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聚知刊出版社 2025 年 2 卷 2 期

JZK publishing 社会企业经济发展

208

唱响屯垦戍边歌谣，传承时代兵团精神——评析新疆歌

曲《屯垦爹娘》
乔树健

伊犁师范大学，新疆伊犁，839300；

摘要：屯垦歌曲，作为新疆音乐文化中的独特瑰宝，不仅蕴含着深厚的历史积淀与民族情感，更是新疆多民族共

同屯垦戍边、开发建设的历史见证。本文深入剖析屯垦歌曲的创作背景，探讨其创作特点和艺术表征。通过屯垦

歌曲的传唱，我们弘扬了团结协作、艰苦奋斗的民族精神，传颂了红色文化中的革命传统与英雄事迹，同时讴歌

了新时代下新疆现代化建设的新风貌与新故事。屯垦歌曲以其独特的艺术魅力，成为赋能文化润疆、推动新疆社

会稳定与长治久安的重要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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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参评中宣部“五个一工程”

作品中歌曲《屯垦爹娘》在第十三届精神文明建设“五

个一工程”评选中获得了奖项。这首歌曲于 2013 年诞

生后，便被《屯垦爹娘》深受兵团职工喜爱，在老一代

兵团人中被赞誉为“新时代的红色经典”，而在年轻一

代兵团人中则被视为“独具魅力的流行旋律”。作为展

现兵团屯垦戍边壮阔历史与深厚兵团精神的杰出文艺

作品，不仅极大地提升了兵团文艺作品的知名度与影响

力，更如同一股强大的精神动力，鼓舞着兵团广大干部

职工群众勇往直前，奋力开创兵团事业发展的新篇章。

1《屯垦爹娘》的创作背景

这首歌曲是为了记录军垦老一代屯垦戍边的丰功

伟绩，并把他们的精神传承给后代。词作者郭黎是军垦

第二代，她的父母都是当年开发建设新疆的军垦第一代。

曲作者杨淞建和演唱者陈光都是军垦第三代，他们把继

承和发扬兵团精神的厚重情感融入到了歌曲中。这首歌

曲歌颂了屯垦戍边将士的牺牲与奉献精神，以及他们为

边疆稳定、经济发展、民族团结作出的不懈努力。词作

者郭黎希望通过这首歌曲，让更多的人了解兵团的历史

和文化，感受兵团人的艰苦奋斗和无私奉献精神。这部

作品完全符合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

话精神：“社会主义文艺，从本质上讲，就是人民的文

艺。”该作品是一曲后人向先辈致敬的颂歌，它在“当

下”的时光里，深情回望并讲述着“过往的篇章”。“当

下”的世界被现代文明的辉煌所充盈，处处彰显着时代

的进步与创新；而“过往的篇章”则满载着艰辛岁月的

磨砺与兵团儿女对祖国的深情厚谊，以及他们无私奉献、

开拓边疆的宏伟壮举。

2《屯垦爹娘》的创作特色

2.1 鲜明的民族特色

《屯垦爹娘》这首歌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吸收了

新疆音乐的旋律和节奏特点，“新疆音乐的节奏自由且

丰富速度多变节拍重音突出形成了力度上的鲜明对比

节奏在新疆风格的音乐作品中一直占据着突出的位置

是我们辨别这一风格作品的重要依据”,使得歌曲具有

浓郁的地域风情和民族特色。这种民族特色的融入，使

得歌曲更加具有辨识度和独特性。

2.1.1旋律分析

这首歌曲采用了新疆音乐的典型特点，如曲折的旋

律线条形成富有特色的线性韵律等。如 A段用了弱起，

B段却没有，弱起一般表现抒情性旋律较为多，B段为

进行曲式或者号子类。全曲色调主要以激昂、宏伟的暖

色调为主，辅以怀念、思恋的灰色调。旋律走向符合语

言的逻辑重音，比如“我的家乡有座雕像”，旋律音调

围绕这句词的逻辑音调转为旋律，构成流畅且丰满伟岸

的雕塑外在形象。这些元素使得歌曲具有浓郁的地域风

情和民族特色，突显了新疆音乐的独特魅力。

2.1.2乐器分析

这首歌曲运用了多种新疆传统乐器，如热瓦甫、手

鼓、艾捷克等，当然还运用了一些中国本土乐器，诸如

分析这首作品配器发现开头用的乐器是中国鼓，中国鼓

演奏最大的特点之一，就在敲击节奏的点非常清楚，短

促、准确，附有气势，这里则用的是侧击边演奏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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侧击边是演奏时拿槌的手型不变，从平腕变成扣腕或者

