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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湖湘红色音乐是湖湘传统文化、红色革命精神与音乐艺术的深度融合，生动呈现了湖湘人民实事求是的优
良品质、胸怀天下的责任担当、前仆后继的革命精神、乐观豁达的生活态度，在引发情感共鸣、淬炼意志品质、陶冶情操言

行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是强化新时代大学生爱国主义教育的优质资源。发掘运用好湖湘红色音乐资源，实现以文化

人、以美育人的叠加效应，必须多层次推动湖湘红色音乐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多角度提升新时代大学生的音乐审

美素养，多渠道促进湖湘红色音乐融入校园文化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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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把红色资源利用好、
把红色传统发扬好、把红色基因传承好。”［１］湖湘

红色音乐推崇理学、强调经世致用、主张躬行实

践，是湖湘人民努力拼搏、不懈奋斗的精神文化象

征，是我国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挖掘湖湘红色音乐中蕴含的育人资源，探寻其在

大学生爱国主义教育中的时代价值和实践路径，

对新时代高校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具有重要的

现实意义。

１　湘湖红色音乐的文化内涵及基本特征
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湖南时特别指出：“湖南

要更好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在建设中华民族现

代文明中展现新作为。”［２］湖南这片热土“十步之

内，必有芳草”，具有丰富的红色教育资源。近代

以来发生在湖湘大地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

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生动实践是湖湘红色音乐

生成的现实逻辑，赋予其独特的文化内涵和基本

特征。

１．１　湖湘红色音乐的文化内涵
“文化是一种历史现象，每一个社会都会有

与其相适应的文化，并伴随着社会的物质生产和

精神生活需要而不断发展。”［３］红色是中国共产

党领导所创立的政权、军队以及所开展的一系列

革命实践活动的象征。伴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

的传播，中国共产党团结和带领中国人民在革命、

建设和改革的伟大实践中逐渐形成独具中国特色

的红色文化。红色音乐是红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

分，在我国近代以来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中发

挥着重要作用。

在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征程中，湖南的地位

举足轻重。它是中国共产党初心的重要萌发地和

创建的重要策源地，是中国革命的重要战略转折

地，是“精准扶贫”的首倡地［４］，为湖湘红色音乐

提供了丰富的精神滋养。一般说来，湖湘红色音

乐主要是指伴随着湖南和中国革命进程发展而

来，以湖南为主体的近现代区域性音乐文化形态。

它以音乐为表现形式，以讴歌湖湘大地感人至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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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革命形势、先进典型、红色故事等为主体，体现

了湖湘儿女实事求是的优良品质、胸怀天下的责

任担当、前仆后继的革命精神和乐观豁达的生活

态度，本质上是湖湘精神“心忧天下不怕死、百折

不挠霸得蛮、敢为人先立潮头”的物化载体［５］。

湖湘红色音乐的来源非常广泛，从创作主体来看，

既包括湖湘地区具有代表性的词作家或曲作家，

如黎锦晖创作的纪念孙中山先生的《总理纪念

歌》，也包括救亡图存革命实践中在湘外籍音乐

家创作以及在湖湘地区流行的红色音乐，如刘良

模的《打日本锄头歌》、刘己明的《勇敢好男儿》；

从时间跨度来看，既包括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湖

南籍艺术家创作的红色音乐，如《中华民族不会

亡》《中华国魂》等，也包括新中国成立后社会主

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所创立的红色音乐，如《新中

国的青年》《浏阳河》《韶山颂》《半条红军被》等

等；从表现形式来看，既包含传统民歌改编的红色

音乐，如反映土地革命时期湘西儿女踊跃参加红

军的《马桑树儿搭灯台》，也包括歌舞、戏剧等多

种表现形式，如以北伐战争为题材的《最后的胜

利》、以歌颂中国共产党百年光辉历程的《心中的

颂歌》［６］等等。

１．２　湖湘红色音乐的基本特征
湖湘红色音乐依托三湘四水特有的地理和人

文环境，植根于湖南人“吃得苦、霸得蛮、耐得烦”

