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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中国革命之歌》

的艺术处理 

汤其林

（湖南工业大学 音乐学院，湖南 株洲 ４１２０００）

［摘　要］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中国革命之歌》在进行创作时既要确保艺术创作真实反映历史事实，又要防止与《东方红》重
复，需要创作人员精心设计框架，选择材料进行加工改编，具有一定的难度。创作者和表演者通过艺术框架的搭建、艺术素

材的加工、艺术演出的处理，使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中国革命之歌》既具有政治内容又具有极高的艺术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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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中国革命之歌》是继《东
方红》之后又一部大型音乐舞蹈史诗，是为建国３５
周年献礼而创作，创作历时两年。这部大型音乐舞

蹈史诗充分总结了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到十二大

所取得的革命成果，采用不同的艺术表现手法来表

现重要的历史事件，渲染人民在不同阶段的不同精

神状态，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为了区别于《东方

红》，在进行创作时既要确保艺术创作真实反映历

史事实，又要有艺术突破，这就需要创作人员精心

设计结构框架，精心选择材料进行加工改编，具有

一定的难度。因为《中国革命之歌》不仅是历史的

呈现，更是时代的里程碑，要求既具有政治高度又

具有极高的艺术美。

　　一　艺术框架的搭建

中国革命历史漫长而复杂，如何在《东方红》的

５２１



收稿日期：２０１６－０７－３０
基金项目：湖南省教育厅科学研究项目“共和国三部大型音乐舞蹈史诗审美特征研究”（１３Ｃ０６１）；湖南省教育厅科

学研究项目“生态视野下的红色经典舞蹈研究”（１４Ｃ０３５７）；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政
治·艺术·历史———生态视野下的红色经典舞蹈研究”（１２ＹＪＣ７６００７５）

作者简介：汤其林 （１９７７－），男，湖南醴陵人，湖南工业大学副教授，硕士，研究方向为舞蹈教学与红色舞蹈。



湖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２０１６年第５期（总第１１２期）

基础上进行新的创作，需要搭建一个良好的艺术框

架才能够保证创作活动的顺利进行，大型音乐舞蹈

史诗《东方红》在演出过程中音乐更多地采用了在

革命过程中产生的经典歌曲进行创作，其主要表现

了从五四运动时期到建国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当

家作主的奋斗历程。［１］《中国革命之歌》要想突出

表现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三座

大山，建立新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必须

要进行合理布局，突出重点，选用历史事件，跨越历

史阶段，安排特定情节来表现不同的重点。这就需

要一部新的音乐舞蹈史诗，一方面讴歌中国新民主

主义革命取得的胜利，教育青年一代珍惜来之不易

的幸福生活；另一方面要讴歌社会主义建设取得的

成果和光辉未来，鼓励人民继续为社会主义建设而

努力奋斗。

在周巍峙的《壮丽的中国革命历史画卷》一文

中详细分析了音乐舞蹈史诗《中国革命之歌》的创

作和演出，通过强调《中国革命之歌》艺术框架的构

建，花费了近半年时间，采用了多方投标的方式，进

行反复筛选，从不同的框架结构中择善而从，并且

对于选择的框架结构进行不断修正，最终确定《中

国革命之歌》这部大型音乐舞蹈史诗的主题思想和

框架结构。［２］各部门工作人员在讨论艺术框架构建

的过程中，实际上已经进入了艺术创作的过程，每

一个创作人员既了解艺术工程的全局，也了解自己

所分担的局部任务，团结一致，众志成城，为这一大

型音乐舞蹈史诗创作打下坚实的基础。为了纪念

我们的革命先驱者，体现无产阶级革命家和其他革

命先辈应有的历史地位和光辉形象，在《中国革命

之歌》的舞台上展现了一批故去的革命领导人形

象，这是对《东方红》的创新，也是对伟大领袖和革

命领导人深沉爱戴的精神传承。

《中国革命之歌》全局的框架结构分为五场：

《祖国晨曲》是序幕；《五四运动到建党》是第一场；

《北伐到井冈山》是第二场；《长征到解放战争》是

第三场；《建国到粉碎四人帮》是第四场；《十一届

三中全会到十二大》是第五场，《向着光辉灿烂的未

来前进》是尾声。［３］整体框架之内，每场内又有不同

的段落内容，在段落内又安排了兄弟民族的表演场

面，代表祖国各族人民休戚与共的历史命运，增强

了整体作品的民族风格和色彩。《中国革命之歌》

不仅是对历史的真实呈现，更是时代的里程碑，对

于党在指导思想上完成拨乱反正，在实事求是的基

础上提出全国人民总的奋斗目标，为全面开创社会

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发起号召，引领中国人民面向世

界、面向未来迈开新的步伐，作品作了全面的展示。

框架的搭建为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中国革命之

歌》奠定了一个良好的基础，《中国革命之歌》的布

局合理、重点突出、配合默契，在此基础之上才达到

了良好的艺术效果。良好的艺术框架为工作人员

各司其职进行创作和分工提供了前提，这部大型音

乐史诗不仅仅是对中国革命进程的一个记录，而且

是中国革命历史上具有纪念意义的里程碑。《中国

革命之歌》不仅表现了中国历史上具有重大历史意

义的关键事件，而且对于新中国成立以后，特别是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带领中国人民意气风发、

