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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时期红色经典歌剧的

人民性及其当代价值

殷瑛#于兰英
"湖南工业大学 音乐学院#湖南 株洲 3#!$$1$

摘4要#延安时期的红色经典歌剧在革命文艺发展史上彰显了深刻的%人民性&!其内涵主要体现在四个维度上!即

扎根生活!讲好中国故事#传递思想!引导国民精神#饱含情感!激发心灵共鸣#树立理想!表达美好愿望$ 在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期!对延安时期红色经典歌剧人民性的认识和把握!有利于传承中国革命进程中经典文艺作品的

优良基因!对当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传播"文艺创作审美观的发展和中华民族革命道德观的塑造均具有重要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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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63!年 "月#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

讲话.中强调!%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

题#原则的问题&'由此明确了延安时期文艺作品

%人民性'的立场和属性#并诞生了如-白毛女.-军

民进行曲.-刘胡兰.-血泪仇.-兰花花.-秦洛正.

-赤叶河.等一大批红色经典歌剧& 时隔 1! 年#

!$#3年 #$月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

会上提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

!$!#年 1月 #日#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再次强调要%践行以人

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文艺的人民性品格得以传

承和延续的同时#其内涵也得到了进一步的丰富和

创新& 探寻延安时期红色经典歌剧%人民性'的当

代价值#有助于深化和延伸红色经典歌剧的新能

量(新魅力#真正做到%涵弄正气(淬炼思想(升华境

界(指导实践'

!

&

一4延安时期红色经典歌剧发展概况

延安时期是指 #6)" 年 #$ 月到 #63* 年 ) 月

这段中共中央%落户'陕北的 #) 年#这一时期的

%红色经典歌剧'即指%#63! 年以来在-在延安文

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指导下文学艺术工作者创作

的具有民族风格(民族作派(为工农兵喜闻乐见的

作品'

"

& 延安时期是中国革命精神形成和发展

的重要时期#这一时期的新戏剧运动无疑在革命

精神(民族精神和道德精神的传播上起到了巨大

的推动作用#同时也在艺术性上达到了新的高度#

诞生了许多经久流传的红色经典歌剧&

早在 !$世纪 !$ 年代#以黎锦晖为代表的儿

童歌舞剧拉开了西洋戏剧表演形式在中国本土探

索和创新的序幕& 从 #6!$ 年到 #6!6 年#黎锦晖

共创作了 !3 首儿童歌舞曲目和 #! 部儿童歌舞

剧#如-小小画家.-麻雀与小孩.-三蝴蝶.等#题

材大多为中国传统的童话(神话#曲调具有鲜明的

民族特色#语言通俗#朗朗上口#舞台形式是歌(

舞(剧三位一体的综合性表演#形成了%歌剧雏

形'

#的戏剧品格& 可以说#黎锦晖对这种综合戏

剧艺术与本民族审美趣味相结合的尝试#对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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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时期红色经典歌剧的创演产生了很大的影

响#张庚先生就说过!%我赞成新歌剧不只从秧歌

剧时候算起#而应该从黎锦晖的-小小的画家.等

算起&'

!

!$世纪 )$年代#随着左翼音乐运动和救

亡音乐思潮的发展#音乐成为对敌斗争的有力武

器#大批无产阶级革命新音乐被创作出来#成为延

安音乐运动的先声& 像苏区的音乐作品就已经具

有了鲜明的革命性和群众性#有强调军队纪律的

歌曲-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有表现工农群众参加

革命的-工农革命歌.#还有一些小型%歌唱剧'

