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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国歌曲对民族主义的建构
———以歌词为中心的考察

徐 曼 珊
（中国人民大学 国际关系学院，北京 １００８７２）

［摘　要］音乐是一定社会文化、政治环境的产物，能准确把握和及时反映时代的主旋律，
能动地反作用于时代的政治。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国复兴起以“富强”为主要内容的民族主义，
受到思想解放激励的音乐界也正当蓬勃发展之时。彼时，音乐工作者们精心编写歌词，树立民

族认同，抒发民族情感，彰显民族精神，唤醒民众的爱国热情与民族主义情结，为转型期的中国

提供了新的合法性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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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音乐作为人类社会中的一种现象，与其存在的
时代、文化背景、政治现实密切相关。２０世纪８０年
代，中国从封闭转向开放，随着改革的进行，市场经

济的发展，社会利益逐渐多元化，出现不同阶层的分

化，过去强调“政治挂帅”、“阶级斗争”的艺术表现

已不适应新形势下日益多样化的精神需求，相应地，

僵化的国家意识形态也难以满足对广大社会各阶层

进行整合的需要。因此，中国的政治领导人转向民

族主义，以便从中获得新的凝聚力和合法性资源。

此阶段民族主义的主要内容是以“富强”为目的并

与现代化相伴随。此外，在“文革”十年的思想垄断

和政治高压骤然解禁之后，中国大地真正呈现出一

派“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蓬勃景象。其中，音乐

也受到活跃的思想的影响，蓬勃发展，反映甚至形塑

着新兴的民族主义。政府在有意识地引导使民族主

义最大限度地为中国的民族国家构建和社会主义建

设服务方面，也充分利用了音乐的特性。在此特殊

的历史时期中，二者可谓相互激荡、相互影响。故本

文拟以歌曲的歌词为载体，以民族主义为方向，探讨

二者之间的互动关系。

一、重构中国“共同体”①

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文学艺术百

花齐放，反思“文革”，中国的精英们面临着如何评

价这段历史、如何认知国家以及如何引导人民重构

对于民族国家的认同的问题。对于共同体的建构有

很多途径，如国民教育、颁布法律等。其中，歌曲因

其形象生动、受众广泛的特点发挥了独特的作用。

（一）回归历史重新确立集体想象

中华民族的历史悠久灿烂，对历史的自豪是将

全民族连结起来的纽带，中国人民有共同的历史记

忆和共享的尊严。十年“文革”带来对社会秩序和

思想观念的双重冲击，“破”字当头，“立”却没有跟

进。因此，在全面调整和改革的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为
了摆脱这种失范的状态，为了给社会主义建设提供

精神支持，就“必须发扬爱国主义精神，提高民族自

尊心和民族自信心”［１］。而重新解读、发现和建构

历史，有助于增强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激发对祖国

的热爱，培养积极的民族主义情结和投身社会主义

建设的热情。通过展现共同的经历，强化集体记忆，

使民族国家的每个成员更清醒地意识到“我们是

谁，我们来自何方”，重新唤起一种“我们属于同一

个共同体———中华民族”的想象。

歌曲创作亦用此法。第三届全国青年歌手电视

大奖赛上以高分获“优秀新作品奖”的《我热恋的故

乡》，欲扬先抑地勾勒了一幅“并不美”的故乡图画：

“低矮的草房”、“苦涩的井水”、“干涸的小河”、“贫

瘠的土地”，但这是当代人与祖先的共同经历，都在

这片土地上辛勤耕作，收获微薄的希望。“住了一



年又一年，生活了一辈又一辈”，与祖先的想象的关

联使得当代人依然对这片土地“亲不够”，因而在结

尾以热情、执着的呐喊表达了改造故乡的决心和信

心。１９８５年“当代青年喜爱的歌”评选中获三等奖
的《那就是我》，旋律仿佛吟诵，道出游子对故乡的

思恋。以故乡的“小河”、“水磨”、“炊烟”、“牛车”、

“渔火”、“沙滩的海螺”、“青山的倒影”等为关怀对

象，利用一系列象征固化了人们对于故乡的朴素情

感，完成了对于共同体的想象。这类歌曲还包括如

入围１９８５年“当代青年喜爱的歌”评选的《多情的
土地》，勾画出所有人心中共同的妈妈般的“土地”

