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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与一九五八年民歌运动关系考论
*

罗 嗣 亮

〔摘要〕毛泽东发动 1958 年民歌运动的初衷是搜集旧民歌，以此为基础探索中国诗歌发展道路，

而非一开始就旨在发动一个全民写诗运动。周扬的汇报是毛泽东改变对民歌运动的看法并提出大规模

地搜集新旧民歌的重要原因; 地方党政干部和知识分子对民歌运动的理解和实践出现了较大差异，毛

泽东并未忽视后者在民歌运动中的独特作用; 他后来对农民写诗和 “新民歌”批评较多，但仍然关注

新诗改革，并始终认为搜集原汁原味的民歌具有重要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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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Ｒelations between Mao Zedong and the Folk Song Movement in 1958
Luo Siliang

Abstract: The original intention of launching Folk Song Movement by Mao Zedong in 1958 was to collect old folk
songs and explore the development road of Chinese poetry based on that，but not launch a nationwide campaign of
writing poetry from the beginning． Zhou Yang’s report is the important reason that Mao Zedong changed his opin-
ions on folk song movement and proposed to massively collect old and new folk songs; local Party and government
cadres and intellectuals had comparatively big discrepancy on understanding and practice to folk song movement，
but Mao didn’t neglect the latter’s unique role in folk song movement; Later he had made more criticisms to
farmers poetry and the“new folk song”，but still concerned about new poetry reforms and had always believed
collecting authentic folk songs had great value．

1958 年诞生于 “大跃进”背景下的民歌运

动，是中国当代文化史上的重要事件，通常被

称为 “新民歌运动”。研究者大都指出毛泽东与

这场运动有密切关系，认为毛泽东亲自发动了

全国范围 的 大 规 模 的 新 民 歌 创 作 和 搜 集 运 动。
有的研究者甚至认为，毛泽东一开始就是农民

写诗、全民写诗运动的积极提倡者。但是，如

果更为仔细地释读相关历史文献，则发现历史

本身与以上结论存在较大差距。本文试图通过

具体历史材料的微观分析，考证毛泽东发动这

场运动的最初意图和运动过程偏离毛泽东意图

的原因，并结合毛泽东生平对于民歌和诗歌问

题的基本思考，较为全面地呈现毛泽东与这场

运动之间的关系。

一、毛泽东的初衷: 搜集旧民歌

1958 年民歌运动缘于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

的倡导。在 3 月 22 日的会议上，毛泽东将亲自

编选的唐宋和明朝人写的有关四川的诗词两册，

与 《华阳国志》一并印发与会人员。诗词册中

有李白的 《蜀道难》《峨眉山月歌》，也有杜甫

的 《剑门》《蜀相》，还有明朝杨慎、李攀龙等

的诗。毛泽东就此说: “印了一些诗，尽是老古

董。搞点民 歌 好 不 好? 请 各 位 同 志 负 个 责 任，

回去以后，搜集点民歌，各个阶层、青年、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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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都有许多民歌，搞几个试点，每人发三、五

张纸写 写 民 歌，劳 动 人 民 不 能 写 的 找 人 代 写，

限期十天搜集，会收到大批旧民歌，下次会印

一本出来。”① 在 4 月初的汉口会议上，毛泽东

再次提到民歌问题: “各省搞民歌。下次会上每

省至少要交一百首。大、中、小学生发动他们

写，每人 发 三 张 纸，没 有 任 务。军 队 也 要 写，

从士兵中搜集。”②

4 月 9 日，《人民日报》在第一版报道了云

南省委宣传部向各地县委发出的关于收集民歌

的通知，并于 14 日发表题为 《大规模地收集全

国民歌》的社论。社论说: “这是一个出诗的时

代，我们需要用钻探机深入地挖掘诗歌的大地，

使民谣、山歌、民间叙事诗等等像原油一样喷

射出来……诗人们只有到群众中去，和群众相

结合，拜群众为老师，向群众自己创造的诗歌

学习，才 能 够 创 造 为 群 众 服 务 的 作 品 来。”此

后，各地报刊大量选载民歌。
在 5 月召开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周扬

专门作了关于民歌运动的报告。他说: “随着社

会主义生产大跃进，全国各地涌现出了不计其

数的民 歌……解 放 了 的 人 民 在 为 多、快、好、
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伟大斗争中所显示出来的

革命干劲，必然要在意识形态上，在他们口头

的或文字的创作上表现出来。不表现是不可能

的。”③ 次日，毛泽东在会议上肯定了周扬的发

言，提出要大量收集出版包括新民歌在内的各

类民歌。此后，各级干部、文学艺术家和普通

群众全面发动起来，民歌运动发展成为遍及全

国的大规模群众运动。
由 1958 年民歌运动兴起的基本脉络可以清

楚地看到，这场运动的发生在很大程度上是由

于毛泽 东 的 倡 导 和 发 动。然 而 值 得 深 究 的 是，

毛泽东为什么要发动这场运动? 他的最初考虑

是什么?

