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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落在湘水之滨的湖南省株洲市，是一片革命热土。

在血与火的战争年代中，红军在这里播撒革命火种，并和

老区群众创作《当兵就要当红军》《红区干部好作风》《红军

阿哥你慢慢走》等朗朗上口、荡气回肠的红色歌谣。这些

歌谣穿越岁月长河，传唱不衰，成为留存在人们心中的红

色记忆。

近年来，株洲市军地加大红色历史的挖掘、保护力度，

组织党史专家、民兵、志愿者对散落民间的歌谣进行抢救

式搜集整理，并不断创新载体形式，让红色歌谣在新时代

焕发强大生命力。

“同学们准备好了吗？”

“时刻准备着！”

今年元旦，茶陵县列宁学校学生身着

红军服，徒步拉练到中国第一个县级红色

政权——茶陵县工农兵政府旧址。学生

们吃红米饭南瓜汤，哼唱红色歌谣，体验

革命先辈的艰苦生活。

“随着时代变迁和社会进步，挖

掘、传承红色歌谣的教育价值、文

化 价 值 ，便 显 得 更 为 迫 切 和 必

要。”株洲市文化旅游广电体

育局负责人说。

青 少 年 是 传 承 红 色 基

因的重要群体。近年来，株

洲市军地持续开展红色歌

谣进校园活动，组织文艺小

分队深入各大中小学校演

出 ，指 导 学 生 学 唱 红 色 歌

谣；每逢清明、八一、烈士纪

念日等，组织大中小学学生到

红军广场、革命遗址、烈士陵园

等地，缅怀革命先烈；在军营开放

日，组织学生走进军营，与官兵同唱新

红歌……

“内容难走心、人员难集中、时间难落

实”曾是民兵思想政治教育的老大难。株

洲军分区创造性地将红色歌谣融入民兵

思想政治教育，积极走开“荧屏上宣讲、掌

心上学习、指尖上交流”路子，在网络和微

信平台开设网上红色课堂，提升教育质

效；重新唱响《红军阿哥你慢慢走》《不嫁

红军心不甘》等红色歌谣，创作《红色摇篮

唱辉煌》等新编红色歌谣，在“说唱比”中

坚定理想信念；组织民兵到革命烈士陵园

缅怀先烈，邀请王莲秀等老红军给民兵讲

述革命故事、教唱红色歌谣，从先辈事迹

中接受灵魂洗礼。

“ 哎 呀 来 ！ 红 区 干 部 好 作 风 ……”

2023 年 9 月 23 日 ，是 中 国 农 民 丰 收 节 。

这天，炎陵县十都乡密花村、洋岐畲族村

等地以“庆丰收·迎盛会”为主题的红色

歌谣大赛火热举行。当地客家人用一曲

曲红色歌谣，唱出家乡山美水清的幸福

生活。

“丰收为老区农民的物质生活提供了

基础保障，我们在深入贯彻落实‘文化惠

民、文化乐民’的同时，充分发挥红色歌谣

凝聚人心、淳化民风的作用。”株洲军分区

领导介绍，在丰收节上举办红色歌谣比

赛，满足了当地畲族、瑶族及客家山民的

精神文化需求，也唱响了歌颂老区乡村振

兴的时代强音。

“山歌越唱越开怀，东山唱到西山来；

湘赣边工农革命者哟，井冈山找对革命路

哟。”“手拿竹棒呀哆哆响，一山那个溜溜

一山那个牛……”此起彼伏的歌谣回荡在

田间地头，成为丰收节最引人注目的一个

环节。

据介绍，为了让群众近距离了解红色

歌谣、歌唱红色歌谣，株洲市搭建了“红色

歌谣大讲堂”学习平台，依托下辖各区县

融媒体中心，实现“一机在手，红色歌谣应

有尽有”；不少乡镇街道设置了“红色歌谣

擂台”等平台，让民众在家门口便能唱响

红色歌谣；组织红歌文艺大篷车走基层、

进乡村……形式多样的宣传，丰富多彩的

活动，把红色歌谣传到千家万户，让红色

故事流传更广更深。

“ 红 色 歌 谣 内 涵 丰 富 ，是 极 具 说 服

力、感染力的爱国主义教材。下一步，我

们还要把红色歌谣保护、利用与创建双

拥模范城等结合起来，激发广大干部群

众传承红色基因热情，让红色歌谣唱响

湘东大地。”株洲市双拥工作领导小组办

公室主任、退役军人事务局局长刘新宇

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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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株洲市军地致力留存红色记忆传承红色文化—

