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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开新中国大歌舞的序幕

在香山革命纪念馆所征集的革
命文物中，华北大学第三部出版的
大歌舞 《人民胜利万岁》 节目册、
光未然为大歌舞 《人民胜利万岁》
所作幕前献词与节目内容说明、大
歌舞《人民胜利万岁》剧照以及刊
载大歌舞《人民胜利万岁》相关报
道的《人民日报》等珍贵文物共同
讲述了这场“开国大歌舞”的历史
故事，让我们得以从协商建国和新
中国成立的宏大叙事中捕捉到当时
人民文艺事业生动鲜活的历史细
节。

在华北大学第三部出版的大歌
舞《人民胜利万岁》节目册中清晰
可见 《人民胜利万岁》 由戴爱莲、
徐胡沙 （又名胡沙） 担任总导演，
编导组成员包括王犁、彭松、葛
敏、狄耕、化群、叶宁。光未然、
李悦之、张蓬、桑夫等 8 人作词，
刘铁山、刘行、乔谷、李群等5人
作曲，李一鸣、瞿希贤等人编写管
弦乐伴奏。整场歌舞雄健活泼、自
信自强，充分展现了中华民族的豪
迈气派。演员们昂扬的歌声和独特
的舞姿反映了全国各族人民建设新
中国的炙热激情。

1949 年 11 月 7 日的 《人民日
报》刊载了著名剧作家田汉对这场
演出的评价：“当晚的观众从年青
人到白发如银的老战士，都很受这
歌舞的感动，特别是从新解放区来
的代表们，骤然接触这样的场面，
简直兴奋得要流眼泪。看完出门，
很多人赞不绝口。”

见证新中国文艺工作

华北大学第三部出版的大歌舞
《人民胜利万岁》 节目册封面由罗
工柳设计，纸张虽已泛黄，但仍能
看出色调红绿相衬、明亮夺目，封
面上方绘制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会徽，会徽之下印有“献给中国人
民政治协商会议”字样，封面中部
偏下位置的标题 《人民胜利万岁》
十分醒目，底部印有“华北大学第
三部出版”字样。

1948年5月，华北大学由华北
联合大学和北方大学合并而成，下
设四部，华大一部系政治学院性
质，二部系教育学院性质，三部系
文艺学院性质，由华北联大文艺学
院和北方大学艺术学院合并而成，
着力于培养为工农兵服务的文艺干
部，沙可夫任主任，下设工学团、
文工团、美术工厂及乐器工厂，四

部为研究部。华大三部师生也是该歌
舞演出的主力军。

《黄河大合唱》 的作者、诗人、
文学评论家光未然为节目册代序《祝
贺人民的胜利》，序中写道：“人民政
协会议开幕了，新中国诞生了！……
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
起来了。”“新中国如红日出海，放出
万道霞光……这是不可阻挡的力量，
这是东方一切被压迫民族的指望。”

节目册列出了 《人民胜利万岁》
的节目目录，并记录了9段歌舞的曲
谱和歌词。包括 《庆祝人民政协会》

（歌舞序曲）、《肃清反动派》（花鼓
舞）、《红旗飘扬》（进军舞）、《支援
前线打胜仗》（歌表演——四姐妹夸
夫）、《庆祝胜利》（腰鼓舞）、《献花
祝捷》（走花灯、献花舞）、《人民的
祝贺》（工农舞、边疆舞）、《团结有
力量》（团结舞）、《在毛泽东的旗帜
下，胜利前进》（大歌舞），其中《人
民的祝贺》 分为 10 个小曲目，有少
数民族舞曲。其中，“民族形式”是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文化思想中的重要
内容，《人民日报》（1949 年 9 月 27
日） 记载“各具特色的民族民间舞蹈
共同庆祝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和中华
人民共和国的成立”。

最后一曲 《在毛泽东的旗帜下，
胜利前进》 唱道：“在毛泽东的旗帜
下，我们胜利向前进、向前进。高山
挡不住我们的意志，大海淹不了我们
的热情。我们力量大无边，我们智慧
高如天，万里高征不辞难，我们永远
跟着他，向前、向前、向前……”。

《人民胜利万岁》 内容说明与幕
前献词，为10月2日第三场演出所使

用，对开 4页，长 13.1厘米，宽 19.1
厘米，纸张已泛黄，第1页为幕前献
词，第 2至第 4页为每段歌舞导演与
内容说明。

著名剧作家光未然在幕前献词中
写道：“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开幕了，
新中国诞生了，全国人民欢欣鼓舞。
我们为了祝贺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
命的伟大胜利，迎接中华人民共和国
的诞生，表现了人民胜利的愉快和建
设新国家的坚强信心，特编排了这部

《人民胜利万岁》大歌舞。”
1949 年 11 月 1 日，《人民日报》

刊载著名剧作家胡沙谈及创作经过时
说：“我们要研究中国人民这样神速
的胜利的原因：那是由于在无产阶级
领导下中国人民长期艰苦奋斗、国际
援助、人民解放军的胜利进军、工人
农民们奋不顾身支持前线、毛主席英

