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延安歌 声扬万代
— 《歌 声》试 析

云 阳县 保证 中学 贺 年 永

巛歌声》这篇散文,写于ˉ九六-年十月一日。当时,正是我国遭受严重自然灾害,

苏修叛徒集团趁机勾结美帝和各国反动派疯狂反华,全国人民在毛主席、党中央领导下,

坚持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方针,坚持掌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为战胜暂时的经济困

难,反对帝、修、反的经济封锁和政治军事压力,进行艰苦斗争的时刻。

这篇抒倩散文,以 “歌声〃为题,对延安一次颇有意义的大合唱场景、延安唱歌的

风气、延安唱歌的传统及其发展的抒写,使我们看到了当年延安革命根据地朝气蓬勃、团

结战斗的动人景象和延安人民旺盛的革命精神,从而歌颂了毛主席的英明领导和毛主席

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激励我们在党的领导下,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继承

和发扬延安的革命传统,去不断夺取新的胜利。

今天,英明领袖华主席领导我们粉碎了 “四人帮”。 “四人帮
”践踏败坏党的优良

传统的滔天罪行也正受到全国人民的愤怒揭发和深刻批判。在我们努力继承和发扬党的

优良传统,实现华主席提出的抓纲治国的伟大斗争中,学习 巛歌声》一文,具有新的现

实意义。

散文要求思想开阔,善于浮想,舒卷自如,灵活多变。它 的 “散”,决 不 是 “松

散”,相反要求构思精巧,结构严谨。本文,就具有寓意深远,联想丰富、结构严谨的

特点,同时,作者又把记叙、议论、抒情、描写紧密地结合起来,恰当地使用多种表现

手法,突出了中心思想,增强了感染力。体会本文的构思特点,可以使学生得到关于阗

读、写作抒情散文的-些启示。

全文共分
=部

分。

第一部分 (第-自 然段),写作者对
“感人的歌声”的总认识、总印象、总体验。

它简要地写出了这种歌声为什么留给人的记忆是长远的,为下文能够回忆起延安的歌声

和写延安歌声的战斗作用,定下了和谐的基调。

这部分,用议论的方法,对 “留给人的记忆是长远的”这种认识、印象、体验一
ˉ

加以具体说明:先写 “记忆”中总的 “情景”,再写 “情景”的具体内容是 “环境,天

气,人物,色彩”,甚至听歌时的 “感触” “都会烙印在记忆的深处”。 “烙印”-词

强调了记忆之深。作者把这种抽象的心理感受比作 “影片
”,贴切、形象,能 唤起 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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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的共呜。在对这种 “
影片

”
加以说明时,连用三个排比句,突出了革命歌声的战斗作

用。最后用一个条件复句,照应前面,引出下文。

第二邯分 (笫二至十二自然段冫9具体地抒写 “延安的歌声”。它囤绕 “延安的歌

声,是革命的歌声”战斗的歌声,劳动的歌声,极为广泛的群众的歌声”
来写,把要赞

颂的、 “
烙印”

在记忆深处的 “歌声”
加以具体化。这部分可分四段口

第一段 (第二、
=自

然段),写延安歌声的性质、战斗作用及其原因。

首先,写 “我”回忆延安歌声时的心情是 “无眼恋念
”,揭示了对延安歌声怀有深

切的情感。按着,作者运用排比的修辞手段和,判断句式,指出了延安歌声的性质及战斗

作用。这是热情的赞美9也是贯穿全文的红线。然后,作者十分精当地引用 列 宁关 于

《国际歌》的一段话,以 《国际歌》和延安的歌声相类比,进-步地具体地突出了延安

歌声的战斗作用。 “
在延安, 巛国际歌》就是被最庄严最普遍地歌唱的

”-句表明:延
安人民高唱战歌,是在巴黎公社的革命原则,在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日 益

紧密地团结起来,为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实现共产主义的伟大目标奋勇前进 ;