形象，这个封闭的地理空间同时还是具有血脉意义

的族群空间，给人以深沉的历史感。

由于关于民族国家共同体的想象是历史地继

承、延续的，把过去和现在相连，才更利于民族心理

认同在代际之间的传承。第二届“当代青年喜爱的

歌”获奖歌曲《我们是黄河泰山》（１９８６）以豪迈的气
魄追溯过去，将“祖先的历史”比做“黄河万古奔

流”，将“中华的风骨”比做“泰山千秋耸立”，尽管过

去有过“辛酸”、“愤怒”和“苦难”，但是当代中国人

不会愧对祖先，“中华的希望像太阳一定会升起”，

对于民族精神的呼唤荡气回肠，中华儿女的历史责

任感油然而生。同类歌曲还包括如《黄河源头》

（１９８８），“黄河的源头在哪里？在昨日发黄的史书
里”，“浑格嘟嘟的流呀流，流千年积怨，甜格润润的

飞呀飞，飞千里万里；一朵浪花，是一个故事，洒向那

个神州古老的土地”，“一朵浪花，是一个脚印，向太

阳那个升起的地方走去”。词作者借歌唱黄河源头

来展现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历史，悠久的文明史足

以激发炎黄子孙对祖国由衷的热爱与自豪。

（二）以祖国为母题激发情感共鸣

文学艺术本身与国家观念有着天然的联系，祖

国作为文艺创作的母题是永恒的。［２］许多以祖国为

抒情对象的优秀作品都饱含音乐家个体对于祖国的

热爱，并由此唤醒听众群体心中的情感共鸣。《我

和我的祖国》（１９８４）一歌的词作者在接到曲谱之
后，一直在琢磨怎样才能恰如其分地表达曲调所蕴

含的情绪。后来在张家界采风时，看见窗外的天子

山风光无限，瞬间，他想到了有着锦绣山河的祖国，

“我和我的祖国……”从心底喷涌而出。［３］真情实感

才能使听众感同身受，完成对于共同身份的想象。

而事实上这首充满了对祖国的深情厚爱的歌曲在李

谷一首唱之后，也迅速得到群众的广泛欢迎，久唱

不衰。

《祖国啊我永远热爱你》、《祖国慈祥的母亲》等

许多作品都采用了把个人和祖国之间的关系比喻为

子女与母亲的审美手法，重新阐释、认识、表述历史，

激发一种政治的爱。关于亲族关系的词汇（如祖国

母亲等）与关于故乡的词汇都是指那些与人们有自

然联系的事物。“在所有‘自然的’事物中总是都存

在着某些不容选择的东西。因此，民族的属性就被

融入肤色、性别、出身、出生的时代等———所有那些

我们无法选择———不得不这样的事物中。”［４］１７０因

此，对于共同体的想象就带有了一种古老而神圣的

意味。无可选择、与生俱来的“宿命”使得“民族可

以要求（成员的）牺牲”［４］１７０，而且这种牺牲被认为

是无私、伟大且尊贵的。这就是一种爱国主义情怀。

对民族共同体的爱唤醒了民族主义意识，使人们可

以为国家献出生命，正如２０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
人民所表现出的那样。

二、凸显民族认同

民族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总体风貌一旦形成

就不会发生大的变动，所以民族认同也是稳定存在

的，但不同代际间总会有差异。新时期的民族认同

所发生的变化，通过民族精神和民族象征凸显出来，

使人民明辨并继续凝聚在一起。

（一）民族精神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的彰显
卢梭认为“每个民族都拥有，并且必须拥有品

质特征”［５］２７，这是不同民族间彼此区别的重要表

现。此处民族的品质特征可理解为民族精神。２０
世纪８０年代歌曲中表达的民族精神可概括为：忠
诚、开拓、创新、执着、奋斗、奉献等。第二届“当代

青年喜爱的歌”获奖歌曲《心愿》（１９８７）真实地反映
了全国人民共同的心愿，也唱出了中华民族的精神：

“当年我打起腰鼓诉说心愿／纯朴的人们翘首
期盼／心灵在播种着富强的梦幻／翻身的土地争奇斗
妍／虽然严冬太久／冷却了激动的笑颜／挺立的依然
是泰山／永恒的依然是春天

几辈人前仆后继探索明天／坎坷的道路汗浸血
染／巨龙将要起飞的时刻／沉重的翅膀诉说艰难／重
整万里河山／这是我中华的心愿／燃烧的是热血／不
朽的永远是信念

我们对着太阳说／向往不会改变／我们对着长江
说／追求不会改变／我们对着大地说／贫穷总会改变／
我们对着黄河说／生活总会改变。”

