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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庆阳诞生的在庆阳诞生的《《军民大生产军民大生产》》唱响全国唱响全国

在甘肃这片红色土地上在甘肃这片红色土地上，，中国共产党人书写了可歌可泣的红色篇章中国共产党人书写了可歌可泣的红色篇章，，留下了感天动地的红色故事留下了感天动地的红色故事，，播撒了薪火相传的红色火种播撒了薪火相传的红色火种，，烙下了不可烙下了不可

磨灭的红色印记磨灭的红色印记，，创作了经久不衰的红色歌曲创作了经久不衰的红色歌曲。《。《军民大生产军民大生产》》 这首流传至今的经典歌曲这首流传至今的经典歌曲，，诞生在庆阳诞生在庆阳，，并从庆阳唱响全国并从庆阳唱响全国。。——

□□ 张全钰张全钰

《军民大生产》的作者张寒晖，1902年
春出生于河北定县西建阳村一个贫寒的知
识分子家庭。1925 年考入北平国立艺专
戏剧系，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0年在
北平加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1934 年回
到家乡组织抗日救国会，同时从事小说和
戏剧创作，为宣传抗日奔走呼号。1935年
到西安，在东北军中宣传抗日，同年秋在西
安创作家喻户晓的抗战歌曲《松花江上》。
1937 年再度深入农村，宣传抗日救国。
1941年8月，张寒晖来到他日夜向往的陕
甘宁边区，1942年4月任陕甘宁边区文化
协会秘书长和总支组织委员，后来又兼任
文协大众工作委员会主任。1942年5月2
日至23日，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张寒晖

和柯仲平、马健翎等同志代表边区文协参
加了这次座谈会，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
座谈会上的讲话，深深地印在张寒晖的头脑
中，他把这个讲话当作自己的行动指南，对自
己所走的文艺大众化道路更加有了信心。

1943 年冬天，按照毛泽东《在延安文
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文艺要为工农兵服
务的要求，延安各剧团、文工团下到各专区
去演出。分配张寒晖所在的西北文艺工作
团与民众剧团、杂技团、群众报社部分同志
组成“边区文协宣传队”（又称赴陇东演出
团）奔赴陇东。

陇东专员公署马锡五专员建议他们去
华池县采访边区特等模范村——城壕村。
这里曾经是刘志丹等人创立南梁革命根据

地的核心区域。陕甘宁边区时期，城壕村
在特等劳动模范张振财的带领下，植树造
林、扫除文盲、优待抗属工属和支前、通讯、
站哨等工作样样出色。张振财先后被评为
华池县、陇东分区劳动英雄和陕甘宁边区
特等劳动英雄，城壕村亦被评为陕甘宁边
区大生产和文化、卫生模范村。这期间，陇
东演出团的音乐工作者在那里收集了数
以百计的民歌，陇东民歌那优美动听的
曲调，吸引了全团的人员。当他们从陇
东返回延安以后，每个人口不离陇东小
调，成天哼着、唱着，简直像着了迷。张
寒晖也深深地喜爱着这些富有泥土气息
和黄土高原特色的曲调，他也向演员们
学着唱着。

庆阳古称北地，习称陇东；陇东民
歌历史悠久，源远流长，是中国民间歌
谣最早诞生地之一。早在周先祖开发
北豳的时代，便有诸多歌谣在民间传
唱，收录在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
经》里的就有《七月》《鸱枭》《东山》等
七首。岁月更替，沧海桑田，庆阳民歌
依旧在黄土地上代代不息地传唱着。
它们带着泥土的气息，或粗犷豪放，或
婉转哀怨，或深沉缠绵，它们所反映的
内容有对统治者的嘲讽，有对封建制
度的控诉，有对生产劳动的赞美，也有
对美好生活和爱情的憧憬，都是陇原
儿女心声的自然流露。这里曾是陕甘
边区苏维埃政府（华池县南梁）以及陕
甘宁省委省政府（环县河连湾）、抗大
七分校所在地。著名的“山城堡战役”
在环县山城打响。八路军“385旅”曾
驻扎庆阳城，在华池大凤川开展轰轰
烈烈的大生产运动。所有上述这些，
以及如火如荼的革命形势，都为陇东
红色歌谣的诞生创造了历史条件。陇
东红色歌谣就在这片热土上破茧而
出。

（一）从《推炒面》到《军民合作》
1944年7月间，为了准备即将召开

的边区文教会议，筹委会组织了五个文教
工作组分头下乡调查研究和开展宣传工
作。蒋南翔和张寒晖带队到了陇东分区。

文协西工团曾到陇东演出几个
月，在那里收集了上百首民歌。张寒
晖被这些富有泥土气息和高原风味的
曲调所打动，下决心要去陇东走走。
所以他这次的目的地选定了华池县的
城壕村。这是陇东高原上一个依山傍
水的小村庄，大小五十几口人。张寒
晖在城壕村工作的日子里，先后学会
了《推炒面》《东凉》《走宁夏》《卖悄悄》
等许多陇东民歌。

