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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期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话语表达与形象建构
——以抗战歌曲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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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音乐对塑造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有着重要价值，在抗日战争的烽火岁月中表现尤为明

显。用歌声激发全民族抗战意识成为那个时代音乐家的使命与担当，他们以抗日救亡为主题创作

了数千首歌曲。以搜集整理的大量抗战主题歌曲文本为支撑，在战时语境下对其进行深度解析。

研究表明，当时的音乐家们通过作品表达了时代的呼声，形塑了各族民众休戚与共、患难与共、生死

与共、荣辱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意识，呈现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果敢勇毅、仁和厚德的精神品格，

并借助长城、黄河、长江、泰山等特定象征物和中华民族代表性英雄人物，实现了对中华民族共同体

的具象化展现，推动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内在之意与外在之象深嵌于全体民众心中，深化了各民族

各阶层民众的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凝聚起激励国人抗战救亡、建设国家的强大精神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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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i四十年代，中华民族面临空前

严重的生存危机，著名历史学家顾颉刚在谈

及如何应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武装侵略和文化

殖民时指出：“唯有我们自己起来，向边地同

胞讲实在的历史，讲彼此光荣的历史，讲全中

国被敌人压迫的历史，讲敌人欺骗边民的历

史，讲全民族团结御侮共同生存的历史。”[1]

这充分体现了彼时知识分子在国难当头时的

家国情怀与使命担当。当时，诸多音乐家为

了激发全民抗战信心与凝聚抗战力量，谱写

了大量抗战歌曲，在这些歌曲中表达了中华

民族共同体话语，建构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形

象．从而在文艺表演和救亡行动的互动中增

强了各民族成员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抗

战歌曲作为抗日战争史研究的重要方面，学

界有长期的积累，成果丰硕。从学科视角看，

集中在历史学、音乐学、政治学等学科；从研

究内容看，涉及对歌曲的战时价值和当代意

义阐释、艺术特色分析、音乐家传记及其作品

评价等方面。近年来，随着铸牢中华民族共

同体意识研究成为学术热点，抗战时期的中

华民族观念及认同研究受到进一步关注，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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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将抗战歌曲的研究转向中华民族观念和