-苏区景.-血汗为谁流.等#这些音乐是中国共产

党直接领导下的革命文艺产物#有着深厚的群众

基础和旺盛的生命力#为延安时期红色经典歌剧

的诞生奠定了基础& #6)# 年%九一八事变'后至

#6)"年%一二2九运动'前后#抗日救亡歌咏运动

已经成为全民性热潮#人民的抗日呼声不断高涨&

#6)0年 *月#尽管民众歌咏会被国民党南京政府

勒令解散#但救亡音乐的星星之火得以在延安保

留并发展成燎原之势#全国各地的爱国音乐家如

吕骥(冼星海(贺绿汀(马克(李焕之等开始汇聚延

安#延安成为%歌唱的城市'&

但是#当时延安文艺界的情况比较复杂#长期

积累的宗派主义和内部的思想斗争初显端倪#特

别是戏剧方面的创作出现了脱离群众和实际生活

的情况#演出的大多是外国文学经典#与人民群众

的生活经验和审美习惯相去甚远#难以引起共鸣#

也缺乏政治责任感#无法起到团结人民(教育人民

的作用& 针对这种情况##63! 年 " 月 ! 日#中共

中央宣传部在延安杨家岭召开文艺座谈会& 会

后#毛泽东将两次讲话整理为-在延安文艺座谈

会上的讲话.#解答了文艺%为谁服务'和%如何服

务'这两个根本问题#提出文艺工作者必须深入

群众(熟悉群众(理解群众#转变自身思想来靠近

群众#由此确立了延安文艺的%人民性'&

-讲话.后#延安迅速成了新歌剧事业发展的

根据地#全国各地优秀的文艺工作者汇聚延安#开

始对传统民间艺术(戏曲和秧歌剧等进行全新的

改编和演绎#在 #63! 年 " 月到 #63* 年 ) 月间创

作了一大批耳熟能详(深受百姓喜爱的红色经典

歌剧#特别是 #63"年根据富有传奇色彩的民间传

说%白毛仙姑'的故事编撰而成的剧目-白毛女.#

在延安演出后获得巨大的成功#在具有中国作风(

中国气派的红色经典歌剧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

义& 延安歌剧的成功经验进而传播和发展到其他

的革命根据地和大后方#先后诞生了晋察冀的

-王秀莺.-宝山参军.+重庆的-红梅记.+晋绥边

区的-刘胡兰.+晋冀鲁豫边区的-赤叶河.以及

-农村曲. -塞北黄昏. -军民进行曲. -兰花花.

-血泪仇.等一大批红色经典歌剧& 这些红色经

典歌剧体现了革命性(人民性和艺术性高度融合#

成为中国文艺史上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二4延安时期红色经典歌剧人民性的

内涵

何谓文艺的%人民性'/ 按照-现代汉语词

典.的解释#人民性是文艺作品%反映广大人民思

想(生活要求和愿望的特性'

"

& 文艺的%人民性'

概念最早出现在德国##11* 年#赫尔德在-诗歌中

各民族的声音.中首次提到%人民性'#但此时的

人民性与民族性基本没有界限& #*#6 年#俄国诗

人维亚捷姆斯基在写给屠格涅夫的信中#也提到

了%人民性'的问题#随后#普希金在-论文学中的

人民性.一文中对%人民性'进行了%民族性'%民

众性'意义上的阐释!%作家的人民性是一种只能

为本国同胞赏识的优点,,,对于别人来说#它要

么不存在#要么可能是一种缺陷&'

#

%在悲剧中展

开的是什么呢/ 它的目的是什么呢/ 人和民

众,,,人的命运和民众的命运&'

$后来#别林斯

基在继承普希金观点的基础上#认为人民性是对

最底层人物生活的忠实描写& 马克思在-法兰西

内战.一书中#将人民的理解拓展为%男人(妇女

和儿童'

%

#%是指与旧的统治者相对立的革命群

众#属于社会的大多数'

&

#并提出文艺要为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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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庚!-新歌剧必须与群众相结合,,,在新歌剧问题讨论会上的发言.#-剧本.#6"1年第 3期&

-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 #616年版#第 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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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群众服务的美学观点& 十月革命之后#列宁

提出艺术是属于人民的#并且要%在广大劳动群

众的底层有其最深厚的根基'#%必须结合这些群

众感情(思想和意志#并且提高他们'

!

& 总的来

说#俄国文艺界所理解的人民性更多的是强调人

民的集合性意义#这成为我国延安时期文艺%人

民性'的重要思想基础&

延安时期文艺作品的%人民性'是在-讲话.

