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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说唱创作创新性改革研究 
陈垚炀  张忠良  马程  王梦迪  曹榛 

（西安培华学院  陕西西安  710125） 

摘要：本项目希望通过说唱的形式进行歌曲创作，并运用新的传播媒介传播红色文化，从而展现当代年轻人的精神风貌，同时

还可以锻炼实践创作能力，拓展视野，并达到在做中学、学中做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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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随着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越来越被重视以及网络技术不断

更新，有关大学生思政教育教学模式与传播形式多样化问题日

益突出。陕西的红色文化作为先进的地域文化，在大学生思政

教育中作用重大。我们团队想通过说唱为载体，将红色文化精

神和正能量在青年人中间传承和发扬，让更多年轻人能愿意主

动去接触与了解红色文化，用新方式进行思政教育。本项目立

足陕西，联合省内高校说唱创作精英，并面向全国高校学生，

从陕西红色文化出发，力求通过各种移动传播媒体，传播红色

文化，展现社会正能量。 

1.本项目相关研究现状及发展动态 

1.1 当前社会下红色说唱传播以及拟解决的关键问题 

在此项目运作之前，我省并无成功先例，所以本项目有极

强的创新性。本项目立足陕西，联合省内高校说唱创作精英，

并面向全国高校学生，从陕西红色文化出发，力求通过各种移

动传播媒体，传播红色文化，展现社会正能量。首先项目组成

员会在图书馆和网络中学习红色文化知识，了解红色文化内涵，

并掌握近期发生的社会热点事件。其次项目组成员将通过向老

师请教和咨询的方式，进一步了解关红色文化知识，领会精神，

从中学习并精读。因为具备相应的知识储备，才能更好的在创

作过程中有效输出。 

2021 年底西安疫情比较严重的时候，西安一些院校及厂牌

利用各种平台制作了多首传播正能量，鼓励大家勇敢面对困境

的说唱作品，并在抖音、网易云等平台广泛传播。随着作品的

不断转载，一股在大学生说唱圈扩散的力量让我们这些深爱说

唱文化的年轻人团结起来，希望在快节奏的生活中，创作更多

正能量、有意义的说唱作品，并且在大学生中间产生一定的传

唱度和影响力。 

我们团队成员需要做好前期准备工作，确定说唱作品的具

体内容和方面。分工合作，分配好各自的职位，如前期策划、

歌曲编制、后期剪辑等。并且要努力做好短视频的拍摄，剪辑

以及后期的推广。务必做到有效率、有看点，能够准确的展示

陕西红色文化和生活中的正能量。 

1.2 大众对于说唱认识误区以及新时代正能量与说唱音乐

的融合 

说唱作为一种音乐形式，它结合了演唱和说话两种元素。

这种艺术形式起源于美国社区，并在 20 世纪 80 年代和 90 年代

在全球范围内流行起来。说唱主要的特点是在于其歌词往往具

有固定的韵律还有相当节奏，并且大多数时候都伴随着音乐的

演奏。这种音乐形式在全球范围内都有大量的追随者。在中国，

说唱是在 90 年代中期传入中国，宋岳庭、周杰伦、陶喆他们更

是最早的一批玩说唱的主流歌手。调研数据显示，00 后的音乐

人成为了说唱创作的主力人群，占比超过五分之四。自 2020

年起，说唱已成为网易云音乐播放量前三的曲风，极大丰富了

华语原创音乐的多样性，也给整个华语音乐产业带来全新的血

液及发展方向。而说唱这种舶来品，在经过了前几年的野蛮生

长后，在近四五年中实现了明显的本土风格化转换。 

在说唱音乐最初进入本土音乐市场时，并不太被主流音乐

界看好，处于边缘位置。对说唱音乐创作人的刻板印象，“低学

历、低素质、低文化”，说唱音乐人一度被认为是“三低”型创

作人。这一刻板印象的形成与最早几年说唱音乐内容构成有关

系，歌词中充斥着脏话、纸币、奢侈品的用语。但是近几年来，

歌词中的粗口在中文说唱歌曲中的占比堪称是发生断崖式下

降，同时，歌词中常见的意向用语也发生了巨大变化，纸币、

奢侈品等词汇的出现度明显下跌，“梦想”成为中文说唱歌词中

最为热门的词汇。歌词主题、用语的明显变化是中国说唱迈向

本土化转换的重要一步，也是让更多大众愿意接受的一大步，

从虚无缥缈的权力仰慕、钱财渴望转向对梦想的追求和信念的

阐释，表达方式的转变是中国本土说唱歌手开始摆脱对最初欧

美说唱界模仿的体现。其实说唱也可以是多元性，说唱也是有

人文关怀的。 

相对于一般流行歌曲，说唱语言的优势在于节奏感非常强，

能够给大部分人带来心灵震撼。与一些中文歌曲相比，说唱歌

词表达情感更加的深刻，优美且动人。说唱的中文说唱歌词非

常直接，可以表达一些接地气原始的东西，通过这种方式表达

内心的情感。说唱也可以抨击一些东西，表现得非常大胆、热

烈，在台上的表现力也非常夸张、充满激情。但是他也有一些

劣势是他所谓的夸张的说法，完全概括了他所有要表达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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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人会认为说唱是自带脏话，表达不同。而有人会认为这是