红色歌谣唱响湘东大地
■张建武 胡小剑 华 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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毗邻炎陵县水口乡的叶家祠是株

洲 市 红 色 教 育 和 国 防 教 育 基 地 。 进

入叶家祠，回响在参观者耳畔的是一

段动人的旋律：“吃菜要吃白菜心，当

兵就要当红军……”

1927 年 10 月 15 日晚，叶家祠小阁

楼透出一丝橘红色的灯光。灯光下，

6 个年轻人跟着率领秋收起义部队来

到 水 口 乡 的 毛 泽 东 同 志 进 行 入 党 宣

誓。随后，这些年轻人唱着这首歌谣

随部队走上井冈山。

茶陵县棋盘山陡峭绵延，山脚下

有一座列宁学校。每年开学典礼，学

生们都会高声合唱：“共产主义新，我

们是接班人。毛委员共产党，中华指

路人。中华未来，一切由我们！”

列 宁 学 校 教 导 处 主 任 李 文 峰 介

绍，这首歌是该校校歌。1930 年，红军

在此创办了列宁学校，招收工农子弟

免费上学。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

列宁学校稍大的学生唱着校歌随红军

踏上长征路，年纪尚小的留了下来。

为躲避反动派破坏，12 岁的春伢子将

校牌藏在了学校后山。敌人抓到春伢

子，威逼利诱他交出校牌。但春伢子

宁死不屈，最终被活活烧死……

毗邻井冈山、山高谷深的炎陵县

梨树洲村，是苏区红色歌谣的发源地

之 一 。 红 军 长 征 前 ，曾 在 当 地“ 扩

红”。征兵启示刚一贴出，报名参加红

军的年轻人络绎不绝。新婚仅 3 天的

潘乔记，和其他十几名青年一起唱着

歌谣，随部队踏上漫漫长征路。

临行前，每名青年在后山栽下一

垄杜鹃花。潘乔记拿出一面镜子送给

妻子阿莲，告诉她：“革命成功后，我一

定回来！”“红军阿哥你慢慢走勒……

革命胜利呦你回头，老妹等你呦到白

头！”次日，阿莲在村口大榕树下挥泪

送别亲人。

90 多年过去，当年栽种的杜鹃已

是 一 片 云 霞 ，可 栽 树 的 勇 士 再 没 回

来。新中国成立后，阿莲才得知，潘乔

记在过草地时已经牺牲了。

“革命战争年代，在株洲，父母送

子子送父、情妹送哥妻送郎参加红军

的场面随处可见，当地群众以此为素

材创作了《劝郎当红军》《当兵我要当

我红军》《慰问红军歌》等歌曲，真实地

还原了那段历史。”株洲市委宣传部工

作人员说。

“每首红色歌谣背后都有一段历

史，见证着峥嵘岁月。”株洲市委党史

研究室工作人员介绍，许多红色歌谣

产生于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湘赣革命

根据地，在当地客家山歌、民谣音律的

基础上创作，采用传统比、兴、赋表现

手法，语言通俗，朗朗上口，便于传唱。

为 保 卫 新 生 的 工 农 兵 苏 维 埃 政

权，红军战士和茶

陵 人 民 团 结

一 心 并

肩 战 斗 ，

合 唱“ 工 农 兵

联合起来向前进”，为表达红军与当地

群众的鱼水情深，株洲群众唱出“同志

今晚到我家，没有羊肉有南瓜；没有鸡

肉有野菜，火麻拌菜水当茶”，《红军打

仗真勇敢》则道出了对红军对共产党

的敬佩、期盼和热爱……

“ 这 些 红 色 歌 谣 或 抒 真 情 ，用 艺

术打动人，或接地气，用事实教育人，

或慷慨陈词，用胜利鼓舞人，体现了

老区人民的红色情结，更成为有特殊

意义的精神符号。”株洲军分区领导

表示。

一首红歌一段红色历史

“当兵就要当红军，处处工农来欢

迎 ”“ 红 军 打 仗 为 工 农 ，杀 尽 一 切 寄 生

虫”……2 月底，株洲市上半年预定新兵

走进炎陵县红军标语馆参观学习。这

座标语馆里，记录着 100 余首不同红色

歌谣诞生经过。

“历史需要被铭记，这些烙上革命

历史印记的红色歌谣是宝贵的精

神财富。”炎陵县红军标语馆工

作人员表示，炎陵县一直非