成都会议是一次“鼓劲”的会议，按照毛泽

东自己的说法，是 “要人们敢说，精神振作”④。
毛泽东在会上说，从古以来，创立新学派、新

教派都是学问不足的青年人，“他们一眼看出一

种新东西，就抓住向老古董开战! 而有学问的

老古董，总是反对他们的”⑤。这种 “敢想敢说

敢干”的精神在当时已经出现的 “大跃进”民

歌中是大量存在的。1957 年冬季农村水利运动

中诞生的那首 《我来了》( “天上没有玉皇，地
上没有龙王。我就是玉皇，我就是龙王。喝令
三山五岭开道，我来了!”) ，表现的正是社会主

义生产中 农 民 群 体 在 新 时 代 迸 发 的 巨 大 力 量。
从毛 泽 东 后 来 的 谈 话 来 看，他 是 读 过 这 首 诗

的。⑥ 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提出搜集民歌，其中

的一个考虑显然是希望从民歌中看到下层民众

的振作精神、乐观精神和顽强意志⑦，从而帮助

党内 “解放 思 想”，走 出 一 条 “多 快 好 省”的

建设道路。
但是，作为一位非常熟悉文学艺术并且本

身就是一位诗人的政治家，毛泽东此时对民歌

的关注和提倡，并非权宜性地借用民歌来帮助

推动政治形势的发展，更非一时头脑发热，也

有着在文艺本身层面的慎重考量。
1956 年提出的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

针充分调动了知识分子发展文化事业的积极性，

然而由于国际国内的原因，“百花运动”没有继

续下去。在反右派斗争后，周扬写了总结性的

文章 ( 即 《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 。1958
年 2 月，毛泽东修改该文时在加写的文字中说

道: 1957 年 “思想战线上和政治战线上的社会

主义大革命”，“替无产阶级文学艺术开辟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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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 思 想 万 岁 ( 1958—1960 ) 》，版 本 不 详，第

41 页。
《在汉口会议上的插话》 ( 1958 年 4 月 1 日至 6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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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晋: 《文人毛泽东》，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年，

第 447 页。
毛泽东向来认为读诗可以产生精神上的作用，读一

些风格豪放的诗歌可以振作精神，增强意志。1958
年 2 月 3 日，毛泽东致信病中的女儿李讷，引用唐

朝诗人王昌 龄 《从 军 行》中 的 诗 句 鼓 励 她。他 说:

“意志可以克服病情……诗一首: 青海长云暗雪山，

孤城遥望玉门关。黄沙百战穿金甲，不斩楼兰誓不

还。这里有意志。知道吗?”参见《老一代革命家家

书选》，中央 文 献 出 版 社、三 联 书 店，1990 年，第

55—56 页。



条广泛发展的道路。在这以前，这个历史任务

是没有完成的。这个开辟道路的工作今后还要

做，旧基地的清除不是一年工夫可以全部完成

的。但是基本的道路算是开辟了，几十路、几

百路纵队的无产阶级文学艺术战士可以在这条

路上纵横驰骋了”①。
在各种文艺样式中，毛泽东选择了他一直

高度重视的诗歌作为突破口。这一方面是由于

毛泽东对诗歌比较熟悉②; 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中

国是一个诗的国度，即使在下层民众中，也以

口头的形式流传着丰富的民歌民谣，发掘民间

歌谣来为新文学新艺术提供基础和养料，是促

进中国新文艺发展和转型的一条便捷途径。毛

泽东在成 都 会 议 上 的 一 段 话 透 露 了 他 的 心 声:

“现在是过渡时期，需要的小说不是大作品，而

是写一些及时反映现实的中篇，短篇，象鲁迅

的那些作品。鲁迅并没有写什么大作品嘛! 现

在是兵慌 ［荒］ 马乱时期，大家忙的很，知识

分子还未改造好。大作品是写不出来的，我们

也一样，没有创造一件，都是把群众和下级创

造出来的东西加以提倡，不接近群众如何能提

倡好的东西。创作也是一样，也必须和人民接

近，听人民和下级干部的话。”③

所谓 “接近群众”才能 “提倡好的东西”，

实际上是希望从民间发掘资源和智慧加以提升，

从而走 出 一 条 新 路。这 是 毛 泽 东 历 来 的 做 法，

也是 “群众路线”的重要内涵。毛泽东亦相信

从民间开出文学新路具备文学史的根据，因为

在他看来，“过去每一个时代的诗歌形式，都是

从民间吸收来的”④。但是，毛泽东此时采取的

仍是尝试性的态度，他仍处在观察了解的过程

中，民歌的状况到底怎样，尚未 “摸底”⑤。
不过因为毛泽东对诗歌领域比较关注，他

很早就看到了新诗的问题。他尖锐地指出: “现

在的新诗还不能成形，没有人读，我反正不读

新诗，除非给一百块大洋。”相比之下，欣赏民

歌 更 轻 松 愉 悦，“比 看 李 白、杜 甫 的 诗 舒 服

些”。⑥ 撇开毛泽东个人的艺术趣味及对新诗的

某种成见，他所指出的新诗读者不多和未能走

向群众这一点，无疑是十分中肯的。但他对新

诗的支 持 态 度 还 是 很 明 确 的。新 中 国 成 立 后，

中国文学界曾经就诗歌问题展开讨论，有人主

张格律诗，有人主张自由体，有人主张两种形

式都可以; 讨论的问题还有旧体诗能不能表现

现实生活等。针对这些问题，毛泽东明确指出:

“诗当然应以新诗为主体，旧诗可以写一些，但

是不宜在青年中提倡，因为这种体裁束缚思想，

又不易学。”⑦ 可见他批评新诗，并不是要以民

歌或古典诗取代新诗⑧，而是 希 望 新 诗 改 革 自

身，走出一条更为宽广和顺畅的道路。
1958 年 1 月 14 日，毛 泽 东 在 中 南 海 约 见

《人民日报》文艺部主任袁水拍和中国作协书记

处书记臧克家讨论诗歌时说: 我已看了新诗旧

诗争论的文章。关于诗，有三条: 精练; 有韵;

一定的整齐，但不是绝对的整齐。要从民间的

歌谣发展……要 调 查 研 究，要 造 成 一 种 形 式。
过去北 京 大 学 搜 集 过 民 谣，现 在 有 没 有 人 做?

