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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的诞生：《翻身道情》创作始末与戏歌渊源考

杨志敏，孟安

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郑州 450052

摘要 经典革命歌曲《翻身道情》取材于陕北民间戏曲，是延安时

期鲁艺响应《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而创制新秧歌剧

《减租会》中的一个片段，1945年中共七大期间首次独立亮相，

后参加第二届世界青年联欢节荣获二等奖，是新中国第一批国际

获奖曲目，至今常唱不衰，在文化艺术史上具有一定的地位。但

长期以来该曲被视为民歌，对其创作过程语焉不详，更忽略了其

作为我国第一首成熟戏歌的价值。因此，考明《翻身道情》创作

始末及戏歌渊源十分有必要，不仅有助于溯源经典诞生的过程，

而且可据此探讨民间戏曲、秧歌剧及戏歌的关系。

关键词：《翻身道情》；陕北道情戏；秧歌剧；戏歌

The Birth of a Classic: The Beginning and End of the Creation of
“The Turning of the Road” and the Origins of the Opera Songs

Zhimin Yang and An Me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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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lassic revolutionary song “Turnover Taoism” is based on folk opera
in northern Shaanxi Province, and is a fragment of the new Yangge opera “Rent
Reduction Club” created by Lu Yi in response to the spirit of “Speech at the Yan'an
Literary and Artistic Symposium” during the Yan'an period. It made its debut during
the Seventh CPC National Congress in 1945, and later won the second prize at the
Second World Youth Gala Festival, which is one of the first batch of international
award-winning songs of New China, and is still sung frequently, with a certain status
in the history of culture and art. It has a certain status in the history of culture and art.
However, for a long time, the song has been regarded as a folk song, and the process
of its creation has not been detailed, and its value as the first mature opera song in
China has been neglected. Therefore, it is very necessary to examine the creation and
origin of the song, which not only helps to trace the process of the birth of the classic,
but also discuss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olk opera, rice-planting opera and opera
so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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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翻身道情》作为一首经典革命歌曲广为人知，它诞

生于抗日战争时期的陕甘宁边区，是新中国文化艺术史上

第一批国际获奖曲目，该曲生动而真实地传达了陕北农民

在共产党领导下“团结闹翻身”的真挚情感，至今仍活跃

在央视“星光大道”等舞台，成为半个多世纪以来传唱不

衰的经典。但长期以来，该曲被误认为地地道道的民歌，

缺乏创作过程记载，更较少价值考察。本文对《翻身道

情》创作始末进行考证，还原经典诞生的过程，并通过对

戏歌渊源的梳理，指出《翻身道情》为我国第一首成熟的

戏歌之作。

2. 鲁艺与《减租会》

《翻身道情》取材于陕北道情戏，是鲁艺创制新秧歌

剧《减租会》中的一个片段。追溯《翻身道情》的渊源，

离不开对陕北道情戏、鲁艺及《减租会》三者关系的考察。

道情戏是我国黄河流域流行的一种民间小戏，它起源

于唐代道士所唱的“经韵”，宋代发展成为唱白相间的曲

艺形式道情鼓子词。明清时期搬上戏曲舞台，有山东渔鼓

戏、太康道情戏、晋北道情戏、陕北道情戏等分支。陕北

道情戏，原名“清涧道情”，后因“陇东道情”和山西

“神池道情”流入陕北，形成了“三边道情”和“神府道

情”，故统称为陕北道情，流行于清涧、子长、志丹、绥

德、榆林、吴起、定边、靖边、神木、府谷等地，深受百

姓喜爱，清末至民国时期，陕北一带几乎村村社社都有道

情班子，民间称为闹红火[1]。但囿于活动范围所限，长期

以来罕为外界所知。

1935年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之后，成千上万的革命志士

奔赴延安，投身民族救亡的革命斗争，延安成为中国无产

阶级革命的政治中心、军事中心和文化中心，戏剧因其接

受对象广泛、无障碍传播的特点，成为陕甘宁边区鼓动民

意、教育民众、引导民众最为有效的宣传教育手段。[2]作为

本土剧种的陕北道情戏，也逐渐走进广大戏剧工作者的视野。

彼时，鲁艺音乐研究室附设中国民间音乐研究会，会长由音

乐系主任吕骥担任，热爱民间音乐的安波、马可、刘炽、关

鹤童、张鲁为其中骨干，号称“眉户五人团”[3]，在参加鲁

艺河防将士慰问团赴绥德米脂地区开展工作时，他们发现眉

户和道情这两种地方小戏，既曲调优美又品种丰富，便开始

收集道情戏曲目
[4]
。1942年5月，毛泽东同志在杨家岭发表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提出文艺工作要向工农兵