常 重 视 红 色 歌 谣 的 整 理

和 传 承 。 为 传 唱 好 保 存

至 今 的 红 色 歌 谣 ，2008

年 ，该 县 将“ 苏 区 红 色 歌

谣”申报为株洲市非遗保

护 项 目 。 2009 年 ，该 县

“ 苏 区 红 色 歌 谣 ”又 被 列

入省非遗保护名录。

这 是 株 洲 市 军 地 留

存红色记忆、传承红色基因

的缩影。多年来，株洲市军地

和民间志愿团体一直致力于红

色 歌 谣 的 整 理 保 护 传 唱 ，发 动 党 史 专

家、民兵、志愿者等坚持抢救性挖掘保

护散落民间的红色歌谣。他们跋山涉

水，在村庄社区、田间地头，留下搜集红

色歌谣的足迹。

茶陵县严塘镇原文化专干黄运初

就是其中一员。在信息不发达的年代，

他们经常托人四处打听，一听说哪里有

人会唱红色歌谣，就会请村干部带路前

去收集。

“没有录音设备，我只能一边听村

民唱，一边用纸笔记录。”黄运初说，多

数歌谣在民间口耳相传，没有歌名，他

们就根据歌词内容起名。“如‘捉鸡捞鱼

担担酒，两脚如飞快步走，你问我到哪

里去，担到湾里和井头，慰问工农子弟

兵，酒醉饭饱打白狗’这首红歌，就起名

为《打白狗》。”黄运初说。

红歌收集不易，黄运初耗费了近 2

年时间才收集到 13 首歌。“我热爱这个，

就不觉得累了。能为后人留下这些红色

记忆，我感到非常有意义。”黄运初说。

株洲市军地还组织

人员找寻革命烈士墓碑，

瞻仰战斗遗迹，看望老英

雄，寻访红军后代等，在

搜集整理红色歌谣的同

时，发掘一首首可歌可泣

的红色歌谣背后的故事。

在发掘当地鲜为人知的

红色故事及红色歌谣时，株洲市

军地工作人员与志愿者还将挖掘

到的红色故事素材加工整理，通过多种

方式送进乡村、校园。

“客家人都喜欢听山歌，于是我们

编创了一些新时代山歌，将党的创新理

论用山歌的方式表达出来。”志愿者刘

小超说：“志愿者队伍中有几位‘乡村名

嘴 ’，非 常 擅 长 山 歌 ，他 们 用 山 歌 的 形

式，巧妙地将红色文化‘唱’进了人们的

心坎里。”

志愿者们创作的红色歌谣，唤醒不

少老区村落的红色记忆。“当初我们去

十都镇青石岗村搜集、整理红色歌谣和

背后故事，一些年轻村民刚开始都以为

村里并没什么值得宣扬的红色故事和

红色文化。”刘小超回忆，为此，他们查

阅大量文献和史料，并拜访村里老人，

将整理后的红色故事新编成红色歌谣

唱给村民听。

“听完才知道，原来我们村许多乡

亲都为掩护红军医院伤员牺牲了。”青

石岗村民黄奎说，他要将这些故事和歌

谣分享给亲朋好友，让更多人了解先辈

的英勇故事。

株洲军分区领导表示，他们要继续

鼓 励 传 承 、发 扬 并 创 作 新 时 代 红 色 歌

谣，引导激励群众从革命传统中感悟崇

高、从红色歌谣中汲取力量，将红色基

因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唱响新时代红

色歌谣。

据统计，近年来，株洲市共整理留

存 2600 余首红色歌谣，创作 100 余首新

编红色歌谣。这些红色歌谣激励着老

区群众，为建设美丽家乡和乡村振兴接

续奋斗。

唤醒老区村落红色记忆

图①：在炎陵县举办的“湘赣边油菜花节”上，炎陵县十都

乡村民唱起红色歌谣。 林奇志摄

图②：炎陵县十都乡洋岐畲族村村民在“庆丰收·迎盛会”

红色歌谣大赛上演唱红色歌谣。 罗石勇摄

图③：株洲市芦淞区何家坳小学学生在“唱支红歌给党

听”红歌拉歌比赛上献唱红色歌谣。 资料图片

图④：炎陵县红军标语馆内的《浴血罗霄》雕塑。 华 山摄

图⑤：炎陵县红军标语馆展示的《红军纪律歌》图片。 苏清泉摄

图⑥：政协炎陵县委员会学习文史委员会工作人员（右）与沔渡乡

民间艺人曾书华（左）探讨、整理当地的红色歌谣。 罗建群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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