要编一本现代诗韵，使大家有所遵循。⑨ 在成都

会议上，他又说: “我看中国诗的出路恐怕是两

条: 第一条是民歌，第二条是古典，这两面都

·47· 中共党史研究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7 册，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2 年，第 94 页。
1957 年、1958 年是毛泽东谈诗论诗最多的两年，也

是对自己的诗作整理用心最多的两年。1957 年 1 月，

他在《诗刊》创刊号上第一次集中发表了 18 首诗。
文物出版社于 1958 年 9 月出版了《毛主席诗词十九

首》。12 月 21 日，他在该书书眉上写下 13 段批注，

对诗词写作背景和内容作了解释说明。参见《毛泽

东诗词 集》，中 央 文 献 出 版 社，1996 年，第 223—
234 页。
《在成都会议上的插话》 ( 1958 年 3 月) ，《毛泽东思

想万岁 ( 1958—1960 ) 》，第 54 页。
陈晋: 《文人毛泽东》，第 446 页。
毛泽东在成都会议 3 月 26 日的讲话中说: “现在有

些问题，还是不摸底，农业比较清楚，工业、商业、
文教不清楚……财贸还有文教历来没有摸过”，“今

年这 些 要 摸 一 摸。”《毛 泽 东 传 ( 1949—1976 ) 》
( 上) ，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 年，第 802—803 页。
陈晋: 《文人毛泽东》，第 448 页。
《毛泽东文集》第 7 卷，人民出 版 社，1999 年，第

184 页。
就在 1957 年 4 月，毛泽东还曾致信袁水拍，称赞他

的新诗《摇 头》写 得 好 ( 《建 国 以 来 毛 泽 东 文 稿》
第 6 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 年，第 434 页) 。在

1959 年读到郭小川的《将军三部曲》《致青年公民》
《望星空》等新诗后，他也表示: 应当给这个善于思

索、长于幻想的热爱祖国的诗人给以鼓励 ( 陈晋主

编: 《毛泽东读书笔记解析》下册，广东人民出版

社，1996 年，第 1615 页) 。
陈晋: 《文人毛泽东》，第 446 页。



提倡学习，结果要产生一个新诗。现在的新诗

不成型，不引人注意，谁去读那个新诗。将来

我看是古典同民歌这两个东西结婚，产生第三

个东西。形式是民族的形式，内容应该是现实

主义与浪漫主义的对立统一。”① 这大致上是毛

泽东所期待的中国 “新诗”的基本面貌。未来

的这种新诗将在现在开辟的诗歌道路，即新诗

与民歌、古典诗共同发展的道路上，不断吸收

民歌和古典诗的精华而发展壮大。
尽管毛泽东希望通过大量收集民歌走出一

条新的诗歌发展道路，这条道路意味着诗歌与

大众的距离将大大地拉近，甚至在未来时代人

民大众将和文人骚客一样成为诗歌创作的主体，

并且 1958 年前后确曾出现了让毛泽东感到欣慰

的群众创作现象，但毛泽东此时并未号召让工

农大众来一个诗歌创作运动，他强调的一直是

“搜集 ( 收集) ”。
事实上，早在 1926 年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

期间，毛泽东就曾让学生搜集过民歌。1930 年

在寻 乌 做 调 查 时，又 亲 自 搜 集 过 民 歌②。1938
年 4 月，他在延安鲁艺讲到文艺工作者要深入

民间生活时说: “农民不但是好的散文家，而且

常是诗人。民歌中便有许多好诗。我们过去在

学校工作的时候，曾让同学趁假期搜集各地的

歌谣，其中有许多很好的东西。”③ 毛泽东这里

说的 “在学校工作的时候”，就是指的农讲所时

期。在成都会议上，毛泽东又提及农讲所时期

发动学生搜集的民歌，说这些民歌丢了非常可

惜④。毛泽东念念不忘的这些民歌，都是民间自

然存在的，而非发动大众创作的。正因为是自

然存在的，这些民间诗歌真实地反映了市井乡

间的生活样态和人伦物象，且因为经过了时间

的洗练，因而里面 “有许多很好的东西”。
一些论者之所以认为毛泽东一开始就旨在

发动一个民歌创作运动或全民写诗运动，很有

可能是对毛泽东在成都会议和汉口会议上提出

的 “写 写 民 歌”的 误 解。事 实 上， 这 里 的

“写”应为 “写 下 来”或 者 “记 录”的 意 思。
仔细阅读原文，我们可以看到，他说: “各个阶

层、青年、小孩都有许多民歌”，“限期十天搜

集，会收到大批旧民歌。”这里的意思很明确，

各个阶层、青 年、小 孩 的 民 歌 是 他 们 现 有 的，

即他们能 够 背 诵 或 者 歌 唱 的 已 经 流 行 的 民 歌，

也就是 “旧民歌”⑤，而并非要求他们现在就去

创作。所谓 “劳动人民不能写的找人代写”，指

的是不会写字但又能够背诵或歌唱一些民歌民

谣的劳动人民，可以请人帮忙记录下来。毛泽

东在 1961 年 3 月广州会议上的一段讲话可以作

为这一判断的注脚。在这次会议上，他再次忆

及农讲所时期让学生搜集民歌的难忘经历: “我

发动各省 来 的 学 生 抄 写 民 歌……我 对 他 们 说:

你们抄写民歌，我发纸，每人发几张纸。一个

人 长 到 十 几、二 十 几 岁， 总 能 记 得 一 些 民

歌。”⑥ 从这里可以清楚地看到，1958 年毛泽东

发动人们搜集民歌，正是源于他在农讲所时期

的经验，他最初想要得到的显然是 “记录”或

“抄写”下来的 “旧民歌”。他虽要求每人发三

张至五张纸，并在一定时间期限内把这些民歌

交上来，但又强调 “没有任务”。这极有可能是

出于这样的考虑，即如果规定任务，则可能出

现临时拼凑，因而搜集不到原汁原味的、经过

民众口耳相传和审美检验的民歌。应当说，此

时毛泽东对民歌运动的思考仍然是比较清醒的。
毛泽东上述最早公开倡导搜集民歌的语句

出自成都会议第四次讲话，在讲话之前，他拟

·57·2014 年第 3 期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7 册，第 124 页。
《毛泽东文集》第 1 卷，人民出 版 社，1993 年，第

