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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9月26日，经过精心排练的《人
民胜利万岁》在中南海怀仁堂为首届“人民
政协”代表进行首演。

《人民胜利万岁》歌舞的基本情调是祝
贺，表现人民胜利者的愉快欢欣。整个舞剧
十个段落用热烈与欢快的主线贯穿整部作
品。以激越昂扬《战鼓》开场，充分显示人
民政协民主协商、携手建国的磅礴气势，摄
人心魄，表达了浓烈的民族特色。这是从河
北特别请来的民间艺人王毅同志排练的，是
男子群舞，三人击鼓，三人打镲，演员有徐
元国、董九如等。第二个段落是根据东北秧
歌改编的《歌舞序曲》。第三个段落《花鼓
舞》，取自陕北和安徽民间花鼓的形式。张
玮、李坚扮演男女青年农民和彭松扮演的一
位老者，带领四个儿童有四段唱词，内容是
旧社会人民生活于水深火热之中，如今解放
了，可以过上幸福美好的日子。欢快的旋
律展现出人民获得解放的喜悦。第四个段
落是由四位少女身穿花衣花裤，走秧歌步上
场的《献花舞》，演员柯平、化群二人手拿
花束刚一上场就赢得了观众的热烈掌声。当
柯平手捧花束唱到“献给领袖毛主席”时，
随即向台下一鞠躬，众和：“这一朵花儿献
给他，献给他，青枝绿叶、大红花，大红
花，大红花。”

9 月 29 日，在怀仁堂进行第二场演出
时，剧中的台词适时地按照大会通过的决议
进行了更改：北平改称北京。演出剧情中，
开始出现五星红旗。

10月 2日晚上，《人民胜利万岁》第三
次在怀仁堂演出时，毛主席就坐在台下。节
目中，在向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献花
时，演员手捧鲜花下场，走近伟人。全场立
刻响起雷鸣般的掌声。在掌声中，演员手捧
花束唱道：“献给毛主席”“献给总司令”，众
和：“这一朵花儿献给毛主席，献给总司令！”

这场景，没有特技、没有矫饰，只有凝
聚着的全国人民的祝福和心声。

随后《进军舞》上场，演员狄耕从平台
上一跃而下，独舞后，又与6位解放军战士
共舞，展现了人民解放军勇往直前、势不可
挡的形象。

在表演 《四姐妹夸夫》 段落时，由柯

平、张玮、奇虹等扮演四姐妹。蓝田、力新
扮演父母，四姐妹夸奖工农兵的丈夫，这是
一种小型秧歌剧的形式。

在 《腰鼓》 这一段落，表演者有尹广
心、孟昭恩等，他们将来自陕北安塞的腰鼓
打得气势恢宏。大开大合中，把黄土高原的
博大与热烈表现得淋漓尽致，让在场的每一
个人都心潮澎湃。此时，节目将要展现各族
人民的大团结。曾多次赴民族地区采风，并
在重庆成功地举办过“边疆舞蹈晚会”的戴
爱莲，将维吾尔族舞、蒙古族舞和苗族舞淋
漓尽致地表现出来。各民族舞蹈的乐曲，都
是由音乐家李群创作的。蒙古族舞由李澄、
孟庆林、陈卫业和董锡玖扮演蒙古族儿女，
女演员穿靴戴帽黄袍，男演员穿紫袍，当演
员从“草原”骑马疾驰来到“北京”时，观
众响起了热烈的掌声。张玮、叶宁同志表演
的《新疆舞》，表现了少数民族人民对祖国
的祝福。《彝族舞》由贾肇巽、张奇、王世
琦、陆文 四位扮演彝族青年，他们身穿紫
色衣裤，外披白色斗篷，头上戴有天菩萨
……张慧贤和唐振扮演苗族少女。高山族的
节目由隆萌培、许淑媖、董九如等人出演，

他们边舞边歌。此时工农兵学商一起上场，表
现全中国人民的大团结，这也是“尾声”。

由刘行作曲的《在毛泽东的旗帜下我们胜
利向前进》的乐声响起，这一悠扬的曲调，似
一个“号令”，全体参演人员排成整齐的队
伍，迈着雄伟的步伐，引吭高唱。嘹亮的歌声
响彻中南海……

