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炎陵民歌内容美简论 

吴淑元

（湖南工业大学 高等教育研究所，湖南 株洲４１２００７）

［摘　要］炎陵民歌内容丰富，异彩纷呈，具体可以分为“革命民歌”“劳动民歌”“风俗民歌”“苦难民歌”“爱情民歌”和“处世
民歌”６类。这些内容丰富多彩的民歌歌词，呈现出情感真挚、朴实自然、爱憎分明的审美特点。炎陵民歌丰富多彩的内容
以及由此而呈现的审美特点，是我们了解炎陵历史、社会和生活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精神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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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炎陵县位于湖南省东南方，地处湘赣边境的罗
霄山脉中段。这里既是中华民族始祖炎帝神农氏

长眠安寝的地方，又是毛泽东同志和老一辈无产阶

级革命家开创的革命根据地。炎陵县长期居住着

汉、瑶、苗、回、满、侗、傣等多个民族，生活在这里的

劳动人民勤劳、厚实、纯朴、善良，钟情歌舞，热爱生

活。他们在长期的劳动和生活中创作了一批又一

批美妙动听的民歌。这些民歌题材丰富多彩，内容

深刻广泛，涉及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生动形象

地展示了炎陵人民真实丰富的生活，表达了他们复

杂的心理、丰富的情感、顽强的意志和企望美好生

活的愿望。研究炎陵历史上由劳动人民创造的丰

富的民歌内容，对于弘扬优秀的历史文化，继承光

荣的革命传统，催生崭新的革命精神，引领先进的

生活风尚，具有非常深远的现实意义。

　　一　炎陵民歌的丰富内容

炎陵民歌内容丰富，异彩纷呈。根据尹秉华先

生所编写的《炎陵飞歌》，我们可以从广义的角度将

其分为以下几种主要类型：一是革命民歌。革命民

歌是反映炎陵人民参加革命斗争的民歌。在井冈

山革命斗争时期，毛泽东同志和老一辈无产阶级革

命家，先后十余次来到炎陵开展了一系列的重大革

命活动，炎陵成为著名的比邻井冈山的革命根据

地。随着革命斗争的需要，加上炎陵有着丰富的民

歌基础和良好的社会环境，因而产生了大量的宣传

无产阶级革命思想的革命民歌。这些民歌因其数

量众多和内容丰富而成为炎陵民歌的重要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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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淑元：炎陵民歌内容美简论

这类民歌的代表作品有《红军纪律歌》：

工农革命军，纪律最严明。爱护老百姓，保护

小商人。

说话要和气，买卖要公平。借物要归还，损坏

要赔银。

宿营行军事，样样要记清。解手进厕所，洗澡

避女人。

上门板、捆稻草，房子扫干净。三大纪律、六项

注意，大家来实行。〔１〕７

这首革命民歌，就是后来著名的三大纪律，八

项注意的雏形。据尹秉华先生记载：“此歌内容是

１９２７年在‘三湾’整编时提出来的，后因红军途径
炎陵有１５－２０天，随即产生了《三大纪律六项注
意》歌。根据县史志局资料记载，１９２７年的‘三大
纪律’是：（１）爱护老百姓；（２）说话要和气；（３）保
护小商人。六项注意是：（１）借物要归还；（２）损坏
要赔银；（３）解手进厕所；（４）洗澡避女人；（５）买卖
要公平；（６）上门板捆稻草，房子扫干净。１９２８年
春去江西遂川县打土豪时，提出了新的‘三大纪律’