从歌词中我们感受到中华民族不屈不挠与命运

抗争、执着追求富强、对未来充满希望的乐观自信，

而这些正是任何时代都不可或缺的“民族魂”，鼓舞

激励着人们为祖国奋斗。

这个时期，军旅题材的歌曲中含蓄流露的人文

·７５·第２５卷　第６期　　　　　　　　　　徐曼珊：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国歌曲对民族主义的建构



关怀也与改革开放之前大不相同。敢于从正面表达

战士对家乡和亲人的思念，这种真实比“我是一个

兵，爱国爱人民，革命战争考验了我，立场更坚定”②

的直白更加感人。就在这种真情实感的流露中，凝

聚出牺牲、奉献的民族精神，感染着每一个中国人。

“当代青年喜爱的歌”一等奖作品《十五的月亮》曲

作者之一的铁源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话：“在我的心

目中，祖国、党和战士的形象都是具体的，而不是一

句空话。……党在哪里？就在我们的同志和亲人中

间，就在我们身边！我们力量的源泉在哪里？就在

这里！为什么《高山下的花环》中，靳开来在战场上

看妻子的照片？他也是人，他也有七情六欲，这也是

力量的源泉……军人的歌必须有军人的真情

……”［６］２０５真挚的情感才能引发共鸣，这样的战士就

是我们身边的普通人，但在需要的时候，他们可以毅

然为国捐躯，舍小家为大家，这就形成了一种具有感

染力和示范效应的牺牲和奉献精神。“也许我告别

就不再回来……也许我倒下将不再起来……也许我

的眼睛再不能睁开……也许我长眠再不能醒来”，

但是“共和国的旗帜上有我们血染的风采……共和

国的土壤里有我们付出的爱”，无私的奉献精神跃

然于纸面，回荡于耳际。

（二）民族象征的重新确认与强调

“民族认同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对民族过去的

有关叙事来形成的”［７］，不同的民族拥有不同的文

化，而“音乐总是从自身的文化现实中获取题

材”［８］７０。即只有在生活中存在某种文化现实，它才

能成为音乐表现的对象。但并非民族过去的全部都

能成为音乐素材，用来构筑民族认同的、可作为民族

象征的只是其中很小的一部分。这是因为“文化对

现实的题材进行了筛选”。［８］７１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

与普遍接受的价值取向影响着词作者选择这些而非

那些题材。同时，也正是中华民族共享的历史文化

赋予了这些题材对中国人而言独特的意义。

泰山负载了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的精神重量，是

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长城也是中华民族的象征，

是连接中华民族的精神纽带，甚至于外国人看到长

城就会想到中国。黄河孕育了中华文明，哺育了中

华儿女，是中华民族的摇篮和母亲河。长江流域也

是中华文明重要发源地之一。中国境内的草原、戈

壁等，也寄托着一些民族的深沉情感，故都是中华民

族的精神象征。根据中央电视台播放的２４集纪录
片《话说长江》片头曲填词、获“当代青年喜爱的歌”

三等奖的《长江之歌》，通过描绘长江的气势磅礴和

深沉永恒，使人真切地体会到长江是祖国母亲的血

脉，同时也为中华民族的悠久历史和广袤地域深感

自豪；《黄河源头》气势恢宏、粗犷，词作原为《黄河

组歌》中的第一首，富有诗意和张力。词作者通过

追寻黄河的源头，歌颂了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历史，

以黄河万里归大海象征古老的中国走向世界的必然

趋势。被誉为“歌坛天骄”的腾格尔创作的《蒙古

人》（１９８５）等一系列深情咏叹草原的民族歌曲，唤
醒了所有人灵魂深处对故土的挚爱。

抽象的民族认同由此被具体化为具象的民族象

征，通过这种再次确认和重新强调，“为表达、代表

和加强民族的定义范围服务，并且……把民族内部

所有成员团结起来。”［５］９

正如《义勇军进行曲》、《黄河大合唱》是２０世
纪三四十年代的象征，《歌唱祖国》是２０世纪５０年
代的象征，《走进新时代》是２０世纪９０年代的象征
一样，《我和我的祖国》、《长江之歌》、《我的中国

