出现了许多诗歌县
、

诗歌乡
、

诗歌社
。

请看

195 8 年 11 月人民日报记者对被称为安徽省
“

诗歌

之乡
”

的巢县司集乡的报道
: “

每家的墙壁上
,

村口的土坊上
,

都写满诗歌和画幅
,

汽车路两旁

用白石子垒的是诗句
,

在有些屋顶上
、

远远的山

坡上
,

也都有诗句
” , “

司集乡群众现在创作和

歌唱的热情
,

越来越高涨了
,

石桥社的社主任张

春政五个月来已创作了九百多首诗歌
,

他计划今

年要创作一千五百首到两千首
,

其他乡社干部和

群众
,

也人人都有一个惊人的创作计划
,

全乡今年

要向创作百万首诗歌的目标奋斗
” 。 ` , ’批量生产的

民歌不仅遍布乡野
,

而且堂而皇之地出现在报刊

上
。

在 19 58 年
,

几乎所有的报刊都竞相刊登新民

歌 (不仅有各级党报党刊
,

而且有文学性极强的专

业刊物 )
,

以表达对新民歌运动的热情支持
。

此外

各地还以正式出版或非正式印刷的方式发行了不计

其数的民歌专集
。

新民歌被这些刊物称为
“

跃进战

歌
” 、 “

最好的诗
”

等
。

二 新民歌是主流意识的鼓乐手

195 6 年中宣部提出
“

百花齐放
,

百家争鸣
”

的文艺方针之后
,

文艺界迅速热闹起来
,

尤其是通

俗文艺如歌曲等一时间
“

百花齐放
” :

除了建国后

大力推广的歌颂新中国
、

歌颂共产党
、

歌颂毛泽东

的昂扬歌曲之外
,

一批抒发愁情的哀怨歌曲和都市

浪漫曲在群众中风靡起来
,

如 (何日君再来 )
、

《处处吻》
、

《卖相思》 等
。

然而后一类歌曲与主

流意识所竭力宣扬的豪迈
、

坚定
、

无私献身的社会

主义精神极不相称
,

尤其是到了 1958 年
,

已成全

国之势
、

遍及各个行业与领域的大跃进要求人们把

所有注意力投注到
“

大干
” 、 “

苦干
”

中去
,

而这

类歌曲却态意地抒发着人们内心与
“

大干
” 、 “

苦

干
”

毫不沾边 的
“

小资产阶级情感
” 。

于是从

19 57 年下半年开始
,

这些歌曲先后被贴上
“

反动

歌曲
” 、 “

黄色歌曲
”

的标签而受到批判
。

为了彻

底消除这类歌曲在群众中的影响
,

中共中央和新中

国政府大力倡导尽快生产出能反映社会主义思想感

情
、

鼓舞生产劲头的
“

红色歌曲
”

来占领音乐市

场
。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
,

从 19 58 年春季开始
,

全国掀起了一场社会主义歌咏运动
。

搞一场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歌咏运动
,

就需要

有大量充满豪情壮志的社会主义歌曲
。

靠专业的音

乐工作者来谱写似乎难以满足要求
,

一是数量不

够 ; 二是不一定通俗
,

因而难以在广大群众中流行

开来
。

用当时的话语来表述
,

就是
“

过去从事社会

主义歌唱运动
,

有些地区比较习惯于一种单纯依靠

专业创作
、

单纯依靠少数专业工作者向群众辅导的

从上往下贯的方式
,

比较少考虑到依靠群众
、

解放

群众创造力的问题
。

… …这实质上是一个是否相信

群众的问题
,

也是一个路线问题
。

不走群众路线
,

结果便会束缚群众的创造力
,

增加音乐的神秘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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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运动变成冷冷清清
,

少慢差费 ; 或者是专

家来了轰轰烈烈
,

专家走了烟消云散
,

即使培养

了几个骨干
,

也不能满足需要
。

为了发挥六亿人民

的巨大创造力
,

目前提倡一个
`

学民歌
,

编民歌
,

唱

民歌
’