独特气质和精神品格，以丰富的湖湘红色人物、红

色故事为主线，形成了具有湖湘韵味的基本特征。

一是鲜明的政治性。湖湘红色音乐是对中国

共产党领导建立的红色政府、红色政权、红色军

队、红色政治的认同，是对湖湘子弟积极参与红色

革命的讴歌，政治性成为湖湘红色音乐的根本属

性，充分展现了湖南人敢为人先的政治自觉和胸

怀天下、不怕牺牲的政治担当。如为纪念第一个

农村革命根据地而创作的湖南民歌《秋收起义

歌》，为宣扬土地改革在湘赣地区广泛流传的《送

郎当红军》《农民兄弟都来听》，为加强革命军队

管理而创作的《红军纪律歌》等等［６］。

二是强烈的时代性。湖湘红色音乐坚持与时

俱进、守正创新，为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

设服务，体现出强烈的时代性。“五四运动”以

来，湖湘地区出现大量宣传国际国内局势、启迪青

少年开明思想、传播共产主义理想、弘扬爱国主义

精神的音乐作品，如《救国歌》《唤醒民族精神》

《主义是什么》《革命必先革人心》等等；抗日战争

爆发之后，湖湘地区涌现出一大批讴歌斗争精神、

鼓舞抗战士气的红色歌曲，如《保卫大湖南》《中

华民族不会亡》《抗战到底歌》等等；新中国成立

后，湖湘红色音乐积极地歌颂党、歌颂祖国，表达

了湖湘儿女对人民领袖的敬仰和对美好生活的向

往，如《颂歌献给毛主席》《洞庭鱼米香》《小背

篓》等等；党的十八以来，湖湘红色音乐立足新征

程，讴歌新时代，充分展现了湖湘人民为民族复兴

团结拼搏的奋进姿态，如《锦绣潇湘等你来》《美

丽湘江》等等。湖湘红色音乐紧跟时代发展脉

搏，时代发展变化同时也汇聚成了湖湘红色音乐

文化的主旋律。

三是朴实的人民性。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人民是文艺创作的源头活水，一旦离开人民，文

艺就会变成无根的浮萍、无病的呻吟、无魂的躯

壳。”［７］湖湘红色音乐坚持马克思主义文艺观，坚

守人民至上的价值追求，始终从人民的生产生活

实践中汲取灵感，反映民众真实心声，代表民众利

益诉求，体现出朴实的人民性。《马桑树儿搭灯

台》是一首传唱久远的桑植民歌。１９２８年 ２月，
贺锦斋随贺龙、周逸群等回到家乡建立革命武装

和根据地，桑植起义爆发后，贺锦斋离别前为妻子

戴桂香重新填词《马桑树儿搭灯台》，随后为掩护

贺龙部队撤离壮烈牺牲。这首新编的《马桑树儿

搭灯台》唱出了民族危难关头无数年轻革命者抛

头颅洒热血、无所畏惧的豪情壮志，扫除了数千湘

西子弟在南昌起义中牺牲带来的阴霾，激励更多

湘西子弟投身血与火的革命斗争。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进入新时代，湖湘文艺工作者始终将镜头聚

焦在普通大众身上，创作了反映军民鱼水情的民

族歌剧《半条红军被》，展现精准扶贫故事的《乡

村快递哥》《牵挂》等等，朴实的人民性在其中体

现得淋漓尽致。

四是质朴的艺术性。湖湘红色音乐作为中国

音乐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激发革命热情、展现

人民对生活的热爱等方面散发着独特的艺术魅

力。在湖湘音乐创作、传颂、展演过程中，它坚持

以社会劳苦大众和底层百姓为受众对象，以政治

文化的形式反映红色文化，始终保持节奏明快的

艺术特点和通俗易懂的外在形式，力求实现艺术

性、通俗性和大众化的完美融合。湖湘红色音乐

多数以发生在普通民众身边的革命历史故事为原

型，如《秋收起义歌》以秋收起义的革命伟绩为原

型再现了湖南人为探寻中国革命道路的努力［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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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首歌词曲简单明快、朗朗上口，用简洁的形式讲

