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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1937年9月开始，陕甘宁边区有组织地进行扫盲运

动。随着边区合作社的劳动模式逐渐形成，老百姓对于

获取文化知识和生产知识的诉求也愈加强烈，1944年6月

3日，陕甘宁边区指示：“从今年起，每年组织全边区普

遍的冬学教育”，[9]指示中总结了过去冬学的经验，明确

了冬学教育的方针。8月22日，边区政府在关于冬学的补

充指示中，对冬学的目的、计划、课程、方式和学习期

限等作了具体部署，以识字为主要目的的冬学运动在陕

甘宁边区逐步开展。“男女老少都上冬学，冬学的好处

大”，[10]“不识字，真麻达，活人成了瞪眼瞎，钞票路

条认不清，书信报纸解不下[hài be hà]”，[11]陕北民歌用

朴实的民间语言予以宣传。1944年冬，马可创作的秧歌

剧《夫妻识字》成为宣传识字学文化的经典作品。

3、宣传科学知识，适应革命需要

根 据 形 势 发 展 的 需 要 ， 运 用 民 歌 这 种 口 头 文 化 有

针对性地传播科学知识、讲授专业技能，既具有很强的

实用性，又有广泛的传播性。比如《操练歌》《前方步

哨歌》《步哨一般守则歌》《农村放哨歌》《抬担架》

等陕北民歌传授军事知识；大生产运动中，《下种歌》

《锄草歌》《秋收歌》《刨洋芋》《四季生产歌》等陕

北民歌传播生产知识；陕北民歌《红军纪律歌》等宣传

军队政治纪律教育。

4、摒弃陈规陋习，优化革命环境

过去，在陕北的乡村风气和社会习俗中，迷信思想

极为严重，封建礼教根深蒂固，陈规陋习极为繁多，这

些因素阻碍和制约了革命事业的发展，破除封建迷信和

陈规陋习，优化革命环境，是中国共产党开展社会革命

的重要举措，陕北民歌发挥了宣传教育的作用。

其一，破除封建迷信，宣传科学。地域封闭、经济

贫困、文化落后、缺乏医药等现实因素使得陕北人往往

深陷生存压力的无望，这种无望往往促使民众通过多神

崇拜、倚重巫神来追寻精神的安慰或灵魂的解救，以免

陷入彻底绝望的境地，这就使得民众最易成为封建迷信

蛊惑的对象。革命时期，破除迷信、消灭巫神在民间影

响力的乡村社会改造势在必行：一是通过“扫盲运动”

提高人民群众的认知能力，二是发展医疗卫生事业，解

决医疗问题，三是开展全民卫生运动，进行卫生教育，

四是思想宣传，陕北民歌成为有效的宣传工具。“列位

听分明，再不要信巫神，神官巫神都是假事情，山灵公

爷假装定……”[12]这首《反对信巫神歌》用科学的态度

揭露巫神骗人的伎俩。

其 二 ， 反 对 封 建 礼 教 ， 宣 传 自 由 。 当 以 新 文 化 和

新思想为引导的妇女解放运动已经进入男女婚姻甚至政

治平等时期，残害女性身心健康的缠足之风、剥夺女性

自由和包办婚姻的封建礼教在陕北依然盛行。早在1927

年3月，陕甘区委就妇女解放运动向各级党支部明确指

示：“要求本身利益，如法律上、经济上、社会上的诸

种地位，与男子平等……积极破坏旧礼教，尤其是在陕

北。” [2]谢子长、刘志丹领导陕北人民闹革命过程中，

妇女们在做鞋袜、缝补衣服、护理病员等工作的同时，

革命意识也开始觉醒。在反对封建礼教、宣传妇女解放

的时代背景下，《放脚歌》《自由婚》《妇女解放歌》

《妇女姊妹快些儿来》《妇女们快快醒来》《买卖婚姻

使 不 成 》 等 众 多 陕 北 民 歌 发 挥 了 很 好 的 宣 传 与 推 动 作

用。

其 三 ， 改 造 恶 习 陋 习 ， 厘 正 民 风 。 陕 甘 宁 地 处 三

省交界地带，多有土匪之祸和军阀之患，饱受自然灾害

之苦，百姓收入甚微而赋税甚重，多重灾难迫使一些人

失去正常生活依靠和正当生存职业，成为了靠不良手段

来维持生计的二流子。1940年初，陕甘宁边区发动“改

造二流子”运动，陕北民歌和许多文学艺术作品予以大

力宣传。如《二流子变英雄》《赵富贵自新》《钟万财

起家》《刘二起家》《刘生海起家》等秧歌剧，在演出

活动中起到了很好的宣传教育效果。此外，《禁洋烟》

《谁抽上洋烟谁倒糟》《谁说洋烟不是害》《赌博人儿

“好”》《光棍摸纸牌》《刮烟鬼》等反映种植吸食罂

粟、赌博、游手好闲等恶习陋习的陕北民歌，对厘正民

风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军队爱护人民，人民拥军支前

良好的军民关系是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重要因素。

谢子长、刘志丹等无产阶级革命家领导陕北穷苦的老百

姓打土豪、分田地、惩恶除霸，冲破封建礼教的枷锁，

改 善 了 人 民 生 活 ， 建 立 了 革 命 根 据 地 ， 在 革 命 的 过 程

中 ， 陕 北 人 民 与 革 命 者 建 立 了 深 厚 情 谊 。 流 传 下 来 的

《拥护刘志丹》《横山里下来些游击队》等陕北民歌真

实地记录了军队和人民亲如一家、爱如兄弟的情景。

党中央到陕北后，在这片沟壑纵横、交通不便、文

化落后、经济不发达的土地上，实现了革命事业的重大

转折，除了党的正确领导外，密切的党群关系、人民与

军队的关系发挥了重大作用，《槐树开花》《军民合作

一条心》《老百姓拥护八路军》《送公粮》《拥军歌》

等 众 多 传 唱 在 民 间 的 陕 北 民 歌 予 以 史 实 的 记 录 。 1 9 4 3

年，运用传统陕北民歌的曲调，蕴含大生产运动与双拥

运动的时代背景，借助新秧歌运动的广泛传播，安波填

词的《拥护八路军》唱红了延安，唱红了根据地，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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