的运动是适宜的
,

这个运动应该成为社会主

义歌唱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 `6 ,

。

于是
,

新民歌运

动成了社会主义歌咏运动的一部分
。

的确
,

民歌这种来自民间的
、

语言通俗活泼

的文艺形式对社会主义歌咏运动再适合不过了
,

它本身在叙事
、

表达情感方面具有的简单
、

宏观

的特点
,

既能使符合主流意识形态的精神很直白

地渲泄出来
,

使其在民歌这种
“

民间的
” 、 “

俗

的
” 、 “

大众的
”

文艺形式下得到名正言顺的宣

扬
,

又因为它的亲和力而使群众很容易对这种精

神产生认同感
。

就如有的学者所说
: “

民间文学

的简约和直接的原则的确迎合了总体化权力建立

起来的主流话语的基本原则
。

所谓的宏大话语必

须清除一切异质的
、

深邃的或隐晦的言辞风格
,

才能确定其自身的有效性
。

复杂成为总体性话语

的最大威胁
,

因为它会揭示各种困难
、

不可能
、

不协和
、

非逻辑
、

无理性
、

错迁
、

逆反
、

缺憾
、

怀疑
,

等等
。

而主流的宏大话语所需要的是信

念
、

肯定
、

同一性
、

理性
、

规律
,

等等
,

以维持

权力的生命
。 ” `7]

同时
,

随着大跃进的全面展开
,

搜集民歌的

必要性随之变得紧迫
:
不仅需要民歌来占胜

“

黄

色音乐
” ,

宜扬社会主义精神
,

而且需要它们来

使大跃进的号角更加响亮
、

强劲
。

因为大跃进要

求于人们的超常劳动
、

超常热情
、

超常干劲
,

需

要具有超常想像力的文艺作品来营造与之相适应

的气氛
,

从而鼓舞人们的干劲和热情
。

为此
,

只

有掀起一场新民歌运动
,

鼓动群众大胆地
、

超常

地发挥想像力
,

创作能反映跃进精神的新民歌
。

民众果然不负众望
,

在党的政策的引导之下

创作了大量的超现实主义但却符合跃进潮流的作

品
。

比如
,

当各地农作物产量竞放卫星时
,

就有

类似
“

男女老少齐动员
,

定把早地变水田
,

不怕

累不怕苦
,

争取多种高产物
,

破保守赶跃进
,

实

现亩产一千斤
” `. ,的民歌 ; 当中共中央倡导各地大

办人民公社和公共食堂时
,

歌唱公社和食堂的民

歌就涌现出来
: “

自从办食堂
,

人人喜洋洋
,

一

齐去劳动
,

再不瞎嚷嚷
,

社员团结好
,

年年多打

粮
,

感谢毛主席
,

出的好主张
”

l9] ; “

东风吹透百

花开
,

公共食堂人人爱
。

集体生活就是好
,

它给咱

带幸福来
。

感谢党的总路线
,

好比明灯放光彩
,

集

体主义无价宝
,

传给子孙万万代
” `’ 0] 。

当轰轰烈

烈的大跃进需要动员女性走出家庭
,

成为有效的社

会劳动力时
,

表现女性劳动豪情的民歌就纷纷亮

相
,

如
“

侨家妇女出绣房 / 月当太阳夜也干 / 新打

锄头当绣针 /要给大地绣花毯
” , “

新娘子
,

刚过

门 /脱下红鞋下田园 /挑起肥料猛似虎 /插秧又直又

像样 /夜夜教人学文化 / 真是能干大嫂娘
” , “

妹

啊妹 / 当代木兰是我妹 / 开山筑路修水库 /模范红花

我妹配
” , “

刘大娘
,

真能干 / 田里忙来灯下忙 /

白天修路车子化 /夜学文化扫文盲
”