侧腕，然后用鼓槌击打鼓边或者鼓帮，制造鼓槌与孤身，

或鼓槌与铁钉相互碰撞的声音，这种声音短促、清脆、

响亮、与击打鼓面发出的声音截然不同。除以上乐器以

外，还加入了电音，如 A段和 B段衔接处，不仅增多了

乐器的种类，还添加了也有音色，拉宽了音条的厚度，

很好的与演唱者的音色融合。再如在第一段与第二段中

的间奏部分，主要以进行曲式转换情绪，与第一段前奏

部分形成鲜明对比，完美的诠释了起承转合各部分的优

势。这些乐器与电音音响效果的加入为歌曲注入了丰富

的音乐元素，营造出独特的新疆音乐氛围，使听众能够

更好地感受到屯垦爹娘们的生活和情感。

2.1.3唱腔分析

《屯垦爹娘》采用了新疆民歌的特色，如特有的润

腔和擞音，及富有特色的装饰音和滑音，如歌曲中多次

出现的前倚音等。这些唱腔特点使得歌曲在表达情感时

更加真挚热烈，同时也展示了新疆音乐的唱法技巧和艺

术魅力，但主要以民族唱法要求的音色统一、浑厚圆润

的歌唱技巧为主，对于演唱者自身所持有的歌唱条件及

嗓音条件要求较高，因而在演唱的过程中需要很好的理

解和设计气口，如 B段部分的演唱多为 A段的积累，讲

究歌唱的自然性还需要对这首作品进行很好的解读，避

免要求“刚”产生“硬”的现象，除此之外，歌唱家吕

继宏先生的演唱几乎是无可挑剔的，既体现了本作品要

求的基本艺术风格，又成功架构了与听众的共情及共鸣。

2.1.4歌词分析

这首歌曲歌词描绘了屯垦爹娘在边疆地区的艰苦

生活和辛勤劳动，也表现了他们对家庭和国家的忠诚与

热爱。歌词巧妙地融合了拟人、比喻、排比等多种修辞

手法，除此之外还用了很多写作手法，如联想就是这首

作品的典型代表，通过“雕像”“歌谣”“绿洲”等词

联想到了屯垦爹娘的人物形象及旧时环境印象。再如对

比的表现手法，从“木犁”的田野及“荒原”旧时印象

对比一座新城的新时代面貌，因而使得整首歌曲情感饱

满，画面鲜活，充满了强烈的艺术感染力。

2.2 真挚的情感表现

《屯垦爹娘》这首歌的情感真挚，表达了对屯垦老

兵和屯垦生活的敬仰和怀念之情。这种情感贯穿了整首

歌曲，使听众能够更加深入地感受到歌曲所表达的情感，

从而产生共鸣，这种感受时代有距离感的，代入式并超

越时间和同一空间共鸣的产物，以感性丰富驾驭理性简

约，且自然地融合空间功能与个性。在简单与复杂的动

势中呈现空间美学，让人心与空间精神同振共鸣。

2.3 严谨的音乐结构

《屯垦爹娘》这首歌的音乐结构严谨，旋律优美动

听，具有很强的记忆性和传唱性。同时，歌曲的编曲和

配器也十分精致，运用了多种乐器和音效，使得歌曲更

加具有层次感和立体感。分析发现采用常见的 AB 段式

结构，A段主要表现屯垦爹娘的辛勤劳动和无私奉献，

诉说历史故事，讴歌兵团屯垦建设的功绩。B段则表达

了对他们的敬爱和感恩之情，同时也与 A段形成对比，

拉开新时代的序幕，从“唤醒”“惊开”的宣叙调风格

转为“永远铭记”的咏叹调恢宏色彩。全曲分析为 D羽

七声清乐调式转 D羽六声+变宫，凸显了民族调式中的

微妙变化，讲究统一对立的音乐结构。。

2.4 质朴传神的修辞手法

《屯垦爹娘》这首歌的歌词非常质朴，没有过多的

华丽辞藻，却能够生动地描绘出屯垦爹娘们的真实生活

和情感。这种质朴和真实的表达方式，使得听众能够更

加深入地感受到歌曲所表达的情感和意境。歌词中运用

了大量的拟人、比喻、排比等修辞手法，尤其是运用拟

人修辞手法，以一个孩子的视角，描绘了在边疆地区的

艰苦生活和他们对家国的无私奉献，为歌曲赋能，使歌

曲更加富有深意。

2.5 深情动容的表演

歌唱家吕继宏在演唱《屯垦爹娘》这首歌时，非常

深情，仿佛在讲述一个真实的故事。他的表演让听众能

够更加深入地感受到屯垦爹娘们的伟大与不易，同时也

让听众对屯垦生活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

3《屯垦爹娘》的艺术表征

3.1《屯垦爹娘》的形象表征

3.1.1文学形象

歌曲中描绘了屯垦爹娘的形象，这一形象首先体现

在文学形象，“文学形象是生活的反映，文学形象的内

容是生活，文学形象要受生活的制约，形象中所表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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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与现实生活具有同一性”，《屯垦爹娘》既可以是