明的领导，各民主党派、各民族空前
的大团结、在毛主席旗帜下继续胜利
前进等。”

讲述动人故事

经过深入研究，大歌舞《人民胜
利万岁》中，有几个节目根据直接或
间接的民族或民间素材加以改编而
成。

如内容说明中提到，《庆祝人民
政协会》（歌舞序曲） 根据东北秧歌
舞改编，《献花祝捷》（走花灯、献花
舞） 中走花灯则根据陕北民间舞蹈改
编而来。胡沙曾说过：“我们肯定要
采用中国民间的歌舞，因为它是人民
自己所创造和喜爱的形式，我们要使
我们所表现的舞蹈具有强烈的中国气
派和色彩。”

在《庆祝胜利》剧照中，也可以
看到著名舞蹈家、教育家，中国当代
舞蹈史上的开拓者戴爱莲参与编导的
两段舞蹈的创作思路。戴爱莲祖籍广
东新会，生于西印度群岛的特立尼
达。抗日战争爆发后，戴爱莲在伦敦
多次参加义演活动为抗战筹集资金，
自编自演多支舞蹈歌颂抗战精神。
1940 年，戴爱莲回国后，曾先后担
任华大三部舞蹈队队长、中华全国舞
蹈工作者协会主席、北京舞蹈学校校
长等职。周恩来和邓颖超同志经常关
心和帮助她，鼓励戴爱莲创作了《空
袭》《东江》《瑶人之鼓》 等优秀作
品，实现了她寻访民族舞蹈之“根”
的夙愿。

戴爱莲曾在工作中反复强调“搞
自己的文化，要爱自己的国家，要爱
自己的人民，要爱自己的文化。”在
这一舞蹈思想的指引之下，大歌舞

《人民胜利万岁》 积极向民间学习，
践行党的文艺思想，具有浓郁的民族
性、革命性和群众性，同时，戴爱莲
还将一些国际化元素进行改编，融合
到民族舞蹈艺术之中进行全新的展
示，胡沙曾说：“ 《红旗飘扬》 与戴
爱莲的独舞，采用了一些西洋舞蹈的
表现方法，我们认为很合适，并未被
它束缚，观众并不觉得不调和，因为
他适当地表现了内容，并和秧歌舞融
合在一起了。”

《人民胜利万岁》 是在中国人民
革命斗争取得伟大胜利、人民政协第
一届全体会议胜利召开、第一次文代
会确立人民文艺路线的背景之下创作
的大型歌舞，首开以大型歌舞书写中
国共产党奋斗历史的先河。这些珍贵
的历史文物，也呈现出了令人激动、
催人奋进的精神气概，讲述了令人难
忘的历史故事。

（作者单位：香山革命纪念馆）

大歌舞《人民胜利万岁》往事
陈梦雅 桂星星

为了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和中华人民
共和国的成立，1949 年 9 月 26 日，人民文艺家们在中南
海怀仁堂第一次演出了大歌舞《人民胜利万岁》。

1949 年 9 月 29 日，在怀仁堂内进行第二场演出，剧
中的台词适时地根据政协会议通过的决议进行了更改：

“北平”改为“北京”，演出剧情中开始出现五星红旗。
1949年10月2日，大歌舞《人民胜利万岁》迎来第三

场演出，这也使之成为新中国成立后演出的首台大歌舞。
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刘少奇、任弼时、宋庆龄等党和
国家领导人以及参会的全体政协委员均位列观众席中。

▲大歌舞《人民胜利万岁》内容说明
香山革命纪念馆藏

▲华北大学第三部出版的《人民
胜利万岁》大歌舞节目册封面

香山革命纪念馆藏

梁启超手书《寿姚茫父五十》诗稿原
件，正在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与贵州省博
物馆联合策划的“茫父不朽：一代通人姚
华艺术展”中展出，诗稿讲述了姚茫父先
生的人生故事。

1925 年是姚华 50 岁寿辰，其故友、
学生等各界人士云集在六部口“香满园”
黔菜馆为先生祝寿。姚华好友梁启超手书

《寿姚茫父五十》 诗稿贺寿，姚华依韵作
《乙丑四月五十初度依韵答饮冰兼呈同座
诸公》诗，一时传颂，成为美谈。

姚华 （1876-1930 年），字重光，别
字一鄂，号茫父。贵州贵筑 （今贵阳）
人。清光绪丁酉科 （1897） 举人、甲辰科

（1904） 进士。后弃政从学，先后执教于
清华学堂、国立美专等学校，先后执掌北
京女子师范学校和私立京华美术专科学
校，是民国时期著名的诗人、学者、教育
家、文学家、金石学家、书画家和戏曲理
论家，被誉为一代通人，于颖拓、刻铜、
笺纸等艺术形式皆有特别贡献。

姚华是继郑珍、莫友芝后，贵州近现
代重要的文化先贤，也是清华大学初创时
期清华学堂的国文教员，其长子姚鋈、幼
子姚鋻均肄业于清华。姚华与好友陈师曾
义气相投，被公认为民国初年北京画坛领
袖，一时有“姚陈”之称。50 岁这年，
他还曾临陈师曾《北京风俗画》二十四帧
并依次题自作词句。