民族精神等方面①。这一方向目前仍有进一

步拓展的学术空间：一是资料的挖掘和利用。

有关抗战歌曲的研究主要聚焦于《松花江

上》《义勇军进行曲》《黄河大合唱》《大刀进

行曲》等知名度高的歌曲，而对大量知名度

较低的歌曲鲜有关注。二是研究深度有待进

一步推进。本文立足于当下学术语境，以搜

集、整理的大量抗战歌曲为支撑，探讨文本中

关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话语表达与形象建

构。希冀从研究视角、研究内容和资料利用

方面，对深化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

有所裨益，为开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教育提供更多素材。

一、抗战歌曲：中华民族文艺救亡的最

强音

著名漫画家丰子恺高度肯定了音乐这一

艺术形式对文艺救亡的独特意义：“抗战以

来，艺术中最勇猛前进的要算音乐。文学原

也发达，但是没有声音，只是静静地躺在书铺

里，待人去访问。演剧原也发达．但是限于时

地，只有一时问一地点的人可以享受。至于

造型美术(绘画雕塑之类)，也受着与上述两

者相同的限制，未能普遍发展。只有音乐，普

遍于全体民众，像血液周流全身一样。”_2]抗

战歌曲的创作与传唱，拥有穿越时空的力量，

极大地促进了救亡图存主题下各族民众的中

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自觉与行动自觉。

1．歌曲创作：“为时而著”与“为事而

作”。从九一八事变至抗战全面胜利的十四

年间，广大音乐家采用全新谱写、民歌改编、

旧曲填词、旧词谱曲等方式，创作了数千首慷

慨悲壮、振奋人心的歌曲。这一跨越身份和

时空限制的创作活动，既是创作主体共同体

意识增强的侧面映射，也为歌曲的广泛传布

提供了良好稳固的社会基础。

从歌曲创作的主体来看，其构成的多元

化印证了救亡运动的大众化特征。有冼星

海、李抱忱、江定仙、贺绿汀、郑律成(朝鲜

族)、桂涛声(回族)、易扬(土家族)等音乐

人，也有郭沫若、闻一多、艾青、成仿吾、端木

蕻良(满族)、黎·穆塔里甫(维吾尔族)等作

家；有绥远抗日救国会、武汉救国宣传会、清

华大学海燕歌咏团等诸多集体作者，更有众

多难以考证具体名字的佚名作者。另外，参

与歌曲创作的还有何香凝、于右任、陈立夫、

杨靖宇、陈毅、凯丰等军政要员，以及胡适、赵

元任、罗家伦、刘半农等新文化运动的代表

人物。

从歌曲创作的时间来看，创作活动贯穿

于十四年抗战全过程。从九一八事变爆发后

《抗敌歌》《奋起救国》《抗日救国歌》《同胞

快醒歌》《勇健的青年》等的诞生，到七七事

变前后《保卫卢沟桥》《夺回平津》《一九三七

年华北抗战歌》《游击队歌》《抗日军政大学

校歌》等的创作；从广州武汉失守后《八路军

进行曲》《朱德将军》《打回广州去》《嘉陵江

上》《保卫黄河》等的谱写，到抗战胜利前后

《总反攻》《东北失守十四年》《抗战八年胜利

到》《胜利不忘共产党》《恭喜恭喜》等的创

作．一首又一首的抗战歌曲映照着中华民族

抗战的卓绝历程。

从歌曲创作的地域来看，创作活动遍及

全国各地。东北沦陷后，抗联将士和爱国民

众创作了《露营之歌》《抗日联军第一路军

歌》等；上海沦陷之前，诸多社团、学校创作

了《旗正飘飘》《四季歌》等；武汉失守之前，

①参见王续添：《音乐与政治：音乐中的民族主义

——以抗战歌曲为中心的考察》，载《抗日战争

研究》2008年第3期；汪洋：《抗战歌曲与中华

民族精神》，载《历史教学问题》2018年第l

期；陈灏月、李焱：《试析抗战歌曲中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的塑造》，载《山西广播电视大学学

报》2021年第2期；于宏伟：《抗战歌曲的“中

华民族”书写考察》，兰州大学2021年硕士学

位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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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翼音乐人创作了《在太行山上》《到敌人后

