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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郭沫若 1949年10月1日发表在《人民日报》上的《新华颂》是新中国的第一首颂歌，一般认为写
于1949年 9月20日。其实，《新华颂》另有早期版本，系郭沫若为应征新中国国歌所作。根据手
稿等档案和回忆录等材料，《新华颂》的写作时间应不晚于1949年 8月20日。而从历史语境出发
解读《新华颂》的早期版本，分析其文学表达的历史和意识形态因素，可以看出不同版本演变反

映的政治与文化变迁。

关键词：

郭沫若  新华颂  版本  国歌  历史语境

Abstract: Guo Moruo’s Xin Hua Song (Ode to New China, 新华颂 ) was published in the People’s Daily 
on October 1, 1949 and is the first hymn dedicated to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lthough it 
is generally believed to have been written on September 20, 1949, earlier versions suggest that it 
was originally created to answer the call for writing lyrics for the national anthem. According to 
manuscripts and memoirs, the writing of the hymn should not be later than August 20, 1949.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istorical context, the early versions are interpreted, and the historical and ideological 
factors of their literary expressions are analysed to reveal the political and cultural changes reflected in 
the evolution of this hymn.

Key Words: Guo Moruo; Xin Hua Song (Ode to New China); version; national anthem; historical 
context

郭沫若《新华颂》考
A Study of Guo Moruo’s Xin Hua Song 

章舜粤  Zhang Shuny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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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 年 10 月 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典礼隆重举行。在这历

史性时刻，《人民日报》第 7 版发表了郭沫若诗《新华颂》。《新华颂》在郭沫若心

目中具有独特地位。从郭沫若在新中国出版的第一本同名诗集《新华颂》，到为庆

祝新中国成立 10 周年而出版的《骆驼集》，再到临终前的《沫若诗词选》，在这些

重要时间节点出版的诗集中，《新华颂》都位列集首。

学界已经注意到，1979 年经郭沫若重新校阅后出版的《沫若诗词选》，在收

入《新华颂》时进行了一定的修改 [1]。不过，《新华颂》一诗另有早期版本，迄今

似尚未为人所注意 [2]，并且大部分论著对其写作时间（1949 年 9 月 20 日）和作者

的认定也不是很准确。其实，它最早是郭沫若和于立群为了应征新中国国歌所作

的歌词，具体面貌与后来在《人民日报》等处公开发表的版本有所不同。本文拟

根据所搜集手稿档案、回忆录等材料，对《新华颂》早期版本进行解读，分析不

同版本的差异及其反映的历史语境变迁，探讨郭沫若的文学表达与意识形态的辩

证关系。

一  史事考辨：《新华颂》初版的写作时间与作者

《新华颂》首次公开发表于 1949 年 10 月 1 日《人民日报》第 7 版。《郭沫若年

谱长编（1892-1978）》称其写于 1949 年 9 月 20 日 [3]。该诗有一手稿现藏于郭沫

若纪念馆，写在3页稿纸上，题目即为《新华颂》。全诗内容、格式与《人民日报》

版一致，落款为“一九四九年九月廿日”。此外，1953 年出版的《新华颂》诗集、

1979 年出版的《沫若诗词选》等历次公开出版版本，落款均为 1949 年 9 月 20 日。

这应是年谱长篇确定该诗写作时间的主要依据。不过，《新华颂》其实另有早期版

本，写作时间早于 9月 20 日，是郭沫若为应征新中国国歌所作的歌词。

在中国共产领导下，中国人民经过艰苦奋斗终于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

迎来新中国。为了筹建新中国，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第一次会议于 1949 年 6 月

15 日召开。新政协筹备会常委会下设第六小组，以拟定新中国的国旗、国徽和国

歌等方案为重要任务。1949 年 7 月 4 日，第六小组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决定设