204—206 页。
《毛泽东文艺论集》，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 年，第

19 页。
陈晋: 《文人毛泽东》，第 450 页。
论者多未注意这里所说的“旧民歌”。笔者查阅四种

版本的《毛泽东思想万岁》，发现都是说的 “旧民

歌”。参见《毛 泽 东 思 想 万 岁 ( 1958—1960 ) 》，版

本不详，第 41 页; 《毛泽东思想万岁》，1967 年 2
月，第 150 页; 《毛泽东思想万岁》第 2 册，1967 年

3 月，第 63 页; 《毛泽东思想万岁》，1969 年 8 月，

第 180 页。另外，据参加会议的亲历者回忆，毛泽

东也是说“会收到大批旧民歌” ( 参见李锐: 《“大

跃进”亲 历 记》上 卷，南 方 出 版 社，1999 年，第

262 页) 。
《毛泽东文集》第 8 卷，人民出 版 社，1999 年，第

264—265 页。周扬在 1958 年首都文艺界民歌座谈会

上也提到，毛泽东在办农民运动讲习所的时候，“当

时每个学生大概都能背诵几首民歌，他把它们收集

起来”。参见《采风大军总动员———首都文艺界民歌

座谈会纪要》，《文艺报》1958 年第 9 期。



的提纲即列有 “收集民歌问题”①。这很清楚地

表明了他的最初目标。直到周扬在中共八大二

次会议上发表关于民歌运动的讲话时，他仍然

是这样陈述的: “最近，由于毛泽东同志的倡

导，全国各地展开了声势浩大的搜集民歌的运

动。”② 由此可见，至少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之

前，毛泽东主要强调的是民歌搜集而不是民歌

创作。
毛泽东之所以不通过专门的民间文艺工作

者，而倾向于通过党政渠道来搜集民歌，其原

因他在成都会议上已有说明: “搜集民歌的工

作，北京大学做了很多。我们来搞可能找到几

百万成千万首的民歌，这不费很多的劳 力。”③

1918 年北京大学由刘半农首倡的歌谣运动，是

现代中国第一次科学的民歌采集活动，完全是

通过专业人士、专业渠道来开展的。毛泽东这

里所说的 “我们来搞”，即区别于专业渠道的党

政渠道。很显然，这条渠道在他看来远比专业

渠道更有效率。

二、从“搜集”旧民歌到“创作”新民歌

( 一) 知识精英的传达和汇报

1958 年 4 月 14 日，在 《人 民 日 报》社 论

发表的同一天，《民间文学》编辑部访问了诗坛

泰斗、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主席郭沫若。郭沫

若较为详细地谈论了民歌的价值、如何收集整

理民歌等问题。此后，郭沫若又在 《中国青年

报》 《诗刊》等报刊发表文章，表达他对民歌

运动的相关看法。4 月 26 日，全国文联、作协、
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邀请首都文艺界著名人士

和相关部门负责人举行民歌座谈会，进行 “采

风大军总动员”。会议由中 宣 部 副 部 长 周 扬 主

持，郭沫若、老舍、郑振铎、臧克家、赵树理、
阳翰笙、顾颉刚、江橹、贾芝、林山等人发言。

从以上知识分子对民歌运动的相关言论可

以看到，知识分子基本上把这场民歌运动理解

为 “采风”运 动④，即 强 调 民 歌 搜 集，这 与 毛

泽东在成都会议上的想法是大体一致的。同时，

他们也都强调不能忽视旧民歌 ( 包括 “过去革
命时代的民歌”和 “旧时代的民歌”⑤) 的 搜

集，也都看到了新型民歌对生产的促进意义以

及从诗歌发展道路的角度来看待民歌搜集运动

的价值⑥。尤其 是 郭 沫 若 所 强 调 的 “要 从 胚 胎

状态的东西把 好 东 西 提 炼 出 来，加 以 吸 取”⑦，

可以说是毛泽东的 “普及—提高”辩证法在民

歌运动上的恰当运用。他们不同于毛泽东的地

方，其一在于对新诗的成绩评价不同，他们既

肯定新民歌对于 “开一代诗风”的意义，又强

调不应否认五四以来新诗的成绩⑧。其二在于对

民歌搜集与民歌推广有着更为严格的区分，即

对于民歌搜集，应该真实记录， “一字不动”，

而对于民歌推广则 “可以稍加修改”⑨。但他们

对 于 如 何 看 待 社 会 主 义 改 造 之 后 尤 其 是 生 产

“大跃进”以 来 的 新 型 民 歌，并 没 有 系 统 的 看

法。他们虽隐约注意到了这类民歌相对于旧民

歌的异质性，甚至也开始用 “新民歌”一词来

称呼此类民歌，但没有能够从理论上加以说明。
在搜集到一定数量民歌的基础上，周扬在

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汇报了自己对民歌运动的

系统 看 法。周 扬 在 发 言 中 引 用 了 10 首 “大 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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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7 册，第 117 页。
周扬: 《新 民 歌 开 拓 了 诗 歌 的 新 道 路》， 《红 旗》
1958 年第 1 期。
《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 ( 四) 》 ( 1958 年 3 月 22 日) ，