即：（１）行动听指挥；（２）打土豪要归公；（３）不拿工
农一点东西。后来毛泽东同志在湖南桂东县重新

宣布了三大纪律与在遂川县提出的完全相同，这说

明这里收集的《三大纪律六项注意》比１９２８年在江
西遂川县和湖南桂东县宣布的《三大纪律六项注

意》要早一年。这首歌是我国最早的一首红军军旅

歌曲。”〔１〕７因为全歌的内容是“三大纪律六项注

意”，所以这首《红军纪律歌》又叫《三大纪律六项

注意歌》。这首革命历史民歌在长期的革命斗争

中，逐步演变成《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成为我军

历史上的“红色经典第一歌”。这首革命历史民歌

的产生，不但说明了我军在建军之初，就非常重视

加强革命纪律和执行铁的纪律，而且体现了我军和

一切旧式军队的显著区别，体现了我军的本质和宗

旨。中国工农红军正是在这首革命历史民歌的指

引和约束下，从一个胜利走向一个胜利，最终建立

了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全歌歌词言简意赅，通

俗易懂。许多红军战士就是通过唱这首歌牢牢记

住了“红军的纪律”，也记住了中国工农红军全心全

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更记住了中国工农红军

是党和人民的军队，必须时刻听从党指挥的行动准

则。我们今天高唱这首歌，对于统一全国人民的行

动，统一全军的行为准则，加强部队的思想作风建

设，仍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此外如《插牌分

田歌》〔１〕７和《劝郎当红军》［１］９等革命民歌，对于再

现当时的土地革命战争和老百姓踊跃参军闹革命

的辉煌历史，亦具有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

相结合的精神。

二是劳动民歌。劳动民歌是反映炎陵人民参

加社会劳动生产实践的民歌。这种劳动民歌反映

了炎陵人民在生产实践过程等劳动中所表现的某

种感受。歌词即景生情，充满了炎陵人民对美好生

活的幸福憧憬以及对炎陵美丽的自然风光的热情

歌颂，如《沔渡修建幸福桥》：

沔渡桥啊沔渡桥，原先架的大木桥。经常涨水

被打断，群众往来真苦恼。

沔渡墟上架新桥，石墩一共有七个。不怕河深

水面宽，天大困难一脚踢。

大桥工地开鲜花，高速高质人人夸。建好大桥

通四方，上的上来下的下。

建成大桥喜洋洋，通到茶陵与宁冈。运货运粮

运肥料，不要担来不要扛。

上级政府真正好，满足群众的需要。依靠群众

搞革新，人人献计修大桥。

公社优越真正好，沔渡架起幸福桥。祝贺车路

千百固，祝贺大桥万年牢。［１］１９８

全歌从沔渡修建大桥入手，既写出了沔渡木桥

经常被涨水冲垮的苦恼，又写出了在沔渡河上修建

新桥的期盼和喜悦，更写出了炎陵人民“不怕河深

水面宽，天大困难一脚踢”的冲天的劳动干劲和大

无畏的火热激情。文辞通俗明白，一语中的，激情

如火，非常感人。尤其是《修条公路到桂东》：

山沟里面搭工棚，日日夜夜齐上工，

手拿松光点火红，修条公路到桂东［１］２００

更是再现了当年修建 １０６国道（炎陵到桂东
段）的火热而艰苦的劳动场面，简易的工棚就搭在

山沟里，条件是何等的艰苦。为了抢时间，抓速度，

晚上点着松脂燃烧的火光，继续在工地上大干快

上，为的就是早日修好炎陵到桂东的公路。艰苦的

劳动条件，不分日夜的劳动强度，但这一切在人们

建设社会主义的雄心壮志和火热的劳动激情面前，

都变得不值一提。因为人民就是劳动的主人，为建

设自己美好的幸福生活，建设美好的社会主义国

家，抛头颅、洒热血都在所不惜，又何在乎区区的艰

苦的劳动生活。这就是勤劳勇敢、不怕牺牲、不畏

艰辛的炎陵人民的高贵品质的集中体现。

三是风俗民歌。炎陵地处偏远，民族众多。各

个民族有各个民族不同的风俗，这种风俗通过民歌

的形式代代相传而得以保存。这种风俗民歌既保

存了本民族特有的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又再现了

本民族独具特色的文化传承，是研究炎陵各民族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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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宝贵的历史财富。如《祭祀歌》：