文学的活化事物，也可以是新时代城市变迁的最高称谓，

从词曲表现的文学内涵中分析，讲述了一个新时代发展

背景下的典型案例，也是诸多发展史上的代表之一。

3.1.2艺术形象

如此的艺术呈现抑或称之为“地方感”的艺术化生

产，形成了兼具美观性和文化共通性的艺术形象，体现

在了为了国家利益，献身于屯垦戍边，即展现了他们坚

毅、勇敢与无私的精神，也传递了他们勤劳与坚韧不拔

的精神，从“它珍藏母亲青春的模样”“它记忆着父亲

英雄的模样”中完美的勾勒出了一副为新时代作出贡献

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者形象，塑造了一代兵团人刚毅

的艺术形象。

3.1.3国家形象

作品描绘的角色深植于特定的地域文化与民族传

统之中，叙述的故事脉络中历史痕迹鲜明可辨，如从“唤

醒亘古荒原”到“梦中天堂”历史记忆，从“惊开千年

戈壁”到“幸福天堂”时代新篇，都证实了国家大力开

发、建设该地区的成果之丰硕，功绩影响之标榜。以“玛

河岸边”为背景诉说“一曲歌声”“一把木犁”的故事

都是充满地域色彩和民族特色的角色，犹如一扇窗口或

一座灯塔，引领读者迅速而精确地走进文学作品所展现

的世界，使读者能够轻松领略不同地域风貌下的独特人

物风情。

3.1.4综合形象

在新经济浪潮下，城市间不仅构建了互惠共赢的合

作桥梁，更迈入了一个战略博弈的新纪元。此间的竞争

超越了往昔零散的、短期的事件比拼，转而聚焦于城市

整体发展的可持续性、长远繁荣的基石—资源的优化配

置与机遇的有效把握，这是一场涉及深层次、多维度的

较量。在这场博弈中，最为核心且有力的武器，无疑是

城市的综合品牌形象。。

上述内容均多维体现”一片绿洲，一座新城”和“一

座新城，一片绿洲”辩证统一，也体现国家发展战略和

定位的转移和转变。正如他们在荒凉的边疆地区开垦土

地，为后人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的家园。他们的辛勤劳动

和付出，为整个家庭乃至整个社会都带来了福祉。因此，

这首歌曲表达了对劳动人民的敬意和感激之情。

3.2《屯垦爹娘》的情感表征

3.2.1亲情

屯垦爹娘为了家庭的生计和未来，付出了巨大的努

力和牺牲。他们对家庭的责任感和对亲情的执着追求，

成为了这首歌曲的重要主题，如“玛河岸边”的“爹娘”

传唱的“歌谣”和使用的“木犁”均化作一个个“动人

的故事”，从“传唱”到“传扬”。“传唱”是某种意

义上的传承方式，或者说传承途径，而“传扬”是内在

向外在转化的一种功能性体现，也可理解为历史记忆与

时代新符的关系。这种对家庭和亲情的情感表达，也体

现了人类最真挚的情感和价值。

3.2.2爱情

歌曲中还蕴含着对爱情的感悟与思考。屯垦爹娘在

艰苦的环境中相互扶持、相互关爱，共同度过了人生的

风雨岁月，从“一曲歌谣”“一把木犁”的默默奉献，

深耕“亘古荒原”“千年戈壁”变良田，携手开拓新天

地，词曲作者的简述实为意在留白，凸显了他们的爱情

故事不仅仅是一种情感的表达，更是一种对人生的感悟

和对生命的敬畏。这种对爱情的感悟，也为我们传递了

一种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

3.3《屯垦爹娘》的精神表征

歌曲中还表达了对屯垦爹娘的敬仰和怀念之情。屯

垦爹娘的形象不仅仅是一种历史记忆，更是一种永恒的

精神象征。他们的勤劳、坚韧、执着和关爱，不仅仅是

为家庭和社会做出的贡献，更是对人类文明的传承和发

展做出的贡献。因此，这首歌曲也表达了对先烈们的敬

仰和怀念之情，以及对未来的希望和憧憬。

4 总结

《屯垦爹娘》能够荣获国家奖项，剖析内因，词曲

结合严丝合缝，意境与精神表达传递高度统一，既是时

代的产物，也是历史文化的再现。借助空间、维度拉近

了先辈与后人的距离，使其能够对话；也提供了词曲作

者及演唱者与观众的能够共鸣的空间，因而是成功的典

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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