《毛泽东思想万岁 ( 1958—1960 ) 》，第 42 页。
郭沫若: 《为今天的新国风，明天的新楚辞欢呼!》，

《中国青年报》1958 年 4 月 17 日。
《采风大军总动员———首都文艺界民歌座谈会纪要》，

《文艺报》1958 年第 9 期。
但对毛泽东的“民歌 + 古典”说，也有一些知识分

子公开提出异议，如何其芳就仍然持“现代格律诗”
的观点，他指出: “民歌体的限制，首先是指它的句

法和现代口语有矛盾。它基本上是采用了文言的五

七言诗的句法，常常要以一个字收尾，或者在用两

个字的词收尾的时候必须在上面加一个字，这样就

和两个字的词最多的现代口语有矛盾，写起来容易

感到别扭，不自然，对于表现今天的复杂的社会生

活不能不有所束缚。”参 见何其芳: 《关 于 新 诗 的

“百花齐放”问题》，《处女地》1958 年第 7 期。
《关于 大 规 模 收 集 民 歌 问 题———郭 沫若 答 “民 间 文

学”编辑部问》，《人民日报》1958 年 4 月 21 日。
郭沫若认为: “五四以来的新诗还是有贡献的，应该

肯定它 的 成 绩。如 反 封 建，解 放 个 性，打 破 束 缚，

突破了旧诗词的清规戒律等是应该肯定的。虽然外

来的 影 响 很 大，但 就 诗 人 来 分 类， 也 不 能 一 律 看

待。”参见《郭沫若同志就当前诗歌中的主要问题答

本社问》，《诗刊》1959 年第 1 期。
郭沫若: 《民歌要不要改?》，《文汇报》1958 年 5 月

12 日。



进”民 歌，并 让 人 编 选 110 首 “大 跃 进”民

歌，汇成 《新民歌百首》，作为附件印发与会代

表。周扬开篇引用的是一首安徽民歌: “如今唱

歌用箩装，千箩万箩堆满仓，别看都是口头语，

搬到田里变米粮。种田要用好锄头，唱歌要用

好歌手，如今歌手人人是，唱得长江水倒流。”
其他的则主要是反映群众冲天干劲和他们在新

时代体现出来的崭新面貌的民歌，如上文提到

的 《我来了》，以及类似下面这样的诗歌: “太

阳太阳我问你，敢不敢来比一比? 我们出工老

半天，你睡懒觉迟迟起; 我们摸黑才回来，你

早收工进地里。太阳太阳我问你，敢不敢来比

一比?” “小蓬船，装粪来，惊飞水鸟一大片。
摇碎满 河 星，摇 出 满 囱 烟。小 蓬 船，装 粪 来，

橹摇歌响悠哉哉，穿过柳树云，融进桃花山”。
周扬这样评论道: “诗劳动化了，劳动也诗化

了。在过去的诗中，甚至民歌中，谁歌颂过积

肥送粪这样的事情呢?”他认为: “新民歌中有

不少具有高度思想和艺术价值的作品。”① 但很

显然，周扬引用的这些民歌都是先经过他的精

心挑选，思想性和艺术性都比较高的，并且许

多民歌已由知识分子加工润色②。这一点毛泽东

当时应该是不知道的。
对于民歌运动，周扬表达了以下看法③: 第

一，随着生产 “大跃进”出现的民歌与此前的

民歌存在本质区别。他把这些民歌称为 “新民

歌”: “这是一种新的、社会主义的民歌”，因

为它们 “表现了社会主义制度下人们的新生活、
新思想、新道德和新风俗”，“劳动成了新民歌

的支配一切的主题”; 它们在艺术上也出现了新

的特点，即 “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

义结合”。第二，“新民歌”在现时代具有多重

意义。新 民 歌 既 是 “车 间 或 田 头 的 政 治 鼓 动

诗”，“又是劳动群众自我创作、自我欣赏的艺

术品”。它 们 不 仅 开 拓 了 民 歌 发 展 的 “新 纪

元”，同时也开拓 了 “诗 歌 的 新 道 路”。第 三，

鼓励群众 新 民 歌 创 作 应 与 搜 集 新 旧 民 歌 并 举。
虽然在大会发言时，周扬的题目是 《全党动手，

搜集民歌》 ( 后来在发表时，将题目改成 《新
民歌开拓了诗歌的新道路》) ，但从发言内容来

看，他并没有把民歌运动限定在 “搜集”的范

围之内，而 是 主 张 “一 面 鼓 励 群 众 的 新 创 作，

一面大规模地有计划地搜集、整理和出版全国

各地方、各民族的新旧民歌”。
无疑，周扬对 “大跃进”民歌的解读已经

将其提升到了一个相当的理论高度。对于普通

的知识分子而言，“大跃进”民歌不过是一种新

型的民歌，而在周扬这里，作为 “新民歌”的

“大跃进”民歌实际上是社会主义文化生产的一

部分，因此，民歌运动就不能仅仅停留在搜集

的层面，“鼓励群众的新创作”就是在培植社会

主义的 文 化 力 量，创 造 社 会 主 义 的 文 化 财 富，

在实践中完善社会主义的文化蓝图。
( 二) 毛泽东的思想变化

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期间，毛泽东正处于

“意气风发”的状态④。他读到了 《人民日报》
上发表的青年工人廖世刚的文章，文中提出了

“叫高山低头，叫河水让路”的诗意化的豪迈口

号⑤。毛泽东在同一天的会议上说: “‘让高山

低头，要河水让路’，这句话很好。高山嘛，我

们要你低头，你还敢不低头? 河水嘛，我们要

你让路，你还敢不让路?” “这样设想，是不是

狂妄? 不是的，我们不是狂人，我们是实际主

义者，是 实 事 求 是 的 马 克 思 主 义 者”⑥。很 显

然，他希望借助群众自己创造的民歌，来鼓舞

民气，从而推动生产发展。
上海市委书记柯庆施在会议上则指出，中

国广大劳动人民世世 代 代 吃 尽 了 “一 穷 二 白”
的苦头，把我国尽快地建设成为具有现代科学

文化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是六亿人民极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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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 年第 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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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期的“新民歌运动”》， 《党史纵览》2007 年第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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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年，第 32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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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5 月 8 日) ， 《毛泽东思想万岁 ( 1958—1960 ) 》，