方去》等；迁居陪都重庆的音乐人创作了《嘉

陵江上》《思乡曲》等；聚集到桂林的音乐家

创作了《到游击队里去》《保卫大西南》等；延

安的文艺家创作了《延安颂》《南泥湾》等；各

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文艺工作者创作了《没有

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新四军军歌》等。

2．歌曲传唱：“人”“时”“地”的联结。

思想启蒙和抗战动员的责任使命，决定了歌

曲亟需实现由作者到民众、由地方到全国、由

个体到群体的扩展。国民政府出于“加强国

民爱国心理，奠定民族复兴基础起见”_31的

政治考量，多次勘定演唱名录、印制发行歌曲

并组织大型合唱活动。中国共产党则更加注

重歌曲传唱、抗敌宣传与革命动员的有机结

合，以期达到“坚定人民抗战胜利和法西斯

最后必然要死亡的信心，动摇敌伪军、扩大解

放区、开展沦陷区T作”_4J的目的，在延安与

各个根据地组织了多场民众喜闻乐见的传唱

活动。中华全国歌咏协会、青救合唱团、民众

歌咏会、汉口海星歌咏队等全国性和地方性

的社团组织，依托自身较高的艺术水准和较

强的组织能力．在广大国统区、解放区甚至沦

陷区开展了多场传唱活动。总之，十四年问

在各大城市和乡村地区开展的各类传唱活

动，往往与重大事件、重要时刻深度契合，使

得其形成了浩大的声势并凝聚了社会的力

量，从而实现“艺术展演”与“政治纪念”的契

合平衡。各族民众在传唱活动中实现了同频

共振，使得原本难以直接体察的共同情感、价

值和精神变得真实可感，深埋于内心深处的

家国情怀逐步演化为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

认同。

二、抗战歌曲关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话

语表达

“抵抗外敌需要动员全民族的集体力

量，需要强化全体国民的共同体意识，需要构

建新的认同符号。”[5]音乐家通过抗战歌曲
44

塑造了各族民众休戚与共、患难与共、生死与

共、荣辱与共和命运与共的共同体意识。

1．休戚与共：中华民族是各民族共同组

成的整体。“现代中华民族观念的形成与演

变．思想论证和社会接受，凝聚着作为现代国

民的中国人之整体认同的政治文化底蕴与时

代精神走向。”[6]抗战爆发以后，如何诠释中

华民族与各民族以及各民族之间的关系成为

时代课题。抗战歌曲关于“中华民族是各民

族共同组成的整体”的话语表达，是对于狭

隘民族主义思想的摒弃，有助于国人对中华

民族观念的整体认知，强化了各族民众休戚

与共的意识。《民族至上》《向着抗战建国的

道路行进》《黄河大合唱》等突出了黄帝对于

中华文明起源与发祥的意义，并将其塑造成

中华人文始祖，“我们都是黄帝的子孙，同在

中华的土地上生长”_7]，“四亿五千万黄帝的

子孙、和平的人民在战斗”[8]。《振兴中华》

《我的中华》《中华我中华》等以“中华中华，

物博地大．五族团结共一家”[9_‘‘立国五千

年，同胞四万万，融五族为一家”[10的歌词表

达，淡化地域、血缘和文化方面的区分，用

“一国如一家，团结如手如足”[11]突出各民

族之间的血脉相连。《祖国进行曲》《中华儿

女》《黄河之水天上来》等将“黄帝子孙”与

“中华子孙”有机融合，进一步拓展了“各族”

的所指范围和“中华”的内在蕴涵。

2．患难与共：日本侵华是各民族共同遭

受的苦难。“在任何一个民族或共同体的记

忆中，集体受伤害，其悲情价值远远大于胜利

的喜悦之情，它更为强烈，更能唤起成员的民

族意识。”[12J抗战歌曲真实载述了日本侵略

者攻城略地、肆意屠杀、奸淫暴虐和奴役掠夺

的种种罪行，是各民族在日本帝国主义铁蹄

下苦苦挣扎的生动证词。其关于“日本侵华

是各民族共同遭受的苦难”的话语表达，使

得国人清醒地感知到亡国灭种的巨大危险，

促进了各族民众患难与共意识的形成与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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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前程万里》《中华儿女》等揭露了日本