述了建立工农革命根据地重要性的深刻道理，极

具感染力和鼓舞性。湖湘红色音乐还以朴实的音

乐形式反映湖湘儿女的家国情怀，《颂歌一曲唱

韶山》《颂歌献给毛主席》《解放军同志请你停一

停》《挑担茶叶上北京》等歌曲都具有通俗易懂、

便于记忆、易于传唱的艺术特点，把人民群众对革

命的激情、对生活的热爱直截了当地展现出来，不

遮遮掩掩、文过饰非，不矫揉造作、装腔作势，讲述

真故事，阐释硬道理，抒发真感情，以质朴醇厚的

音乐形式引发灵魂深处的情感共鸣。

２　湖湘红色音乐融入大学生爱国主义教
育的时代价值

“红色歌曲不仅能反映一个时代的精神面

貌，甚至能影响几代人的理想信仰。”［９］湖湘红色

音乐表达了近代以来湖南人民对真善美的执着追

求，对中国革命、改革和现代化建设的热爱，是强

化大学生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资源。

２．１　湖湘红色音乐助力培育新时代大学生的爱
国心

湖湘红色音乐以一帮青年学生的觉醒为发

端，以向青年学生传播革命思想、弘扬爱国主义精

神为重点，有利于激发当代大学生思考“为何爱

国”“何为爱国”以及“如何爱国”等深层次问题，

是培育新时代大学生爱国心的丰富滋养。甲午中

日战争之后，清政府迫于日本军国主义的军事压

力，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进一步破坏

中国主权完整，刺激列强瓜分中国的野心，民族危

机进一步加深。湖南新化人陈天华对日益加深的

民族危机悲愤不已，写下《警世钟》《猛回头》等宣

传革命思想的作品。在湖南地区创作或者流行的

《救国歌》《主义是什么》《男儿第一志气高》等红

色音乐作品都以唤醒青年学生的爱国热情为指

向，在民族危难关头引导广大青年学生接纳先进

的革命思想，投身救亡图存的革命洪流，谱写一曲

曲前赴后继的英雄赞歌。

爱国不是虚无缥缈或盲目狂热的，而是具体

且现实的 ［１０］。湖湘红色音乐承载着湖湘儿女的

历史记忆，蕴含着民族精神，以讴歌中国革命和社

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主线，是加强革命传统教育

和形势教育的优质资源，有利于引发新时代大学

生思考不同历史阶段“爱国”的深刻含义，增强爱

国主义情感和民族自豪感。爱国是湖湘红色音乐

永恒的主题，但不同阶段却有不同的重点和表现

形式。“五四运动”前后，湖湘红色音乐是传播先

进革命思想的重要手段；土地革命时期，湖湘红色

音乐以讴歌农村革命根据地为重点，号召人民群

众翻身做主人，进行土地改革、消灭剥削，如《秋

收起义歌》《农民兄弟都来听》等；抗日战争时期，

湖湘红色音乐重在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号召

人民群众奋勇抗战，争取民族独立，如《保卫大湖

南》《抗战到底歌》等；新中国成立后，湖湘红色音

乐以歌颂党、歌颂伟大领袖、歌颂社会主义建设、

歌颂美好新生活为重点，如《颂歌献给毛主席》

《洞庭鱼米乡》《小背篓》等；党的十八大以来，湖

湘红色音乐以歌颂新时代、讴歌奋进者为重点，聚

焦民族复兴伟业、三高四新美好蓝图，反映湖湘儿

女的幸福生活和奋斗姿态，如《心中的颂歌》《乡

村快递哥》等。“爱国”从来不是空洞的口号，一

代代青年学生的命运与祖国和民族的前途紧密相

连。湖湘红色音乐的历史就是一幅幅社会主义革

命和建设的生动画卷，学习、传颂湖湘红色音乐既

是革命传统教育，也是国情教育和形势政策教育，

可以激发当代大学生深刻理解新时代“爱国”的

时代内涵，进一步坚定“强国有我，青年有为”的

理想信念。

２．２　湖湘红色音乐助力砥砺新时代大学生的强
国志

南开大学老校长张伯苓的“爱国三问”至今

仍值得青年学生铭记于心，其中“你愿意中国好

吗？”的发问教育新时代大学生要把爱国之情与

强国之志结合起来，树立勤奋学习、奋斗报国的远

大志向。青年毛泽东外出求学之时立下了“孩儿

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

