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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歌声》第一集
正式出版后，售价大洋 1
角，刊登了最新创作和翻
译的各类歌曲 87首。其
中第一首曲子就是《义勇
军进行曲》。当时《义勇
军 进 行 曲》还 未 成 为 国
歌，但他们认为这首歌有
极强的号召力。此外，第
一集中还有聂耳遗曲和
纪念歌曲、救亡歌曲、工
农 歌 曲 、外 国 革 命 歌 曲
等 ，封 底 有 国 难 地 图 一
幅，封面是一幅木刻画：
一位正气凛然的高大工
人 ，举 着 一 面 飘 展 的 大
旗 ，旗 上 用 拉 丁 字 母 写
着：“起来，不愿做奴隶的
人们”。后面浩荡的游行
队伍，手挽着手，肩并着
肩，在高歌猛进。而书名
《大众歌声》更像一道闪
电，划破长空。

《大众歌声》发行后，
社会反响强烈，很快被抢
购一空。四十天后再版，
却遭查禁。但真正代表大
众的歌声是禁不住的。歌
集还是通过救国会和歌联
的各种秘密渠道，继续在
暗中发行，四个月就再版
了四次。

1937年 和 1938年
《大众歌声》又出了第二、
第三集。其中有贺绿汀的
《游击队歌》、麦新的《大刀
进行曲》、孟波的《牺牲已
到最后关头》等抗日救亡
歌曲中的经典。麦新和孟
波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斗争
中，得到了锻炼和成长。
不久，他俩分别奉调去了
延安鲁艺和新四军。《大众
歌声》至此也结束了它的
历史使命。累累累1

（摘自《新民晚报》）

暗中发行 四个月再版四次

抗战中的《大众歌声》
《大众歌声》是抗战初期，由革命音乐家麦新和孟波在上海共同主编的一套专门登载抗日救亡歌曲的音乐丛刊。此刊不仅用歌声宣传了中国

共产党的主张，唤醒团结了广大民众，更重要的是激励了亿万中国军民投身于抗日洪流中。我们一同来回顾《大众歌声》创办前后的故事。

麦新和孟波的青年时代，
中国风雨飘摇、内外交困。在
这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危急时
刻，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急剧
高涨。1935年前后，全国上下
掀起了风起云涌的抗日救亡群
众歌咏活动，此举星火燎原，激
发、培育了亿万中华儿女同仇
敌忾的情感功能。

当 时 远 东 最 大 的 都 市 上
海，聚集着百多万工人阶级队
伍。他们在中共地下党及左联
的领导下，团结各界爱国人士，
组建了无数抗日救亡群众歌咏
团体，引领着国统区的抗日救
亡运动。

麦新和孟波是当时在上海

工作的进步青年。国难当头，
也义无反顾地选择用音乐和歌
咏的方式去战斗。他俩是在参
加民众歌咏会期间认识的。几
百名青年在爱国人士刘良模先
生的指挥下，唱出同一个声音，
大家颇感新鲜又倍添青春活
力。随着中华民族存亡危机的
加剧，这两位志同道合的青年，
经常相互传阅进步书刊并一起
议论抗日救亡的形势。在观看
了国产影片《桃李劫》后，两人
非常感动，影片主题曲《毕业
歌》的激昂旋律一直在脑海和
心田中挥之不去。于是，在参
加“民众歌咏会”的排练时，他
俩向指挥刘良模建议：既然我

们的歌咏会被冠以“民众”二
字，那么我们的歌声就应跟上
时代的步伐，去倾吐大众的心
声。当下人民大众最喜欢的就
是《毕业歌》，我们就应该排练
这些曲目。

刘良模欣然接受了建议。
旋即就把过去练唱过的一首
《摇小船》改成《救中国》。“救、
救、救，救中国，一起向前走；努
力、努力、努力，救国要奋斗”这
样一改，大伙唱起来格外有劲，
直唱得汗流浃背才肯罢休。刘
良模的救亡热情也高涨起来。
他编配了《义勇军进行曲》《打
回老家去》等一批抗日救亡歌
曲，教团员们练唱。

歌咏救国 改编《摇小船》

随着“民众歌咏会”的声望日
隆，其队伍也愈发壮大。团员很
快就发展到了1000多人。原来
排练的四川路的青年会礼堂，已
容纳不下那么多人，于是分了一
部分成员，去八仙桥青年会礼堂
活动。“民众歌咏会”的发展引起
了社会的关注。有一天，曾谱写
《新编九一八小调》和《自由神》的
作曲家、音乐活动家、中共地下党
员吕骥，突然来到“民众歌咏会”
的排练现场，发表讲演。他从聂
耳的作品分析一直讲到中国新音
乐的伟大意义。特别是关于为大
众、为民族解放，是中国音乐发展
新方向的论述，给麦新和孟波留
下深刻印象。

吕骥非常看好麦新和孟波，
不久，经他推荐，麦新和孟波加盟
了左翼剧联领导下的“业余合唱
团”。从此，他俩有更多的机会，
与吕骥、冼星海、贺绿汀、任光、张
曙、孙慎和沙梅等革命音乐家，在
一起探讨、研究音乐创作如何能
更好地为抗日救亡服务的问题，
开阔了音乐视野，使命感也更强
烈了。