帝国主义蚕食中国国土的野心和行径，以

“看锦绣山河，烽烟遍地”_13]“无边锦绣的河

山，染遍同胞的血”[1 4I，抒发了民众对于山河

破碎的悲愤。《抗战到底》在将日本帝国主

义定位于“中华民族死敌”的基础上，再现了

普通民众亲人被杀和家园被毁的惨状，“它

要亡我国家灭我种族，杀害我们父母兄弟，奸

淫我们母妻姊妹，烧我们的庄稼房屋，毁我们

的耕具牲口”[1 5I，揭露了侵略者残暴不仁的

本性。《工人救国歌》《义勇军进行曲》《三民

主义青年进行曲》等则以“祖国在死亡线

上”[16]‘‘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_l 7I，直

面了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现实境遇。

3．生死与共：保卫各民族共同缔造的山

河与国家。“主权是民族国家观念的核心，

是一个民族国家最根本的属性特征，最本质

最高的表现形式。”_l 8_晚近以来，现代民族国

家概念与领土主权意识逐步孕育发展，原本

蕴藏于民众内心的家国情怀在外部势力进逼

之下得到了空前强化。抗战歌曲中关于“保

卫各民族共同缔造的山河与国家”的话语表

达，汇聚起了跨越民族与地域界限的抗战洪

流，强化了各族民众生死与共的意识。一些

歌曲反复重申中国疆域是各民族先民共同开

拓守护的，锦绣河山不容他人随意染指践踏。

比如，《抗敌歌》《保卫祖国》分别以“锦绣江

山谁是主人翁?我们四万万同胞”_l9j“保卫

我们的祖国，把敌人赶出领疆”_20J，明确了各

族民众的国家主人翁地位；《卫国土》《中华

民国前进曲》分别以“一寸地也不许被侵，一

寸土地也不可失守”心lj“中华土地是中国人

的土地，决不容野兽般的暴日到处侵吞”o
2

2I，

表达了各族民众誓死守护国土的决心和勇

气。另一些歌曲强烈呼吁各民族必须团结抗

争，才能使国家不受侵犯、历史不会中断、文

明不被摧毁。歌曲或是以“保卫我们辉煌五

千年的文化，保卫我们全民族同生死的

家”[23]激发民众抗敌热情，或是以“保国、保

种、保我万民，尽我天职献我身”[24一强化民众

抗敌责任，或是以“不分汉满蒙回藏，为中华

作战，大家永远携手行”[25一号召民众共赴

围难。

4．荣辱与共：各民族共同抗战必定取得

最终胜利。“全面抗战初期正面战场失利频

频，抗战到底与最后胜利的把握问题日益凸

显。”_26j抗战歌曲通过对战争性质的分析、战

争过程的阐释和战争结果的预判，抨击了某

些抗战悲观情绪和投降错误主张，其关于

“各民族共同抗战必定取得最终胜利”的话

语表达．彰显了国人百折不挠的气概与抗战

到底的信念，强化了各族民众荣辱与共的意

识。抗战歌曲呼吁，只要各民族、各党派、各

阶层团结起来共赴国难，中华民族就不会被

日本帝国主义所灭亡。《不要叹气悲伤》以

“弟兄们不要叹气悲伤，我中华民族绝不灭

亡”[27I．呼吁国人以乐观心态对待战场上的

暂时失利；《中国绝不会亡》认为，“百万万军

费消耗”和“百余万精兵伤亡”使得日本帝国

主义的侵略战争难以维系，而中华民族只要

抗战到底就绝不会为敌所灭[28I。抗战歌曲

指出，中华民族非但不会亡，还将实现由守而

攻、反败为胜的关键转折，最终夺取民族自卫

战争的全面胜利。无论是“公理一定胜强

权，我中华地久天长”_29_的道理阐释，还是

“胜利总是我们的．决作最后战斗”3‘川的决

心表达．无论是“看最后胜利日，世界和平现

曙光”_3¨的美好展望，还是“看胜利就在眼

前，侵略者总有一天要奔溃，新中华的曙光已

将大地照遍”[32]的画卷描绘，都是歌曲对于

中华民族抗战必胜的殷切期盼与美好祝愿。

5．命运与共：各民族共同创造中华民族

美好未来。“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

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

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

力。”∞3 o展现中华民族同侵略者血战到底的
4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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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概并非抗战歌曲的全部内容．呈现光复旧

物和自立世界的决心能力同样是其叙事主

题。歌曲中关于“各民族共同创造中华民族

美好未来”的话语表达看似感性随意，实则

蕴含了知识分子建构现代民族国家的初步设

想，强化了各族民众命运与共的意识。《国

军凯旋》《歌唱祖国的明天》等将“外患”视为

中华民族复兴事业的主要障碍，认为未来中

国必定是“从此外患都一齐扫尽，再无异族

敢伐戎”_34I，“更没有敌人敢侵入你的边

疆”[35I。《今年是胜利年》《一九四五年新年

到》分别以“幸福和光明属于中国抗战的军

民”[36]．‘人民力量大如潮”∞7『，描绘了未来中

国经济繁荣和政治民主的美好图景。另一些

歌曲撷取了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协和万邦”

