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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文革”期间古筝艺术的大众化特征

王 琨 洪少华

摘要：本文以“文革”期间古筝艺术为研究对象，在梳理“文革”音乐理论
的基础上，结合当时的社会文化背景，对这一时期古筝作品中所体现出的大众化
特征进行梳理与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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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是中国当代音乐史上一个十分耐人寻味的时期，从政治史

的角度来看也是一段不寻常的历史。在此期间的音乐理论及实践多追求“三突

出”、“三陪衬”、“高大全”的创作模式。“文革”音乐理论是新中国成立后十七

年音乐理论的继续和“文革”政治运动的直接产物，它的发展是由全国几次音乐

实践和批判组成的，而这一时期的音乐实践亦是在音乐理论的指导下相继展开

的。

20 世纪 50 年代末到 60 年代初，古筝作品的创作出现了一个小的高潮，1955

年赵玉斋创作的《庆丰收》、1961 年史兆元创作的《春到拉萨》、1962 年陆修棠

创作的《林冲夜奔》、1965 年王昌元创作的《战台风》等作品，无不对当时甚至

当今中国古筝艺术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进入文化相对贫瘠的“文革”时期，古筝艺术仍广泛存在，作品中群众化与

革命化两种因素表现的最为突出，这一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在“音乐服从于政

治”的“文革”时期，拥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在民族器乐领域占有一定的分量。

1966 年 2 月 22 日，《人民日报》一版刊登了题为《文艺工作者，到农村去锻炼》

的社论。社论指出：“文艺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为工农兵服务，为社会主义经

济基础服务，这是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最正确的，最彻底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

路线”。社论强调：“要演好革命戏，先做革命人。只有真正投身到工农兵群众的

火热斗争中去，在斗争中学习毛主席著作，在斗争中熟悉工农兵，学习工农兵，

把自己的思想感情同工农兵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在生活实践的基础上进行艺术

实践，才能写好、演好工农兵的英雄形象，才能真正以革命的文艺武器为工农兵

服务。

“文革”的初期，工厂和学校纷纷停工、停课，成千上万的知识青年放下书

本，上山下乡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教师被批挨斗，到农场或“干校”进行劳

动改造。众多艺术家被打成“特务”、“叛徒”，关进了“牛棚”。这些因素都大大

限制和延缓了“文革”时期音乐艺术的发展。尤其在民族器乐领域，它不同于体

现主流表现形式的音乐，如红卫兵音乐、“样板戏”音乐和《战地新歌》等，它

们与主流的音乐表现形态相比，处于相对贫瘠、萧条的状态。

20 世纪 70 年代初，进入“文革”后期，尤其是“9 .13”事件之后，周恩

来开始主持中央工作，在文艺上采取开放政策，由于毛泽东对国内文艺创作状态

不满，致使从中央到地方行政官员将“鼓励文艺创作、提高表演艺术水平”作为

一项重要的工作加以开展，同时一大批文艺工作者的“解放”，学校渐渐开始正

常运转，与古筝相关的教学、创作活动也开始恢复正常。

这一时期，古筝艺术的创作紧随政策导向繁荣发展起来，作品大多贴近群众

生活，呈现出典型的大众化特征。虽然这一时期创作的古筝作品数量并不多，但

作品的艺术水准并不逊色于“文革”之前，笔者将这一时期古筝作品分为以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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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类。

一、新创作的古筝曲。如 1972 年李祖基创作的《丰收锣鼓》，1975 年张燕

创作的《东海渔歌》，1975 年陈国权、丁伯苓创作的《清江放排》等，这些作品

由于所反映的内容多来源于人民群众的生活，表达方式明快、积极，创作方式新

颖，声大于韵，并吸收了琵琶的扫轮等技巧，使得声的部分得到充分发展。即使

到了今天，这些作品仍被广泛应用于古筝教学及演出中。

二、由民歌或声乐曲改编而成的古筝曲。如 1972 年焦金海创作的《山丹丹

开花红艳艳》，1973 年史兆元创作的《浏阳河》，1973 年王昌元创作的《洞庭新

歌》，1974 年金凤浩创作的《延边之歌》，1974 年张燕创作的《草原英雄小姐妹》，

1975 年赵曼琴创作的《井冈山上太阳红》等作品；另外，1972 年至 1976 年相继

出版的五辑《战地新歌》中的大量歌曲也被改变为古筝独奏曲，如《焦城的山》、

《绣金匾》、《十里响起一声春雷》等。这些作品选取群众所喜闻乐见的民歌、声

乐曲或电影主题曲改编而成，作品深得广大群众的喜爱，有深厚的群众基础。

三、由革命样板戏改编而成的古筝曲。著名琴家周延甲根据革命样板戏创作

改编了几首古筝作品，如《红灯记》、《打虎上山》、《八百里秦川锦浪翻》、《翻身

的日子》、《打不死的吴青华我还活在人间》、《秦桑曲》等。

早在 1942 年 5 月，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文艺座谈会，毛泽东在《延安文艺