学习，并为鲁艺学员做报告，发出“走出小鲁艺，到大鲁艺

去”的号召。1942年底，以鲁艺为主体的文艺工作者举行了

盛大的秧歌演出，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新秧歌运动，陕北道情

和眉户成为新秧歌剧常用的曲调。为贯彻党的文艺方针，

1943年11月，中共中央西北局宣传部召集各剧团动员和组织

下乡演出，鲁艺组成了专业人员42人参加的工作团，由张庚

任团长，田方任副团长，成员有王大化、贺敬之、唐荣枚、

马可、张鲁、刘炽等人，12月2日出发赴绥德分区进行巡回

演出，《减租会》即鲁艺工作团在绥德采风的产物。

绥德地区位于陕西北部，共辖绥德、米脂、葭县、吴堡、

子洲等五个县。1943年2月，习仲勋调任中共绥德地委书记，

担负起守卫边区北大门的艰巨任务。
[5]
是时，其境内有边区、

国统区和统一战争区，土匪亦经常出没，政治形势较为复杂。

到达绥德之后，鲁艺工作团的工作方式是，“到一个地方，

先进行调查访问的工作，看看这里有些什么工作需要配合，

有些什么劳模需要表彰。另一部分人去进行艺术上的调查访

问。”[6]绥德分区在尚未分配土地时，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

线已告成立，因此该地区的地主依然保留大量出租的土地，

在扩大统一战线背景下，“减租减息”运动亟待大规模开展。

因此双方需求一拍即合，鲁艺工作团创作的第一个节目就是

《减租会》[7]，据参加鲁艺工作团的荆蓝回忆，

“鲁工团”才抵达绥德时，绥德分区正在筹备召开减租

减息动员大会，分区地委书记习仲勋同志和警备区司令员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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震同志指示文工团为大会做一次大型演出。秧歌大队长田

方同志回团动员大家尽快编写一个与减租大会有关的节目。

这个号召得到了大家的一致拥护。当时开会的通知早已下

达到各县、乡，只有五天就要开会了，时间紧迫。当天，

贺敬之、王岚、林农、田方、鹤童立即进行了讨论，突击

创作。贺敬之连夜写出了初稿，次日读给大家，略加修改

后便交由刘炽编曲，刘炽对道情音乐非常熟悉，颇有研究，

他结合剧情并考虑到道情在绥德地区广泛流行的特点，把

陕北比较苍凉、空旷、优雅的古道情的平调，和山西东路

道情昂扬、活跃、具有蓬勃之感的平调糅合起来编写。

《减租会》就是在这种突击状态下产生的。四天后，《减

租会》在绥德城外龙湾减租减息动员大会上演出。”[8]

说明此剧是应习仲勋同志号召而作。著名作曲家孙韶

在怀念剧作者之一的刘炽的文章中也记载到：“《翻身道

情》就是在当年新秧歌运动中编写的，当时习仲勋同志提

出为配合广大农村的减租减息创作一出秧歌剧《减租

会》……1996年3月，由中国唱片总公司为贠恩凤在北京举

办CD唱盘、盒式录音带陕北民歌珍藏版首发式，刘炽应邀

参加了这个会，会上他特别提出让贠恩凤演唱了这首歌，

唱完，刘炽高兴地走到参加会的习乾平（习仲勋的大女儿）

跟前对她说，这首《翻身道情》就是你爸当年给我布置的

任务叫我写的。”
[9]
可见《减租会》是在习仲勋的号召和

支持下创作而成，该剧也承载了一段老一辈革命家与民间

文艺的不解情缘，但因为时间久远、资料稀少之故，此段

历史罕为人知。

《减租会》根据绥德当地农民在减租减息斗争中的诉

苦材料编写而成，讲述佃户农民甲及妻子李芝兰辛苦一年

劳动收成全都交了租子，眼看就要断炊，丈夫外出借粮，

妻子在家哀叹，当丈夫借粮空手而归，夫妻俩陷入绝望之

时，佃农积极分子（刘炽扮演），随着明亮而欢快的音乐

节奏大步上场，唱到旧社会农民是人下人，受冻又挨饿，

现在毛主席领导下平分土地有吃又有穿。尤其是唱到最后

一句“大家团结，闹翻（呦）身（哎咳咿），大家团结，闹

翻身！”之后，观众席中“对！对呀！就这么办！”“团结

起来！减租减息！”的口号声此起彼伏。
[10]