的指导下凸显出来的& 毛泽东在-讲话.中屡次

提到%人民'一词#他指出!%最广大的人民#占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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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们的文艺#第一是为

工人的#这是领导革命的阶级& 第二是为农民的#

他们是革命中最广大最坚决的同盟军& 第三是为

武装起来了的工人农民即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

人民武装队伍的#这是革命战争的主力& 第四是

为城市小资产阶级劳动群众和知识分子的#他们

也是革命的同盟者#他们是能够长期地和我们合

作的& 这四种人#就是中华民族的最大部分#就是

最广大的人民大众&'毛泽东强调了人民的%广大

性'%阶级性'#突出了阶层之间的联盟关系#具有

浓郁的政治性意味#而此时的%人民性'就拥有了

一种集合性的底色#代表了无产阶级的政治立场

和诉求#是马克思主义文艺人民性思想中国化的

具体实践& 以-讲话.为依据#延安时期红色经典

歌剧的%人民性'包括四层含义!第一#源于人民#

创作者自觉地站在人民的立场上#创作素材源于

人民真实的生活#是人民真正关心或对生活有意

义的#%人民生活中本来存在着文学艺术原料的

矿藏44它们是一切文学艺术的取之不尽(用之

不竭的唯一的源泉'& 第二#为了人民#把满足人

民的精神文化需求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无论

高级的或初级的#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

众的'& 第三#依靠人民#通过群众的力量来塑造

人物形象#通过群众的眼光来评价作品的意义和

价值#%只有代表群众才能教育群众#只有做群众

的学生才能做群众的先生'& 第四#服务人民#创

作的作品服务于人民的审美理想和价值追求#体

现出高尚的审美品格和革命道德精神#使欣赏者

从中获得美的享受#同时得到思想和情感上的升

华& %革命的文艺#应当根据实际生活创造出各

种各样的人物来#帮助群众推动历史的前进'&

延安时期红色经典歌剧作为当时解放区最受

欢迎的文艺形式#将%人民性'巧妙地融合在创作

和表演里#主要体现在四个维度&

!一"扎根生活$讲好中国故事

扎根群众(扎根生活#是红色经典歌剧人民性

的第一个特征#也是繁荣社会主义文艺的必由之

路& 在延安文艺整风运动之前#不少文艺工作者

选择用纯文艺的东西来展示自己#脱离了群众(脱

离了时代#不仅当时在延安的老百姓看不懂#而且

作品也无法起到团结人民(教育人民的作用& 针

对这一现象#毛泽东在-讲话.中强调!%有出息的

文学家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地无条

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比如歌剧

-白毛女.在创作初期并不顺利#%前三幕在大操

场上连排时#全院师生员工反应冷淡#不少人不时

皱起眉头#窃窃私语的议论#戏演完了也没有人鼓

掌'

"

& 大家认为剧中的喜儿和农民的形象不符#

中不中(西不西(今不今(古不古#成了%四不像'&

后来#贺敬之(丁毅及马可等艺术家在重排时选择

从人物的生活出发#将叙事重心放在了杨格庄的佃

户杨白劳和其女儿对地主黄世仁的仇恨以及顽强

斗争的精神上#在故事性上引发了观众强烈的情感

共鸣+同时在形式上也选择了人民群众熟悉并容易

接受的表演形式#比如用大家都能听懂的普通话作

为对白#演唱素材均源于当地民歌和河北梆子曲

调#使观众们倍感亲切#成功地塑造了一部经典歌

剧& 刘白羽先生这样形容当时歌剧演出的情形!

%他们踏着轻盈的舞步走到广场上来#他们是那样

光辉#这光辉#引逗着观众的视线#打动观众的心#

观众为他们的灾难落泪#为他们的胜利鼓掌#他们

把千百万群众心里的话#响亮地歌唱出来&'

#

!二"传递思想$引导国民精神

鲁迅先生曾说过!%文艺是国民精神所发的

火光#同时也是引导国民精神的前途的灯火&'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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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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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红色经典歌剧的人民性#还体现在每部作品