艰苦奋斗的崭新面貌作了生动的表现：中国共产党

领导人和中国人民一道为中华民族的自立自强不

懈奋斗，共同为了新中国的美好未来而努力奋斗，

为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而奋勇拼搏。

《中国革命之歌》的框架选定之后，就需要进行

素材的选择和处理，在进行选择和处理的过程中要

注意人民群众审美要求和欣赏水平的变化，创作者

不仅要重视艺术技巧的提升，也应该注意人民对于

大型音乐舞蹈史诗的要求，在选择素材的过程中不

能仅仅从原有的素材中拿来就用，而要对于所采用

的素材进行改编，不局限于战争时期的歌曲和舞

蹈。音乐风格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具有不同的特点，

富有民族性和时代性，歌曲的选择应该与舞蹈和歌

词相匹配，歌曲具有较高的传唱性，并且为群众所

喜爱，在专业人员中广为流传。

　　二　艺术素材的加工

史诗式的大型歌舞，主要以音乐和舞蹈的为表

现方式，但是并不排斥其他艺术方式在表演中的作

用，相反其他艺术手段在演出过程中也发挥了举足

轻重的作用，使得各种艺术手段相互配合，相得益

彰。［４］例如，音乐舞蹈这些表演方式善于抒情，但是

在表示具体时间、地点和会议等方面就存在一定的

困难，采用朗诵词的方式将叙述、议论和诗进行融

合，对于叙事和衔接具有重要的作用。除此之外，

《中国革命之歌》采用了背投电影的方式给大型歌

舞以历史和环境的衬托，这给观众带来了更强烈的

视觉震撼和冲击，增强了歌舞表现力。因此，相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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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来说，《中国革命之