第 71 页。



迫切的共同愿望。经过文化革命，“新的文化艺

术生活，将成为工人、农民生活中的家常便饭

……每个厂矿、每个合作社都有图书馆、文化

馆、歌咏队、演剧队，都有自己的屈原、鲁迅

和聂耳……整个文艺园地，处处 ‘百花齐放’，

时时 ‘推陈出新’”①。几天后，周扬向大会汇

报了民歌运动的情况。5 月 20 日，毛泽东发表

了自己的看法: “昨天 × × ( 指周扬———引者
注) 讲民歌讲的很好。在座的一直到支部，每

个乡可出一集，九万个乡出九万集。如果太多

了，少出一点，一两万集也好，出万把集是必

要的。不但新民歌还有老民歌: 革命的，一般

社会上流行的都要，办法是发纸，一个人发三

张纸，不够，发五张，不会写就请哥哥、妹妹，

不行，请柯庆施写，他是提倡教育文化，乡乡

办大学的。”②

仔细琢磨这段话可以发现，毛泽东对民歌

问题的看法发生了重要变化: 第一，毛泽东第

一次明确 提 到 “新 民 歌”并 使 用 了 这 一 概 念。
在成都会议上，毛泽东讲的是搜集 “旧民歌”，

汉口会议讲的是 “搞民歌”，这次会议则明确提

出要收集 “新民歌”。看来他不仅接受了周扬提

出的这一概念，也通过周扬的报告更清楚地看

到了收集新民歌的重要意义。不过，即使在此

时，毛泽东并没有忘记其倡导民歌运动的初衷，

他强调: “不但新民歌还有老民歌: 革命的，一

般社会上流行的都要。”在这次讲话提前拟定的

提纲中，毛泽东写下的是: “民歌”“民歌与古

典诗的统一，以外国诗作参考”③，可见他仍然

是从诗歌 发 展 道 路 的 角 度 来 关 注 民 歌 运 动 的。
第二，在要求搜集民歌的数量上，出现了大幅

度的提高。汉口会议要求 “每省至少要交一百

首”，这次会议则要求全国 “出 一 两 万 集”甚

至 “出九万 集”，也 就 是 每 个 省 要 出 成 百 上 千

集。就中国这样有着悠久文化传统和丰富的民

间文化资源的国家而言，从每个省搜集 100 首

民歌显然不是什么难事，但要求每个省出成百

上千集，则必然要求来一个大规模的全民动员。
第三，民歌运动的范围明显扩大。成都会议讲

的是 “找 几 个 试 点”，汉 口 会 议 讲 的 是 让 大、
中、小学 生 和 士 兵 搜 集，这 次 会 议 则 扩 展 到

“每个乡”。但是，从 “请柯庆施写，他是提倡

教育文化，乡乡办大学的”这句看似玩笑的话，

可以窥测到毛泽东对将运动扩展到全民范围并

没有十足的自信。
此后，毛泽东继续关注着民歌运动的进展。

他还指示逄先知等身边工作人员负责汇集各地

和各类报 刊 上 的 民 歌④，关 注 民 歌 运 动 “显 然

列进了他的工作计划”⑤。
( 三) 地方党政干部和知识分子各自的理解

和实践

成都会议召开后，尤其是 4 月 14 日 《人民

日报》社论发表和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之后，各

省大张旗鼓地发布通知，动员群众，民歌运动

很快便发展为全党全民的运动。在民歌方面素

负盛名的云南省捷足先登，于 4 月 3 日由省委

发布通知，要求 “由各地县委宣传部利用会议

机会，向 县、区、乡 党 的 负 责 干 部 说 明 意 义，

然后动员水库工地、农业社、工矿的干部和群

众，发给三—五张纸，写 和 记 录 民 歌。不 能 写

的可找人代写，少数民族群众口述的民歌，都

应加以记录和翻译”。通知还要求在一个月内，

各县收集的民歌都应选送省委⑥。 《人民日报》
社论发 表 后，各 地 党 的 机 构 亦 纷 纷 发 布 通 知，

号召广泛收集民歌。除发布通知外，许多省委

干部还亲自出马，领导民歌收集工作。各地党

报亦在显要位置刊登收集民歌的有关指示和报

道。各地区都强调要 “采取群众路线”，发动群

众，密切依靠群众开展民歌运动。
从 4 月 14 日 《人民日报》社论来看，社论

清楚地指出要将民歌 “忠实地记录下来”，完全

没有用 “创作”或 “写”这样的字眼，可见它

是从 “收集”的角度来理解这场运动的。对收

集民歌的意义，社论既指出 “这样的诗歌是促

进生产力的诗歌，是鼓舞人民、团结人民的诗

歌”，是人民的 “珍贵食粮”，也明确强调民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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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庆施: 《劳动人民一定要做文化的主人》，《红旗》
1958 年第 1 期。
《在八大二次会议上的讲话 ( 三) 》 ( 1958 年 5 月 20
日) ，《毛泽东思想万岁 ( 1958—1960 ) 》，第 84 页。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7 册，第 20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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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晋: 《文人毛泽东》，第 453 页。
《省委宣传部发出通知 搜集各族民歌 丰富人民生