立国旗国徽图案评选委员会和国歌词谱初选委员会，郭沫若为后者的委员兼召集

人 [4]。会议推举郭沫若、沈雁冰、郑振铎起草国旗、国徽、国歌征求条例，并由

郭沫若向常委会报告条例草案内容 [5]。7 月 13 日，《征求国旗国徽图案及国歌歌辞

谱启事》开始在《人民日报》等各大报纸刊登，截止时间为 8 月 20 日。到 8 月 2

日，第六小组已经收到 125 件应征国歌歌词稿件，最终有国歌稿件 632 件，歌词

694 件 [6]。

8月 5日，第六小组召开第二次全体会议进行讨论。郭沫若提出：“国歌稿件，

请腾 [誊 ]抄出来再看看。”[7] 8 月 24日，第三次全体会议召开，复选提出13件，“复

印二百份，以备提供参考” [8]。据此，会议编印了《应征国歌复选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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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 《新华颂》手稿，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郭沫若是著名诗人，又是国歌词谱初选委员会的委员兼召集人，在新中国成立

这样的历史时刻，怎能不写一首歌词，参与国歌征集呢？中国国家博物馆现藏有郭

沫若应征国歌歌词的手稿（图一）。手稿共一页，用钢笔写成，题名《新华颂》，署

名郭沫若，未落时间。其中，“工业化”原作“土地改”，“天下公”一句原作为何，

由于涂抹修改已难以辨别。手稿上又有毛笔字标注“更正稿”，将“工农解放气如

虹”修改为“艰难缔造庆成功”，“联盟长作主人翁”修改为“工农长作主人翁”[9]。

《新华颂》入选了《应征国歌复选集（一）》。为了“便利大家批评起见”，《应

征国歌复选集（一）》一律不公布作者姓名，而以本组登记号码代之” [10] 。郭沫若

的《新华颂》被编为“初八十八号”，位列第 12 首。《应征国歌复选集（一）》上

的版本与修改后的手稿相同。

故而，可以说《新华颂》写于 1949 年 9 月 20 日的说法是不准确的。《新华

颂》是郭沫若为应征国歌而作，鉴于《征求国旗国徽图案及国歌歌辞谱启事》规

定征集时间截至 8 月 20 日，因此很可能写于 8 月 20 日之前。由于《新华颂》在 8

月 24 日会议上入选下一轮评选，手稿又经过修改，最终印制在《应征国歌复选集

（一）》上，最迟不晚于 8月 24 日。

那么，为何郭沫若纪念馆现存《新华颂》手稿落款 9 月 20 日？是否是郭沫若

在 9 月 20 日对《新华颂》又进行了修改？其实，这也是不可能的。该稿中“五星

红旗遍地红”一语（国博馆藏版中作“胜利红旗遍地红”），粗看寻常无奇，其实

暗露不寻常之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为“五星红旗”，载诸宪法，众所周知。但

“五星红旗”一名的由来，其实颇为复杂，笔者另有长文专门论述 [11]。简要说来，

1949 年 9 月 27 日，经过毛泽东亲笔修改的《四个决议案草案》将候选国旗称之为

“红地五星旗” [12]。而当天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正式通过的《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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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都、纪念、国歌、国旗的决议》，其文字表述也是：“四、全

体一致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为红地五星旗，象征中国革命人民大团结。”[13]

只不过，周恩来在宣布决议案通过时，以较为口语化的方式说：“中华人民共和国

的国旗，为五星红旗。”[14] 9 月 28 日，《人民日报》刊发的新华社电讯中写道：“通

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为五星红旗，象征中国革命人民大团结。” [15] 从此，“五