房东张振义的婆姨，是一位很好的
民歌手，别看这位大嫂一个字也不认
识，但她会唱的陇东民歌，三筐五筐都
装不完。平时干活——推碾、和面、烧
火、纳鞋底的时候，她随时都哼着动听
的民歌。有旧歌，也有共产党来了以后
新编的歌。

张寒晖就是从这位房东大嫂的口中
学会了《推炒面》的调子和全部歌词的。

“他大嫂，你能把那首《推炒面》的
歌，再给我唱两遍吗？再唱两遍，我就

能全部学会了。”
“咋不行！不过那是老歌，唱起来

挺凄苦的，有啥好学的？”
“它那调美得很！”
“调子是美得很，可那是苦音，唱

的是受苦媳妇的事，这一片的婆姨、闺
女没有不会唱的。”说着，大嫂就带着
悲苦的感情唱了起来：

鸡叫头餐么嗬咳，叫二餐里么嗬
咳，月亮上来么

齐里里里嚓啦拉拉嗦罗罗罗得，
推炒面里么嗬咳。

黑驴推里么嗬咳，麻驴换里么嗬
咳，一晌推里么

齐里里里嚓啦拉拉嗦罗罗罗得，
二升半里么嗬咳。

粗箩箩里么嗬咳，细箩担里么嗬
咳，一晌箩里么

齐里么里嗦啦拉拉嗦罗罗罗得，
二升半里么嗬咳。

这的确是一首悲苦的歌曲。不知
怎么，张寒晖听着这首《推炒面》，又联
想到了他家乡的《寡妇哭坟》。各地反
映妇女痛苦生活的歌曲，都显得特别动
听。几天后的早晨，张寒晖扛着锄头正
要下地，看到村西头有一家在盖新房，
几位亲戚在帮房主打地基，正在唱着打
夯号子干着活。风格独特的夯歌立即
吸引了张寒晖的注意力，他不由自主停
住了脚步，细听他们的夯歌合唱：

高里抬来么嗬咳，低里撒呀么嗬咳，
一夯接一夯 叶子儿青，压着砸来

么嗬咳。
当一人领唱的时候，大家就把大

夯高高地抬起来；当大伙合唱“嗬咳”
的时候，就一齐撒手让大木夯实实地
落在地基上。

夯歌的领唱者不是别人，正是张振
义。他是一位有经验的“夯头”，打夯号
子唱得特别好，跟他一起打夯，干一整天
都不觉得累。他不时唱出幽默逗乐的词
句，引得打夯的小伙子们哈哈大笑。张
寒晖放下锄把认真听着。咦！调子很耳
熟，这不就是《推炒面》的调子吗？怎么
现在听起来这么热烈，这么有力量，与

《推炒面》的味道完全不一样了！
这时，一个小伙子喊着：“老张，

来跟我们一块儿夯吧！”张寒晖放下
锄头，走进抬夯的人群中，和大家一
起唱着歌，使劲地干了起来。他边唱
边干，一边还在仔细品味打夯号子的

味道。陇东的夯歌，也带有陇东的风
味，与他所熟悉的河北夯歌、陕西夯
歌风格大不一样。一首悲伤、低沉的

《推炒面》，略加变化，竟成了一首雄
壮有力的打夯号子！也可能是：《推
炒面》的调子是从夯歌演变出来的。
不管它是由谁变成谁，总而言之，民
间音乐太有意思了。粗看起来，它就
像粗糙的石璞。如果你能深入下去，
钻进去，你就能透过粗糙的石璞，开
凿出晶莹的美玉！

张寒晖结合《推炒面》《夯歌》，便
“旧瓶装新酒”，给这个曲调填入新词，
很快创作出了反映边区军民大生产的

《军民合作》歌，并将演唱形式由《推炒
面》的独唱改为“一领众和”。

1945年春，张寒晖从陕甘宁边区
被调往陕西关中八一剧团协助工作。
五六月间，关中八一剧团到陇东慰劳
军民巡回演出，从马栏、正宁到宁县，
过庆阳、华池到环县，七八百里路程，
给他准备的马一直空着，要么给大家
驮行李，要么给生病的人骑，“过来！
过来！我来教大家唱一首新歌。”

在向宁县走的半路上休息的时
候，张寒晖将演员们召集到一块，大家
一听是张寒晖在招呼，都迅速地集中
过来，高兴地跟他学唱新歌。“今天我
教大家唱一首《军民合作》歌，这是根
据陇东民歌《推炒面》的调子填的新
词。”说着，他一句一句地教大家唱开
了，歌词一共是三段：