心》、《我们是黄河泰山》等成为２０世纪８０年代群
众耳熟能详、至今仍传唱不衰、堪称时代象征的优秀

作品。

三、冀求民族理想

（一）对于国家完全统一的执着追求

民族、国家统一是民族国家形成的要件之一，而

且中国政治哲学中历来推崇“大一统”。孟子在回

答梁襄王关于天下怎样才能平定的提问时，就明确

地回答“定于一”。③老子也曾说过：“天得一以清，地

得一以宁……侯王得一以天下正。”④中国历史证

明，只有实现统一才有长久安定。这种“大一统”思

想自秦汉以降便成为中国政治的基本价值。虽然现

代民族国家追求的统一不同于帝国时期的“大一

统”，前者包含民主的因素，权力统一于中央政府，

国家拥有固定的边界，而后者权力统一于封建君主，

形成自中心向外的辐射，权力边界范围与王权大小

成正比，但不可否认的是，这种对于统一的冀求始终

是中国人价值观的文化背景。

中国改革带来的经济发展和国家国际地位的上

升，引发对“祖国统一”日益高涨的渴望。许多表达

这种情感的歌曲应运而生。获“当代青年喜爱的

歌”鼓励奖的《鼓浪屿之波》，没有华丽的词藻，但感

情真挚动人。以娓娓道来的方式抒发了鼓浪屿与基

隆港相连，“唱不尽骨肉情长”，“舀不干海峡的思乡

水”之情。结尾直抒胸臆，“渴望快快见到美丽的基

隆港”，表达了盼望祖国早日统一的心愿。反复两

次的“我渴望”更是表达出感情的强烈。

同时，在探讨民族主义的时候，不应该忘记这样

一个群体，他们或是由于历史的原因与祖国大陆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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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或是离开故国赴海外谋求发展。但空间的遥远