姚华为人爽直豪迈，讲名节，重情
义，不攀权贵，不畏强暴。与梁启超、蹇
季常、熊范舆、周大烈、林宰平、陈叔
通、陈师曾、王梦白、陈半丁、凌文渊、

陈筱庄、罗瘿公、罗复堪、李释堪、王瑶
卿等交游至深。弟子中较著名者有吴宓、
郑天挺、王伯群、王文华、邱石冥、王石
之、高希舜等，梨园中梅兰芳、程砚秋、
姚玉芙等亦执弟子礼甚恭。

姚华留下大量文采飞扬的诗词曲赋、
观点独到的考释题跋和独具个性的书画颖
拓。他一生著述颇丰，晚年亲自整理《弗
堂类稿》 31 卷，由弟子王伯群资助出
版，另有 《茫父风画集》《五言飞鸟集》

《菉猗曲定》《书适》等著作行世。

梁启超手书《寿姚茫父五十》诗稿
本报记者 付裕

Z 宝藏传真

《寿姚茫父五十》诗稿 梁启超
纸本 31cm×22.7cm 1925年

在四川省崇州市，有一处全国重点文
物保护单位罨画池博物馆，是纪念赵抃

“一琴一鹤”事迹的重要文物古迹。为纪
念赵抃，从古至今，人们不断对园内“琴
鹤堂”庭院建筑群进行修葺与重建，逐渐
形成公共纪念性园林，如今，崇州市内还
修建有琴鹤大桥、“琴鹤广场”，建有赵抃
手牵白马、琴鹤相随的雕像，并在多处建
有“琴鹤桥”。通过这些纪念设施，人们
可以走近宋代赵抃的身边，感受这位“千
古能吏”的高风亮节。

赵抃是宋代人，字阅道，家住浙江衢
州城北陈家堡 （今浙江省衢州市柯城区信
安街道书院一带）。因刚正不阿、不避权
贵，人称“铁面御史”。去世后，被宋神
宗追赠太子少师，谥“清献”，以表彰其
为政清廉。苏轼曾遵旨撰文追忆：“盖东
郭顺子之清，孟献子之贤，郑子产之政，
晋叔向之言，公兼而有之，不几于全乎！”

赵抃为政轻车简从，两袖清风。嘉祐
三年 （1058年），赵抃出任成都知府，仅
以一琴一鹤相随，匹马入蜀。后世常用

“一琴一鹤”形容其为官清廉。《琴鹤堂
乘》 记载，北宋时，“贤如欧阳修、苏轼
诸公皆尚雷琴，而清献公 （即赵抃） 独以
琴鹤情操名于世。此盖公平夙以琴鹤自励
之，清风亮节有以致也。”

古琴是赵抃的至爱之物。作为历史上
将蜀派古琴经典名曲《流水》以曲谱形式记
载下来的第一人，赵抃对中国传统音乐的
保留与传承有着重要的贡献。北宋崇宁年
间，宋徽宗设立大晟府（掌管音乐的官署），

并召集词人、乐师整理古音古调，创作新
乐，名“大晟乐”。三衢人徐伸、江朝宗皆精
通音律，倚声填词，史称“大晟词人”。

北宋大儒朱长文曾撰写中国历史上第
一部琴史专著 《琴史》，对上古至北宋时
期的琴人、琴事、琴论进行了较为系统的
论述，赵抃赫然在列。《琴史》记载：“公
好琴，其将命于四方，虽家人不以从行，
而琴与龟鹤未尝去也。王事之隙，时弹古
曲以和平其心志。故终始完结无疵，为世
师表云。”

沈括 《梦溪笔谈》 卷九记载：“赵阅
道为成都转运使，出行部内，唯携一琴一
鹤，坐则看鹤鼓琴。”苏轼在 《题李伯时
画赵景仁琴鹤图》 中写道：“清献先生无
一钱，故应琴鹤是家传。谁知默鼓无弦
曲，时向珠宫舞幻仙。”这是对赵抃为官
清廉及琴艺传世情况的记录。

赵抃诗词中也有多处写到古琴，《游
青城山》 写道：“陟险齐双屐，逢幽鼓七
丝。盘桓不忍去，还作更来期。”七丝即
为古琴的雅称之一。《题隐者邵醇郊居》
写道：“驱车乘兴谒先生，十里秋光照眼
明。净室寒窗无长物，道书狼籍古琴
横。”而当他在京官任上被诬又罢官返
蜀，赵抃将鹤放生，只携古琴一床，与古
琴相依为命。

“制动必原静，治人先正心。风乎昼
坛上，退食鸣瑶琴。”赵抃写的这首 《书
琴坛》既是他日常生活的写照，更是他清
白人生的故事。
（作者系浙江省衢州市柯城区政协主席）

“一琴一鹤”说赵抃
叶美峰

Z 屐痕处处

四川省崇州市区罨画池公园内琴鹤堂

▲大歌舞《人民胜利万岁》之《庆祝胜利》剧照 香山革命纪念馆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