四三年呀么嗬咳，
大生产呀么嗬咳，
边区的男男女女，
西里里里 察拉拉拉 嗦罗罗罗太，
齐动员呀么嗬咳。
变工队呀么嗬咳，
唐将班子么嗬咳，
劳动的组织，
西里里里 察拉拉拉 嗦罗罗罗太，
爬满了山呀么嗬咳。
妇女们呀么嗬咳，
也能干呀么嗬咳，
手摇着纺车，
吱咛咛咛吱咛咛咛喻喻嗡喻吱，
纺线线呀么嗬咳。
这首新歌充满了生机勃勃的生活

气息，充分反映了边区军民生产的热
潮，大家一听就非常喜爱，一学就会。
张寒晖在按照陇东民歌《推炒面》填词

的时候，改变了原曲的速度、节奏和装
饰音的用法，充分发掘了原曲朴实刚
健的内涵。他也从陇东夯歌中吸取了
营养，把《军民合作》歌当作一首劳动
号子来处理，使其具有了豪放、粗犷、
雄壮的性格。

一首不平凡的歌曲，就这样平凡
地诞生在了陇东大地上。

（二）从《军民合作》到《边区十唱》
1945 年 8 月，张寒晖随八一剧团

同往爷台山进行慰问，为配合这次慰
问演出他创作了秧歌剧《拥军》，在爷台
山地区慰问了许多老百姓和驻军，后
来以此素材创作了大型秧歌剧《打开
脑筋》，而《军民合作》歌作为《打开脑
筋》的主题歌也首次和观众见了面，受
到热烈的欢迎。

由于《军民合作》歌强烈的演出效
果，大家又进一步出主意，对它的表演形
式进行了艺术加工。演员们化装成农
民、八路军等不同人物，由导演设计了一
套舞蹈动作，使之成为一个载歌载舞的
表演唱。这样，三段歌词显得太短了一
些，大家要求张寒晖再增写几段歌词。
他接受了大家的提议，又补写了两段：

手榴弹呀么嗬咳，
脑袋大呀么嗬咳，
见了敌人，
不列列列不列列列不列列列咚，
开了花呀么嗬咳。
又能武呀么嗬咳，
又能文呀么嗬咳，
人问我什么队伍，
一、二、三、四
八路军呀么嗬咳。
在轰轰烈烈的边区军民大生产运

动中，经过张寒晖的再修改，这首歌的
唱词增加到了10段。填词时，他大胆
创新，使用了“西里里里察拉拉拉”“吱
咛咛咛吱咛咛咛”等富有劳动特色和节
奏感的衬词，渲染出一派热烈气氛和军
民欢腾的景象，使歌曲更为活泼、生
动。这是张寒晖贯彻延安文艺座谈会
讲话精神，深入生活后，创作出高亢优
美的劳动号子——打夯歌《边区十唱》：

（领）四二年那么，(合)嗬咳，(领)
大生产呀么，(合)嗬咳，

(领)边区的男男女女，(合)西里里
里察拉拉拉索罗罗罗太，(合)齐动员那
么嗬咳!

(领)变工队那么，(合)嗬咳，(领)唐
将班子么，(合)嗬咳，

(领)劳动那组织，(合)西里里里察拉
拉拉索罗罗罗太，(合)普遍来那么嗬咳!

(领)劳动英雄么，(合)嗬咳，(领)作
模范呀么，(合)嗬咳，

(领)组织起乡亲们，(合)西里里里
察拉拉拉索罗罗罗太，(合)爬满了山那
么嗬咳!

(领)开梢林那么，(合)嗬咳，(领)开
荒地呀么，(合)嗬咳，

(领)念书的娃娃们，(合)西里里里
察拉拉拉索罗罗罗太，(合)也上了山那
么嗬咳!

(女)妇女们呀么，(合)嗬咳，(女)更
不同呀么，(合)嗬咳，

(女)手摇着纺车，(合)吱咛咛咛吱咛咛
咛嗡嗡嗡嗡吱，(合)纺线线那么嗬咳……

歌曲唱出了生机勃勃的劳动场
景，反映了边区军民加紧生产、支援抗
战的热潮。边区军民唱着这首歌，开
荒种粮、纺线织布，渡过难关，为胜利
打下了物质基础。

1946年3月11日，由于长期过度
劳累，积劳成疾，张寒晖在延安病逝，年
仅44岁。除了留下《松花江上》《边区十
唱》这些名曲外，张寒晖还创作了《游击
乐》《当兵去》等70多首抗战歌曲，成为
抗战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的文化符
号。张寒晖用音乐表达了对国家和人
民的深情厚谊，激励了一代又一代中华
儿女。他与冼星海、聂耳并称“音乐三
杰”，被誉为“人民艺术家”。为了悼念
张寒晖，他的好友、陕甘宁边区文协主
席柯仲平写了一首《追悼人民艺术家张
寒晖同志》，发表在1946 年3月24 日