“天下大同”思想理念，认为中华民族的复兴

将推动世界大同的实现。《中华民族的复

兴》以“四万万人一个决心，复兴民族亚洲

东”[3 8I，抒怀中华民族崛起腾飞的梦想；《青

年自励歌》以“伟大的中国在东亚的大陆上，

独立、自由、发热、生光”[39I，突m中国在世界

体系重塑中的作用；《勇士凯歌》以“民族平

等如同种”“尊崇正义享大同”[40I，勾勒世界

大同的未来景像。

三、抗战歌曲关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

象建构

“中华民族共同体形象是一种集意与形

为一体的各种意念认知与意象表达的总

和。”[41]歌曲在直接书写并呈现中华民族共

同体果敢勇毅、仁和厚德形象的同时，借助长

城、黄河、长江、泰山等客观物象与代表性英

雄人物，完成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形象的间接

隐喻刻画。

1．果敢勇毅：中华民族共同体形象的直

接书写。果敢勇毅品性是中华民族战胜内在

风险和外在挑战的强大力量，推动着中华文

明在数千年薪火相传中不断向前发展。抗战

歌曲运用“坚强勇毅”“神武”“大无畏”“中
46

流砥柱”“英勇无比”“成仁取义”“刚强如

铁”等词语，直接书写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果

敢勇毅的形象，展现出中华民族的蓬勃生机

与活力朝气，撕掉了外部势力赋予中华民族

的“东亚病夫”“一盘散沙”等污名化标签。

《新军歌》《古行军》《青年从军歌》等，分别

以“我们是黄帝的子孙⋯⋯一致对强敌英勇

的反抗”M2j‘‘黄帝子孙尽维武，屹立中流作

砥柱”_43j‘‘不成功便成仁，才不辜负炎黄为

子孙”_4驯，呼吁国人应当传承弘扬炎帝、黄帝

等先祖顽强拼搏、敢为人先的精神。《中华

复兴歌》《中华健儿》《民族至上》《青年军

歌》《我是中国人》等，或是以“至大至刚，成

f■取义，这是中华的灵魂”[45]‘‘中华民族崇

高无比，岂容暴敌逞强”[7，承续中华民族自

强不息、刚强勇毅的文化传统，或是以“中华

健儿齐努力，奋勇争先。前赴后继”[46]‘‘我是

中国人，我有刚强如铁的身体，我有绝不怕死

的精神”[47『，凸显国人抗战到底、视死如归的

决心意志。

2．仁和厚德：中华民族共同体形象的直

接呈现。仁和厚德理念是中华民族躬身践行

的行为准则与处世之道。抗战歌曲运用和平

博爱、忠孝仁爱、仁义和平、讲信修睦、勤劳俭

朴、浑厚善良等词语，直接呈现了中华民族共

同体的仁和厚德形象，与日本帝国主义穷兵

黩武的形象形成鲜明对比，由此进一步揭示

了战争是由日本帝国主义蓄意挑起并强加于

中华民族的，使中国抗战获得了国际社会更

大范围的舆论同情与行动支持。《伟哉中

华》《我的中华》《建立新中国》等，分别以

“文物冠乎全宇，光辉耀遍东亚”[48]“世界古

国惟中华，地大物博居东亚”[11]“历史悠久，

文化灼烁”[49I，讲述中华文明的发祥起源和

辉煌灿烂。《中华国民》《爱国歌》《热血》

《中华万岁》《国军凯旋》等，或是以“讲求忠

孝1_■爱，讲求f■义和平”[50“同胞四万万五

千万聪明勤俭⋯⋯忠孝，f■爱信义和平”[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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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为着博爱平等自由”[52I，阐释个人层