怀仁堂的剧场是由原来的四合院改装的。
舞台在院子的南头，后台很小，全体演员要在
怀仁堂的西院集合，在后院换服装。西院后面
是领导的休息厅。演出后，当舞蹈演员们整队
去后院时，毛泽东主席走了过来，他向着还没
有卸妆的演员们一边挥手，一边用浓重的湖南
口音说：“演得好，你们演得好啊！”所有演员
迅速围拢过来，大家都兴奋到了极点。

《人民胜利万岁》是为首届“人民政协”、
新中国开国庆典献上的一首伟大战歌。演出的
成功，不仅得到了中央领导人的一致肯定，也
为新中国在新时期的文艺道路上做出了伟大创
举。正如有的研究者称其为“不只是一部单纯
的艺术作品，更是一部涉及到复杂的历史语境
中构建当代中国早期国家形象，也是涉及到新
的国家意识形态的感性魅力”。

的确，新中国的舞蹈由它开篇，而后在中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15 周年、35 周年、60 周
年、70 周年创作了 《东方红》《中国革命之
歌》《复兴之路》《奋斗吧中华儿女》。这些史
诗般的大型音乐舞蹈作品，都是以史为线，结
构宏阔；体量巨大，参与者众；音乐舞蹈，支
撑主体；舞美精心，场面壮观；组织复杂，动
员力强而带来令人震撼的视觉冲击，成为中国
现代艺术史上的壮观景象。

为首届“人民政协”代表首演

为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第一届全体会议的召开和中华人民
共和国的诞生，华北大学三部的文
艺工作者们于 1949 年 9 月 26 日、29
日和 10 月 2 日在中南海怀仁堂为参
加第一届政协会议的代表们献上了
一场巨作—— 《人民胜利万岁》，表
达全国各族人民对新中国诞生的炽

热激情。
10 月 2 日 下 午 3 点 ， 人 民 文 工

团、华北大学文工三团、青年剧院、
华北大学三部等 4 个单位，先后在天
安 门 广 场 上 进 行 大 型 舞 剧 表 演 。 其
中，华北大学文工三团在天安门广场
演出大型腰鼓舞 《万岁！中华人民共
和国》，把激情、把精彩、把绚烂，

推向了高潮。
两部大型舞剧，凸显了文艺工作

者紧跟时代的脉动，以庆祝中国人民
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的召开
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为主题，开
启了民族歌舞的全新语境与意蕴，以
红色经典，见证新中国舞蹈的起航，
掀开了新中国舞蹈全新的一页。

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
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中南海怀仁堂隆重
举行。为庆祝大会的召开，政协筹委会在筹备
会议后，就派人持专函，委托华北大学文工
团，为大会创作一部新剧。演出内容和形式，
要突出体现各民族各阶层的大团结，气氛要
热烈欢快，以表达全国各族人民对新中国诞
生的炽热激情。

华北大学接受任务后，经过紧张而周密
的策划，最终确定以《人民胜利万岁》为主题
内容，以大歌舞的形式为首届“人民政协”和
新中国成立献上一份大礼。

有后世的学者说，《人民胜利万岁》可称
之为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前身。

参加《人民胜利万岁》节目创作、演出的有
近250人，集齐了当时文化艺术界的精英。华北
大学文艺部主任、著名诗人光未然（张光年）担
任主创，来自延安、东北解放区和华北解放区
的艺术家30人组成创作组。舞蹈家戴爱莲和胡
沙任总导演，王犁、化群、柯平、奇虹、杨凡、狄
耕、赵郓哥、葛敏、叶宁为分场导演，演员是以
老解放区华北大学文工团骨干为主。

华北大学文工团一团是以歌舞、歌剧见
长的文工团；三团是在华北大学吴玉章校长
亲切关怀下刚组建不久的年轻团体。当时，文
工团一团于7月和其他文艺团体组成青年文
工团，应邀参加在匈牙利布达佩斯举行的第
二届世界青年与学生和平友谊联欢节，所以
这次《人民胜利万岁》的排练和演出重任就落
在年轻的三团身上。

