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飘动的红（音乐史诗）j

槐  华

序    曲
1930 ～ 1940

1=F   

♩ =68  悠  长、忧伤地 

A： 18  ～ 34   《保卫马来亚》（杨 果词  杨 励曲，作于1941.11底）

第一乐章  烽火
1941 ～ 19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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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35 ～ 46  《三大口号》
C：47 ～ 123 《新加坡河》（墨 尼词  叶立天曲  1943.6.18 叶立天被日寇处死，仅22岁）

【画外音】 1941.2.15(壬午年元旦）新加坡沦陷、被日寇改名为“昭南
岛”（Syonan-To)。

   转 1=G  （前 6  =  后 5）   

	 	 	 ♩ =100
B

   转 1=F  （前 6  =  后 7）   

	 	 	 ♩ =66  悲  壮、热  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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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 1=G  （前 1  =后 ♯6）   

	 	 	 ♩ =50  
D

D：124 ～ 164  《纪念九一》（1942 马共八中扩大会议在吉隆坡石山脚Batu Cave开会，被一
千多日兵重围。十八名烈士的首级，被日寇悬挂在吉隆坡街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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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165 ～ 184  《军 歌》
F：187 ～ 199  《树胶花开》（杜 边词  阿 珍、钟植松等曲  作于1944天吉港）

F   转 1=C  （前 1  =后 5）   

	 	 	 ♩ =110  

E   1=G   

	 	 	 ♩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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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200 ～ 210  《欢迎歌》（彭少雄曲  何 红改词  作于1944.9）
H：211 ～ 266  《抗日胜利进行曲》迄至1945.8.18和平前夕，共有八支马来亚人民抗日军， 

总兵力一万人。

   转 1=F  （前 1  =后 5）   

	 	 	 ♩ =110  
G

H   转 1=G   

	 	 	 ♩ =110  进行速度   

226

222

218

214

207

203

230



6

235

239

243

247

250

254

258

262

266



   1=F   

	 	 	 ♩ =66 
B

7

第二乐章   我爱你山区的朝霞
1946 ～ 1968

【画外音】 英帝凭1943.12.31与莱特 、陈平、林谋盛秘密签订的“美罗协
议” （Treaty of Bidor)，于1945.9.3从槟城登陆，5日直入新
加坡。10月英帝悍然宣称，“马来亚是它的直辖殖民地”。

 马共总书记，当时实是日寇“逆用”（汉奸）
A： 1  ～ 16   《马来亚民族解放军进行曲》（印尼志士约 翰 Johan 抵彭亨后，在

1949“2.1”前夜所作，不幸于1950中英军埋伏牺牲。）k
B： 17  ～ 37   《想起遥远的故乡》（槐 华词曲 2000）

   1=F   

	 	 	 ♩ =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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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 1=C  （前 1  =后 4）   

	 	 	 ♩ =88  自豪地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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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38  ～ 76   《在旗下》（铁 戈诗  写于1947.3  槐 华改诗作曲于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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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E

D

【画外音】 1948英帝闪电颁布“紧急法令”。
 “六二0”！爆发了抗英民族解放战争。

   转 1=G  （前 5  =  后 2）    
	 	 	 ♩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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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77  ～ 84   《新村月》（军 枫词  小 玲曲） 1948～1953 英帝加紧白色恐怖统治下，全
马已有57万9千8百多居民被迫住于546个“新村”（第一个“新村”在柔佛马
威）。

E： 85  ～ 117   《彭亨河儿女》（马来亚解放社出版 1968.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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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乐章   节日的晚上
1969 ～ 1988

   1=F   
	 	 	 ♩ =120 
A

       1=D    ♩ =110C

      1=D    ♩ =110D

      转 1=D  （前 6  =  后 1）     ♩ =63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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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1  ～ 16  《解放马来亚》（原1941.11《保卫马来亚》，”马来亚革命之声”Suara 
Revolusi Malaya 1969.11.15开始播音时，改歌名、歌词。电台于1981.6.30停
止广播。）l

B： 17  ～ 25   《我来到革命大家庭》

C： 26  ～ 33   《光荣的红星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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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 1=F  （前 1  =  后 6）     ♩ =69E

F   转 1=♭B  （前 1  =  后 5）     ♩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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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49  ～ 86   《霹雳河随想曲》（槐 华词曲 初稿于1979.8，定稿于2003）

F： 87  ～ 120  《节日的晚上》（云 山词  晨 晖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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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56  自由地

♩ =56  亲切地

♩ =60~62

12

 马来亚共产党创立于1930.4.30，迄至1989.12.2“旗，取下斧镰”。斧镰旗为党旗、
三金星旗为人民抗日军旗。陈平任第十任总书记近43年（1947.5~1989.12)

A： 1  ～ 29   《我心中的河》（槐 华词 北京空政歌舞团罗耀辉2004编配）

第四乐章   旗，取下斧镰

   1=F        ♩ =50  真切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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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转 1=G  （前 6  =  后 5）     
	 	 	 ♩ =120  自由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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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30  ～ 54   《南 方・北 方》（槐 华词曲 武汉音乐学院陈国权2000编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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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转 1=F  （前 6  =  后 7）     ♩ =69  悠 长  忧伤地

D   ♩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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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6.11 ~ 13 初   稿
2023.1.13 ~ 20 第15稿

后注：

j  26/8/2023 7.30pm 于南艺李氏基金礼堂举行的槐华纪念音乐会“槐华音乐专场・三”

《冬天之歌》上首演，由蔡培强、丁瑞东编曲。

k  Page 7 观众指出《马来亚民族解放军进行曲》是原民族解放军第八支队负责人之一

的苏云创作的，1949年2月1日马来亚民族解放军成立时成为全军的军歌。

l  Page 10 观众指出“马来亚革命之声”电台1969年开播时的开始曲是《马来亚民族解

放军进行曲》，1971~1972左右才改为从《保卫马来亚》改编的《解放马来亚》, 由

中国军乐团演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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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抗日军与盟军派来的136部队代表签署《美罗协议》，摘自陈平著《我方的历史》

第12，13页（收藏在伦敦档案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