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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有“红色歌剧代表”之誉的《洪湖赤卫队》从革命

时期开始便广为流传，其主题曲《洪湖水浪打浪》更是将

经典红歌与湖北民歌的特点完美融合。在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的时代背景之下 ,讲好红色故事，传承革命精神是

新时代大学生不可推卸的使命与担当。

《洪湖赤卫队》讲述了 20世纪 30年代，贺龙领导的

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军团在同敌人作艰苦斗争的拉锯战中暂

时撤离后，地方革命武装洪湖赤卫队在韩英和刘闯的带领

下，在中国湖北洪湖地区继续与国民党保安团和当地湖霸

彭霸天巧妙周旋，沉重打击了来犯敌人的故事，真实再现

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敢于斗争、不怕牺牲的革命者英雄

群像。

剧中韩英、刘闯等英雄形象都是以革命先辈真实人物

为原型，经过生动的艺术加工完成，生动展现了革命先辈

坚定不移的革命信仰和艰苦卓绝的斗争精神，尤为动人。

《洪湖水浪打浪》创作于 1958年，梅少山等作词，张

敬安、欧阳谦叔作曲。它先是 1959年湖北省实验歌剧团（湖

北省歌剧舞剧院前身）歌剧《洪湖赤卫队》中一个场次的

主题曲，1961年歌剧改编成同名电影后成为电影主题曲，

很快得到了更大范围的传播。

一曲“洪湖水”，悠悠几代情。洪湖人民牢记历史，

对党的感恩之情由来深入。曾经血雨腥风的英雄历程，曾

经烽烟滚滚的峥嵘岁月，在这柔美悠扬的歌曲中又尽显豪

迈与忠贞。

据说，当年创作组在采风时进驻洪湖西岸的沙口镇，

忽一日早上听见了洪湖渔船上的渔歌：“洪湖水浪打浪，

太阳出来放金光。白天下湖来撒网，夜晚扛枪去站岗……”

创作组如获至宝，由张敬安执笔写下了《洪湖水浪打浪》

歌词的前八句，欧阳谦叔改写了后六句。

在《洪湖水浪打浪》这首作品中有着许多的特色。第一，

它的歌词既属于诗歌，又属于语言。并且运用了押韵形式，

开口度较大的江阳韵既适宜于抒发雄壮豪迈的情感，又朗

朗上口，并富有声调节奏的音乐美感，细腻而又贴近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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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生活。前八句诗简洁明了，形象生动，富有深邃的意蕴，