《解放日报》上。这是一首用民歌手法
所写的悼亡诗。诗前有个小序：“寒
晖！《磨炒面》是你从城壕村学来的一首
民歌。你顶爱这民歌的曲调。你教我
们唱，还曾提炼她，用她来配你《打开脑
筋》一剧里《军民合作》歌。今天，追悼
你我也要用《磨炒面》，你顶爱的这曲调
先为你唱一曲悼歌！”

文化山头葬寒晖，
一把土来一把泪！
你在这里开过荒，
这里把你来安葬！
含泪的黄土垒成堆，
哀悼的诗歌刻成碑。
……

用作曲家最喜欢的民歌作悼词，
既是对作曲家的深切怀念，也表明了
对民歌的热爱，体现的是诗人与作曲
家共同的审美理想。

（三）从《边区十唱》到《军民大生产》
1964 年，为庆祝新中国成立 15

周年取得的伟大成就，周恩来总理
在领导编排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
方红》时，把张寒晖创作的《边区十
唱》编在第四场《抗日的烽火》中，段
落精简为 5 段，正式更名为《军民大
生产》，并且指出：“《军民大生产》是
当时国民党顽固派企图把我们饿死
的情况下，边区军民响应毛主席号
召，展开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自
力更生，战胜一切困难，支持抗战，
而产生的时代强音”。这是对《军民
大生产》崇高而恰当的评价。正因为
它反映了时代的声音，展现了抗日军
民的精神风貌，所以成为永恒的红色
经典歌曲。

《军民大生产》
解放区那么嗬咳
大生产呀么嗬咳
军队和人民 西里里里 察啦啦啦

嗦啰啰啰太
齐动员那么嗬咳

开梢林呀嗬咳
开荒地呀么嗬咳
不分男男女女 西里里里 察啦啦

啦 嗦啰啰啰太
加油干呀嗬咳

妇女们呀嗬咳
都争先呀么嗬咳
手摇着纺车 吱咛吱咛 吱咛吱咛

嗡嗡嗡嗡吱
纺线线那么嗬咳

自力更生么嗬咳
丰衣足食么嗬咳
加紧生产 西里里里 察啦啦啦 嗦

啰啰啰太
为抗战那么嗬咳

又能武呀么嗬咳
又能文呀么嗬咳
人问我什么队伍（一、二、三、四）
八路军那么嗬咳

进入新时代，《军民大生产》仍然以
它强大的生命力活跃在国家、省市各
级舞台上。在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
年 的 重 大 历 史 时 刻 ，包 括《军 民 大 生
产》在内的交响合唱组曲《南梁颂》在
北京国家大剧院进行首演，随后在深
圳、广州、上海等地进行了巡回演出。
庆阳市在建党百年之际，拍摄了本土
电 影《军 民 大 生 产》，并 在 全 网 播 发 。
2023 年 12 月 26 日 ，毛 泽 东 同 志 诞 辰
130 周年纪念日当天，由著名作曲家、
声乐教育家、深圳市文化艺术专家联

谊会会长姚峰改编的三首经典陇东民
歌《咱们的领袖毛泽东》《绣金匾》《军
民大生产》混声合唱全网发布，让经典
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合唱艺术形式进行
传唱，具有了更加鲜明的时代感与艺
术感。

时至今日，在甘肃这片土地上，《军民
大生产》仍然是当地群众劳作时爱唱的一
首红色经典歌曲。大家依旧能从歌曲中
汲取奋进的力量，反哺现实生活，为甘肃
高质量发展增添精神动力。

（作者单位：甘肃南梁干部学院）

在文艺大众化中开启创作之路在文艺大众化中开启创作之路11

22 吸取民间音乐创新内容吸取民间音乐创新内容

33 《《军民大生产军民大生产》》唱响新时代唱响新时代

◀军民大生产纪念馆

张寒晖（1902 年-1946 年），河北定县人。1925 年考
入北平国立艺专戏剧系，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42 年任陕甘宁边区文协秘书长，其间，他深深着迷
于富有泥土气息和高原风味的陇东民谣曲调，在吸收民
间音乐的基础上创作了《军民大生产》。1946 年 3 月 11
日，由于长期过度劳累，积劳成疾，张寒晖在延安病逝，年
仅44岁。

除了留下《松花江上》《边区十唱》这些名曲外，张寒
晖还创作了《游击乐》《当兵去》等 70 多首歌曲，成为抗战
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的文化符号。

◀ 陇 东 军 民
大生产运动中，八
路军第 385 旅 770
团在华池县大凤
川进行屯田开荒。

（本版图片均
为资料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