星红旗”之名传遍天下。换言之，9 月 27 日之前，“五星红旗”之名尚未出现，郭

沫若何以“未卜先知”呢？

从郭沫若当时的言论来看，他本人属意的也不是后来的五星红旗方案。1949

年 8 月 24 日上午，第六小组召开第三次全体会议，正当大家热烈讨论国旗与国徽

问题时，“郭沫若画出一个国旗来，红旗上有二蓝条和星”，钱三强提议蓝条“改黄

的好看，长江、黄河也是黄的”。会议主席提出“郭先生的（图案）请梁先生（梁

思成）设计一下”[16]。最终，9 月 22 日印出的《国旗图案参考资料》中收录了由

此而来的两幅设计稿。第一幅为《国旗图案参考资料》所编复字第八号，郭沫若设

计，周光远制图。旗面红色，左上角一颗黄色五角星，中间两道黄色横杠贯通，将

旗面均分为三。红色“象征革命”，星“象征共产党之领导与人民解放军”，星之五

角“代表中国五千年的经济文化五亿人口”，两条黄线“代表长江黄河” [17]。第二幅

为《国旗图案参考资料》所编复字第八号，同样为红色旗面，左上角黄色五角星，

寓意均与复字第八号相同，惟长江、黄河改以正中两条蓝色横杠代表 [18] （图二）。 

可见，郭沫若认同的国旗图案，在 9月 20 日之时也非“五星红旗”。

综上所述，郭沫若于 1949 年 9 月 20 日时，不可能写下“五星红旗遍地红”之

图二 郭沫若设计的国旗，中国国家博物馆馆藏（图片采自中央档案馆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
国徽国歌档案》上卷，中国文史出版社，2014 年，第 164、16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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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郭沫若馆藏手稿，一定是在 9 月 27 日之后修改誊写的，只是或出于笔误，或

在誊写时“廿”字后脱落一字。而《人民日报》发表《新华颂》时未落时间，因

而在收入诗集时，可能由于记忆模糊或编辑未及考证，故而将“9 月 20 日”照录

不误，造成长期误会。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包括国博藏手稿在内的各种材料均将《新华颂》标为郭沫

若的独著。但 1950 年整理的《国旗国徽国歌档案目录》却注明，郭沫若在征集阶

段提交了一首歌词，“系与于立群合作”[20]。可见，《新华颂》初版作者很可能是郭

沫若、于立群夫妇。

二  文本解读：《新华颂》应征国歌版的历史语境

综上所述，我们基本可知《新华颂》早期版本的来龙去脉。而该版本有何特

点？它与后来的版本有何区别？我们又该如何理解这些区别？迄今为止，《新华

颂》发现的版本有四种。第一种是中国国家博物馆馆藏郭沫若手稿，本文称之

表一  《新华颂》不同版本比较 [19]

国博手稿版 复选集版 《人民日报》版 《诗词选》版

第
一
段

（一）

人民中国　雄立亚东

光芒万道　辐射长空

（工农解放气如虹）

艰难缔造庆成功

胜利红旗遍地红

生者众　物产丰

（联盟长做主人翁）

工农长作主人翁

使我光荣祖国

稳步走向大同

（一）

人民中国　雄立亚东

光芒万道　辐射长空

艰难缔造庆成功

胜利红旗遍地红

生者众　物产丰

工农长作主人翁

使我光荣祖国

稳步走向大同

（一）

人民中国　屹立亚东

光芒万道　辐射寰空

艰难缔造庆成功

五星红旗遍地红

生者众　物产丰

工农长作主人翁

使我光荣祖国

稳步走向大同

（一）

人民中国　屹立亚东

光芒万道　辐射寰空

艰难缔造庆成功

五星红旗遍地红

生者众　物产丰

工农长作主人翁

第
二
段

（二）

人民翻身　勤劳英勇

巩固国防　革新传统

坚强领导凭中共

无产阶级急先锋

土地改　剥削终

耕者有田天下公

使我光荣祖国

稳步走向大同

（二）

人民翻身　勤劳英勇

巩固国防　革新传统

坚强领导凭中共

无产阶级急先锋

土地改　剥削终

耕者有田天下公

使我光荣祖国

稳步走向大同

（二）

人民品质　勤劳英勇

巩固国防　革新传统

坚强领导由中共

无产阶级急先锋

工业化　气如虹

耕者有田天下公

使我光荣祖国

稳步走向大同

（二）

人民品质　勤劳英勇

巩固国防　革新传统

坚强领导由中共

无产阶级急先锋

现代化　气如虹

国际歌声入九重

  

第

三

段

（三）

人民专政　民主集中

光明磊落　领袖雍容

江河洋海流新颂

昆仑长耸最高峰

多种族　如弟兄

四方八面自由风

使我光荣祖国

稳步走向大同

（三）

人民专政　民主集中

光明磊落　领袖雍容

江河洋海流新颂

昆仑长耸最高峰

多种族　如弟兄

四方八面自由风

使我光荣祖国

稳步走向大同

（三）

人民专政　民主集中

光明磊落　领袖雍容

江河洋海流新颂

昆仑长耸最高峰

多种族　如弟兄

四方八面自由风

使我光荣祖国

稳步走向大同

（三）

人民专政　民主集中

光明磊落　领袖雍容

江河洋海流新颂

昆仑长耸最高峰

多种族　如弟兄

千秋万岁颂东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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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国博手稿版。第二种是刊登于《应征国歌歌词复选集（一）》的《国歌歌词拟

