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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毛女》的问世
表明革命中笔杆子的重要性

歌剧《白毛女》突出的主题是旧社
会把人逼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
人。

故事讲述的是17岁的农家女喜儿，
其父杨白劳被苛刻腐朽的封建制度逼
得欠了债，债如驴打滚，一年比一年多，
最后把杨白劳逼死了，还要拿喜儿去顶
债。喜儿被逼逃到山洞里，变成了

“鬼”。八路军到来后，把她从山洞里救
出，让她重见天日。

虽然延安时期根据地极其艰苦，物
质生活条件恶劣，但也给歌剧《白毛女》
的诞生提供了基础。1945年，延安鲁
迅艺术学院（以下简称鲁艺）的艺术家
们，根据“白毛仙姑”的传说，创作出歌
剧《白毛女》。该剧把浓郁的浪漫主义
精神和共产党的阶级斗争理论结合在
一起，成为解放区文艺标志作品之一，
迅速风靡，广受赞誉。

词作家、剧作家乔羽对《白毛女》有
一个很高的评价：“这不仅仅是一个旧
社会把人逼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
人的主题，它还告诉人们旧的制度必须
消灭，要用一个新的中国替代旧中国。”

歌剧《白毛女》的问世，表明了在党
的领导下，《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
话》指引下，广大文艺工作者懂得怎么
样用文艺武器去团结自己、教育自己、
打击敌人、消灭敌人，说明了革命要靠
两杆子——枪杆子和笔杆子的道理。

接时代的“地气”
不照搬旧戏剧形式创新曲调

《白毛女》之所以能够成为文艺的
“武器”，起到团结和教育的作用，其中
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接地气”，表达的
内容和形式与当下相符。

1944年，歌剧表演艺术家王昆随
西战团到了延安，并调入鲁迅艺术工作
团。那时候，受文艺座谈会影响的延

安，在王昆眼里，十分新鲜。
渐渐地，王昆开始理解毛泽东在延

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意识到该讲话
确实对文艺有很大的指导意义。“讲话
发表前文艺界存在不少的问题，有的脱
离人民、脱离现实生活。讲话发表以
后，文艺界的情况有了很大的好转，创
作出了一些为人民服务的好作品。”

歌剧《白毛女》就是代表之一，而王
昆扮演的是主角喜儿。“这个戏主题很
鲜明，反映了抗日战争当中很尖锐的阶
级斗争。”王昆认为，参与到这部作品的
许多人，逐渐认识了艺术和政治的关
系，艺术和人民的关系，传统民族艺术
和时代的关系。

她提到了之前在西北战地服务团
演出京戏，有一次想用旧的京剧形式演
抗日的戏。“当时想要表现抗日战争里
的英雄形象，就编了一个贺龙的戏。但
用的是古代将军的装扮，军队也是旧时
的打扮。”

当扮演贺龙的演员一出场，就开始
念诗：“俺——贺龙是也”。没想到，贺
龙看了戏之后，说道：“我就这个样子？
不看了。”

“贺龙是新时代的新型将领，不能
照搬旧戏剧形式来表现。”王昆说，《白
毛女》的创作中注意到了这个问题。

“《白毛女》起先用的是秦腔的曲调，但
觉得这样一个题材用秦腔来演绎，曲调
唱出来后，很容易让人把它跟穿古装的
人物联系起来。”

过后，剧本改由贺敬之来写，并重
新作曲，结合了民歌、秦腔、河北梆子的
曲调，重新创作，让人耳目一新。

《白毛女》创作中
群众是“最权威的批评家”

《白毛女》的成功，离不开“人民”这
一关键因素。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
表以前，毛泽东还曾受邀到鲁艺给大家

“吃个小灶”，给各位演艺人员讲话。曾

任鲁艺实验话剧团演员的于蓝回忆，当
时毛主席说：“走出学校这个圈子，到人
民火热的斗争中间去，那儿才是艺术创
作的源泉。”

这让大家的思想更加明确：文艺应
该为工农兵服务，作家、文艺家应该深
入生活，应该到火热的斗争中间去，应
该在普及的基础上提高。

同样，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
讲话》中，毛泽东提出了文艺不是超阶
级的，文艺要和工农兵群众结合。理解
大众，要把大众的语言放在首位，如果
对人民群众丰富生动的语言缺乏了解，
必然脱离群众，生活空虚，不理解大众
的语言就谈不上文艺创作。

于蓝表示，在创作《北风吹》这段曲
子时，选择了《小白菜，地里黄》调子做
基础，按照这个曲词进行加工改造，所
以它就带有很浓厚的河北农村小调的
味道。“还有喜儿扎上红头绳这一段，是
王滨导演设计的。他在山东农村生活
过，他就想，过年人家的孩子都有绸缎，
而杨白劳要去躲债。做父亲的又心疼
自己的孩子，于是便设计了杨白劳给喜
儿买二尺红头绳的情节，表达了爱女儿
的心情，也符合家庭贫困的情况。”

《白毛女》的创作过程中也少不了
来自群众的意见和支持。当《白毛女》
剧本的创作和排练进行了三个多月时，
因为长时间超负荷的写作劳动，写最后
一幕初稿时，编剧贺敬之病倒了。于是
这一场由丁毅执笔并反复修改。

