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服的衣领、口袋、门襟、腰节、底边等部位,面料以真

丝、棉麻等织物为主,高贵、典雅。
拼贴是将不同形状、不同质地、不同风格的小

块面料,按照织锦纹样结构,通过拼缝的方式塑造

出富有特色的服装,产生五彩缤纷的效果。拼贴的

形式有多种,一种是把另外一种颜色的面料,按照

纹样所需的形状剪下,并贴到时装面料的方法,它
既能使面料产生活泼、优雅、柔和之美感,又能使面

料产生对比强烈、纹样变化多样的效果,强调服装

个性化,适合年青人穿着;另一种是将经过印染、刺
绣、缕空等形式处理后的服饰纹样贴缝在服装领

口、袖口、前胸或后背等处,多用于女装及童装产

品,在表演服、生活装、职业装中较为常见,装饰性

较强。

四、结语

土家织锦纹样作为一份优秀的文化遗产,其丰

富的纹样题材及强烈的装饰性特征,给现代服饰设

计带来了较好的启示和有益的借鉴。如湖南本土

服饰品牌依柳、秀之坊服饰及深圳渔牌服饰、四川

悦凤服饰等,直接或间接的运用了土家织锦纹样进

行设计,均收到了古朴典雅、赏心悦目的良好效果;
另外,国际顶尖级大师们对土家织锦纹样也运用得

游刃有余。如Dior时装帝国的新设计师约翰·加

利亚诺,1997年推出了一款以东方神韵为主题的

连衣长裙,手工刺绣的织锦花卉图案和花边,使暗

红色双面缎更添东方韵味,从而使土家织锦纹样获

得了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多重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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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鄂西苏区红色歌谣生成原因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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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湘鄂西苏区红色歌谣的产生有着深刻的背景。它的产生与马克思主义在湘鄂西的

传播,与贺龙、周逸群、任弼时等在湘鄂西展开的轰轰烈烈的革命实践,与湘鄂西苏区的歌谣运动等都有着密切

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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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湘鄂西苏区曾经掀起了一

场红色的歌谣风暴。当时的苏区民众,无论男女老少,人人

会唱,而且人人爱唱红色歌谣。这些刚健、质朴的歌谣是革

命战争年代苏区各族人民生命的呐喊,心灵的长啸,也是人

民群众集体创造的智慧的结晶。它反映了人民群众对革命

的认识和评价,充满着人民群众对党和红军无比的热爱,是
我们社会共同的记忆。直到今天,这些红色歌谣依然具有

震撼人心的力量。每当红色歌谣再一次在耳边响起的时

候,我们仿佛再一次回到当年那如火如荼的战争岁月,重新

焕发出革命精神。今天,尽管已经进入到伟大的新时期,但
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对湘鄂西苏区当年流传的红色歌谣进

行研究,探讨其生成的原因,同样有着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

实意义。

一、马克思主义的传播

湘鄂西苏区的红色歌谣,也称之为“红军歌谣”,它的产

生自然与红军分不开。可以这样说,没有红军,自然就没有

红军歌谣;而没有共产党的英明领导,自然也就没有红军的

诞生。再往前推,没有马克思主义,自然也就不会诞生伟大

的共产党。所以说,红色歌谣的生成,首先与马克思主义思

想在中国的传播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逐步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

中国人民为了挽救民族危亡,反抗阶级压迫,进行了长期反

帝反封建的斗争。新一代的中国先知们为了探求救国救民

的真理,一直在苦苦地追索,这就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

播创造了先决条件。实践证明,中国欲图民族之复兴,人民

欲求彻底之解放,必须重新探求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必

须寻求新的思想武器。正当中国人民不屈不挠、前赴后继

地寻求革命真理和寻找新的解放道路的时候,十月革命一

声炮响,为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

在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影响下,一批具有共产主义思

想的知识分子迅速成长起来。像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等

人,就是其中的著名代表。他们热烈欢呼十月革命的胜利,

并排除各种阻力,在劳动人民群众中传播马克思主义。在

李大钊和陈独秀的带动下,一些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

知识分子,组织了一些宣传马列主义、介绍十月革命经验的

刊物,为广泛传播马列主义作出了重要贡献,并在1921年7
月1日,成立了中国共产党。而随着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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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革命的面貌焕然一新。

湘鄂西虽然处于偏远的大山腹地,但一些走出山门,在
外求学的子弟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并回家乡宣传马克思主