并未导致感情的生疏，他们对祖国依然保有深沉的

爱。１９８７年春节晚会上由美籍华裔费翔演唱的台
湾著名音乐人制作的《故乡的云》，表达了海外游子

对故土的思念，“归来吧，归来哟”宛如祖国母亲对

赤子的声声呼唤。又如，香港歌手张明敏１９８４年春
节晚会上演唱的具有很强艺术感染力的《我的中国

心》，是最早通过官方渠道进入大陆的港台流行音

乐作品之一。歌词中“长江、长城、黄山、黄河”成为

游子们想象祖国的情感符号，也成为他们身份认同

的文化象征。“洋装”包裹下的“中国心”，这种意义

建构，让血浓于水的民族文化核质得以一种血脉传

承。［９］“祖先早已把我的一切烙上中国印……就算

生在他乡也改变不了我的中国心”。这首歌让被

“文革”深深禁锢的人们意识到，原来还有这样一群

中国人，原来他们也是我们的同胞，原来大家对于祖

国的那份感情没有什么不同！

（二）富强的中国向何处去———“天下主义”背

景下的民族主义

在构建现代国家的过程中，中国需要民族主义

充当强大的粘合剂和兴奋剂，提供社会主义建设的

精神支持。但世界尤其是西方如何看待中国民族主

义的觉醒呢？一个吊诡的事实是民族主义发源地之

国家却日益对后发的民族国家感到不安、怀有敌意。

我们可以从民族主义的逻辑来理解。中国民族主义

的觉醒以及相伴随的经济复兴、国力尤其是军事实

力的增加，会使已形成的民族国家感到不安，即使这

种力量的增长不过是与其大国地位相适应。另外，

世界历史证明，民族国家的崛起往往伴随大规模的

向外扩张。故西方人据其经验得出中国威胁的

论断。

但中西方文化传统中的差异决定了中国的民族

主义不是狭隘的扩张的民族主义。儒家学说作为孕

育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土壤，［１０］强调的和谐与

“仁”决定了中国民族主义温和的特质。中国的民

族主义是在“天下主义”背景下的民族主义。它是

防御的、“解放的”民族主义，是救亡图存的民族主

义，是近代以来面对西方入侵而激发出的“反民族

主义”的民族主义。时至今日，在民族国家利益至

上的世界中，中国的民族主义依然秉承有“天下”的

精神，“天下主义”始终是中国精英分子挥之不去的

价值关怀和道德取向。“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提

出、中国是世界上唯一一个承诺“不首先使用核武

器的”核国家、身为二战的战胜国对曾在中国犯下

滔天罪行的日本免除了战争赔款等事实力证了这样

的观点，即“中国的民族主义仍然包含着为争取民

族平等和世界和平而容忍损害的让步精神”［１１］。这

种千年积淀的文化传统潜移默化地影响着词作者。

他们或有意或无意地表达对于和平、富强、安宁的向

往，消解过激思想的戾气。

为纪念北京解放４０周年专题文艺晚会而创作
的《今天是你的生日，中国》，唱出对祖国母亲的生

日祝愿即“永远没有忧患永远宁静”，“月儿常圆儿

女永远欢乐”，“逆风起飞风雨中获得收获”。获“当

代青年喜爱的歌”一等奖的《在希望的田野上》创作

于“文革”结束后不久，新的农村经济政策使辽阔的

田野生机蓬勃，包产到户的农民干劲十足，对新生活

充满了期望。词作者不仅仅是在歌颂农村，“歌颂

整个神州大地新的觉醒和新的腾飞”［６］１８９，同时也展

示出中华民族对于明天的美好想象，歌词所描绘的

宁静祥和的生活状态是中国人千百年来的希望所

在，我们的理想、我们的未来都在这片“希望的田野

上”。第二届“当代青年喜爱的歌”获奖歌曲《我们

是黄河泰山》的歌词：“我面对大海长天，用歌声向

未来呼唤，中华的希望像太阳一定会升起，我们不负

祖先，继往开来，走向明天”，表达出中华崛起是中

华民族的夙愿，是炎黄子孙的历史重任。我们建设

祖国、发展经济更多是因为历史责任感和使命感，而

非在多极化的世界格局中称霸一方。

四、结语

随着中国大陆开放程度的加深，港台和西方流

行音乐进入内地，给内地音乐工作者们带来新的灵

感。歌曲内容上逐渐不再以领导人个人崇拜、文件

方针宣讲、标语口号等为主，而是转向充分表现人民

的优秀品质、呈现欣欣向荣的社会生活方面。但实

际上优秀的作品就是对人民的教育，引导人民形成

正确的价值观，就是对社会主义建设的精神支持。

文艺的政治使命从一方面看是淡化了，从另一方面

看又是深化了。［１２］

中国当代著名音乐学学者曾遂今指出：“社会

变革期的音乐生产是人类最辉煌、壮丽的音乐生产，

这是因为，民族的沦陷、民族的血泪、民族的振奋、民

族的团结、民族的解放，是调动社会群体高度觉醒和

凝聚的有力杠杆，而艺术此刻才能集中地、有力地显

示出其功能。”［１３］的确，这一时期的歌曲清新悠扬，

直抒胸臆，毫不做作，深受群众喜爱。在１９８５年９
月由文化部、广播电视部、解放军总政、中国音协、团

中央联合举办的“当代青年喜爱的歌”评选（评选范

围是１９８０年以来的国内创作歌曲）中，入围的１５０
首歌曲中仅歌名包含“祖国”、“中国”等类似字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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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有２１首⑤，达到１４％。这些歌曲切实激发了人民
群众的爱国之情，增强了民族凝聚力，培养了民族自

信心。在这次活动中，河南淅川县九重乡周岗村的

村民来信说：“我们这里交通不便，经济、文化落后，

没有电视机、录音机，只能从收音机里听到我们喜爱

的歌，从歌曲中得到美的享受，激发我们改变家乡面

貌的信心。”黑龙江某农场劳改人员来信说：“节日

的晚上……歌声抚慰着我们痛苦的心灵，歌声给我

们重新生活的力量和希望，歌声告诉我们应当怎样

去热爱自己的祖国，热爱自己的母亲……”［１４］

“音乐是一种群众活动的精华……却同时也是

权力合法性的必要根源力量之一：尝试去导正音乐

是每一个权力系统必须冒的险。”［１５］中国 ２０世纪
８０年代的实践证明这是一次成功的试验。当时的
音乐工作者精心编写歌词，通过展现共同的经历使

国人对自己的身份认同有了更清晰的体认；通过重

新解读历史激发出人民的爱国主义情感，重现民族

尊严；通过彰显新时期民族精神，在潜移默化中教育

人民；通过重新确认与强调民族象征，凝聚起一种稳

定的关于“共同体”的情感；不仅表达了对于富强、

统一的执着信念，也宣告了对于和平、安宁的不移向

往。这些作品对于转型期中国民族主义的构建起了

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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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 许多学者都探讨过“共同体”这一概念。例如，本尼迪克
特·安德森在其《想象的共同体》一书中认为民族是“一

种想象的政治共同体”。齐格蒙特·鲍曼在其《共同体》

一书中指出共同体是给人美妙感觉的温暖的家，人们在

其中相互依赖，用一定程度的自由交换安全感。本文借

用此概念意指民族国家。

② 引自陆原、岳仑词，岳仑曲《我是一个兵》（１９５０）中的
歌词。

③ 见《孟子·梁惠王上》。
④ 见《老子·第三十九章》。
⑤ 根据《中国青年报》１９８５年９月６日第二版《朋友，请投
“当代青年喜爱的歌”一票》提供的歌曲名单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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