等`川
。

这样的民歌
,

以浪漫主义的手法勾画出的人们

劳动的豪情
、

快乐
,

无疑能给人以鼓舞— 强化对

新社会的热爱与对现行政策的拥护
,

树立以苦为乐

的精神
,

从而提高劳动的热情
。

正如当时的新民歌

所唱
: “

如今唱歌用箩装
,

千箩万箩堆满仓
,

别看

都是口头语
,

搬到田里变米粮
” 【, , ; “

山区人民爱

唱歌
,

… …唱得秃山栽花果
,

唱得河水上山坡
,

唱

得水土跑不了
,

唱得早井比星多 ; 唱得牛羊满山

跑
,

唱得清水过沙漠 ; 唱得农村建工厂
,

唱得亩产

千斤多 ; 唱得摘掉文盲帽
,

唱得四害见阎罗 ; 唱得

铁牛来耕地
,

唱得山沟变金窝
。

山歌越唱劲越大
,

改天换地英雄多
。

随着歌声过黄河
,

塞上要唱江南

乐
’ ,

l4j `“ ,
。

豪情
,

总是易于使人热血沸腾 ; 欢

乐
,

总是那么蛊惑人心
。

豪情万丈
、

欢快无比的新

民歌所具有的煽动力之大是可以想见的
。

难怪时人

这样说
: “

在 195 8 年
,

民歌在各种战线上各项工

作中
,

都是一面
`

战鼓
, 。 ”

141 。4P 3)

三 新民歌的主要内容

由于新民歌运动既是大跃进运动的产物
,

又承

担着传播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使命
,

因此它的主要

内容必然紧紧地和时势的需要联系着
。

一方面
,

新

民歌竭力歌唱各方面的跃进形势以及各条战线群众

的劳动豪情 ; 另一方面以歌颂党
、

领袖和新中国为

主要内容
。

在展现各条战线上的跃进气象和群众的

劳动豪情方面
,

新民歌发挥了超乎寻常的想像力
。

农业跃进和大跃进形势下的农村新面貌是新民歌描

绘最多的对象
。

仅 1959 年周扬
、

郭沫若编辑的

《红旗歌谣》 收录的 300 首民歌中以农业
、

农村

为主题的就占到二分之一以上 ( 172 首 )
。

且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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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民歌语境下的农业
: “

今年是个丰收年
,

秋后粮食

堆成山
,

不知粮食打多少
,

压得地球乱转转
” `4 ’ `阴 ’ ;

“

地翻三尺产量高
,

一棵玉米穿云霄 ; 彩云拴着玉

米腰
,

吓得月亮弯弯腰
” 【4 , `24P , ; “

稻粒赶黄豆
,

黄豆象地瓜
,

芝麻赛玉米
,

玉米有人大
,

花生象山

芋
,

山芋超冬瓜
,

一幅丰产图
,

跃进农民画
’ , “ ,` 2P , , , 。

新民歌中的农村面貌更加喜人
: “

社里机器响
,

社员取衣裳
,

缝衣拿进厂
,

取 回新衣裳
,

做工又

美观
,

生产喜洋洋
。 ” 〔’ 2 1除此之外

,

新民歌还

大胆地展示 了各行各业群众的劳动豪情
:

农民
“

干劲真是大
,

碰天天要破
,

跺地地要塌
,

海洋

能驯服
,

大山能搬家
,

天塌社员补
,

地裂社员

袖
” ” ’ ; 辊工

“

脚踏云
,

头顶天
,

盐场在我脚下

边
,

空 中抡大斧
,

白雾缠腰间
。

不怕风雨不怕

寒
,

哪管打霜落雪天 ! 千百杉木抡手里
,

立起天

车新崭崭
” `41 ` P 167 , ; 装卸工

“

一条杠子一根绳
,

一声号子一把劲
,

一阵汗水一舱货
,

一生劳动一

生荣
” 〔” 1

。

歌颂跃进气象的最终目的要归于对中国共产

党及其领导下的新中国的赞美
,

因此
,

也有大量

新民歌以党的领袖与政策为主题
: “

姑娘喜欢唱

山歌
,

唱遍巢湖和滁河
,

唱得黄山点头笑
,

唱得

太阳不下坡 ; 姑娘喜欢唱山歌
,

出口就唱幸福

歌
,

歌颂共产党领导好
,

歌颂毛主席恩情多
” ; ` , ’