义。如1922年在北平中国交通大学求学的保靖县土家族

学生米世珍,在李大钊的熏陶下,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并于

这一年的冬天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湘西州第一个中共

党员。[1](P1)鄂西早期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也是靠在外求学的

学生推动的。“五四”以后,鄂西地区的青年纷纷前往武汉、

宜昌等地求学。他们在所在学校的党团组织的引导下,阅
读革命书刊,接受马列主义熏陶,参加革命群众运动,并利

用寒暑假回乡宣传革命道理,发展组织。[2](P3)尤其是在土地

革命时期(1928年初),贺龙、周逸群等同志受党中央的委

派,来湘鄂西开辟革命根据地,建立红色武装的重大事件,

为湘鄂西民众送来了马克思主义。伴随着疾风暴雨式的革

命斗争,马克思主义第一次深入到湘鄂西苏区老百姓的心

中。同时,工农红军打土豪,分田地的革命实践,也使苏区

百姓亲身感受到革命的实绩,从而更加坚定了革命的信念,

迸发出空前的革命热情,积极投身到火热的革命实践中。

马克思主义思想濡染着湘鄂西苏区这块贫瘠的土地,并与

湘鄂西人民的革命斗争实践紧密结合,成为苏区红色歌谣

产生的坚实的思想基础。

二、风起云涌的革命实践

湘鄂西红色歌谣诞生于革命战争年代,风起云涌的革

命实践是红色歌谣产生的现实土壤。在湘鄂西,凡是有红

色风暴席卷的地方,就一定有红色歌谣的涛声激荡。

自贺龙、周逸群于1928年元月受中央的委派,来到湘

鄂西开辟革命根据地起,到1935年11月红二、六军团开始

长征时止,在这八年时间里,湘鄂西苏区的百姓经受了革命

风暴的洗礼。他们在党的领导下,与红军战士一起打土豪、

分田地,建立红色政权,开展武装斗争,粉碎敌人的“围剿”,

将苏区的革命斗争进行得轰轰烈烈,石破天惊。

红色政权建立后,苏区党的领导人决定把解决农民的

土地问题作为民主革命的根本问题,放在革命的首要地位。

1930年10月,湘鄂西第二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召开,制定并

通过《土地革命法令》,规定: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和财产,

没收教堂、庙宇、祠堂、会馆占有的土地及一切带有共产性

质的土地和财产,没收富农所余出租的部分土地,平均分配

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及失业贫民,男女老幼均参与分配,红
军战士及家属亦分配土地。[3](P164)土地革命运动使世代没

有田土的穷苦农民分到了土地。据不完全统计,仅湘西大

庸6区71保,就分配土地15.19万亩,得田人数9.5万余

人,永顺4区27乡,分田7.1004万挑,得田人数1.5212万

人,桑植4区6乡,分田22万挑,得田人数3.247万人。龙

山13个区乡,分田25000多亩。[4](P57-58)

除了分田地于贫雇农之外,苏区党委在大力建设正规

红军的同时,还积极组织革命的工农武装,如工人纠察队、

农民自卫军、赤卫队、少先队等武装组织,为保卫苏维埃政

权,坚持武装斗争,粉碎反革命围剿,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随着这些民众武装组织的建立,还使得苏区群众得以亲身

参加保卫自己的胜利果实的战斗。在这种血与火的考验

中,人民逐渐加深了对红军、对党、对革命的认识,使之发生

了从感性认识向理性认识的飞跃。

同时,湘鄂西苏维埃政权还积极开展苏区经济文化建

设。一方面,苏区党委在狠抓工农业生产的时候,又注重对

商业贸易秩序的整顿,建立消费合作社,鼓励商人从事正当

贸易,努力提高苏区工农业生产总值,积极促进苏区经济生

活的繁荣。另一方面,苏区党委又关注苏区的文教卫生事

业,在湘鄂西苏区各县开办红军小学、列宁小学,实行免费

教育,有些县还办起了高级小学,与此同时各地办起了夜

校、速成班等多种形式的教育,以提高苏区群众的文化素

质。另外,苏区的医疗卫生事业也做得很出色。苏区共办

起了五所后方医院,培养了许多医疗卫生骨干,许多农村妇

女也成为白衣战士。这不仅解决了战斗中伤病员的治疗问

题,同时也 缓 解 了 乡 村 缺 医 少 药 的 难 题,为 苏 区 百 姓 造

了福。

综上所述,无论是打土豪分田地,组织地方工农武装,

保卫胜利果实,还是积极开展经济文化建设,推动苏区文教

卫生事业的发展,这一系列的革命实践,其根本目的就是一

个:稳固根据地,为民造福。这一系列革命实践活动使得苏

区百姓对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有了深刻的认识,对红军

有了割舍不掉的血肉感情,对生活有了新的向往。因此,那
些得到土地的农民,那些参加了工农武装组织的战士,以及

那些学习文化知识、获得初步医疗保障的苏区百姓们,无不

欢天喜地,无不对红军,对苏区党组织感恩戴德,他们高兴

地唱道“红军来了心实在,天下要归苏维埃,不信你往田里

看,分田分地正插牌。”“太阳当顶又当岩,蜂子朝阳午时来,

财主喜欢进衙门,穷人喜欢苏维埃。”这些发自人民群众内

心深处的歌谣,道出了群众对红色政权、对红军的拥戴,也
表现了苏区百姓对红军真挚的感情。我们可以这样说:是
风起云涌的革命实践催生了湘鄂西的红色歌谣,发展了湘

鄂西苏区的红色歌谣。

三、湘鄂西苏区的歌谣运动

在湘鄂西,苏区的歌谣运动是伴随着革命斗争和红军

的宣传活动开展起来的。红军所到之处都要扩大政治影

响,并且要建立红色政权,消灭反动势力。这就需要发动群

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争取广大群众的支持与参与。湘

鄂西地处大山深处,虽然大革命的风暴曾影响过这个地区,

地方上也有一些杀富济贫的武装力量存在,但当地的绝大

多数群众对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还缺乏认识上的自觉。因此

向广大群众宣传革命道理,提高群众对革命的认识,就成了

红军宣传工作的首要任务。

历史上的湘鄂西文化落后,民众大都是文盲,要让革命

道理被群众接受,歌谣就成了红军宣传革命道理的首选方

式。在湘鄂西革命根据地,贺龙、贺锦斋、周逸群等特别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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