面的价值追求，或是以“和平博爱独立在世

界之上”[53]‘‘既不夺人利权，又不入侵

土地⋯⋯就本这精气神”[34．凸显中华民族

以和为贵的文化基因。

3．客观物象：中华民族共同体形象的间

接隐喻。“任何符号本身并没有内在意义，

意义只存在于思维之中。所以符号的特定含

义都是对于特定的人而言的。”[54]符号的建

构使用与意义表达具有特定性和内向性，抗

战歌曲通过长城、黄河、长江、泰山等客观物

象，有效地将中华文化内涵、中华民族形象深

嵌于民众内心，从而构筑了全体成员的共有

记忆和共同情感。《前进歌》《长城谣》《义勇

军进行曲》等以“民族脊梁”“血肉长城”喻指

中华民族的不畏强暴和众志成城，号召中华

儿女在抗战中结成新的“万里长城”：“让我

们结成一座铁的长城”_55]‘‘四万万同胞心一

样，新的长城万里长”[56]‘‘把我们的血肉，筑

成我们新的长城”[1 7I。《中华万岁》《中华》

等以黄河、长江代指中华文明，以江河的奔流

不息形容中华文明的绵延不绝：“浩浩黄河，

滚滚长江，雄踞在亚洲的东方”[53]‘‘昆仑五

岳，巍巍雄峙；黄河长江，滚滚东下”[5r。而

《抢黄河》《思乡曲》等则强调了黄河、长江对

于中华民族繁衍生息的重要作用，将两者塑

造成慈爱而又坚贞的母亲形象：“黄河是民

族的母亲，我们抢”_58。“奔流不息的扬子江

呀⋯⋯你是我们世世代代的养母”。59I。除此

以外，昆仑山、泰山、中条山等客观物象也被

运用到歌曲之中，以“巍巍昆仑山，锦绣庄严

我祖邦”∞]‘‘在巍巍泰山，看红日的升起，夕

阳的沈落”_6‘)_“中条山⋯⋯照耀天汉，千秋

万世．永远璀璨”№1，意指中华文明世代相承

和中华民族生生不息。

4．英雄人物：中华民族共同体形象的间

接刻画。“抗战时期民族英雄建构的主旋律

为高度赞扬他们的既往事功，并提升为强大

的民族精神，从而为现实政治即抗战动员服

务。”_62 J抗战歌曲通过讲述诸多历史人物和

抗战英雄的忠勇事迹，间接刻画了中华民族

共同体形象，从而强化了民众的爱国情感并

激发了社会的抗战情绪。一是对历史人物的

描写。有勾践、鲁阳公、苏武、班超、花木兰、

忽必烈、戚继光、俞大猷、郑成功等，赞颂他们

在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形成和发展中的贡

献。如“苦尝勾践胆，誓挥鲁阳戈”[63]‘‘任海

枯石烂，大节不稍亏”_64j‘‘郑成功起金厦，将

明社保：俞大猷据金厦，把倭寇剿”[65]‘‘木兰

跨马一军惊”[66]等。二是对抗日英雄的歌

颂。如《朱德将军》《追悼左权同志》《狼牙山

五壮士歌》《歌八百壮士》《歌唱二小放牛郎》

《游击队之歌》《抗日点将》《悼空军烈士歌》

《颂出征将士》《向泰州独立团致敬》等，均从

不同角度颂扬了中华民族视死如归、百折不

挠的民族气节。创作于1942年的《歌唱二小

放牛郎》，更是以婉转悠扬的旋律和扣人心

弦的歌词，讲述了抗日小英雄王二小的故事，

影响了一代代中国人。

综上所述，“音乐在构筑民族身份方面

起到巨大作用。它的效力取决于它唤起的超

越了社会阶层的‘天生’的情感”_67I。抗战

歌曲中关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话语表达与形

象建构，是音乐家在民族危机空前严重时开

展的知识生产活动，深化了各阶层民众的中

华民族共同体认同．从而凝聚起强大的精神

力量，激励着国人抗战救亡、建设国家和复兴

民族的信心。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深挖历史资源和建构中华民族共同体历

史记忆成为当务之急。通过对抗战歌曲文本

的再利用、再解读，全面呈现抗战语境下中华

儿女共命运的心路历程。以史为鉴，不断增

强各民族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

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构筑各民族共有的精

神家园．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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