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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珍档  

上海是国歌的诞生
地。众所周知，国歌《义勇
军进行曲》是由田汉作词、
聂耳作曲的。上海涉及国
歌创作的纪念地有多处：国
歌展示馆、黄浦剧场、百代
小楼、田汉寓所、聂耳旧居
等，但对于上世纪30年代田
汉究竟是在哪里创作的这
首歌词，一直存在多种说
法，让人深感谜团重重。

种种传说成谜团
国歌是国家的象征，是民族精神的标志。

田汉是在哪里创作《义勇军进行曲》，流

传过一些不同传说的版本，有的版本还极富

传奇色彩，充满浪漫的艺术想象。如电影《国

歌》就让田汉来到了东北学生会馆，面对满墙

慷慨激昂的爱国标语，他心潮汹涌，挥毫写下

了：“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

筑成我们新的长城……”有版本说，这是作曲

家聂耳谱好了曲，先用小号在监狱外吹给田汉

听的，让狱中的田汉产生了创作激情并写成了

歌词。但没有歌词，聂耳凭什么作曲呢？有的

版本进一步说，歌词是田汉被捕后，他突然看

到牢房墙角边有个香烟盒，他迫不及待地撕

开烟盒，在那张巴掌大的包香烟的锡纸衬底

上，写下了流传后世影响深远的《义勇军进行

曲》歌词。然后，再托人秘密带出来的。

在各种版本中，以田汉在监狱创作的说

法流传最广，并得到了《风云儿女》导演许幸

之儿子许国庆的证实。他说，父亲曾经对他

回忆过这段往事。父亲许幸之当时31岁，在

天一影片公司担任美术设计、电影置景。夏

衍约见许幸之，希望他和吴印咸一起转到受

地下党影响的电通影片公司，分别担任《风云

儿女》的导演和摄影。1935年2月，抗战电影

《风云儿女》即将拍摄，编剧田汉却被反动当

局以“宣传赤化”的罪名逮捕了。许国庆说，

父亲回忆：当他接手《风云儿女》时，拿到的电

影剧本，主题曲歌词部分是空白的。但不久，

去监狱里探监的同志，辗转带来了由田汉在

狱中写在香烟盒包装纸背面的一段歌词，这

就是《义勇军进行曲》的原始手稿。

1959年4月，电通影片公司编导孙师毅

也说：“那时田汉被扣禁以香烟纸写《义勇军

进行曲》的歌词，由夏衍交我转给聂耳。这曲

最初是用五线谱写成（手稿遗失），当时原歌

词是‘冒着敌人的飞机大炮’。最后的‘前进’

只有一次，后由聂耳和我商量，把歌词加以更

改。”但这是一份对孙师毅的谈话记录稿，未

经本人审阅，可信度存疑。

但孙师毅又说过另外的话：“我们见到原

稿衬纸是被茶水浸湿过的，字迹模糊。在交

给聂耳谱曲时，是从衬纸上一字一字地抄下

来的。可想而知，歌词是田汉在被捕前急急

草成的。聂耳谱曲时，作了个别字句的修改，

使之更加完美。”可见他前后说法不一，无法

佐证。

史料否定监狱说
那么，流传广泛的监狱说是否属实呢？答案是否

定的。

首先，抗战故事片《风云儿女》的出品人，后来曾任

文化部副部长的司徒慧敏在《大众电影》1982年发表

了《在暴风雨中诞生》，他回忆道：“田汉同志只写了十

来张直行的稿纸，不依行格、用毛笔细字写成。这仅能

称作故事梗概。夏衍、阿英、孙师毅和我读了都很高

兴。当时由于田汉忙于别的工作，环境的险恶也不容

许他自由自在地进行创作……我告诉聂耳：剧本中有

一首《义勇军进行曲》的诗词，希望他能谱写成歌曲。

聂耳很兴奋，他说，田汉曾告诉过他，他自己也有这个

思想准备……就在这一年春节刚过，田汉和阳翰笙同

时被国民党特务绑架，夏衍、阿英被搜索追捕。这时更

激发了聂耳的热情、勇敢与智慧，在不长的时间内谱写

出《义勇军进行曲》的初稿。”司徒慧敏的这段回忆清晰

地表明，田汉写出《义勇军进行曲》歌词时，还没有被捕

入狱。

1983年2月14日，《北京晚报》发表了一封夏衍的

来信，标题是《夏衍谈〈义勇军进行曲〉的来历》，他对外

界有关田汉在狱中写歌词和聂耳吹小号等误传进行了

澄清，“希望不要以讹传讹”。由于夏衍是当事人，并接

手田汉最终将《风云儿女》的故事梗概创作改编成电影

剧本，他的澄清具有相当的权威性。遗憾的是，这一来

信当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夏衍说：“1934年电通

公司成立时，就请田汉同志写一个剧本。到这一年冬，

电通公司催稿甚急，田汉同志写了一个故事梗概（也可

以说是一个简单的文学剧本），交给电通的孙师毅同志

……田汉同志的被捕是在1935年2月。剧本原名《凤

凰的再生》，后由作者改题为《风云儿女》。”他指出：“田

汉同志的梗概写在旧式十行红格纸上，约十余页。《义

勇军进行曲》这首主题歌，写在原稿的最后一页。”