都有着崇高的立意追求#在扎根生活讲好中国故

事的基础上#提炼出高于生活(超越生活的时代精

神和伟大思想#在%润物细无声'的过程中提升人

民的思想境界#坚定人民的政治立场和革命决心&

如歌剧-刘胡兰.中传递出的%生的伟大(死的光

荣'的革命精神#-白毛女.中表达的%旧社会把人

逼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的思想主题#等等&

歌剧中的人物从人民群众的生活中来#又通过艺

术形象推广开来#成了革命思想的传递者#获得了

直接引领人民精神的力量&

!三"饱含情感$激发心灵共鸣

延安红色经典歌剧的创作就是通过将作品里

的人物放在特定的语境中#融入对当地生活的体

验和对地方性文化的理解#塑造出一个个性格鲜

明的人物角色#并通过音调(节奏和旋律风格等表

达人物情绪#增强戏剧性效果#来促成情感共鸣&

因此#作品里每个人物都是%有血有肉'的活生生

的角色#一举一动(一言一语都饱含情感#并通过

艺术化的表达释放出来#引导观众感同身受#获得

审美体验的升华& #633 年#冀中军区火线剧社和

九军分区前哨在创作歌剧-血泪仇.的时候#演员

们为了吃透剧本#不分昼夜对剧中的角色进行揣

摩#对每一句念白和唱词进行反复演练#情到深

处#伴奏的老琴师边拉边哭#大家深陷在这种阶级

仇(民族恨中无法自拔& 正式演出时#台下的观众

也是哭成一片#对剧中河南老农王仁厚一家的悲

惨命运唏嘘不已#对国民党反动派和日寇汉奸的

罪行无比仇恨& 演出后#人们纷纷采取行动#有青

年一散戏就报名参军#有夫妻背上军鞋就去支前#

歌剧这种艺术形式在当时产生了巨大的精神力

量#在传播革命道德(鼓舞革命士气上发挥了重要

的作用&

!四"树立理想$表达美好愿望

延安时期红色经典歌剧的人民性还体现在树

立革命一定会胜利的伟大理想并表达对未来美好

幸福生活的向往上& 歌剧-刘胡兰.中的经典唱

段-一道道水来一道道山.是刘胡兰送别心上人

王本固和其他子弟兵们所唱#由不同感情色彩的

5S<单三部曲式构成#其中柔和抒情的5段通过

宽广的音域和大起大落的旋律进行#描绘了祖国

的壮丽山河#暗喻了刘胡兰豁达的胸襟+速度加

快(力度加强的S段则着重表达了刘胡兰坚定的

革命理想+变化最大的 <段通过情绪(力度和气

息的控制突出重音和高音#表达了%风会停云会

散#阎匪总会消灭完#等着吧到了胜利的那一天#

我们再相见'的美好愿望#使欣赏者备受震撼和

鼓舞& 被称为%人民音乐家'的冼星海先生创作

的歌剧-军民进行曲.从抗日战争的现实需要出

发#通过朗朗上口的民谣风格和真实感人的故事

情节#艺术感染力极强#成为当时国统区影响力最

大的一部经典歌剧#激励着人民群众为了美好生

活英勇战斗的信心和决心#是一次%中国气派'在

歌剧创作中的成功实践& 冼星海谈到-军民进行

曲.的创作#认为%我们不独要把握歌剧要有)艺

术的*)政治的*和)社会的*深刻含义#我们还应

利用这三种条件去领导全民族#使他们通过歌剧

感到一种新的生命力量#去增强抗战的决心'

!

&

三4延安时期红色经典歌剧人民性的

当代价值

!$#*年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让信

仰之火熊熊不息#让红色基因融入血脉#让红色精

神激发力量&'延安时期的红色经典歌剧#承载了

老一辈革命家的信仰和革命精神#书写了中国共

产党的光辉历史和责任担当#再现了为党的革命

事业奋斗终身的英雄形象#这些作品中所彰显的

深刻的人民性#正是中国共产党人不忘初心的价

值基石#也是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中国化的根本

原则& 延安时期红色经典歌剧中蕴含的人民性#

应该说为新时期的歌剧改编和创作提供了示

范#其中铸造的关于人性(人情和人格的经典审

美形象#具有高度的象征化色彩和魅力#为我们

提供了深厚的历史经验和丰富的创作资源& 一

方面#在社会经济转型的过程中#红色经典作为

重要的历史文化遗产#对其再利用成了国家重

塑集体记忆的最佳途径+另一方面#改革开放后

各种价值观对人们精神世界的冲击和颠覆#信

仰危机和怀旧情绪接踵而来#红色经典的强势

回归成为必然&

*"#

!冼星海!-我对于创作歌剧0军民进行曲1的一点意见.#载-冼星海全集"第 #卷$.#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6*6年版#第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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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传播上具有

促进作用

有学者指出#在 !$世纪 *$年代中期到 6$ 年

代中前期#文艺%人民性'出现了隐退与变异的特

征!