聂耳的英年早逝，是中国革
命音乐的巨大损失。麦新和孟波
决心走聂耳的路。他俩全身心地
参与、组织和领导各种群众抗日
救亡歌咏活动，坚持为女工夜校、
工友识字班的劳苦大众们教歌识
字，讲解革命道理。

冼星海从法国巴黎回沪后，
迅速成为了中国音乐界抗日救亡
运动的标志性人物。他接过了聂
耳的旗帜，与吕骥、任光等积极投
身群众歌咏。冼星海的到来，也
翻开了麦新和孟波音乐人生的新
篇章，他俩除了协助冼星海工作
外，更抓紧时间向他学习各种音
乐知识和作曲技法及合唱指挥。
这种不断的积累，最终为自己能
创作歌曲的理想，插上了飞翔的
翅膀。

到1936年中，上海的抗日救
亡歌咏团体迅猛发展。除了左
翼剧联旗下的“业余合唱团”
外，又涌现许多规模庞大且演
唱水准上乘的歌咏团体。在吕
骥和冼星海的撮合下，上海的
歌咏团体成立了一个联合会，
简称“歌联”。由各个合唱团的

领导参与工作，每星期开会碰
面一次，讨论工作。经选举，由
麦新和孟波总负责。

这年盛夏的一天，“歌联”
要研究如何进一步开展救亡歌
咏活动的问题，会议很重要，这
天出席会议的人也特别多。大
家争先恐后、热情踊跃地发表
各自见解。经过大家热烈的讨
论，一致决定应该出一本歌曲
集，解决目前存在的问题。同
时推举麦新和孟波负责编辑工
作，并希望未来的新歌集，一定
要旗帜鲜明地为抗日救亡服务，
还要得到人民群众的喜爱。大
家还为未来的歌集起了好多名
字。这时，麦新拿出一本《生活
星期刊》杂志，打开陶行知的一
篇名叫《什么叫大众歌曲》的文
章说：这篇文章给我很大启发，
它说大众歌曲就是大众心灵的
呼声，从大众的心里唱出来，再
唱进大众的心里去。我看用《大
众歌声》做书名很恰当。麦新感
人肺腑的话语说到了大伙的心
坎里。于是一致决定新歌集就
叫《大众歌声》。

投身音乐 编救亡歌曲集

从那以后，麦新和孟
波就开始了紧张而又繁忙
的新歌集的编辑工作。很
快，各歌咏团体送来了很
多群众喜爱的救亡歌曲。
左翼剧联旗下的“歌曲作
者协会”和“歌曲研究会”
的一些新歌，经过试唱也
被收入其中。任光、张曙、
沙梅、塞克和孙慎等音乐
家也及时送来自己的新
作，吕骥和冼星海则表示
要为新歌集专门写作。

那是秋日的一个早
晨，麦新和孟波专程去吕
骥的住所汇报工作。麦新
把收集到的近百首歌曲及
办刊的初步打算，作了介
绍。吕骥听后很高兴，思
忖片刻说：“我这里还有聂
耳的一部分遗作，你们可
以拿去发表。”接着他又
说：“这本歌集在题材和形
式 上 ，一 定 要 多 样
化。……只要是好的和爱
国的，都可登载。抗日救
亡歌咏运动是大家的事，
是全民族的事，要团结所
有人一道去做，不要有门
户之见。”临行时，吕骥还
拿出了一摞自己谱写的抗
日救亡歌曲手稿，叮嘱可
任意选用合适的，但用后
要及时归还。

当晚，麦新和孟波又
去看望了老师冼星海。当
两人向他全盘介绍了新歌
集出版的前期工作后，冼
星海很欣赏，随即拿出他
刚为影片《壮志凌云》谱写
的一首插曲《拉犁歌》，又
拿出了前不久与塞克合作

的几首歌曲，还为新歌集
提出了自己一些想法，出
了不少好点子。

为了出版这本大众欢
迎的救亡歌曲集，麦新和
孟波不知度过了多少不眠
之夜。在他俩征集到一百
多首歌曲后，在 9月下旬
的一次歌联会议上，大家
确认了八十七首。第一集
的编辑工作就此结束后，
他俩开始寻找印刷厂。

但当时的国统区白色
恐怖，麦新和孟波带着稿
子，几乎跑遍了上海所有的
书店和印刷厂，都怕引来麻
烦而不敢接单。最终，还是
通过救国会的关系，找到了
虹口提篮桥附近的一家里
弄小厂来承印。但这家小
厂从未印过歌曲，也没有
拣排歌曲的工人。推来
推去，最后，落到了老实
勤恳的一名青年工人身
上。他根本不懂音乐，也
从来不唱歌，他排出来的
歌谱，漏洞百出，简直唱
不成个调。焦急中，麦新
想 出 个“ 磨 刀 不 误 砍 柴
工”的办法。他让工人停
下来，和孟波两人分头教
他 识 简 谱 、学 乐 理 。 很
快，这名工人也成了音乐
爱好者，从外行变内行，
工作效率大大提高了，也
可以及时发现纠正歌谱
中的错误。这一招奏效
后，三人就每天工作到深
夜才罢手。10月 28日清
晨两点，在完成了最后一
首歌曲的校对后，麦新和
孟波才如释重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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