人生无处不青山”铮铮誓言，一代伟人的豪情壮

志是湖湘青年学习的楷模。新时代大学生生长在

和平年代，但我们必须居安思危，时刻保持警醒。

世界并不安宁，和平的威胁无处不在。中国人民

正走在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民族复兴的伟大征程

上，未来的竞争必然在当代青年之间展开。新时

代大学生生逢其时，也责无旁贷，必须以民族复兴

伟业为己任，胸怀天下，发愤图强，在建设社会主

义现代化国家的伟大征程中贡献智慧和力量。

湖湘红色音乐蕴含着湖南人经世致用的人文

情怀，在旧中国积贫积弱的年代就以歌曲形式号

召湖湘儿女为了中华民族的觉醒而奋发图强，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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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了湖南人“吃得苦霸得蛮”的责任担当；《男儿

第一志气高》是中国的第一首学堂乐歌，激励广

大青年设立远大的报国志向和追求，体现了作者

报效祖国的真挚情感和勇毅决心；新中国成立后，

瞿琮等人的《颂歌一曲唱韶山》《颂歌献给毛主

席》则唱出了湖湘儿女对新中国的热爱、对一代

领袖的敬仰和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激情。对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渴望、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强

国的期盼在这些红色音乐的歌曲和旋律中溢于言

表，激励新时代大学生不仅要有爱党、爱国、爱社

会主义的信念，更要有为国家强盛和民族复兴而

努力奋斗的远大志向和坚定决心，在“两个大局”

坐标体系中找准实现个人理想、社会价值的前进

方向。

２．３　湖湘红色音乐助力激发新时代大学生的报
国行

湖湘精神追求刚劲务实的学风和敢为人先的

拼搏精神，讲究实事求是，不尚空谈。湖湘红色音

乐的创作者是湖湘精神的杰出代表，他们不仅创

作了脍炙人口的红色音乐，唤醒普通民众投身中

国革命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而且躬身实践，寓

教于行，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直接参与抗日

战争、解放战争以及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火热

实践，是把爱国心、强国志转化为报国行的优秀典

范。吕骥是湖南湘潭人，著名的音乐理论家、作曲

家、社会活动家，他是从湖湘大地走出的革命青

年，是左翼音乐运动重要的领导者和组织者。

“九·一八”事变之后，吕骥受到极大震撼，感受

到前所未有的民族危机，与崔嵬等人共同创作了

《新编“九·一八”小调》，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

暴行进行控诉，鼓动全国民众团结起来齐心抗日；

１９３７年１月，吕骥直接奔赴华北抗日前线，帮助
北平学联成立合唱团，亲自在清华大学发表讲演、

教唱新歌，组织抗日救亡歌咏会等革命实践活

动。［１１］除此之外，湖南省长沙人田汉、向隅，湖南

邵东人贺绿汀等英雄人物都不仅仅是湖湘红色音

乐理论家，而且是投身实践的革命家，是矢志报国

的实践派。

每一段湖湘红色音乐就是一部爱国主义教育

的活教材，每一首湖湘红色音乐的创作者就是一

个个励志奋斗的鲜活案例。习近平总书记在学校

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上指出，“在 １００年
的非凡奋斗历程中，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顽