稿》（初八十八号），本文称之为复选集版。第三种是郭沫若纪念馆馆藏落款 9 月

20 日的手稿，内容与 1949 年 10 月 1 日在《人民日报》发表的版本一致， 1953

年《新华颂》诗集、1957 年《沫若文集》第 2 卷和 1959 年《骆驼集》收入的版

本也与之相同，本文称之为《人民日报》版。第四种是 1977 年《郭沫若诗词选》

版本，1983年《郭沫若全集》第三卷收入的也是这个版本，本文称之为《诗词选》

版。为了便于讨论，首先将四个版本制表列出。

《新华颂》最早是为应征国歌而作的，而《征求国旗国徽图案及国歌歌辞谱启

事》对此有明确的要求：“歌辞应注意：（１）中国特征；（２）政权特征；（３）

新民主主义；（４）新中国之远景；（５）限用语体，不宜过长。”[21] 这是我们理解

《新华颂》的形式与内容的重要前提。

从形式上看，《新华颂》分为三段，每段的结构是一样的。当中又可以分为前后

两个部分，后半部分均空两格，从而使得两个部分的分别一目了然。（只有复选集版

每行都顶格书写，这可能是排印者为了整齐所为。）如果以诗的格式来看，这既不属

旧体诗词，也不符合郭沫若作新诗的习惯，在其诗作中显得比较突兀。但如果从歌

词的角度来看，则很容易理解—这是为了谱曲时旋律的流畅。而且，《新华颂》中

多采用四言和七言，不仅符合中国古典文学习惯，而且琅琅上口，便于传唱。

从内容上看，由于它是应征国歌所作，首先必须达到征求启事的要求。此外必

须考虑到的是，为了创作国歌，势必参考近代以来中国国歌的各种方案，这对郭

沫若的国歌歌词从形式到词汇均产生了隐秘的影响。从这两个角度出发，我们可

以加深对《新华颂》的理解，并以此思考不同版本之间的差异。

首先是“中国特征”，启事在国旗、国徽、国歌条目中均提出了这一要求，并

在国旗条中加括号以做说明：“中国特征（如地理、民族、历史、文化等）。”[22] 而

《新华颂》国博馆藏版中“人民中国，雄立亚东”和“昆仑长耸最高峰”等句，前

者点明中国在世界上的地理位置，后者则描写了中国文化中具有神秘色彩和象征

意义的昆仑山，也富有中国特征。

次之是“政权特征”和“新民主主义”[23]。启事对“政权特征”的说明是：“工

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24] 这与“新民主主义”的要

求是高度相符的。早在 1940 年，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就明确指出，“国

体—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政体—民主集中制。这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政治，

这就是新民主主义的共和国” [25]。1949 年 6 月 30 日，在新中国诞生前夕，毛泽东

又进一步阐释“人民民主专政的基础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

联盟，而主要是工人和农民的联盟” [26]。“工农长作主人翁”，“坚强领导凭中共，

无产阶级急先锋”，“人民专政，民主集中”等句，就是直接反映新民主主义的政

权特征。其中，国博馆藏版“艰难缔造庆成功”一句原作“工农解放气如虹”，“工

农长作主人翁”一句原作“联盟长作主人翁”。大概因为原句意思基本一致，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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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盟”一词不仅不如“工农”清晰，还有被误会为苏联的嫌疑，故而做了修改。

当然，新民主主义具有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层面的内涵。《新民主主义论》

曾指出，“这个共和国将采取某种必要的方法，没收地主的土地，分配给无地和少

地的农民，实行中山先生‘耕者有其田’的口号”[27]。而“土地改，剥削终，耕者

有田天下公”一句几乎就是对毛泽东著作的精炼改写。

至于“新中国的远景”，毛泽东曾指出，新民主主义革命“是第一步，将来要发

展到第二部，发展到社会主义”[28]。郭沫若则在歌词用“使我光荣祖国，稳步走向

大同”置于段落之末并三次重复加以强调，从形式和内容上都指向未来的“大同”