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明确指出：“最广大的人民，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

人民，是工人、农民、兵士和城市小资产阶级。”他认为，文艺必须要为这 90%

以上的人服务，并且，文艺工作者要从思想感情上发生转换。在政治的影响下，

“文革”时期的音乐艺术创作在主题和艺术形式上均呈现出高度“大众化”的审

美趣味。

1969 年 6 月，全国开展以宣传和推广“样板戏”为中心工作的“工农兵文

艺运动”。哲平所写的《学习革命样板戏，保卫革命样板戏》一文刊载于《人民

日报》，文章要求各省、地剧团对于“样板戏”的移植改编，必须审慎从事。在

“八亿人共唱八个样板戏”、大字报“满天飞”、人人手捧“毛主席语录”的时代，

人民群众受“革命样板戏”的影响最大，样板戏被赋予了广泛的政治意义，是文

化革命的典范。而古筝艺术的影响显然远不及“革命样板戏”，但它作为“京剧

样板戏”的众多追随者与模仿者之一，出现了相当数量的样板戏改编曲，如上文

所述的古筝曲《红灯记》、《红灯记》、《打虎上山》、《八百里秦川锦浪翻》、《翻身

的日子》、《打不死的吴青华我还活在人间》、《秦桑曲》等。它们的存在对于当时

工农兵占领文艺舞台、丰富大众艺术的繁荣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古筝艺术的大众化特征，首先体现在编创者主体和艺术创作的服务对象上。

这些由专业音乐家和业余文艺爱好者组成的编创者们进行排列组合，他们在创作

作品时明确的服务对象正是毛泽东所强调的最广大人民，即工人、农民、兵士和

城市小资产阶级，正由于作品面向人民大众，决定了其显著的大众化特征。作品

的题材较为集中，凡是新中国成立之后流行过的作品，都被列入是古筝创作的取

舍对象。在那个时代，除了歌颂社会主义、歌颂毛主席等元素之外，没有更多的

素材可选，另外，由于表达模式较为单一，促使政治话语直接美学化、大众化。

这时期出现的作品，题材内容较雷同，都具有革命性与现实性的特点；而表现形

式亦是喜闻乐见的，便于普遍推广；作品通过最朴实无华的旋律，真实、生动地

反映了那个时代人民的生活面貌。

在审美活动和艺术创作相对匮乏的时期，古筝艺术虽然所占比重不大，但其

出现在人民大众的视野中，其大众化的特征表露无遗，它的出现填充着人们枯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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乏味的精神生活，使人们的业余生活变得丰富起来。在价值取向上,毛泽东提出

的“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以及其中蕴含的“阶级斗争”

原理, 自然就成为了“文革”时期古筝音乐存在的主要理由。

美学与心理所表现出的情绪与情感，是深层与表层的关系。古筝作品中呈现

出的兼具政治美学与大众美学的结构形态，对于古筝这一植根于人民之中的艺术

形式而言，首先它是“文革”政治的直接表现形式，也是“极左”思想借以展示

的平台之一，强烈而直率的政治诉求决定了古筝艺术的政治化本质。其次，这一

时期古筝作品的创作风格与表现形式的大众化特征，决定了其本质的传统化与民

族化。

综上所述，古筝艺术这一形式之所以能够激起创作者的创作热情，赢得观众

的喜爱，其潜在的民族文化气质是不容忽视的，作为动态的呈现方式，其中包涵

着的民族因素、传统基因很容易引起人民群众的心理认同。而民族文化心理结构

是传统文化最核心、最内在的形态，也是民族文化精神的集中呈现，对于体现着

传统文化精髓的民族乐器来说，算得上是民族文化的艺术化典范。它以古筝这一

器乐形式为中介，把群众与创作者之间的文化心理结构紧密的联系在一起。

由此可见，古筝作品在结构形态上体现为政治意识形态与大众化气质的深层

缔结，既符合传统文化心理结构，又使得这种艺术表现形式变得合理化、有效化。

同时，这一时期的古筝作品作为“文革”时期民众精神心理的表达方式之一，她

抚慰着人们贫瘠的心灵。

“文革”时期的古筝艺术既是一种音乐形式、一种文化形态，它又是一种

将政治、意识形态等因素相结合的文化现象。因此，只有将“文革”时期的音乐

与众多因素的关系进行系统的梳理，才可以对其进行客观地评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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