当时没有剧场，就在露天排演，
附近的农民和过路的群众看了排演，
也参与讨论，提出了很多好的意见。
特别是因为知识分子对农村生活不
熟悉而产生的一些误解，大多数也被
老乡们提出，按照他们的意愿进行了
修改。

贺敬之表示，如果演的是群众熟悉
的事，“那群众是我们的先生，是最高级
的鉴赏者，最权威的批评家”，《白毛女》
的创作经验证明了这一点。

这场座谈会让文艺界焕然一新
歌剧《白毛女》成为经典世代流传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杨晨

文艺建设74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1941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作《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延安整 风运动拉开帷幕。直到1945年4月20
日，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标志着延安整风运动结束。相对于大生产运动而言，延安整风

运动从思想方面解决了当时党内的问题。
1942年5月2日至23日，延安整风期间，为端正文艺方向，彻底解决文艺为谁服务、如何服务的问题，毛泽东主持召开了有文

艺工作者、中央各部门负责人共百余人参加的延安文艺座谈会。毛泽东在会上的讲话对文艺界的整风运动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甚至对后来党的文艺政策的制定，以及相关工作的健康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982年，作家丁玲撰写文章《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前前后后》。其中回忆到，文艺座谈会以后，整风学习以后，延安和敌后根据
地的文艺工作者都纷纷深入工农兵，面向群众斗争的海洋，延安和各个根据地的文艺面貌焕然一新。

新的诗歌、木刻、美术、戏剧、音乐、报告文学、小说等百花争艳，五彩缤纷，中国的新文学运动展开了新的一页。为中国老百
姓喜闻乐见的，具有中国风和中国气派的优秀作品不断涌现，不少作品成为经典世代流传，歌剧《白毛女》就是其中之一。

历史的使命
人民的选择

□ 陈弱霄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沦为半殖民地
半封建社会，中国社会面临两大主要矛
盾：一是中华民族与帝国主义的矛盾，
一是人民大众与封建主义的矛盾。谁
能完成这两大历史任务，谁就成为历史
和人民的选择。

历史赋予时代的责任和使命，落在了
中国共产党的肩上，不是偶然，而是必然。

国民党注定承担不了这个历史重
任，因为它没法解决这两大矛盾。国民
党反帝国主义的态度始终是暧昧的。
无论是中国同盟会（中国国民党前身）
还是光复会，都没有提出反对帝国主义
的纲领，也没有将“反帝”转化成自觉行
动。相反，他们为了得到外国帮助尤其
是美英日等国支持，彼此经常是“眼来
眉去”，互相利用。

同样，人民也没有选择国民党。在
共产国际的支持下，国民党曾有过机
会。中共二大后，共产国际被明确为党
的上级组织，中国共产党接受其领导。
当时共产国际把中国革命的希望完全
押在国民党身上。1923年1月，孙中
山与苏联代表越飞发表《孙文越飞宣
言》，也就是“联俄联共”。共产国际认
为，中国不能跨越历史阶段，从封建社
会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当时的中国
革命只能是资产阶级革命，共产党只能
帮助国民党夺取政权，待时机成熟后再
来一次类似于“十月革命”的革命，将资
本主义赶下台，建立社会主义。

尽管有共产国际的支持，但人民为
什么没有选择国民党呢？因为国民党
没有选择人民，人民自然不支持它。在
革命的动机上，国民党并不关心、也不
了解、更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劳苦大众
的迫切愿望。在推进革命斗争中，他们
内心并不重视甚至看不起劳苦大众。
认为“四万万中国人，一盘散沙而已”

“矇昧无知，鲜能远虑”，甚至对广东如
火如荼的工人运动还表现出种种疑
虑。显然，国民党体会不到民众的疾
苦，也满足不了他们的迫切愿望，更看
不到工人农民的巨大力量，不能依靠和
领导农民进行革命斗争。民主革命的
两大基本任务，中国民族资产阶级都不
能解决。正如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
论》中说，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在革命时，
不愿意同帝国主义完全分裂，他们与农
村中的地主剥削有密切联系。他们不
愿和不能彻底推翻帝国主义，更加不愿
或更加不能彻底推翻封建势力。

中国共产党正是顺应这两大历史
任务而诞生。中共一大通过了中国共
产党第一个纲领，规定“革命军队必须
与无产阶级一起消灭社会的阶级区
分”。中共二大明确提出的主要任务，
就是“打倒列强，打倒军阀”。这个口
号，直接切中了近代中国两大矛盾，主
动担负起反帝反封建的历史重任。

中国共产党既是历史的选择，更是
人民的选择。“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
宗旨口号，让劳苦大众耳目一新，精神
为之一振。“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
民”，使我们党成为人民的代言人，通过
土地革命等一系列正确措施，满足了劳
苦大众的迫切诉求，得到了广大民众特
别是农民的拥护，唤醒民众起来进行武
装斗争。中国共产党人身先士卒，抛头
颅、洒热血，激励民众汇聚起磅礴力量，
经过28年的浴血奋战，实现了中华民
族的独立，赢得了人民的解放。

1942年5月，毛泽东与参加延安文艺座谈会代表合影。吴印咸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