这个剧往往配合

着减租减息大会、和地主讲理的大会来演出，效果特别好，

经过不断修改，成为当时的保留剧目。[11]“从此，《减租会》

就在边区到处演开了，而且常常作为真实的减租会的‘序

曲’，有力地激发了农民的斗争积极性。”
[12]

成为新秧歌剧

的代表作之一。

3. 《翻身道情》的创作及走红

1944年4月，经过四个多月的采风巡演，鲁艺工作团返

回延安，带回了《惯匪周子山》《减租会》等剧目，积累了

丰富的秧歌剧创作经验，但不可否认，仓促创作的“急就章”

之作并非尽善尽美，以《减租会》来说，“（该剧）在艺术

上是比较粗糙的，因为我们加工的‘本钱’还很不够，况且

在那种紧张的斗争形势下，也无暇在艺术上作精雕细琢。”

[13]
张庚也提出该剧情节散漫的缺点

[14]
，因此上世纪四十年代

之后，《减租会》就较少上演。但刘炽扮演的农民在登场时

演唱“太阳……一出来噢……满天……红噢哎咳咳咳、咳咳

哎……”片段，观众的鼓掌声、叫好声经久不息，这个“太

阳一出满天红”的经典唱段就是《翻身道情》的前身。

《翻身道情》的创作及首次登台，与中共七大（1945年

4月23日至6月11日）密不可分。鲁艺工作队返回延安之后，

时值中央正在紧密筹备召开中共第七次代表大会，全党上下

极为重视，延安的文艺工作者为“七大”献礼提前编排了许

多节目，鲁艺除大型民族歌剧《白毛女》外，还准备了一台

综合性节目，在确定节目时，有“延安夜莺”之称的唐荣枚

准备唱两首新歌，其一就是秧歌剧《减租会》中的一段陕北

道情。在回忆录中，唐荣枚详细记载了《翻身道情》的二次

创作过程：

那段陕北道情在秧歌剧《减租会》的剧中，原是由扮演

农民之子的刘炽，手持镰刀出场，早晨去收割庄稼时一面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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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面演唱的一个男生过场唱段，还没有人单独演唱过它，

我把它单独抽出来，移植成为女高音独唱曲，取名为《陕

北翻身道情》。为了加强最后一句“大家团结闹翻身”

（重复一遍）的结束感，我特别请熟悉陕北道情音乐的张

鲁，帮我重新设计了这一句的音乐，使得这段过场音乐成

了一首完整的歌曲。[15]

在张鲁的帮助下，唐荣枚将独唱《翻身道情》搬上

“七大”的舞台，其中刘炽（笛、小铃）、马可（板胡）、

张鲁（三弦）担任伴奏，该曲上演之后引起轰动，受到参

会代表的广泛赞誉，
[16]

演出后即风靡全国，成为文艺舞台

上的保留节目。

1949年在匈牙利召开的第二届世界青年联欢节，则将

《翻身道情》推向更为广阔的舞台。是年6月，当新中国还

孕育在战火硝烟中，我国派出了由解放区一批青年艺术家

组成的中国民主青年文工团，赴布达佩斯参加即将召开的

第二届世界青年联欢节。经毛泽东、周恩来等国家领导人

亲自接见、审查通过，文工团为参会准备了《胜利腰鼓》

《胜利大秧歌》《牛永贵负伤》《光荣灯》，舞蹈《牧马

舞》，独唱《翻身道情》等节目。
[17]

在此次青年联欢节文

艺比赛中，李波演唱的《翻身道情》荣获二等奖，尤其是

开嗓第一声，“太阳一出来呀哎咳哎咳哎咳哎咳哎咳哎咳

哎咳哎咳哎咳咳咳咳，满山红哎哎咳哎咳呀，共产党救咱

翻了呦嗬身哎咳呀……”，波澜起伏、高亢有力、震撼人

心，在比赛中尽显优势，
[18]

征服了无数国际友人。开国大

典次日，毛泽东亲自接见了载誉而归的中国民主青年代表

团，[19]后周恩来也曾设家宴欢迎郭兰英、李波唱《翻身道

情》得奖回国。
[20]