楼上点火楼下光，看见厅堂一付殇。朋友亲戚

来做夜，有搞有笑守天亮。

楼上点光楼下光，看见楼下一付殇。上厅打鼓

咚咚饷，厅厅孝子排两行。

老人面前一张台，四角盏盏像棺材。百样东西

摆得尽，不见老人伸手来。

老人面前一盘葱，一刀切断两头空。拿来葱子

做什么，拿给老人做大筒。

老人面前一盘鸡，头向东来尾向西。拿来鸡子

做什么，拿给老人做鸡啼。

不要哭来不要笑，手拿纸钱块块烧。先要烧给

老人得，过后烧得孙子贤。

老人死了口朝天，伸手伸脚在两边。双脚踩了

回头板，保佑子孙买良田。［１］２１２

《祭祀歌》再现了炎陵民间老人死后做道场，唱

夜歌的风俗，描绘了做道场，唱夜歌的细致而完整

的场面。故去的老人躺在棺材里，灯火通明，鼓乐

喧天，孝子们排成两行，在老人灵位前行礼拜祭。

以鸡为代表的祭品整齐地摆放在祭台上，在阴间使

用的纸钱被焚化后送达到故去的老人手中。整个

祭祀的风俗既表达了生者对逝者的哀悼和祭祀，又

表达了生者希望逝者在阴间“保佑子孙买良田”的

良好愿望。整个《祭祀歌》就像是一幅风俗画，画出

了炎陵人民世代相传的祭祀风俗，具有强烈的社会

认识价值。

四是苦难民歌。苦难民歌是反映炎陵人民在

旧社会历尽苦难的民歌。在封建社会，炎陵人民饱

受三座大山的重压以及严酷的自然条件的磨难。

为了缓解生存的苦难，抒发心中的郁闷，勤劳智慧

的炎陵人民发而为歌。这些民歌对于我们了解炎

陵人民在旧社会所受的压迫和所经历的苦难，有重

要的认识价值，如《工农兵痛苦歌》：

我本是一工人，数千年痛苦都受尽。家里多么

贫，工厂去谋生。时间延长，工资减少到如今。一

天到晚多辛苦，满身血汗都流尽。打倒帝国主义，

推翻资产阶级，要不这样永做奴隶。

我本是一农民，数千年痛苦都受尽。家里多么

贫，种田去谋生。地主压迫，反动统治到如今。一

天到晚多辛苦，满身血汗都流尽。打倒地主阶级，

推翻反动统治，要不这样永做奴隶。

我本是一士兵，数千年痛苦都受尽。家里多么

贫，当兵去谋生。官长压迫，扣薪扣饷到如今。一

天到晚多辛苦，满身血汗都流尽。打倒官僚主义，

推翻军阀统治，要不这样永做奴隶。［１］２１３

这首苦难民歌分别以工、农、兵的语气，控诉了

地主阶级、军阀官僚、资产阶级以及帝国主义对工

农兵的残酷剥削和压迫。漫长的封建社会使得他

们数千年受尽痛苦和折磨，乃至于“满身血汗都流

尽”。只有奋起反抗，推翻反动统治，才能过上幸福

的生活，否则的话，就要“永做奴隶。”歌词既描绘了

工农兵所受的种种痛苦和压迫，又表达了他们推翻

反动统治，谋求解放，翻身做主的坚强决心。读来

既令人同情感慨，又令人奋发激动，具有很强的现

实教育意义。

五是爱情民歌。爱情民歌是炎陵民歌中最重

要的部分，是炎陵各族青年男女谈情说爱的主要方

式和重要媒介。这些民歌或通过对歌的方式增进

双方的互相了解；或通过盟誓的方式表达对爱情的