强拼搏、不懈奋斗，涌现了一大批视死如归的革命

烈士、一大批顽强奋斗的英雄人物、一大批忘我奉

献的先进模范。”“思政课就要讲好中华民族的故

事、中国共产党的故事。”［１２］湖湘红色音乐背后的

故事感人肺腑，催人奋进，激励当代大学生走好新

时代长征路，找准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何为报

国”“如何报国”的行动指南。

３　湖湘红色音乐融入大学生爱国主义教
育的实践路径

音乐在引发情感共鸣、淬炼意志品质、陶冶情

操言行等方面发挥着特殊作用。湖湘红色音乐是

湖湘传统文化、红色革命精神与音乐艺术的深度

结合，在大学生爱国主义教育中发掘好、运用好湖

湘红色音乐资源，实现以文化人、以美育人的叠加

效应，必须多层次推动湖湘红色音乐创造性转化

和创新性发展，多角度提升新时代大学生的音乐

审美素养，多渠道促进湖湘红色音乐融入校园文

化生活。

３．１　多层次推动湖湘红色音乐创造性转化和创
新性发展

当代大学生思想活跃，情感丰富，具有更强的

独立意识和自主性，他们的成长背景、生活阅历、

知识结构都已发生巨大变化，对湖湘红色音乐的

认知、理解、认同有待进一步加强。根据长沙某高

校２０２３年的随机调查，有１／３的大学生不能演唱
２首以上的湖湘红色歌曲，６４．５１％的学生对湖湘
红色歌曲了解一般，１２．３２％的学生不了解湖湘红
色歌曲的内涵与发展历程［６］。这在一定程度反

映了湖湘红色音乐在三湘学子中普及和认同程度

不高，在当代大学生爱国主义教育方面发挥的作

用比较有限，亟须推动湖湘红色音乐在新时代的

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一是要推动湖湘红色音乐创造性转化。湖湘

红色音乐归根结底体现的是对民族的大爱，对党

和国家的真情，这种精神放在任何时代都永不过

时。创造性转化就是要结合新时代的特点和要

求，考虑当代大学生的认知特点和成长规律，尊重

他们的接受习惯和心理感受，把湖湘红色音乐的

内涵赋予时代化、多元化、特色化的表现形式，激

活其生命力。比如运用年轻人所喜爱的说唱、电

音等形式对湖湘红色音乐加以形式上的升级改

造，转化为青年学生所经常接触的音乐形式，使湖

湘红色音乐更加易于传唱、便于记忆，扩大接触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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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普及度。在推动湖湘红色音乐创造性转化的过