巛国际歌》的声音9是延安歌声中最主要的一部分,而 巛国际歌》是
“
全世界无产阶级

的共同的声音,共同的语言。
·
”延安的歌声就是全中国无产阶级、革命人民 “

共同的声

音
”, “

共同的语言”。这一段是总的抒写,以极其深刻的思想性统起了后面的各段。

第二段 (第四至七自然段),写延安的一次不平常的大合唱场面。它详细抒写了冼

星海同志指挥 《生产大合唱》的情景,热情赞扬了延安入民,特别是青年人 ,朝气蓬勃、

团结战斗的精神面貌和延安歌声的巨大影响。

首先9写会场的场面和气氛,其中着力写构成场面的主体
——前来聆听伟 大 领 袖

毛主席的著名报告 《青年运动的方向》后参加合唱的人。他们尽管年 龄不 同,但 “心

情”、 “
襟怀

”、 〃气魄”
是一致的,这是因为有共同的J思 想基础,都是 “

为了-个共

同的革命目标,走到-起来了”:通过 “我”当时 “
刚刚从前方回到延安

”的感受,反
映了革命大家庭的温暖,同志之间的亲密无间、团结战斗的革命情谊。从人们衣物的穿

着到言谈举止的描述,展示了延安人民无比激动和充满胜利信心的精神境界。

接着,写大家听完毛主席报告后极其兴奋、激动的心情和所受到的深刻教育。作者引

用了毛主席报告中的两句教导,但不是通过慨念、判断、推理的方法来论述道理,而是

用 “咀嚼、回味
”等词,从听者的角度 ,。说明毛主席教导的深刻和伟大意义9表达大家

按照这一教导去做,坚持青年运动的方向的决心。这正是散文中的议论和政论文的论述

所不同的特点。

这两个自然段,突出了人们当时的革命思想和壮志豪情,说明这是大合唱歌声的感

情基础,说明延安的歌声是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革命者的歌声;只有革命人,才能

唱出革命的歌声。

然后,正式写大合唱。作者采用分类、分层的描景手法,按西、东、南、北的方位 ,

生动具体地描写了大合唱的静穆的环境,对后面热烈浩荡的歌声是一个有力的衬托。这

段环境描写充分表达了作者对革命圣地延安的深切怀念之情。

最后,作者用一个过渡句,写大合唱的内容和深远影响。两句歌词的引用,唤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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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对延安大生产运动的深切回忆。作者以由衷的敬意J对冼星海同志的指挥作了有特征

性的描绘: “有气派,姿势优美,大方;动作有节奏,有感情。”写 “一齐歌唱”的人

们,用对人数的两次否定,生动有力地反映了人们的高昂情绪。如果以上蓍重在叙事中

蕊含鬻深厚的感情,那么接蓍是一段直接抒发感情的精彩的音乐描写: “歌芦悠扬,淳

朴,象谆谆的教诲,又象娓娓的谈话”,唱进人们心里,又从心里唱出, “弥漫整个广

场’;又从翻山的回响,延河的伴奏, “
一直辐散到遥远的地方”。写出了歌声的气势

和彤响。这-动人的场面,呼应了前面巾环境描写。值得注意的是9这里,已经不只是

在回忆和赞美歌声,也不只是在回忆和赞美延安人民的革命豪情,而且是在热烈地歌颂

着萆命圣地延安,歌颂党中央和毛主席。延安是当时中国革命的心脏,以延安为中心把

毛泽东思想、革命萁理传向四面八方,传到抗日的前线后方,家灿烂的太阳辐射出万丈

光芒。这一段抒写,顼有 “现场感”,读者有如临其境,如见其人;如闯其声的萁切感

受。       ∴

第三段 〈第八、九自然段):写延安唱歌的风气,热情赞扬了延安革命者朝气蓬勃、

团娣战斗的精神面貌和延安歌声的巨大作用。

首先,从唱歌的对象和时间来着延安歌声的群众性,并探求了形成这-特点的原因。

作者引用列宁说的德国工人歌咏团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从事革命歌咏活动的情况,不

仅说明革命者的心声是压抑不住的,而且是延安唱歌的-个衬托9从而揭示了形成 “极

为广泛的群众的歌声”的原因:在于 “大家是在解放了的自由的土地上”。因为 “在黑

暗时代里,唱歌该是多么困难啊!” 作者给我们描绘出-辐浩瀚壮阔的唱歌的画面,向

读者表明:在延安的歌声中,洋溢着多么饱满的政治热情,汇聚了多么巨大 的精 神力

量 :