刚刚组建不久的三团住在北平南城的一
个四合院里。年轻演员热情很高，所以这个四
合院里每天都有歌声、鼓声。特别是任务已明
确已下达，全团全部投入这一大歌舞的创意、
结构、舞蹈设计，选用歌曲、舞美制作以及各
项后勤工作的保障都成立“专班”。在这个四
合院内，所有人都在发挥聪明才智，各尽所
能。周路石擅画伟人肖像，他绘制了马克思、
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主席画像；韩
里打大鼓，李执恭、吴赓鉴、黄秉山、林野吹唢
呐，牛星丽、梁雁生、王金贵打钵、打锣，21人
的吹打乐队即刻组成；三团团长贾克、副团长
李超和黄回亲自上阵，组建了男女演员各24
人的腰鼓队。

《人民胜利万岁》是新型的秧歌腰鼓舞
形式，结构严谨，段落分明，动静有序。歌
舞采用了河北战鼓舞、东北秧歌舞、民间花鼓

创作《人民胜利万岁》
1949 年 10 月 2 日下午 3 点，人民文工

团、华北大学文工三团、青年剧院、华北大
学三部等 4个单位先后在天安门广场上进行
表演。华北大学文工三团在天安门广场演出
的是《万岁！中华人民共和国》。此剧开创了
新中国成立后在天安门广场上表演歌舞剧的
先例，而此剧也把开国庆典的喜庆气氛推向
了高潮，推向了极致。

《万岁！中华人民共和国》 有“万民欢
腾”“红星照耀”“万岁！中华人民共和国”

“众志成城”“毛主席指引航向”等段落。
在“万民欢腾”表演时，红旗挥舞、锣

鼓齐鸣，在锣鼓声中全体演员如潮水般地涌
来，“嘿！嘿！嘿！”呼喊声震天撼地，以这
强大阵势表现出了万民欢腾庆祝新中国诞生
的心情，又象征着人民力量的不可阻挡、一
定要解放全中国的坚定信念与豪情壮志，然
后转入歌舞表演。

在“红星照耀”表演中，全体演员分为
5 组，在一人率领下变换队形逐渐下蹲，形
成静态的五角星画面图案，各组演员每人用
一手搭在前人肩上，面向各角的前端，以红
五星象征中国共产党的光辉照耀四方。接着
又变换为女演员在内圈、男演员在外圈的图
案队形进行歌舞表演，圆圈中心的舞者舞起
长长的红绸，寓意将红旗插遍全中国。红绸
在舞者手中犹如红云轻拂蓝天，又像游龙在
碧空飞舞。把长绸用于舞蹈表演，当数华北
大学文工团三团首创，同时也开创了在室外
大空场地表演红绸的先例。

“万岁！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段舞蹈是以
大型图案与歌词并联体现的。表演以红旗为
中心，红旗迎风飘扬，打击乐的乐队队员围
靠在红旗的外面，其他演员形成大的圆圈，
男女二人为一组，边击鼓、边唱道：“红旗飘
哗啦啦地响，全中国的人民喜洋洋”“艰苦奋
斗一百年，人民的希望实现在今天”“感谢共
产党和解放军，工农联合起，胜利有原因”

“帝国主义要滚出，革命进行要彻底”等歌
词，然后全场欢腾鼓舞逐渐进入表演高潮。
当年的影像记录了这一场景。现在看，这一
抓拍画面虽不是很清晰，但正是这非专业摄
影的人拍下的画面，更加真实地记录了当时
的原景原貌。

“众志成城”表演还是以红旗为中心，打
击乐队员忽地驮起4名舞蹈演员，演员的手上
各持一幅用红绸制成的横幅标语，分别写着：

“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中央人民政府万岁”
“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等字样，其
他男演员围在四周，女演员在最外面，面向红
旗，同时敲奏起激越的“快三槌”鼓点。紧接
着在四面横幅前，又出现了由3名演员用红绸
形成的立体五角星，这时全体女演员连接成一
个大的圆圈，高举红绸围着红旗、红星跑圆
场，然后“卧鱼”下蹲，形成以红旗为中心、
由高到低层次分明的放射状图案，把表演推向
高潮。这一舞蹈语言，充分表达全国人民在中
国共产党、中央人民政府的领导下，众志成城
把人民革命战争进行到底、同心协力建设新中
国的共同意愿。