能给人以丰富的联想。而后八句诗点明了歌曲的革命性，也

表明了洪湖人民对于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的珍惜。第二，它

的歌词的内容通过缜密的结构形式表现，段落和句式的有效

组织和精心安排是歌词表达特定情感的重要手段上片歌词

既简洁又明了生动而又形象，深邃的意蕴能给人以无穷的丰

富的想象。

湖北省位于中国长江中游，与四周各地交往密切，是

文化交流的中心地带。而洪湖现是中国湖北省最大的淡水湖

之一，素有“鱼米之乡”的美称。俗话说：“人人都说天堂好，

怎比我洪湖鱼米乡”，这就是最真实的写照。洪湖地区一直

都有耕种、唱歌的习俗，民歌内容丰 富，都是劳动人民的

亲身体验，其形式也多种多样。例如，号子、田歌、渔歌等。

《洪湖赤卫队》中的音乐主要来自沔阳、湖北天门、潜江一

带的民间音乐。《洪湖水浪打浪》的音乐借鉴了《襄河谣》

中优美的旋律，形成了悠扬婉转的音调，正好可以抒发人们

唱歌时的心情。民间音乐也出现了兼容的现象，不同的调式、

旋律交织在一起，使湖南民歌更具特色。

《洪湖水浪打浪》是革命歌剧《洪湖赤卫队》的插曲，

也是重要的唱段。因此，其展现出的旋律特点非常重要。

整体歌曲中是由三个段落构成的。前奏的旋律是既轻

松又愉快的，充分体现了洪湖的优美景色，河面上泛着细细

的涟漪，这同时揭示了主人公的心理特点。歌曲的第一段是

齐唱的，划分为四个乐句构成，促使整体结构旋律表达更为

顺利。歌曲的第二段是个二重唱的段落，其中包含了四个乐

句，歌曲的旋律是以低音区为基础，慢慢的起承转结。二

重唱的两个声部交替出现，彼此影响，最终又转变为齐唱。

歌曲的第三段也是一个二重唱的段落，再次展现第一段的变

化，主旋律是以高音部唱出，低音部晚两拍再进入。同时，

在下四度上模仿相应的旋律。之后，两个声部的音相辅相成。

这一部分的歌曲可以全面展现革命时期的繁荣场景以及人

们面对艰苦环境的积极心态。

中国湖北民歌有自己的咬字特色，很多发音和普通话

是有很大的差别的，比如说歌曲中的“出”“处”等字，用

普通话来说就是“ch”，但是湖北话却唱成“qu”，北字唱“be”，

常字唱“shang”等，想要唱出《洪湖水浪打浪》这首歌曲

独有的韵味，就要把握好演唱湖北民歌的咬字特点，演唱起

来要与其他歌曲有区别，这样才能有更准确地辨认度。

在歌唱过程中，王玉珍总会应用到两种装饰音，一种

是上滑音和下滑音，另一种是波音。这两种形式的装饰音，

可以提升音乐的律动强度，让音乐在展现过程中更加细腻、

多变以及顺畅而平稳，让音乐为聆听者构建更为适当的氛

围，正确展现出洪湖老区人们的温情，并展现出人们对未来

美好生活的向往。

毛泽东曾高度赞扬：“红军时代的洪湖游击战争坚持

了数年之久，都是河湖港汊地带能够发展游击战争并建立根

据地的证据。”

为了纪念这段传奇的革命时代、动人的英雄故事，《洪

湖赤卫队》1959年立上了舞台，并于当年金秋作为新中国

成立 10周年的献礼剧目进京演出。

对于爱国爱党此类歌曲的演唱目的是为了庆祝建党 100

周年的大事件，可以通过红歌文化，让现在的后辈了解“红

色”故事，传承红色基因，讲好中国故事。从《洪湖水浪打浪》

中，通过讲述歌曲背后的红色故事、歌词的内涵理解与曲式

的分析传达爱党情感，紧跟党的脚步，传达出那个年代的故

事，更好地教育青年更要紧跟党的脚步，理解歌曲中爱党的

价值观。

歌剧《洪湖赤卫队》1958年首排，1959年 10月首度

进京演出。此后，民族歌剧《洪湖赤卫队》燃遍大江南北，

在 1963年的时光里把“洪湖水浪打浪”的歌声唱到了世界

各地。

《洪湖赤卫队》久演不衰的奥秘之一，是在保持原汁

原味的基础上，不断与时俱进。为了紧跟时代发展，顺应观

众审美，《洪湖赤卫队》不断创新表现形式，进行了三次复

排。1959年的最初版本，演出时长是四个多小时。1979年

第一次复排，时长缩减到三个多小时；1989年第二次复排；

1999年第三次复排。

“1999年这个版本改动最大，沿用至今。”《洪湖赤卫队》

排练导演周彦说。该版本剧情浓缩，台词精简，舞美更加精

致，配器更为整齐，时长缩短为两个小时，《洪湖水浪打浪》

更是被改编成气势磅礴的大合唱，大大增强了感染力。3000

多场，常演不衰，每一次演出都不是简单的复制。《洪湖赤

卫队》培养了五代“韩英”，每代“韩英”都有共同的坚守，

更有自己的理解与创新。

如今，《洪湖赤卫队》更是进行了全方位“升级”。

作曲家、指挥家王秀峰对《洪湖赤卫队》再次配器，在保留

原本曲调精华的基础上，增强了整体作品的交响性，使之更

加符合“大歌剧”的美学标准。在舞美方面，也对原先的经

典场景进行了重新布景设计，声、光、电等技术的运用，使

舞台呈现更加符合现代审美需求，更体现出其对青年在红歌

事业的创新价值。

在《洪湖水浪打浪》中使用了很多的陈词，而对歌词

而言，衬词并没有实际意义，但其对歌曲的节奏、旋律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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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特色展现而言有一定的引导作用。《洪湖水浪打浪》中

衬词的应用具有一定的民族区域风格。歌词中应用最多的衬

词就是“呀、啊”等，让歌词展现出生活化的特点，并向聆

听歌曲的人创造出一种和谐、平静的情感环境。例如，歌词

“洪湖水呀浪呀嘛浪，打浪呀，洪湖岸边是呀嘛是家乡啊”

中就引用了“呀”与“啊”，与民间歌谣相似，更符合群众

的认知。同时，在引用衬词的过程中也改变了正词原有的平

仄，导致句子的中间与结束有相互呼应的感觉，让整体歌词

变得更加和谐，再受到音乐旋律的影响，促使歌词在演绎过

程中展现出婉转的特点，可以让人们在聆听的同时感受到歌

词中蕴含的情感，是对故乡连绵不绝的爱恋，这体现出了衬

词在民歌音乐教育中的重要作用。

《洪湖水浪打浪》是一首让人回味无穷的革命歌曲。

这首作品不管是从歌词还是到旋律的创作，都经过编曲人的

精心设计，以此来传达他们最真挚的情感。种种音乐素养的

集中不得不让这首歌曲流传至今，被多数人传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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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规律，而这些往往涉及细节知识。例如，同为“v+去”

类趋向动词，“上去、过去、进去”的“去”只能轻读，而“出

去、回去”则不必轻读；同为“方位语素+边”类方位名词，“右

边、外边、后边、上边、下边”的“边”只能轻读，而“左边、

里边、前边、东边、南边、西边、北边”的“边”则不强制

要求轻读。这些情况都需要总结出小类的规律来进行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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