& 进入 !$ 世纪 6$ 年代中后期#虽然在文艺

界重新掀起了一股改编经典的热潮#然而对红色

经典的重述和改写#却一度陷入商业化和市场化

的漩涡#红色经典成了消费主义的牺牲品甚至是

恶搞的对象#其中的人民性非但没有得到彰显#反

而产生了许多负面影响#不利于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的传播& 习近平就指出!%在有些作品中#有

的调侃崇高(扭曲经典(颠覆历史#丑化人民群众

和英雄人物44有的胡编乱写(粗制滥造(牵强附

会#制造了一些文化)垃圾*&'

"特别是当下在互

联网上流行的文艺作品中#%历史常常是被颠倒

了#民族常常是被丑化了#国家常常是被践踏了#

文艺失去了民族脊梁和时代魂魄#显露出一派雕

琢面孔和卑陋神态'

#

&

针对这一情况#重读(廓清延安时期红色经典

歌剧中的%人民性'#讲好%中国人民为何选择中

国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何以救中国'的革命故

事#彰显%自由(平等(公正(爱国(诚信(友善'等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能重新鼓舞和激励当代的

中国人民攻坚克难(从胜利走向胜利& 习近平指

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贵在坚持

知行合一(坚持行胜于言#在落细(落小(落实上下

功夫& 要注意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日常化(具

体化(形象化(生活化#使每个人都能感知它(领悟

它#内化为精神追求#外化为实际行动&'

$延安时

期红色经典歌剧对人民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的

建构是通过民间叙事(生活叙事来完成的#表达的

是为了美好幸福生活而拼搏和奋斗的情感#这种

深入生活的艺术形式在人民群众中能引起广泛的

共鸣#他们喜欢听(愿意学(能够唱#像-白毛女.

中的经典唱段-北风吹. -扎红头绳. -我要活.#

已成为人们耳熟能详的经典唱段#据不完全统计#

歌剧-白毛女.创作至今#在国内外的演出已超过

一万次#观看人数已超过数亿#并被改编成电影(

舞剧(戏剧等艺术形式#在当代仍具有极大的感染

力#能够给予人民群众正确的思想指引+像-军民

进行曲.-宝山参军.-无敌民兵.等经典歌剧可以

让当代人民群众进一步了解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历

史#体会到现在的生活多么来之不易#感受到自强

不息(艰苦奋斗的社会主义正能量#进一步增强他

们的社会责任感+此外#像-兄妹开荒. -夫妻识

字.等经典歌剧以贴合群众生产(生活的通俗易

懂的形式传播了%诚实劳动'%信守承诺'%诚恳待

人'%男女平等'%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等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能引导和激发人们的劳动热情和革

命精神& 因此#延安时期的红色经典歌剧拥有长

久的生命力#成为经久不衰的精神滋养#能推进人

民群众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深刻领悟#建构

起核心价值观和人民情感高度契合的集体认同

空间&

!二"在当代文艺创作审美观的发展上具有

纠偏作用

!$ 世纪 *$ 年代以来#受%文艺社会学'影

响#我国在文艺创作特别是大众文艺创作上呈

现百花齐放的局面#以前所未有的发展速度影

响着人民群众的业余生活& 在文艺创作审美观

上#也呈现了不同以往的多样性和丰富性& 但

是#一方面#在%快餐文化'的影响下#为了迎合

大众的低级趣味#当代一些文艺创作以%时尚

化'%商品化'为准则#自身的审美属性被消解#

审美观被扭曲#创作的作品%往往与文艺的消费

主义(娱乐主义等倾向不谋而合#消解思想价值

与精神引领#单纯追求产业商品趣味#还有平面

复制(广告植入()夸示性*消费等#这已使文艺

的人民性向度的思想内涵与审美原则遭受干扰

和扭曲'

%

& 另一方面#在西方文论的影响下#不

少中国当代文艺创作者患上了%失语症'#也鲜有

人愿意走进基层民众的生活中进行体验和创作&

%文艺对人民大众与现实生活的关注不断降低#

6"#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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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社会不良现象的批判力度不断减弱#有的甚至

模糊了真善美与假丑恶的界限#出现了这样那样

脱离人民的不良倾向'

!