接着写唱歌时指挥的神奇和效果-表现延安歌声的战斗性。作者把指挥的神奇写得

活灵活现,跃然纸上。指挥 “简直把唱歌变成了一种思想,△种语言,甚罕ˉ种号令。

千万人能被歌声团结起来,组织起来|踏着统-的步伐前进,听着统-号令战斗。”这里 ,

作者突出唱歌的 “整齐有力
”
∶,赞扬了延安革命者在毛泽东思想基础上的团结统-。

第四段 (第十至十二自然段冫,写延安唱歌的传统。延安欹声的内容、作用都是有

发展的。 “时代变了,延安的歌就增加了新的曲调,换上了新的内容。”从对新的曲凋

和内容的记写中,热情歌颂了延安军民鱼水相依的深厚情谊,歌颂了毛主席领导下的革

命事业的伟大胜利,启示着我们应当让延安的歌声代代传扬。

这-段的重点,说明延安的歌声是
“解放的先声”,胜利的歌声。作者举出 巛三大

纪律”八顼注意》为例,说它 “从苏区唱起,-直就是红军、八路军、新四军和人民解

放军的先遣部队。”具体地抒写了这首歌的巨大作用与深远影响。它给灾难深重的中国

人民带来了光明,带来了幸福和温暖,它哺肓着革命战士的成长。作者还抒 发 了 自 已

听、唱这首歌的体验,再现了解放时的动人场面,把军爱民9民拥军,军民鱼水比海深

的关系”生动形象、细致逼真地描绘出来了,照应了文章的开头。因此,“这首歌,唱一

干遍9听一万遍,我都軎欢。”这朴实的语言,深刻表达了作者对这首歌无比喜爱的激

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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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最末一个自然段冫,以表明对 巛东方红》的态度结尾,总结全文,深化

了主题。在这里,作者把对延安歌声的赞颂,提高刭自觉执行和捍卫毛主席无产阶级革

命路线来认识。

             臼那首唱遍世界的歌 巛东方荭il扌:扌∴
”接着作者一开头就说: “这里就不说我喜欢自

阐明了原因。从前面对延安歌声的田忆,我们立刻会悟出:这里的 吖不说″Ⅱ其实是前

冒F霁蒌趸知尘霉雾豪戛森孱磊耷莒霈耄堑‰如昱簇Ξ羿篝宣严匡翠暴谣廴纛窆 谓℃⒎
里,从灵魂的深处。”

作者把状语后置,表明对 巛东方红》,对延宋髀哀都是如此。读

胃耄重馁嚣龛霉翁夏耋啻宙重舅廴笙事耄鏊孱λ簇袤产霁鑫霆篡蚤暴罾骞耋重趸簟苯絷∷
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事业。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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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此后,他受了启发,态度改变了,第三次作文写得认真,有较大进步。但用词造

句和语言表达较差。因此,这次批改的堇点就放在语言上。共批改了鲳处-增加 了 16

字。最后总批了 1z3字。                ∷  '扣嚣
(三 )-分为二,以肯定成绩为主,鼓舞上进信心。   .|   噪艹

事物总是-分为二的,总是要在-定条件下互相转化。因此,对学生的作文批改,

也要应用一分为二∵的观点,尽蠹发挥优点,肯定成绩,以坚定其不断前进的信心。写得ˉ
好的文章,优点多·教师给以肯定是不成问题昀;易使学生受到鼓舞,精益求精:写得

差的文章,优点少,我们就得用心去发掘优冉,l邺怕-点半滴也是难能可贵的,应当大

力肯定,要在精神上给子鼓舞,以增强其改变现状的信心占有个学生车涧,写作水平较

差,第-次作文批语给他指出问题的同时,勉励他上迸:第主次的作文有了进步,我就

在批改中热情地给子肯定,又在班上评讲了他昀作文;使他芟细鼓舞;第
=次

作攴又有
了较大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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