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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时期中共开展社会动员的文艺路径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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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 文艺路线一直是中共开展动员工作的有力途径，民歌是陕甘宁边区人民表达情感、展示生活风貌的重要手段。延安时期，随着鲁

迅艺术学院的成立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发表，将民间文艺与高雅艺术结合，诞生了一系列流传至今的红色文艺作品，这些作

品一经面世便迅速传唱开来，为中共在陕甘宁边区乃至全国开展社会动员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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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刚到延安的时候，由于经济封锁和文化普及度低，这

里的文盲率高达 90% 以上。延安时期，鲁迅艺术学院的师生及一大

批文艺工作者利用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方式创作了许多优秀的文艺

作品，并且积极响应号召，深入田间地头，利用这些群众容易理解、

看的懂的文艺作品宣传抗战，开展动员工作，深受群众欢迎。

1 歌曲：普及情感价值

张闻天曾经指出“图画、唱歌以及戏剧等的宣传鼓动方式”，“更

为群众所欢迎，更能吸引广大群众”。延安时期创作出来的大量的红

色歌谣，虽身处物质条件紧缺，政治形势紧张的情形下，但无一例

外都是以积极向上为主旋律，斗志昂扬、乐观激情的旋律，表现出

了边区人民乐观的革命精神。

在毛泽东等领导人的重视和大力推动之下，红色歌谣呈现出蓬

勃发展之势，不仅仅是鲁艺的专业人才进行创作，民间的群众也广

泛参与进来，很多流传度高的歌曲作品就此诞生。在中共的积极引

导下，红色歌谣的创作走向更加政治化，更具动员效果的方向。

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之后，陕甘宁边区掀起了一

阵创作热潮，人民群众积极用文艺作品来表达自己对革命、对共产党、

新政权和新社会的感受，创作了许多情感丰富的歌曲作品，诞生了

一大批优秀的红色歌曲，进而引发了声势浩大的集体性、广泛性的

文艺歌唱运动。从传播程度来看，其中传唱度极高，能够流传至今

的经典的红色歌曲有《东方红》、《延安颂》、《南泥湾》、《绣金匾》、《游

击队歌》、《黄河大合唱》等，这些红色歌曲不仅仅在延安时期使陕

甘宁边区人民的情感高度一致，让他们沐浴在革命的红色氛围之中，

更是通过一批批文艺工作者的传播，增强了党和群众的紧密联系，

获得了情感认同，激励着军民团结一致取得抗日战争的最终胜利。

2 秧歌戏：激发情感共鸣

随着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召开，延安文艺逐渐呈现出百花齐放的

态势，陕甘宁边区诞生了有自己独特魅力的艺术形式——秧歌剧，

并在文艺座谈会召开的次年在数量上呈现爆发式的增长，成为了当

时与毛泽东《讲话》内容契合度最高的文艺形式。据统计，“从 1943

年农历春节至 1944 年上半年，一年多的时间就创作并演出了三百多

个秧歌剧，观众达八百万人次”。

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后，文艺工作者们意识到要更多的站在无产

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立场上来创作文艺作品，于是，有更多的文艺工

作者走到了乡村，走向田野，深入到群众中去，响应号召“成为群

众的一分子”，创造“真正为无产阶级的文艺”。秧歌剧所排演的内

容一方面包含着中共在延安的政治意图，另一方面也将边区群众的

生活日常紧密的融合进来。诞生了《十二把镰刀》、《儿媳妇纺线》、《牛

永贵挂彩》、《兄妹开荒》、《送公粮》等作品。这些作品大都是以现

实生活中的原型编写而成的，也正是因为如此，一经演出，便收到

了极强的宣传效果。秧歌戏利用大幅度的肢体表演，活跃现场气氛

所激发出的情感共鸣是简单的红色歌谣所不具备的。

秧歌戏的主要核心是思想政治动员，通过改造原有的陕北秧歌，

融入革命的红色因素，从而将接受度和政治性有机的统一起来。群

众既是观众也是参与者，在娱乐化的过程中也潜移默化的接受着教

育。正是基于这些优势，秧歌剧受到了延安军民和干部的热烈欢迎，

并且迅速流传到党领导下的敌后各抗日根据地。秧歌剧这一活动成

了新文艺运动有力的一翼，推动了新文艺运动的发展。 

3 舞台剧：渗透意识形态

延安时期除了蓬勃红火的秧歌剧运动，舞台剧也是非常发达的

戏剧形式之一。延安的舞台剧既是革命文艺事业的一个重要方面军，

又是艺术实践的一个创新之举。从抗战开始，延安的舞台剧得到了

空前的大发展，有名有《大丹河》、《流寇队长》、《秋瑾》、《广州暴动》

等剧目。这些剧目都主题鲜明的反映了抗战的现实情境。随着革命

形势的发展，反映党的思想路线斗争的剧目也出现了，如《抓壮丁》、

《同志，你走错了路》，演出揭露了国民党的黑暗腐朽与共产主义思

想，在边区获得了极高的评价，也为动员群众参军，加入共产党起

到了有力的推动作用。

延安时期最引起轰动的舞台剧莫过于《白毛女》。当时的中国正

处在矛盾转化的历史关口，它的出现，可谓是恰逢其时，其起到的

政治推动作用难以估量，为文艺开辟社会动员工作具有里程碑意义，

标志着中共采取将艺术与政治熔铸，将西方文艺与民间艺术结合，

将政治理念与百姓的欣赏习惯融合的道路，是正确且行之有效的。

延安时期的舞台剧不仅仅保有舞台剧原有的艺术性，更重要的

是如何借鉴其艺术的模式来凸显中共的政治表达和呼应大众的审美

诉求。这一阶段的舞台剧由于呼应党中央发出的号召“引起人们在

思想上的震动”，因此多是以传达革命的意识形态为主要内涵，是中

共用文艺手段来获得政治认同，增强意识形态把控的新形式。如同

中共在歌曲、秧歌戏等方面进行的探索创新一样，舞台剧也是中共

根据政治需要，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和进行社会动员的一种重要途径。

延安时期不仅是抗日战争的关键时期，也是文艺发展的蓬勃时

期。文艺创作的题材多样，形式丰富，诞生的文艺作品受众广泛，

题材与内容丰富，贯穿着集体主义、爱国情怀，充满着革命的乐观

主义精神。使得延安时期的舞台剧达到了政治和艺术两方面的融合

互通，滋养互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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