&

在这种审美观严重偏离的情况下#通过对延

安时期红色经典歌剧中人民性的传承#可以检视

和矫正当代文艺创作中存在的审美观扭曲现象#

引领当代人民群众的文艺需求和审美趣味#因为

其中描写的%永远的楷模'在今天仍然能激发人

们的心灵共鸣#即便身处不同时代#我们仍能从这

些经典中体验到相通的审美情感#体验到人性的

善与恶(卑劣与崇高#体验到自身命运与民族命运

血肉相连的使命感#激发对生命价值的追求和对

现有美好生活的珍重"

& 如 !$#6年 0月 )$日#川

剧-江姐.进京演出#江姐扮演者沈铁梅对人物心

理进行了深度刻画#如在要见到丈夫时的羞怯(在

丈夫遇难时的悲痛(对丈夫的追忆等细节上的描

写上入木三分#塑造了一个更完整(更真实(更感

人也更具%人性魅力'的英雄人物#其中既有%小

我'的情怀抒发#又有%大我'的精神追求#%大我'

与%小我'相互交融#合为一体#使观众获得了完

整的审美体验#不愧是一部有血有肉(感染人心的

经典作品#是%人民性'在当代传承的典范& -中

国戏剧.主编罗松指出!%英雄人物不仅有伟岸骨

骼#也要有丰满的血肉+有崇高的理想#也要有一

己情怀+不仅有人性的超越#也要有世俗牵挂& 当

人性达到最美好的时刻#也就是人性和党性高度

的统一&'

#

!三"在中华民族革命道德观的塑造上具有

培根作用

列宁曾强调#人民的艺术%永远贯穿着民族

的精神'& 但是#改革开放以后#随着社会经济的

转型#人们的精神需求日益丰富#而当代的文艺创

作存在%有数量缺质量#有)高原*缺)高峰*的现

象'

$

#很难彰显%向美向善' %美善相谐'的正面

价值#无法解决如今的%道德缺失'%信仰危机'等

困惑和难题&

延安时期是中国革命道德形成发展的关键时

期#这一时期的红色经典歌剧以%中国作风(中国

气派'的方式描绘了人民丰富多彩的世界#表现

了革命战争时期人民群众的英勇不屈#把中华民

族的%英雄主义和浪漫主义精神(爱国主义与集

体主义的品格(大公无私与团结奋斗的操守以及

追求平等(自由和对美好幸福生活的热望等等'

%

革命道德观#以艺术化的形式淋漓尽致地展现出

来#显示出了强大的道德力量#其中闪耀的%人民

性'光辉#在当代仍然有着培根铸魂(凝神聚气的

作用& 正如有学者所言!%这些作品具有穿越时

空的精神感召力与思想引领力#总能在新的时代

条件下绽放新光彩(释放新能量(彰显新魅力&'

&

一方面#延安时期红色经典歌剧的人民性#表现在

主人公为了%人民利益'和%民族利益'不懈拼搏和

奉献的精神上#展现出一种%民族性情感'和%道德

性情感'的融合统一#具有%榜样作用'和道德导向

性#如歌剧-无敌民兵.王登高(路长贵(何志平(张

大发等一批游击健儿善良(勇敢(不畏强暴的英雄

形象#揭示人民必胜(反动势力必败的深刻主题#具

有极高的道德价值& 另一方面#这些经典歌剧描绘

了人民群众作为主体力量#为了民族的独立和国家

的富强#通过中国革命斗争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的

情景#如歌剧-惯匪周子山.就是人民群众齐心协

力反特除奸的经典作品#通过这种极富感染力的艺

术形式自然地激发了观众%感同身受'的崇高情

感#能促使他们产生对中国共产党(中华民族无与

伦比的自豪感和自信心#并能以同样的情感对待社

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伟大成就&

结语

延安时期虽已日渐远去#但是延安精神永存#

延安红色经典歌剧中内蕴的%人民性'永存& 传

承这些作品中承载几代人民群众集体记忆的红色

基因和精神血脉#仍然是增强国家和民族认同感(

树立文化自信(凝聚崇高信仰的必由之路& 习近

平强调#我们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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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道路#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

性发展#继承革命文化#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

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建设社会主义文

化强国'

!

& 让我们从这些红色经典歌剧中汲取

宝贵的营养#让%人民性'绽放出新的光辉#谱写

出当代文艺复兴的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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