以《翻身道情》为代表的曲目是新中国

文化艺术史上第一批国际获奖作品，也揭开了新中国对外

文化交流的序幕。

此后半个世纪以来，《翻身道情》长盛不衰，新中国

成立后首次录制人民歌曲35首，《翻身道情》位列其中，

也是中央电视台音乐广播的常放的重要曲目之一。
[21]

1958

年，周恩来总理赴朝鲜，李波随行演唱《翻身道情》。

[22]1960年，鲁日融将《翻身道情》改编成一首富有新意的二

胡曲——民歌《丰收道情》，丰富了歌曲的音韵张力。1973

年，王建中将《翻身道情》等曲改编创作了钢琴组曲《陕北

民歌四首》，融中国的民族民间音乐与西洋乐器的表现手法

为一体，丰富了《翻身道情》的乐曲表达。此曲也成为唐荣

枚、李波、郭兰英、王昆、万山红等著名歌唱家的代表作品。

无论是在边远的垦荒农场，还是抗美援朝的战场，都能听到

《翻身道情》的声音。时至今日，著名流行音乐组合“女子

十二乐坊”曾演奏过此曲，王二妮也凭借《翻身道情》登上

央视“星光大道”的舞台，可见《翻身道情》穿越时空的经

典魅力。

4. 《翻身道情》与戏歌

长期以来，《翻身道情》作为革命歌曲广为熟知，殊不

知《翻身道情》是一首戏歌，更是我国第一首成熟的戏歌之

作。

戏歌，这一由戏曲与歌曲交融而衍生的音乐，是中国独

有的艺术形态，也是一种较为年轻的艺术种类。《翻身道情》

是否为戏歌，要从戏歌的内涵和《翻身道情》的内容两方面

来看。关于戏歌的概念学界众说纷纭，如彭娟认为“（戏歌）

以戏曲音乐为核、为魂，歌曲固有结构形成为表、为形的歌

曲作品”。[23]吕茵认为所谓“戏歌”，即“戏曲风格歌曲”，

即那种具有某个剧种音乐形态特征及演唱特点的歌曲。[24]谢

秀敏认为“戏歌是将戏曲音乐元素与民族声乐、流行声乐相

融合后形成的一种新的声乐体裁”。
[25]

周伟娟提出戏歌就是

用戏曲的音乐素材来创作歌曲，因此，它主要是以戏曲为主。

[26]也有学者提出，不必苛求每个乐句都要像某个剧种的唱腔，

具有戏曲音乐风味的歌曲，都可谓戏歌。
[27]

虽未形成确定统

一的定义，但对戏歌的内涵已有较为明确的共识：即戏中有

歌、歌中有戏，在形式上遵从歌曲的结构，在音乐上借鉴戏

曲的元素。就《翻身道情》而言，从结构上来看，《翻身道



杨志敏等，2025 Page 44

情》全曲歌词共有十二句，每两句为一段，共有六段，每

段之前都有铺垫情绪的小过门，其中第一、二、五、六段

采用陕北道情戏的“平调”，旋律热情奔放，中间三、四

段用“十字调”，旋律舒展平稳，段落之间形成了“快—

慢—快”的三段体结构，曲式融道情戏、说唱音乐的特点

为一体[28]，已然形成较为完整的歌曲结构。从音乐上来看，

该曲交叉采用陕北道情戏的“平调”和“十字调”，道情

味浓郁。此外，陕北道情戏善用帮腔衬字，因“一字三咳”

的特色，又有“咳咳腔”之称。
[29]

该曲也广为借鉴，如第

一句“太阳一出来呀哎咳哎咳哎咳哎咳哎咳哎咳哎咳哎咳

哎咳咳咳咳，满山红哎哎咳哎咳呀，共产党救咱翻了呦嗬

身哎咳呀……”，这种拖腔即为道情戏典型的艺术特征，

也加之郭兰英、李波、王昆等戏曲演员出身的歌唱家精心

演绎，将戏曲唱腔和民族民间唱法有机融合，形成了《翻

身道情》典型的戏歌特征和独特的艺术魅力。从这个角度

来看，《翻身道情》为戏歌无疑。

那么，《翻身道情》是否为我国第一首成熟的戏歌之

作呢？这就不得不追溯戏歌的历史。与戏歌在文艺舞台上

如火如荼的发展态势相比，国内学界对戏歌理论研究仍处

在萌芽阶段，尤其是戏歌的滥觞，尚有诸多争议。有人将

戏歌的历史追溯到上世纪五十年代，当时的许多作曲家进

行“戏歌”创作，
[30]
有的则认为是上世纪60年代“越剧歌”