社会。“大同”是儒家思想中的最高社会理想。而近代以来，康有为等人结合现代思

想对“大同”概念做了新的阐释，“对近现代中国人接受平等观念和社会主义思潮

起到了十分重要的桥梁作用”[29]。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指出：“这样就造

成了一种可能性：经过人民共和国到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到达阶级的消灭和世

界的大同。康有为写了《大同书》，他没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条到达大同的路。”[30] 郭

沫若在此使用“大同”一语，显然也是从正面意义上指代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前途。

10月 17日，他在《鲁迅先生笑了》一诗的结尾又写道，“笑到大同世界的出现” [31]。

这种措辞在这次国歌应征中也不罕见，如“初二号”中有“稳步走进世界大同，祖

国万岁”；“初四号”中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世界大同”；“初九十号”中“更

有同化人的力量和世界大同的理想”；“初九十一号”中有“向大同盛世，齐步辟康

庄”；“初九十二号”中有“还要和国际无产阶级的兄弟携手，创造世界大同”[32]。 

最后，从《新华颂》复选集版中，显然也能看到一些近代以来中国国歌（及国

歌方案）的影子。例如“雄立亚东”一句，不由得让人想起 1912 年南京临时政府

征集的《亚东开化中华早》和 1915 年北洋政府通过的《中国雄立宇宙间》，似是二

者的融合。近代以来，西方地理知识体系在中国得到广泛传播，中国人对于自己的

地理方位认知也发生了巨大变化。“中国”一词最早见于西周青铜器何尊上的“宅

兹中国”铭文，本来就是中央之国之意。而近代以来，中国人逐步认同亚洲概念，

从“天下之中”的地理观逐渐转化为亚洲之东的自我认知。辛亥革命之后，许多

人骄傲地自诩中华民国为“亚洲第一共和国”。而“亚洲主义”及其各种变种也成

为影响近代中国的重要思潮。这种意识也体现在近代中国的国歌中。除了上举两例

外，如曾与李大钊等人共同创立“少年中国学会”的王光祈，曾创作《少年中国

歌》作为他心目中的国歌，歌词写到：“少年中国主人翁，昂然独立亚洲东。”[33] 其

实，在此次歌词征集中，不独郭沫若采用了“亚东”的概念。如“初四号”中“自

由的花开遍亚东”，“初十九号”中“共和建国在亚东”，“初九十号”中“做亚洲共

和国的新榜样”和“初九十二号”中“领导亚东”等 [34]，不仅是对中国地理位置

等“中国特征”的描写，也透露出对新中国承担起振兴亚洲任务的殷切希望。

再比如，《中国雄立宇宙间》中有 ：“华胄从来昆仑巅，江河浩荡山绵连。共

和五族开尧天，亿万年。”[35] 章太炎拟制国歌歌词有“高高上苍，华岳挺中央，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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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千里南流下汉阳……休矣五族，无有此界尔疆”[36]，而《新华颂》复选集版则

作：“江河洋海流新颂，昆仑长耸最高峰。多种族，如弟兄，四方八面自由风。”

