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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年前的 10月 1日，开国大典
在北京隆重举行，《义勇军进行曲》作
为代国歌第一次在天安门广场奏响。
《义勇军进行曲》诞生于抗日救亡氛围
浓重的上海。诞生之初，该歌曲借助上
海发达的媒介网络迅速传播，救亡歌
咏运动又将《义勇军进行曲》的传播推
向全国乃至全世界。在抗战时期，《义
勇军进行曲》成为中国人民最常唱起
的一首歌；在世界舞台上，《义勇军进
行曲》成为最能代表中国的一首歌曲。
而上海这座城市的各个角落，都见证
了《义勇军进行曲》的创作、录制、传播
和荣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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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汉居所
#原山海关路!"#弄$$号$

!"#$年冬天，田汉创作了电影《风云儿
女》的故事文本，交由中共领导下的左翼电影
公司———电通制片公司进行拍摄。在交出故
事文本后，田汉有了《义勇军进行曲》歌词的
初稿，随手写在一张香烟盒的衬纸上，可惜
尚未来得及誊写就被捕了。日后出版的《田
汉全集》之《书信·日记·难中自述》中提到：
“我是在山海关路被捕的，在赴一个讨论梅
兰芳赴苏演出宣传工作的宴会上回来的时
候。先被关在爱文义路巡捕房。妻女也一起
抓去了。”田汉被捕的时间是 %"&' 年 ( 月
%"日。这一时期，田汉的家正位于山海关路
安顺里（)*$弄）+!号。《义勇军进行曲》的创
作地便位于此。

聂耳居所
#今淮海中路$!%&号'楼$

!"&'年初，得知田汉为《风
云儿女》创作了歌词，聂耳自告
奋勇要为之谱曲。根据聂耳日记
可知，!"&'年初，他居住于霞飞
路 !,'-号 &楼。为了创作曲子，
聂耳常常整夜大声歌唱、大步踱
来踱去，引来楼下白俄房东的严
厉斥责。由于参与左翼活动引起
国民党当局注意，聂耳赴日暂避
风头。离沪前夕，聂耳到电通公
司摄影棚用简谱初稿试唱，认真
听取了司徒慧敏和张云乔等人
的修改意见。$月底，聂耳在日
本完成了《义勇军进行曲》的作
曲，并在留学生聚会上演唱。这是《义勇军进
行曲》在国外传唱的最早记录。$月底 '月初，
聂耳将曲谱最终修订稿寄回国内。作为电影
《风云儿女》投资人的朱庆澜将军在曲名“进
行曲”三个字前面加上了“义勇军”三个字，歌
曲由此得名。

百代唱片公司录音棚
#今衡山路&$$号百代小红楼$

在《义勇军进行曲》创作完成之后，电通
公司开始酝酿录制工作。考虑到这首歌曲歌
词鲜明强烈、曲调慷慨激昂，过早流传出去会
招致不必要的麻烦；同时也考虑到演出人员
众多，不容易把歌唱整齐。于是，电通公司决
定由青年歌唱家盛家伦、电通公司剧务主任
司徒慧敏、导演兼演员袁牧之以及郑君里、金
山、顾梦鹤、施超等 *人，在吕骥和任光的指
挥下，组成一个小乐队。'月 *日（一说 '月 "

日）这一天，这个临时的小乐队在当时中国规
模最大、设施最完备的唱片制造厂———百代
唱片公司的录音棚第一次录下《义勇军进行
曲》并灌制成唱片，后将唱片上的录音转录到
了电影《风云儿女》胶片上。

电通制片公司
#原荆州路()%号$

%"&$年夏，中共地下党组织通过司徒慧
敏争取了马德建、司徒逸民等人的合作，组成
了左翼影片拍摄基地———电通制片公司。
%"&'年初，为了便于工作，电通制片公司迁至
荆州路 $.'号。《风云儿女》是其迁入新址后
拍摄的第一部影片。这部由田汉提供故事文
本、夏衍编剧的电影，描述了青年诗人辛自华
的转变和大学生梁质甫毅然参加抗日的故
事，通过剧情表达了全国人民一致要求抗日
的愿望。据主演王人美回忆，最后的镜头是在

'月初的一个深夜拍摄的。唱片里播放着《义
勇军进行曲》，大家边做着动作，边随着唱机
里的歌声唱着。

金城大戏院
#今北京东路"&)号$

金城大戏院即今天的黄浦剧场。%"&'年
'月 ,$日，电影《风云儿女》在金城大戏院首
演。尽管对于影片的艺术表现褒贬不一，但影
片中由田汉作词、聂耳作曲的《义勇军进行
曲》却大获好评。随着二轮影院的纷纷上映，
《义勇军进行曲》迅速在上海传播开来。同年 -