《采茶舞曲》的出现
[31]

，在那个特殊年代，传统戏不能演

了，许多剧团只好编排现代戏，或者让戏剧表演艺术家改

唱歌曲，于是便有了“戏歌”，[32]有的认为“‘戏歌’是

诞生于20世纪80年代的一种新的艺术演唱品种”，[33]更有

研究者提出戏歌形式出现于1989年春晚舞台《说唱脸谱》

的走红
[34]

。等等。近些年，随着民歌歌剧研究深入，很多

学者将戏歌进一步溯源至20世纪40年代的民族歌剧（或

“新秧歌戏”）中出现的具有地方戏曲声腔风格的唱段。

[35]
如《兄妹开荒》《夫妻识字》《白毛女》中的经典唱段，

认为民族歌剧领域内的“戏歌融合”艺术便是戏歌的前身

[36]，并将其视为戏歌的萌芽期，为戏歌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经

验。[37]这在开拓戏歌理论的同时，也在无意中遮蔽了此时已

有成熟形态戏歌——《翻身道情》的事实。1943年诞生的

《兄妹开荒》《一朵红花》《牛永贵负伤》《十二把镰刀》

等剧，虽有民歌、地方戏曲牌的成分，但多是以民间音乐风

格为基调进行创作的秧歌剧，场次或短或长，故事内容完整，

更倚重情节的表达和秧歌的演出形式，更多是剧而非歌。被

誉为“中国民族歌剧里程碑”的《白毛女》，是较为成熟地

将地方戏曲剧种融入歌曲创作的典范，剧中的“北方那个吹，

雪花那个飘”“天啊，刀杀我、斧砍我”等经典唱段明显糅

合了秦腔、道情戏的“滚板”、山西梆子、豫剧等戏曲音调。

但这些唱段并未独立成篇，更多是类似戏曲“折子戏”的歌

剧精彩唱段。况且《白毛女》在七大期间首演，与戏歌《翻

身道情》几乎同时搬上舞台，相较之下，《翻身道情》作为

戏歌的成熟度更高、完整性更强，并作为女声独唱一直流传

至今，所以，《翻身道情》应是目前所知最早的戏歌，只是

囿于当时没有“戏歌”的概念，加之《翻身道情》作为革命

歌曲的巨大影响力，反而让人忽视了其作为戏歌的价值和地

位。

从1945年至今，《翻身道情》已诞生70余年，从“急就

章”之作的《减租会》到歌坛“常青树”《翻身道情》，显

示了该曲丰富的文化内涵和高超的艺术价值，它不仅是抗日

战争时期边区人民翻身求解放的真实记录，表现了陕北人民

翻身的喜悦和对党、对毛主席的衷心感激之情，富有强烈的

艺术感染力和浓郁的乡土气息，更是作为连通传统戏曲、新

秧歌剧（民族歌剧）、戏歌的一座桥梁，承载了丰富的艺术

密码。从戏曲方面，以《翻身道情》的诞生为界，成为陕北

新老道情戏的分野，以至于群众将改造后的陕北道情直接称

之为“翻身道情”[38]；从新秧歌剧方面，《翻身道情》见证

了以鲁艺为代表的文艺工作者，积极响应《在延安文艺座谈

会上的讲话》精神，充分挖掘民族民间文艺，开创文艺为工

农兵服务的艺术实践；在戏歌方面，《翻身道情》为戏歌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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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奠定了很高的起点，形成独具特色的“戏歌综合唱法”，

丰富了中国传统音乐的艺术表达。当下，站在新的文化起

点上，我们面临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如何坚定文化自信、

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是所有文艺工作者必须

面临的重要课题，当我们回到延安，回到《翻身道情》所

诞生的峥嵘岁月，在不忘初心、回望经典的历程中，或许

能找到答案。

项目信息：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黄河流域道情戏传承研

究”（20CB163）、河南省社科规划兴文化专项“太康道情

戏研究”及非遗数字化与多源信息融合福建省高校工程研

究中心招标课题“福建省传统戏剧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

化档案资源建设研究”阶段性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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