程中还可以充分发挥当代大学生的主观能动性，

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创造性。比如，鼓励当代大学

生开展湖湘红色音乐的短视频、微视频创作，把湖

湘红色音乐单一的歌曲形式转化为可感可知的音

视频综合体，进一步丰富其时代内涵，增加时代气

息，让青年学生在实践锻炼中加深认识，增进

认同。

二是要推动湖湘红色音乐创新性发展。按照

新时代新要求，对湖湘红色音乐加以补充、拓展、

完善，增强其影响力和感召力。深度挖掘湖湘红

色音乐的故事性资源，将单一的湖湘红色歌曲转

化为包含时代背景、红色故事、动人歌词、美好旋

律的资源库，为青年学生深入了解湖湘红色音乐

提供全面、深刻、系统的学习场景，增强湖湘红色

音乐的感染力；深度挖掘湖湘红色音乐的核心要

义，总结提炼其内在的精神实质，展现一代代湖湘

儿女为国为民励志奋斗的豪迈情怀，激励青年学

生立大志、明大德、成大才、担大任；深度挖掘湖湘

红色音乐的时代价值，探寻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

的经典再现，积极讴歌新时代涌现出的最美大学

生、新时代新雷锋等优秀青年学生典型，增加湖湘

红色音乐原型的时代感、亲切感、代入感，为当代

大学生树立现实生活中可见可学的青年楷模。

３．２　多角度提升新时代大学生的音乐审美素养
湖湘红色音乐能否激发青年学生的爱国情

感、强国志向和报国行动，把外在要求迁移为内部

自觉，关键在于强化当代大学生对湖湘红色音乐

文化和精神内核的情感共鸣，增进情感认同，才能

收到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的实际效果。在这一内外

化迁移过程中，大学生自身的音乐审美素养尤为

重要。

审美素养既体现为对美的接收和欣赏的能

力，又体现为对审美文化的鉴别能力和创造能力，

是一个人所具备的审美经验、审美能力、审美情

趣、审美理想等各种要素的总和。首先，要努力增

加新时代大学生对湖湘红色音乐的审美经验。据

调查，３４．６％的学生是在初等教育阶段接触到更
多的湖湘红色歌曲，大学阶段入党积极分子学习

湖湘红色歌曲的积极性比较高［６］，普通学生接触

机会相对较少。受多元文化价值观念的影响，青

年学生往往对摇滚、爵士、Ｒａｐ等流行音乐更感兴
趣，追求大流量、高颜值的影星歌星，对传统音乐、

红色音乐体验感不强，审美经验积累不足。高校

综合运用音乐艺术节、红歌比赛等形式，把湖湘红

色音乐传唱、演绎引进到入学教育、开学典礼、军

事训练、课程教学等多种学习情境，可以多角度增

加湖湘红色音乐的受众面，增强学生的体验感。

其次，要不断提升新时代大学生对湖湘红色音乐

的审美能力。马克思曾经说过：“对于没有音乐

感的耳朵说来，最美的音乐也毫无意义。”［１３］要推

进湖湘红色音乐进课堂、进活动，开设一些必修或

选修课程，开展一些音乐鉴赏活动，传授一些必备

的音乐文化知识，由浅入深、从简单到复杂地开展

听觉器官系统训练并养成音乐欣赏习惯，让学生

在接触湖湘红色音乐的过程中感受美、表现美和

创造美，提升审美能力。再次，要积极培育新时代

大学生高尚的音乐审美情趣。音乐审美情趣是审

美情操、审美趣味、审美态度的综合，决定着一个

人选择什么样的审美对象、欣赏角度以及对于美

的追求的持续激情，集中体现了一个人的思想境

界和修为水平。大学生高尚的音乐审美情趣既依

靠自身的主观努力，也来源于外部的引导和培育。

要通过教师的言传身教、典型的示范引领、环境的

无声浸润等多种途径来引导学生接触、关注、欣

赏、传播湖湘红色音乐，培育良好的音乐审美习

惯，养成高雅的音乐审美态度。

３．３　多渠道促进湖湘红色音乐融入大学校园文
化生活

大学校园文化是一所学校在长期办学治校实

践中逐渐积累沉淀下来并获得师生普遍认可和集

体遵循的价值观念、行为准则和格调品位，是物质

成果、精神成果、行为成果、制度成果的总和 ［１４］，

具有互动性、渗透性和传承性，在学生成长过程中

发挥着不可替代的浸润作用。湖湘红色音乐的文

化和精神内核与新时代大学生的成长需求高度契

合，多渠道融入大学校园文化生活，可以进一步优

化大学生爱国主义教育的良好氛围。

一是促进湖湘红色音乐融入大学物质文化，

在校园建筑、运动场馆、英雄人物纪念馆、雕塑等

物质载体中引入湖湘红色音乐人物故事、标识、符

号，把无形的湖湘红色音乐文化以有形的载体再

现出来，让学生走在大学校园内时时处处都可以

感受到湖湘红色音乐的魅力。二是促进湖湘红色

音乐融入大学精神文化，编撰或打造湖湘红色音

乐集、湖湘红色音乐人物传、湖湘红色音乐故事

会，深入挖掘、阐释湖湘红色音乐背后的精神实质

和文化秉性，使湖湘红色音乐在大学生中广泛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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唱，湖湘红色音乐故事在青年群体中深远流传，让

湖湘红色音乐的血脉在新时代大学生身上广泛流

淌。三是促进湖湘红色音乐融入大学行为文化，

举办湖湘红色音乐节、红歌赛等，充分发挥党校、

团委、学生会、学生社团等学生组织的价值引领和

行为示范作用，让传唱、演绎、创新湖湘红色音乐

成为大学生内在的行为自觉。四是促进湖湘红色

音乐融入大学制度文化，把学习传承湖湘红色音

乐纳入高校爱国主义教育活动总体规划，融入校

园第二课堂活动制度设计，将学生参与湖湘红色

音乐的相关实践活动计入志愿服务、综合素质测

评、年度评奖评优等人才培养评价体系，通过系统

规范的制度体系为湖湘红色音乐融入大学校园文

化提供常态化长效化机制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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