“

天上的彩霞地上的花
,

早晨的阳光照天下 ;美丽的

地方可爱的家
,

毛主席的光辉暖天上
”

; 【4 ’ ` P220 ’ “
四

十条象明灯照
,

照得农 民劲头高
。

起身想到四十

条
,

好跟火车来赛跑 ; 锄地想到四十条
,

掬起锄头

插云霄 ; 挑担想到四十条
,

千斤重担象灯草 ; 摇船

想到四十条
,

一槽摇过十座桥 ;吃饭想到四十条
,

小

菜味道特别好 ; 困觉想到四十条
,

困梦头里也会

笑
”

141 (P 17 ` 一 17

,;)
“

瓜不离秧
,

孩不离娘
,

中国人

民离不开共产党
’ ,

l4J ( 2P 22)
。

可以看出
,

所有的新民歌有一个鲜明的共同

点
:

洋溢着无限喜气
。

有的很直接地出现
“

笑
” 、

“

喜
” 、 “

快乐
”

等字词
,

如
“

公共食堂真正好
,

男女老少哈哈笑
” 〔川 `7)P

, “

歌满担
,

笑满担
,

土

满担
,

汗满担
,

担的红旗云里翻
,

担的坝子高上

天
” ,̀ , ` 2P 42

一
24 , , 等等

。

大多数新民歌则以美好的景

象来表达欢快的心情
。

应该说
,

没有哪一首新民歌

不赞美新中国
,

不歌唱新生活
,

不颂扬中国共产

党
,

因此
,

也没有哪一首新民歌不洋溢着无限喜

气
。

从这个意义上说
,

新民歌无一例外地属于
“

欢

歌喜语
” ,

是一种典型的颂歌
。

新民歌运动是大跃进的产物
,

其中不乏豪情壮

志
,

但更多的是浮夸虚假的应时之作 ; 其中虽然也

有群众对美好生活
、

丰收景象的向往
,

然而在更大

程度上它是主流话语的翻版
。

在 1950 年代
“

一切

为政治服务
”

的时代背景下
,

文艺是政治的附属
,

新民歌运动当然不能例外
。

它以轰轰烈烈的群众通

俗文化的形式渲染各行各业的大跃进
,

以超常的浪

漫主义艺术手法构建跃进形势下人们的幸福与欢

乐
,

以宏大的总体性话语直白地歌颂中国共产党和

新中国
。

在新民歌的海洋里
,

新中国是人间天堂
,

只有欢乐没有痛苦
,

只有光明没有阴暗
,

只有豪情

没有犹豫
。

从这个意义上说
,

新民歌是理想的产

物
,

与现实相隔
,

因为现实是复杂而多面的
,

人们

的现实体验也是千差万别的
,

生活中存在着
“

谷撒

地
,

薯叶枯
,

青壮炼铁去
,

收禾童与姑
。

来年 日子怎

么过
”

的优虑
,

存在着疲惫与不如意
。

正如有人所

说
:
新民歌

“

那狂热的激情并非真实的个体生命体

验与情感抒发
,

而是政治的巨手书写的一首大
`

诗
’ ,

是意识形态笼罩下的狂欢节
,

它被达至极

限的宗教般的意识形态力量所驱动并为后者借用为

论证 自身的狂欢仪式
。 ” 【sl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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