更有力的证据是田汉自己在上世纪50年代末写

的《影事追怀录》中说：“当时执笔一定是十分匆促，记

得原定要把这主题歌写得很长的，却因为没有时间，写

完这两节就丢下了，我也随即被捕。感谢聂耳同志的

作曲把这短短的几句话处理得非常豪壮明快和坚决有

力。”“我交出了故事后不久就被捕了。公司为了重视

这个，请夏衍同志写电影台本。”可见，田汉自己也否定

监狱说的。

田汉、夏衍、司徒慧敏等当事人的说法都相互印

证，可见监狱说并不存在。田汉的长子田申也在《我的

父亲田汉》中说：“1935年2月19日，田汉刚写完电影

《风云儿女》的故事梗概及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歌词

的初稿，即被捕了，随即又被押往南京。”

国
歌
，田
汉
究
竟
是
在
哪
儿
作
的
词

◆

俞
亮
鑫

■《义勇军进行曲》曲谱手稿 王凯 摄

▲ 南国艺术学

院旧址（今永嘉

路   号）

沈琦华 摄

■ 山海关路274弄安顺里11号的
田汉旧居

歌词写于安顺里
既然田汉不是在狱中写的《义勇军进行曲》歌词，那

他究竟是在哪里写的呢？

田汉在上海居住近20年，先后有12处居所，如铜仁

路、徐家汇路、淮海中路、长乐路、瑞金二路、永嘉路、山海

关路等。但保存至今的只有两处，即2018年发布的《上

海红色文化地图》中标示的两处。一处是永嘉路371号，

即田汉创办的南国艺术学院旧址，当年是法租界西爱咸

斯路（今永嘉路）371号至381号，田汉居住于371号底

楼。虽然有报章说，这里是田汉创作国歌的旧居。但这

间创办于1928年初的民间办学机构存续时间很短，随着

第一学期结束即告停办，田汉也随之搬家。它存在的时

间与国歌创作时间完全不符。

另一处是山海关路274弄安顺里11号的田汉旧居。

曾担任过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华东人民监察委员

会副主任等职的陈巳生是田汉先生的老朋友，他是山海

关路306弄山海里17号的田汉邻居。他曾告诉家人，田

汉亲口说，“一 · 二八”事变后，田汉几经周折后借住在金

焰家，后因金焰与王人美结婚，田汉就住进了安顺里11

号，国歌《义勇军进行曲》歌词就是在这里写的。陈巳生

先生的侄孙陈守中告诉笔者，他们家人都知道这段往事，

并向有关部门多次反映。

夏衍在《懒寻旧梦录》中回忆，他经常到山海关路田

汉家商量工作，1935年2月3日大年夜，夏衍、周扬、阳翰

笙、孙师毅等中共地下党人就聚在这里吃的年夜饭。

1935年2月20日，夏衍听到大搜捕消息，立即赶往山海

关路田汉家通知。正巧，他在安顺里弄堂口的老虎灶遇

到了田汉家保姆，得知田汉全家前一天已被捕，即转身脱

离险境。因此，夏衍对这一地址是十分熟悉的。

谈到国歌，夏衍说：“事实上，当时田汉同志住上海公

共租界山海关路，并非‘法租界。’”夏衍这句话，既否定了

当时位于法租界的永嘉路371号，也肯定了田汉当年就

是在山海关路的旧居创作国歌的。对于国歌，田汉侄女

田伟说：“田汉在上海居住在静安区，山海关路。那里曾

经接待过无数文化名人。”

2021年在上海两会上，政协委员董敏华、马建勋、滕

俊杰联名提交了《关于建立上海“田汉旧居陈列馆”的建

议》，呼吁重视山海关路274弄安顺里11号这一红色旧

址。“为更好展示党领导的‘左翼文化’运动和田汉同志作

为著名艺术家、进步文化艺术运动领导人、国歌词作者不

平凡的一生，建议建立上海‘田汉旧居陈列馆’，使之成为

国家红色历史文化展示基地和爱国主义教育场所，同时

也作为‘四史’学习教育的有效载体。”建议指出，在安顺

里这处田汉石库门的旧居里，田汉先生不仅在此完成了

电影《风云儿女》及其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的创作，这

里也是左翼文化和中共地下文委活动的阵地。委员们希

望相关主管部门，能从规划阶段起就明确其“田汉旧居陈

列馆”的功能和用途，充分体现其国歌歌词诞生地的时代

意义。“不仅要保护，还要用好这一红色文化资源。”

可喜的是，安顺里这片石库门旧居，虽然曾一度被纳

入拆迁地块，形势危在旦夕，但在社会各界的积极奔走呼

吁下，这里已作为红色文化资源予以保留。2021年8月，

山海关路274弄安顺里11号田汉旧居由原静安区文物保

护点提升为该区的区级文物保护单位。

国歌是浓缩的国魂，它能呼唤和凝聚起亿万人民巨

大的爱国热情，每当唱起它都会热血沸腾，激情澎湃。安

顺里11号这一厚重的红色文化旧址已渐渐拂去

历史尘埃，亟待我们进一步挖掘利用和发扬

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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