核心要素之江河湖海、昆仑高山、兄弟民族等等，都是类似的。

总之，《新华颂》热切歌颂了中国、中华民族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

义革命，并对新生的人民共和国寄予殷切希望。正如有论者评论《新华颂》时指

出：“一系列派生于现代国家的政治概念在新诗之中登堂入室，形成一套语汇系

统。”[37] 要理解《新华颂》复选集版所呈现出的具体面貌，必须回到当时为新中国

制定国歌的历史现场，并参考近代以来关于“亚东”“大同”等语言习惯及其所反

映的历史背景。

三  版本差异：政治时势与文学表达 

新中国国歌的诞生颇为曲折。1949 年 8 月 24 日第六小组第三次全体会议上，

大家虽然复选出了郭沫若的《新华颂》等歌词作为候选，但仍认为“似尚未臻完

善”，提出同时“仍由文艺专家继续拟制” [38]。此后，在第六小组多次会议和中国

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分组讨论中，均未集中讨论国歌议题，国旗国

徽国歌国都纪年方案组提交的意见，也仅涉及国旗、国都和纪年，新中国的国歌

趋于难产。

郭沫若似乎也放弃了将《新华颂》推为国歌的努力，转而支持通过修改《义勇

军进行曲》以代国歌。1949 年 9 月 25 日，毛泽东在丰泽园召开协商座谈会，商讨

相关方案。马叙伦提出：“我们政府就要成立，而国歌根据目前情况一下子还制不

出来，是否我们可暂时用义勇军进行曲暂代国歌。”不过，当时有一种意见认为应

该对歌词加以修改，或干脆保留曲谱而另写新词。对此，郭沫若表示：“我赞成暂

用它来当国歌，因为他不惟中国人民会唱而且外国人民也会唱。但歌词修改一下

好些。”[39]

对此，田汉曾回忆到：“在第六小组最后几次讨论会上，先后由刘良模、梁思

成、张奚若诸先生提议以《义勇军进行曲》为国歌。因原词有‘到了最危险的时

候’之句，预备只用《义勇军进行曲》的谱而另制新词的，郭沫若先生并已拟就

三段。”[40] 目前史料未见郭沫若所拟三段歌词。《新华颂》虽然也作三段，但显然

与《义勇军进行曲》的曲谱不合。从会议记录看，郭沫若确实考虑对《义勇军进

行曲》进行修改，以符合新时势。

有一些文章称，1949 年 4 月郭沫若率领中国代表团赴布拉格参加保卫世界和

平大会时，由于需要奏唱国歌，郭沫若急中生智，将《义勇军进行曲》中“中华

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一句改为“中华民族到了大翻身的时候 , 每一个乡村城

市发出了解放的吼声”[41]。此事细节于史无考，不过当时以团员身份参加大会的田

汉回忆这是“我们曾改成”的，且最后一句改成“举起胜利的旗帜前进” [42]。换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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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田汉并未明确这一修改是由郭沫若完成的，而指出是集体智慧的结晶。不过

从郭沫若《新华颂》国博馆藏版中“人民翻身”一句，亦隐约可见其影响。当然，

“翻身”“解放”等，本来就是中国共产党话语体系中所常用的词汇，二者是否有

关，尚难以确证。

无论如何，郭沫若的《新华颂》最终落选国歌。不过，《新华颂》在经过修改

之后，随着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广场的升起，于1949年10月1日发表在《人民日报》

上，完成了从国歌候选词到新中国第一首颂歌的华丽转身。

如上文所述，在交由有关部门印制《应征国歌歌词复选集（一）》前，郭沫若

对《新华颂》做了简单修改。《人民日报》版修改较多，共有 6处。其中，“胜利红

旗”改为“五星红旗”，是根据现实情况的变化。“雄立亚东”改为“屹立亚东”，“辐

射长空”改为“辐射寰空”，“坚强领导凭中共”改为“坚强领导由中共”，意思基

本不变，但也有微妙差别。如“屹立”一词便与“中国雄立宇宙间”区别开来，避

免引起反动政权旧国歌的不良联想。“寰空”比之“长空”，似更显宽广辽阔。“由”

比之“凭”，似更凸显中共领导性与人民主体性的辩证关系，而不是简单的人民依

赖中共。“人民翻身”改为“人民品质”，在某种程度上降低了《新华颂》的时事性，

而将颂歌引向更为宽广的历史时空。与之类似的是“土地改，剥削终”改为“工业

化，气如虹”。土改是当时举世瞩目的一件大事。不过，早在 1945 年中共七大上，

毛泽东就已经指出：“中国工人阶级的任务，不但是为着建立新民主主义的国家而

斗争，而且是为着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近代化而斗争。”[43] 1949 年，毛泽东在中共

七届二中全会上宣布：“从现在起，开始了由城市到乡村并由城市领导乡村的时期。

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移到了城市。”“在革命胜利以后，迅速地恢复和发展生产，对