活》，《云南日报》1958 年 4 月 11 日。



收集工作 “对于我国文学艺术的发展 ( 首先是

诗歌和歌曲的发展) 有重大的意义”。应当说，

社论精神符合毛泽东的基本意图。
而从各省份的通知传达来看，各省对民歌

运动性质 和 意 义 的 理 解 则 出 现 了 较 大 的 偏 离。
对于运动的性质是 “采风”还是 “采风”、“创

作”兼而有之，各省份出现了不同理解。四川

省的通知转述了毛泽东的许多原话，强调民歌

运动是一种 “采风”，要求各地把知道的民歌民

谣 “记录下来”①。《湖北日报》社论强调的也

是 “采风”和 “采集”②。云南省委和广东省委

的通 知 则 都 是 说 的 “写 和 记 录”民 歌③。将

“写”与 “记录”并列，并将 “写”置于 “记

录”之前，模糊了民歌搜集运动与民歌创作运

动的界线，并为前者滑向后者提供了依据。安

徽省委的通知亦同时强调收集和创作④。而对于

搜集民歌的意义，许多省份都指出可以教育人

民，推动生产，丰富人民生活，但对于促进文

学艺术本身发展的意义，有的省份并没有特意

强调。如云南省的通知就只提到 “大跃进”民

歌 “不但丰富着人民的文化生活，而且有利于

各族人民社会主义意识的增长”，完全未提对于

诗歌或歌曲发展的意义⑤。由于对搜集民歌的艺

术价 值 的 忽 视，各 省 份 更 为 突 出 的 都 是 收 集

“大跃进”民歌而不是旧民歌，山东省委的通知

标题甚至明确强调是收集 “现代民歌”⑥。
在省级以下的基层党委和文化管理部门这

里，对运动 的 理 解 进 一 步 偏 离 了 上 层 的 考 虑，

它们多从 对 生 产 的 促 进 意 义 来 看 待 民 歌 运 动。
如中共许昌地委宣传部称，在治山运动中，民

歌不 愧 为 劳 动 的 “战 鼓”，这 些 豪 迈 的 口 号

“使人听了精神焕发、斗志昂扬”⑦。陕西黄桑

圃乡党委副书记马山群说: 过去的顺口溜多数

是 “扯闲旦”的， “现在的诗却是从劳动中产

生又反转过来推动劳动”⑧。湖北麻城县直接称

新民歌为 “生产歌谣”⑨。甚至在基层干部和民

众看来，民歌运动本身的生产方式也应该是与

工农业的生产方式类似的，这从上文所引安徽

宿县的民歌 《如今唱歌用箩装》即可看出。
地方党政干部传达毛泽东的指示出现偏差，

原因较为复杂。毛泽东在成都会议和汉口会议

上所提出 的 “写 写 民 歌”本 身 就 过 于 口 语 化，

潜存着产生理解偏差的可能性。地方党政干部

与毛泽东关注的问题点不同，尤其基层党委面

临的主要是本地经济发展这样的实际问题，因

此对 “诗歌和歌曲发展”这样的问题不可能发

生太大的兴趣。此外，地方党政干部的理解偏

差也是与日益激进化的政治形势分不开的。中

共八大二次会议后，文艺领域开始高举 “文化

革命”的旗帜。五六月上旬， 《人民日报》先

后发表社论 《多快好省地发展社会主义文化艺

术事业》 《文化革命开始了》，号 召 各 地 开 展

“文化革命”和 “文艺大跃进”。1958 年 8 月和

10 月间，文 化 部 先 后 在 安 徽、郑 州 召 开 省、
市、自治区文化局长会议和全国文化行政会议，

部署文化工作 “大跃进”。会议提出的群众文化

活动目标就包括 “人人唱歌”、“人人能创作”，

还要求文艺创作要 “行行放卫星，处处放卫星，

层层放卫星”瑏瑠。为了迅速配合生产跃进的形势，

当时更需要的是 “短小精悍的作品”瑏瑡。在 这 种

情况下，民歌创作自然成为新的关注点，而民

歌搜集工作则置于更为次要的位置。
如果说地方党政干部在民歌搜集运动中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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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1958 年 5 月 2 日。
《省委宣传部发出通知 搜集各族民歌 丰富人民生

活》，《云南日报》1958 年 4 月 11 日; 《省委宣传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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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云南日报》1958 年 4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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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怎样作起诗来? ———白庙村农民诗人座谈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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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集中于对新民歌的收集，并一开始或不久之