挚着深沉；或通过赞美的方式抒发对情侣的思念和

对美满爱情的愉悦。无论哪种方式，这些爱情民歌

都呈现出委婉风趣，柔肠百折，情深意切，热情奔

放，催人泪下的特点，如男女对唱的传统情歌《打个

石头试水深》：

（男）隔河望见妹穿青，又想过河水又深，想变雕子

（鸟）又无翅，想变鱼子又无鳞。

阿哥山上望一阵，妹在河边洗衣裙，唱个山歌

丢个信，打个石头试水深。

（女）日头出来地上明，又硑落水怎湿身？不知哪个

什么鬼，世上只有一个神。

对面山上哪郎君，石头打水湿我身，有话你就

过来讲，千万不要起坏心。

（男）石榴开花叶子青，阿哥心好身子正，有情阿哥

想恋妹，隔河隔岸难讲清。

隔河隔岸各一边，要恋妹来难走前，要请阿妹

把船撑，一次出得二百钱。

（女）阿哥有钱真有钱，老妹不贪冤枉钱，一生只好

勤劳汉，苦耕勤劳万万年。

不怕阿哥敢有钱，不怕你有丝带围菜园，不怕

你有银子做铁打，话里不恋就不恋。（妹提洗

衣桶回家）［１］２１３

这首《打个石头试水深》是一首男女对唱式的

情歌。在许多少数民族的风俗中，都有这种先对唱

情歌，然后互相爱慕，结为夫妻的传统习惯，只是各

个少数民族的情歌中所描写的意象各不相同而已。

歌中写一个男子看见河对岸的洗衣女郎，心生爱

慕，便打个石头，假意试试河水深浅，以引起女子关

注，实则暗含双关，试试洗衣女郎的态度。而洗衣

女子是个直率干脆的性格，对爱情非常执着，心中

“只有一个神”，只要对方男子不起坏心，真心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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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情，那就请过河来。而男子企图用钱来打动女郎

的心，“要请阿妹把船撑，一次出得二百钱。”听到男

子说到钱，洗衣女郎非常气愤，便用歌声来表现自

己“一生只好勤劳汉”的纯洁美好的爱情观，并同时

表达了对于男子这种用钱来引诱自己的“登徒子”

的憎恶之情，唱到最后，洗衣女郎愤然提着洗衣桶

离开河边回家了。整首对唱情歌，就像一幕活泼诙

谐的爱情短剧，给我们描写了一个渴望爱情，又不

知对方深浅的愣头小伙子形象和一个对爱情坚贞

不二，视钱财如粪土的纯朴可爱的农村姑娘形象。

读后让人赏心悦目，回味无穷。

六是处世民歌。处世民歌是炎陵人民在日常

生活中迎宾待客，走亲访友，人际交往等处世交际

方面的民歌。这些民歌既表现了炎陵各族人民在

处世交际中所遵循的规则和礼节，也反映了炎陵各

族人民热情好客，淳朴真诚的美好性格。如《坳顶

头上做凉亭》：

坳顶头上做凉亭，因为凉亭聊懒人，因为赌钱

赌坏事，因为嫖货嫖坏心。［１］２０８

民歌阐述了朴素的处世原则：为人要勤劳致

富，千万不要走嫖赌的歪门邪道，人间的“坏事”