“毛主席指引航向”这一段落，由全体表
演人员形成四只航船队形，在红旗的引导下
随着歌声起舞，表现全中国人民在毛主席的
指引下奋勇前进的意境……

在演出前，华北大学文工团三团，就在
墨绿色半圆形的幕布上，挂上红星，又在红
星中央嵌进毛主席像，这一独特的背景广为
人们注目。由于背景的与众不同，所以在演
员一进入天安门广场时，就引爆了观演群众
的热烈掌声和欢呼声。

《万岁！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以毛主席像
为中心进行的。当写着“中华人民共和国万
岁”的大横幅高举在毛主席像上面时，整个
布景异彩纷呈：毛主席像、两旁的红旗、蓝
天下迎风飘扬的五星红旗、雄伟的天安门以
及两旁的古建筑，共同形成了壮丽的天然舞
台，给表演增添了深邃的意境。演员们从毛
主席巨幅画像两侧飞快进场，按“万民欢
腾”“红星照耀”“万岁！中华人民共和国”

“众志成城”“毛主席指引航向”等桥段，层
层推进，以保证段段都有高潮，并将高潮进
行汇集，最终推向极致。

第二天，《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报
刊对庆祝大会的演出盛况作了集中报道。《光
明日报》在以《擂打着胜利战鼓，鼓舞新中
国前进》为题的报道中，描述了华大文工三
团演出 《万岁！中华人民共和国》 的细节；
《人民日报》不仅作了描述，而且还刊发了演
出实况的图片。

为首届“人民政协”会议的召开、为新
中国诞生精心打造的两台大型歌舞剧，成为
开国大典的开场舞，成为永恒的红色经典。

（本文作者朱彦为西北政法大学教
授、民盟委员，闫树军为北京古都学会影
像专委会副主任）

《万岁！中华人民共和国》首演

舞、进军舞、陕北腰鼓舞、陕北走花灯舞、民间
小唱等形式，以及蒙古、回、藏、彝、高山族等
少数民族的舞蹈作基础，使整个歌舞具有浓
厚的民族气派。因歌舞表演要展示出延安革
命文艺的新风，要塑造解放区青年农民的健
美形象，所以在人物造型和演员的服装上进
行了精细的设计：女演员穿镶黄边的红上衣，
黄裤子，腰系绿绸带，头上系着蓝色印花包
头，妩媚大方；男演员穿淡赭色紫花布衣裤，
紧扎裤腿，腰系红绸带，头扎紫花布头巾，神
采奕奕。每人腰间斜挎一精致的红色腰鼓，男
演员胸前还戴一朵大红花，突出了喜庆氛围。

在导演组排练时，对原有的地方舞剧，根
据时代的需求进行了大胆的改进，去掉了一
些消极因素。如将东北秧歌中原有的调情气
氛改成欢快的健美的舞姿。走花灯中的古装
则改为现代农村儿童装。在花鼓舞中，加上了
一个“老头”的形象，从而使其更具思想性，赋
予旧歌舞以新的生命。在戴爱莲的独舞上，
为了突出工人把大家团结起来，号召大家挣
断锁链，表示胜利欢快，导演组决定采用一
些西洋舞蹈的表现手法。这一手法，恰到好
处地将西洋舞与秧歌舞入丝入扣地完美结
合，让人耳目一新，拍案叫绝中更容易为观
者所接受。

《《人民胜利万岁人民胜利万岁》》在中南海政协会场演出照片在中南海政协会场演出照片

《人民胜利万岁》在中南海政协会场演出照片

《人民胜利万岁》 编导组成员：化
群、戴爱莲、叶宁（前排从左至右）、王
犁、胡沙、彭松、葛敏（后排从左至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