后就转入对群众新民歌创作的领导，那么知识

分子一开 始 就 没 有 忘 记 “全 面 搜 集”的 原 则，

并持续进 行 着 民 歌 搜 集 活 动。如 《民 间 文 学》
杂志在 1958 年 3 月号发出号召: “我们特别请

求下乡、上山、下厂、下矿的作家和干部支持

我们。我们希望你们在劳动锻炼、参加基层工

作、开会、听报告的时候，随时记下你们所听

到的人民口头创作，寄给我们。”① 音乐界在当

时还强调，对于通过演唱形式表现出来的民歌，

在收集歌词的同时，还应当收集曲调，音乐工

作者应与文学工作者组成小组，共同收集这些

民歌②。有条件的最好能用录音机把它录下来，

因为 “只有录音是第一手材料”③。
而 1958 年民歌运动中的知识分子，事实上

也扮演着搜集者与推广者的双重角色。由郭沫

若和周扬编成、作为向国庆十周年献礼的 《红

旗歌谣》，更偏重推广; 后来由中国民间文艺研

究会编成 的 《中 国 各 地 歌 谣 集》，则 更 偏 重 搜

集④。这套丛书既搜集了各地 “大 跃 进”民 歌

的精华，也搜集了旧时代和新时代的各类优秀

民谣，如旧时代农民的劳动歌、诉苦歌、起义

歌、仪式歌、情歌等，各地的红色歌谣、抗日

歌谣、翻身歌谣，以及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生产

建设歌谣和政治歌谣，还包括各地富有地方特

色的民歌、民谣、山歌、小调等⑤。从这套丛书

的编选原则就可以看出知识分子对民歌运动的

独特理解。
1958 年 7 月，由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召集

的全国民间文学工作者大会在北京召开，会议

确定了 “全面搜集、重点整理、大力推广、加

强研究”的 工 作 方 针⑥，针 对 采 录 工 作 还 提 出

一个 “十六 字 方 针”，即 “全 面 搜 集、忠 实 记

录、慎重整理、适当加工”⑦。尽管处于 “大跃

进”高潮中，毛泽东还是在百忙之中接见了全

体到会代表⑧。可见他并没有忽视知识分子在民

歌运动中的独特作用。7 月 25 日，中央批转了

这次会议的报告，认为 “报告中所说开展民间

文学工作的意见和措施是对的”⑨。显然，这也

体现了毛泽东本人的看法。

三、运动后期毛泽东的纠偏及结论

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后，民歌运动愈演愈烈，

全国各地成了 “诗国”“诗海”，有的地方甚至

出现了强迫作诗的局面。1958 年底，毛泽东开

始表达对 “大跃进”和民歌运动的不满。在 11
月 10 日的郑州会议上，毛泽东说: “大跃进搞

得人思想有些糊涂，昏昏沉沉。尽是写诗，报

纸上都是诗。诗也是一个严肃的东西，要字斟

句酌。有人说 ‘诗无达诂’，这是不对的。诗有

达诂，是可以解释的，达即是通达，诂即是确

凿。”瑏瑠 在当月下 旬 的 武 昌 会 议 上，他 批 评 说:

“要懂得做诗和办经济事业的区别。‘端起巢湖

当水瓢’，这是诗，我没有端过，大概你们安徽

人端过。巢湖怎么端得起来?”瑏瑡 12 月初，他在

武昌同 胡 乔 木、吴 冷 西 谈 宣 传 工 作 问 题 时 说:

现在报纸上的标题比较生动，能吸引人，但是

有些不很准确，不管什么都加以诗化，经济工

作和写诗不一样，要切实瑏瑢。1959 年 2 月 2 日，

他又 在 省 市 委 书 记 会 议 上 说: 没 有 经 验，搞

“大跃进”， “牛皮吹得大。报纸写诗，我赞成

这个空气”，但有一部分可能不适合，“不适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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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就改”①。这些批评虽然表达了对民歌运动

的不满，但主要还是从经济建设的角度来涉及

民歌运动，对新民歌创作本身并未直接否定。
在 1959 年 3 月初第二次郑州会议将近结束

时，毛泽东明确否定了 “大跃进”中要几亿农

民写诗的事。他明确指出: “工业、教育、体育

只能一年一年地发展，量变有一个过程。写诗

不能每人都写，要有诗意才能写诗，如何写呢?

叫每人写 一 篇 诗，这 违 反 辩 证 法。专 业 体 育、
放体育卫星、诗歌卫星，通通取消，遍地放就

没有卫星了。”② 所谓 “违反辩证法”，也就是

不符合文艺发展的规律。
毛泽东本身既是政治家，也是诗人，他对

诗歌写作是深有感受的。在 1959 年致胡乔木的

信中，他这样说道: “诗难，不易写，经历者如

鱼饮水，冷暖自知，不足为外人道也。”③ 在 4
月初的会议上讲工作方法问题时，毛泽东顺带

说到了作诗。他说: 作诗不留余地，统统讲完

像韩愈作诗，这是不行的④， “写文章、做诗、
演戏都 要 留 有 余 地，不 要 一 下 子 什 么 都 做 完，

要让群众去想想”⑤。这实际上就是在含蓄地批

评 “大跃进”诗歌的粗制滥造。在民歌运动结

束后，他明 确 表 示 对 “大 跃 进”民 歌 不 满 意，

认为 “《红旗歌谣》水分太多”，并对该书编者

周扬说过 “还是旧的民歌好”这样意味深长的

话⑥。对于毛泽东的这一评论，如果联系到他的

初衷即是搜集旧民歌，是不难理解的。
在新民歌运动过去后，毛泽东表示: 新诗

的 改 革，至 少 需 要 50 年⑦。但 他 并 没 有 因 为

1958 年新民歌的粗制滥造而否定从民歌中吸取

重要元素，从而为新诗发展提供养料。直到 60
年代，毛泽东仍然相信从民歌中吸取养料和形

式来发展新体诗歌是中国诗歌发展的 “将来趋

势”⑧。1963 的《八连颂》明显是他对 “民歌 +
古典”的创作尝试。在 1961 年广州会议上，毛

泽东又回忆起当年搜集民歌的往事。他说: “从

这些民歌里面可以懂得许多东西。这几千首民

歌后来丢了，非常可惜。”⑨ 看来，民歌运动结

束后，毛泽东并未否定民歌之于诗歌发展的意

义和搜集原汁原味的民歌或他自己所说的 “旧

民歌”的重要价值。相反，他对此仍然是十分

强调的。
综上所述，毛泽东与 1958 年民歌运动的关

系大体如此: 毛泽东发动 1958 年民歌运动的初

衷是搜集旧民歌，以此为基础探索中国诗歌发

展道路，而非一开始就旨在发动一个民歌创作

运动或全民写诗运动; 除毛泽东个人的原因和

形势影响外，周扬的汇报是毛泽东改变对民歌

运动的看法并提出大规模地搜集新旧民歌的重

要原因; 地方党政干部和知识分子各自对民歌

运动的理解和实践出现了较大的差异: 一些地

方党政机构将其当成了创作运动，而知识分子

则一开始就强调 “全面搜集”的原则，并始终

致力于民歌搜集; 尽管毛泽东倾向于通过党政

渠道 “高效率”地收集全国民歌，但并没有忽

视知识分子在民歌运动中的独特作用。他后来

对农民写诗和 “新民歌”批评较多，但仍然关

注新诗改革，并始终认为搜集原汁原味的民歌

具有重要价值。

( 本文作者 中山大学社会科学教育学院
讲师 广州 510275)

( 责任编辑 吴志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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