“坏心”都是因为不走正道，从而对人们具有十分警

省的戒惧作用。又如《劝酒诗》：

酒是杜康所造，做出红绿甜香，无酒不成筵席，

烂饮就遭祸殃；

好高逞强饮醉，胡言乱语颠狂，闹得亲朋不答，

友戚各自回乡；

睡在长街短巷，起来乱摸壁墙，路上学神骂鬼，

回家打妻骂娘；

妹妹又称嫂嫂，嫂嫂又喊亲娘，衣衫燥湿不晓，

连泥带水上床；

睡到半夜酒醒，肚中肌饿面黄，早知酒醉失色，

少饮几杯何妨。［１］２１０

酒是人世间最难评判好坏的一种食品。交朋

友联络感情，洽谈生意，没有酒不行；婚丧喜庆，做

寿娱宾，没有酒不行，所以说“无酒不成筵席”。但

凡处世交际，迎宾待客，运用好了酒，功效就达到了

一半。然而，用之过度，便会成为伤神劳心，甚至祸

国殃民的毒药。诗中所描写的就是酗酒后的种种

丑态。因此，在处世交际上，本诗具有非常重要的

警世作用。

　　二　炎陵民歌内容的审美特征

炎陵民歌的内容丰富多彩。这些丰富多彩的

内容主要是通过歌词来进行表达的。民歌的“歌词

是一种兼容音乐和文学两大类的跨类文体。就其

用语作为表现手段而言，它是语言艺术，即文学的

一种，就其最终同审美主体接触时以听觉形象出

现，它又是表演艺术，即音乐的一种；它在报纸上发

表，是文学；在乐曲中唱出，是音乐；从文本看是文

学，从效应看是音乐，这就使它兼具文学性和音乐

性。不过，毕竟歌词的主体都属于文学范畴，所以，

我们也可称它为‘双栖文学’”。［２］因此，当我们分

析炎陵民歌内容的审美特征时，主要是从歌词的分

析入手的。

炎陵民歌的内容美，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

面：一是情感真挚。《现代汉语词典》说：“情感”是

“对外界刺激肯定或否定的心理反应，如喜欢、愤

怒、悲伤、恐惧、爱慕、厌恶等。”［３］只要是正常人，他

就一定有情感，而只要有情感，他就一定要通过各

种方式表达出来。炎陵民歌就是生活在炎陵的各

民族人民表达情感的最好工具。而炎陵民歌中这

种情感的表达，最大的审美特征就是情感真挚。如

爱情民歌《生要恋来死要恋》：

生要恋来死要恋，生死还在妹身边。老妹死里

变大树，郎变葛藤又来缠。［１］２３０

这首民歌描写生死不渝的真挚爱情，可谓情真

意切，感天动地。不管是生是死，情郎都要和意中

情妹在一起，即算情妹死了变成了一棵大树，那么

情哥也要变成生命力旺盛的葛藤缠在大树身边，终

身守候。其丰富奇特的想象表达了一对真情相爱

的男女淳朴的爱情和坚贞的情感。又如《送郎当红

军》和《劝郎当红军》，［１］８－９也是具有情感真挚的优

秀作品。全歌既抒发了妻子对丈夫的绵绵思念之

情，又体现了劳动人民为翻身求解放，舍小家为大

家的革命现实主义情操和革命浪漫主相结合的宽

阔胸怀。至今一读，仍为当年送郎上战场的革命妇

女们的情真意切的高尚情操而感动不已。

二是朴实自然。炎陵民歌是炎陵各族人民在

劳动生活之余内心情感的自然流露，是最能真实反

映人民群众生活的艺术形式。这种艺术形式不需

任何精雕细刻，它用最朴实、最自然的语言来塑造

炎陵人民最朴实、最自然的艺术形象，用最朴实、最

自然的手法来描写他们日常生活中最朴实、最自然

的真实场景；用最朴实、最自然的方式来抒发内心

最朴实、最自然的真实情感，因此，它也显示着一种

朴实自然的审美特征。如《万年小妹不丢郎》：

一条手帕两尺长，丢过禾坪丢过墙。千年相思

情不变，万年小妹不丢郎。［１］２３１

歌中的“手帕”“禾坪”“相思”“千年”“万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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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丢”等词语就是生活中最直白的语言，最简单的事