表达方式罢了，年龄差异化也就开始突出了。而我们团队选择

了全新的创作方向，利用日常的说唱文化，加上红色文化作为

主题，并不是一昧的争快嘴，去直接表达内心真实想法。我们

可以是慢节奏的，可以是去讲解历史以及本土化知识，也可以

是去表达积极的生活态度。 

而正如上述的节奏感而言，在日常的所见的说唱演出是激

情的，狂躁的，是情绪的一种爆发。而台底下的人们，对于一

部分受众群体来说，是愉快的。而还有一些人对说唱有认识的

偏差，认为所有的说唱演出都是狂躁的，是说脏话和宣泄的代

名词。我们团队的对于这部分也进行了了解，从而得出结论，

其实说唱是分类型的。对于说唱圈来说，特别狂躁、叛逆的创

作其实并不是主流，因为说唱本身就是一种唱的方式，具体的

内容可以自由的进行创作，选择合适的方向和主题。 

说唱音乐，作为一种独特的艺术表达方式，已经在全球范

围内受到了广泛的关注和喜爱。而红色文化，作为我国深厚的

历史文化积淀，包含了丰富的革命精神和民族情感。将这两者

结合，使得红色文化的主题得以在说唱音乐中得到全新的诠释

和传播。红色文化并不仅仅是历史教科书中的知识点，也不应

该仅仅停留在主流媒体的报道中。它是一种精神，一种信仰，

更是一种力量。为了让更多的年轻人了解和传承这种文化，我

们需要寻找新的、更加接地气的方式，让红色文化真正走进大

学生的生活。想象一下，当红色的旋律和说唱的节奏相结合，

那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说唱音乐有着强大的传播力和影响力，

它可以迅速在年轻人中间流行起来，成为一种潮流。而当这种

潮流与红色文化相结合，就可以让更多的年轻人在不知不觉中，

接受红色文化的熏陶，了解我国的历史文化，培养爱国情怀。 

总之，说唱音乐和红色文化的结合，不仅可以为音乐创作

提供新的思路和灵感，还可以为红色文化的传播找到新的途径。

它更适用于大部分群体，会有更新鲜的血液，也会有直白的表

达方式。 

2 红色说唱作品的创作和传播过程 

在作品的创作阶段，团队首先与说唱厂牌进行沟通，并且

确认说唱作品的主题与方向，确定具体的创作内容并制定提纲。

在度过第一阶段的红色文化学习之后，开始选择题材，可以参

考红色诗词、散文等。然后进行加工再创作，进行作词、作曲，

进而做成小样。小样经历过多次修改，成熟后，就可以发行单

曲。 

在单曲发行之后，开始进行 mv 拍摄：确认拍摄设备，选

择演员和确认场景、道具等，进行拍摄，完成成片。确保每一

个创作能充分表达项目的中心红色意义，务必做到高质量，高

效率，广传播。在音乐作品和 mv 完成之后，在包括抖音、快

手、微视、西瓜视频等平台和网易云音乐、qq 音乐、酷我音乐

等音乐播放平台，进行大范围推广，完成充足的线上宣传。同

时，在线下进行宣传，从身边的人出发，以此来慢慢拓展，收

获更多的关注。并且向专业人士等寻求经验和建议，务必做到

内容深刻，传唱度高，有听感,有看点。 

最后，团队的配合无疑是这个项目进行下去的基础，无论

是每次说唱作品创作还是 mv 视频拍摄，包括前期的策划、创

作，后期的剪辑制作和宣发，都需要一个团队来齐心协力完成。

我们的团队也会各司其职，除了厂牌给的指导和建议，也要运

用所学的专业知识，有配合地进行每一个步骤的内容，相信每

一个团队成员合作起来，可以完成一个创新的红色作品。 

结论 

总之，一种新颖的文化传播方式，能够带动更多年轻人的

追捧和喜爱，说唱文化作为一种开放创新性的外来文化，如果

能很好的与传统的红色文化相结合，用新的形式来推广严肃、

传统的内容，无论对于说唱文化的健康发展还是红色文化的有

效传播，都会带来双赢的效果。也正是由于这一原因，本项目

希望创造一种更加创新的表达方式，不仅成为团队的作品，更

重要的是，让大学生更加喜爱红色文化，也更加了解说唱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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