歌》添加了更多的艺术素材，在进行衔接过程中采

用了朗诵的方式来对具体的事件、地点以及时间进

行说明；在较短时间内容呈现建国以来取得的辉煌

成就时采用背投电影的方式在短短的时间内呈现

诸多繁荣昌盛的画面，昭示建国以来中国在不同领

域取得的进步。八十年代是思想解放、人民精神振

奋的年代，每个人心中都充满了对于未来生活和社

会的憧憬，对于美好未来的希望，这激发了歌曲创

作和舞蹈创作的活跃，众多优秀的艺术作品也扩展

了群众的审美领域，提高了群众的审美能力，人民

的生活丰富多彩，我国的艺术事业开始蒸蒸日上。

同时，在我国的艺术届广泛接受外来文化时，不可

避免地也会受到外来低俗文化的影响，这对于艺术

家和创作者提出了新的挑战，要为群众带来富有正

能量的音乐和舞蹈，引导群众欣赏健康审美的作

品，这就要求艺术家对于前人所创作的艺术经过再

加工和再处理。《中国革命之歌》不仅仅是原有中

国优秀舞蹈和音乐的选择和展出，而是在中国优秀

艺术的基础上进行的新的创作和美的创造，具有承

前启后的里程碑意义，它不仅传承了我国优秀的民

族文化而且促进了我国的文化创新，激励了一代又

一代艺术家在今后的创作过程中不断开拓创新，提

升艺术对于人的精神影响，增强艺术这种精神力量

对于人的社会活动产生的影响。

《中国革命之歌》不应该是历史的博物馆而应

该是时代的里程碑，因此在创作过程中不仅仅应该

做到对历史的真实再现，更应该鼓励现代中国人民

珍惜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而不懈奋斗，因此《中国革命之歌》与《东方红》有

以下不同之处：时间长度增加，难度增加，《中国革

命之歌》从鸦片战争一直到十二大，在１４０多年的
历史中选择那些历史事件如何进行加工创作具有

一定的难度；侧重点不同，《东方红》强调新中国的

成立而《中国革命之歌》强调社会主义新时期的建

设；歌曲选择与舞蹈编排不同，《东方红》采用我国

不同历史时期的经典革命历史歌曲和舞蹈，而《中

国革命之歌》在进行创作时要避免与《东方红》重

复，就需要选用少数未使用过的历史歌曲和民族，

并在此基础上进行重新创作和对历史舞蹈进行重

新编排。

在对素材进行加工时既要考虑到历史的真实

性，又要结合时代特征，引起当代青年感情上的共

鸣。［５］《中国革命之歌》在进行《五四运动》阶段传

作时采用了青年人喜爱的节奏，创作了《五四青年

进行曲》，在内容和风格上既具有历史感，又富有时

代感，更容易引起观众的共鸣。在表达重大历史事

件方面，采用不同的方式和不同的角度来进行表

现，如井冈山会师这一重大历史事件，通过拟人化

的手法编排《杜鹃花》舞，通过军民联欢的场面表现

胜利会师时领袖的革命友谊和兴奋心情，反映了中

国革命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发生了生死攸关的转

折，找到了走向胜利的道路，这条道路就是建立农

村革命根据地，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中国革

命之歌》创作人员在对素材进行加工的过程中，根

据中国不同革命阶段的真实情况和人民的精神状

态进行改编，选择合适的艺术呈现方式和艺术表现

手法来展现中国革命不同阶段的特点和历史意义，

使每一个革命阶段都具有自身鲜明的特点，具有强

烈的感染力。

　　三　艺术演出的处理

《中国革命之歌》是一部史诗式的作品，具有浓

郁的民族特征，结合了时代特点，采用了中国人民

喜爱的艺术表现方式来进行艺术表达，在吸收中国

优秀艺术手段的基础上进行了大胆创新，使艺术形

式更满足新生活的要求，符合新时代的精神面貌。

如在舞蹈过程中采用了载歌载舞的对唱、扭秧歌、

跑旱船、提灯会等富有民间特色的艺术形式，营造

了一种欢乐的氛围。［６］在《春回大地》《白花舞》中

既采用了古典舞的技法，又融入了芭蕾舞的技巧，

使得整个舞蹈生机勃勃，富有活力。《中国革命之

歌》创作之时，我国老一辈革命家和领导人有部分

已经逝世，通过再造人物形象的方式来展现老一辈

革命家平易近人、和蔼可亲的形象，能够拉近人民

与老一辈革命家之间的距离，加深人民对老一辈革

命家的热爱和对领袖的拥护，因此《中国革命之歌》

在演出过程中精心设计了军民同乐的欢乐场景，生

动再现了老一辈革命家的光辉形象。

叶林在《＜中国革命之歌＞赞》中曾指出，为了
忠于历史同时纪念革命的先驱者，在《中国革命之

歌》的演出舞台上添加了一批故去的中国革命领导

人的亲切形象，这在之前的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

方红》中并没有的艺术形象。［７］要艺术家在进行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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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的过程中对革命领导人的形象和表现方式进行

重新的加工，在忠于历史的前提下对于领导人的形

象进行艺术加工，以确保舞台形象既能够真实反映

革命领导人的光辉形象，又能够有效拉近革命领导

人与人民群众之间的距离，增进群众对于革命领导

人的爱戴和拥护之情。［８］除此之外许多地方需要在

原有音乐歌舞的基础上对历史素材进行加工，以便

于更好展现艺术家的艺术构思。

演出过程主要以音乐和舞蹈相结合的方式来

表现演出主旨，但是在演出过程中也融入了其他的

艺术方式，不同种类艺术形式的完美融合，能够有

效弥补不同的艺术形式特点所存在的缺陷。不同

种类的艺术形式之间能够互相取长补短，相辅相

成，对于舞蹈音乐方式无法完整传达的艺术形式则

采用朗诵等其他的艺术表达方式来传递信息，更好

地促进该大型音乐舞蹈史诗演出的完整性和系统

性。［９］因此，《中国革命之歌》在艺术表达方式上没

有局限于舞蹈和音乐的方式，而是大胆进行了创

新。例如：在表现建国以来我国的复杂形势时，采

用电影资料展示建国以后十七年社会主义建设所

带来的兴旺繁荣景象来作为大合唱《祖国颂》的背

景，这样，在较短的时间内能够突出展现建国以来

社会主义建设取得的成就和祖国发展的新气象。

演出队伍与创作队伍密切配合，表现出高度的责任

感和使命感，他们精益求精、反复探索，使整部作品

的每一部分既具有独特的个性，又使不同场次段落

之间具有整体性与统一性。

　　四　结语

《中国革命之歌》共有６０多家单位、１４００多名
专业人员参加创作和演出，他们在创作和排练过程

中反复探讨、精益求精的态度为《中国革命之歌》的

成功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中国革命之歌》是我国

历史发展过程中重要的里程碑，不仅是对过去奋斗

历史的真实反映，而且也鞭策着如今的我们不断前

进，在艺术的道路上不断开拓创新，取得新的进步

和成果。［１０］创作者和表演者通过艺术框架的搭建、

艺术素材的加工、艺术演出的处理，使大型音乐舞

蹈史诗《中国革命之歌》既具有政治高度又具有极

高的艺术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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