物。然而，就是这些最简单的事物，最直白的语言，

却表达了炎陵人民男女相爱“海枯石烂不变心”的

最朴实最自然的爱情规则和定律。无论是有无文

化的人，听到这种最朴实、最自然的语言和表达方

式，都能感受到男女相爱双方那火辣辣的真情，都

能感受那质朴无华的像水晶一样毫无杂质的纯净

的心。又如《苦中寻钱莫乱花》：

黄鳝过河认为蛇，苦中寻钱莫乱花，一个分开

两个用，总要算盘莫打差。［１］２０８

诗歌先用“黄鳝过河认为蛇”起兴，然后直入主

题“苦中寻钱莫乱花”这个非常质朴明白的道理。

钱来得不容易，是流血流汗挣来的，所以不能乱花。

那么，怎样才能不乱花呢？民歌用了一个非常质

朴、非常自然的形象来说明，那就是一个钱掰开成

两个花，只有这样“一个分开两个用”，那算盘才不

会打错。朴实自然的语言，道出了人生节约简朴度

日的真谛。

三是爱憎分明。炎陵民歌源于生活，反映生

活，它虽不象高雅艺术那样又高于生活，但它既具

有符合生活逻辑的情理，又饱含现实生活中的审美

情趣，具有爱憎分明的审美特征。如《十恨心》：

一恨心，恨谁人，就恨土豪和劣绅。剥削几多

工农子，压迫几多穷苦人。

实恨心，逞财逞势逞人丁。

二恨心，恨豪绅，想起豪绅痛里心。土豪有谷

粜高价，挑事拨非是劣绅。

实恨心，专门弄我老实人。

三恨心，想不开，可恨豪绅狗奴才。村中有件

大小事，贪金爱银想发财。

实恨心，扛起农民冒下台。

四恨心，心不休，土豪心肝恶绝斗。出言不善

要伤人，压迫工农冒出头。

实恨心，财主心肝好勾谋。

五恨心，恨不消，土豪心肝一把刀。大秤进来

小秤出，大斗收来小斗粜。

实恨心，雷公不打火会烧。

六恨心，土豪家，土豪心肝赛毒蛇。好谷留到

自己食，乙谷借给穷人家。

实恨心，冬下收谷要过车。

七恨心，泪如麻，穷人压在你手下。钱加三来

谷加四，口口声声喊冒供。

实恨心，逼得良田卖低价。

八恨心，泪淋淋，实在可恨土豪人。逼租逼利

逼老账，把我工农不算人。

实恨心，只有拿命同你拼。

九恨心，要认清，工人农民要革命。准备梭镖

和枪炮，大家暴动杀劣绅。

实恨心，杀尽豪绅才甘心。

十恨心，心要坚，大家团结在一边。土豪劣绅

消灭尽，工农才有出头天。

实恨心，大家共享太平年。

这首民歌既是一篇揭露土豪劣绅欺压百姓丧

尽天良罪恶的控诉书，又是一篇号召工农群众奋起

反抗，发动武装暴动的檄文。情感强烈，爱憎分明，

引人入胜，动人心魂。全歌既描写了“挑是拨非”

“贪金受银”的土豪劣绅的丑恶嘴脸；又抒发了“准

备梭标和枪炮”“土豪劣绅消灭尽”的革命激情。

歌中土豪劣绅的种种劣迹无不符合现实生活中的

生活逻辑，而歌中老百姓对土豪劣绅的深仇大恨，

又无不蕴藏着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老百姓的爱憎

分明的情感特征。语言幽默，讽刺辛辣，刻骨铭心。

读着这样的民歌，一个个刻薄可耻的土豪劣绅的丑

恶嘴脸和一个个充满对土豪劣绅强烈恨心的农民

形象，无不活灵活现地呈现在我们的脑海之中，给

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炎陵民歌丰富多彩的内容反映了与炎陵人民

社会生活息息相关的事物，呈现出多姿多彩的民族

特色和地方特色。通过这些特色，我们可以了解炎

陵的历史和社会，熟悉炎陵人民不同的性格特征和

爱恨情仇，掌握炎陵各族人民不同的文化背景以及

审美情趣的差异。完全可以这样说，炎陵民歌丰富

多彩的内容以及由此而呈现的审美特征，是我们了

解炎陵历史、社会和生活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

精神宝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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