付国外的帝国主义，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把中国建设成一个伟大

的社会主义国家。”[44] 而现在正是到了“革命胜利以后”的时刻。

1979 年《诗词选》版在《人民日报》版的基础上，又做了一些改动。如将

“工业化”改为“现代化”，显然系响应“四个现代化”的号召。而将“耕者有田

天下公”改为“国际歌声入九重”，可能与土改过后，历经人民公社化等运动的土

地分配和使用状况有关。当时，围绕“包干到户”“包产到户”等承包制是否属于

走“分田单干”老路，从上到下激辩正酣。或许出于避免卷入这场争论的考虑，

郭沫若将其做了删改。至于将“四方八面自由风”改为“千秋万岁颂东风”，考虑

到新中国成立后“自由主义”的命运，郭沫若避免使用“自由风”这样的表述并

不令人意外。最后，《诗词选》版将三段中“使我光荣祖国，稳步走向大同”一并

删去，有论者认为，可能是因为“1967 年批判刘少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毛泽

东在审定的批判文章中曾增写过否定《礼运大同篇》和康有为的《大同书》的文

字” [45]。如果说“大同”话语在 20 世纪 50 年代尚有一定生存空间的话，则在 70

年代的中国仍谈“大同”，或许在郭沫若看来显得有些不合时宜了 [46]。

总之，《诗词选》版的修改，与历经政治运动后的社会环境有关，是学界的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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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论者认为，《沫若文集》版之所以未有修改，主要是由于它于 1957 年 3月出版，

假如在 1958 年、1959 年往后，“《新华颂》文字的删改，大概也会提前的”[47]。不过，

考虑到 1959 年《骆驼集》出版时已在 1957 年政治环境剧烈变动之后，而郭沫若并

未对《新华颂》作出修改，也提示我们可以更深层次地体会郭沫若的隐微心态。

四  结语

《新华颂》是郭沫若为新中国所拟写的国歌，表达了他对新中国的期许，又是

郭沫若在新中国成立后公开发表的第一首诗歌，正如有论者所指出的：“这首诗，

是郭沫若献给新政权的最恰当、最符合广泛社会认同心理的礼物。”[48]《新华颂》

的独特地位，可见一斑。

对于《新华颂》的颂歌性质，诗名中的“颂”字本就开宗明义，郭沫若本人

并不避讳。自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提出文艺为政治服务、为工农兵服务的

观点之后，这就成为党的文艺方针。1945 年 4 月，郭沫若发表《人民的文艺》指

出：“人民的文艺是以人民为本位的文艺，是人民所喜闻乐见的文艺，因而它必须

是大众化的，现实主义的，民族的，同时又是国际主义的文艺。”[49] 1949 年 7 月，

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召开的第一次全国文代会上，大会总主席郭沫若在其总报告中

指出，“我们的文艺运动历来就有一种和政治运动相结合的宝贵的传统”，并强调

“我们的专业是文学艺术工作，我们对于革命斗争和建设固然应该用政治行动来参

加，但主要还应该用我们的文学艺术工作去参加” [50]。应该说，《新华颂》正反映

了他的这种态度，即旗帜鲜明地用文艺作品歌颂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和

劳动人民。从这个意义上讲，最初作为应征国歌稿的《新华颂》，本身就是一首颂

歌。而《新华颂》的几次修改，既有文学上锤炼字句的考虑，更与当时的历史语

境密切相关，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视为一种意识形态的艺术表达。

注释：

[1] 冯锡刚：《郭沫若的晚年岁月》，中央文献出

版社，2004年，第 395-396页；贾振勇：《郭

沫若研究十六讲》，山东文艺出版社，2009年，

第 72-90页。蔡震：《郭沫若著译作品版本研

究》，东方出版社，2015年，第 149-152页。

杨玉霞：《郭沫若诗集〈新华颂〉删改考》，《中

国文化研究》2021年第 1期。
[2] 聂耳研究专家崎松在论述国歌确定过程时，

曾引用过《新华颂》早期版本第一段。崎松：

《聂耳与玉溪》，民族出版社，1999年，第 23页。
[3] 林甘泉、蔡震主编《郭沫若年谱长编（1892-

1978）》第 3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

第 1296页。
[4] 1949年 8月 5日，第六小组第二次会议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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