月 %/日，上海音乐、戏剧、电影界爱国进步人
士冲破白色恐怖和重重阻力，在金城大戏院
举行聂耳逝世追悼会。歌咏团体在会上高歌
聂耳的作品，《义勇军进行曲》的悲壮旋律再
一次响彻金城大戏院。

李树德堂广播电台
#原凤阳路黄河路口$

在《风云儿女》首映后的第十天，即 %"&'

年 /月 $日，民营广播电台“李树德堂”播放
了《义勇军进行曲》。这是上海第一家播放《义
勇军进行曲》的电台。其后，上海各家电台竞
相播放这首抗日救亡歌曲。在淞沪抗战爆发
之前，共有 ,'家电台先后播放过《义勇军进
行曲》，占上海电台数的近九成。在 %"&'年 /

月至 %"&*年 *月的两年多时间内，《义勇军
进行曲》在上海电台的总播放数达 %*"次，平
均每 $天播放一次。作为当时最具传播效力
的大众媒介，广播急遽扩大了《义勇军进行
曲》的影响。

民众歌咏会会址
#今四川中路%**号$

%"&'年初，上海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
学生干事刘良模在四川路青年会成立“民众
歌咏会”。从最初的 ".多人，发展到 %...人
左右，成为当时最具影响力的群众歌咏组织。
《义勇军进行曲》诞生后，刘良模在歌咏会中
教唱该歌。%"&/年 /月 *日，南市公共体育场
举行盛大的“民众歌咏会”大合唱。据《立报》

报道：当唱到《义勇军进行曲》时，慕尔堂童子
军军乐队，敲着战鼓，那一种激愤的歌声，加
上急促有力的击鼓，使我们想起军队的军容，
和他们“冒着敌人炮火前进”时的步伐，这支
歌曲是够雄壮的。据刘良模本人回忆，当天参
加歌咏大会的人数有 '...多人。

国民救亡歌咏协会会址
#今文庙路+$%号$

到 %"&*年 *月，上海的抗日救亡歌咏团
体已发展到百余个。为了协调各歌咏团体的
行动，上海市立民众教育馆发表《国民歌咏
救亡宣言》，呼吁各歌咏团体联合起来。%"&*
年 -月 -日，上海国民救亡歌咏协会成立，
冼星海等为常委会成员，会址就设在文庙的
上海市立民众教育馆。下午 ,时，在民众教
育馆举行歌咏大会。《大公报》载：“参加歌咏
团体的二百余人歌咏员与听众数百人，不怕
天气炎热，秩序整齐，情绪热烈地立在民教
馆的露台上下，一起齐唱《义勇军进行曲》等
,.余首救亡歌曲。”后定 -月 -日为救亡歌
咏运动纪念日。

上海话剧界救亡协会会议地
#原黄河路!$号$

%"&*年 -月 ,.日，新成立的上海话剧界
救亡协会在卡尔登大戏院召开大会，由秘书
长兼组织部长于伶宣告将成立 %&个救亡演
剧队。演剧队陆续组建后，先后离沪，分赴全
国各地开展抗日宣传活动。在整个抗战时期，
演剧队的足迹遍布国统区和抗日根据地，以
流动演出、教唱歌曲的方式，有效促进了民众
抗日意识的觉醒。《放下你的鞭子》成为最常
演出的话剧，《义勇军进行曲》成为必唱的歌
曲。随着演剧队每到一地，《义勇军进行曲》的
歌声就随之在那里唱响。

刘良模居所
#今山阴路,(,弄,号$

抗战时期，刘良模始终致力于推广民众
歌咏活动和《义勇军进行曲》，特别是为《义勇
军进行曲》走向海外作出贡献。%"$.年，刘良
模赴美。他在纽约唐人街组织华侨青年合唱
团，经常演唱《义勇军进行曲》等抗战歌曲。在
美期间，刘良模结识了美国黑人歌王保罗·罗
伯逊，向其推荐《义勇军进行曲》。罗伯逊被歌
曲深深打动，与华侨青年合唱团一起录制了
一张收录中国抗战歌曲和中国民歌的唱片，
取名《起来》。罗伯逊还将《义勇军进行曲》列
入他的“和平之歌”曲目中，多次在国际活动
中用汉语演唱。%"$"年 "月，在中国人民政治
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徐悲鸿、刘良模
等多名委员联名向大会提出将《义勇军进行
曲》定为国歌的建议，被大会采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