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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歌是宪法
确立的国家重要
象征和标志。《中
华人民共和国国
歌法》1 日下午获
十二届全国人大
常委会第二十九
次会议表决通过，
将于2017年 10月
1日正式施行。

我国宪法规
定，中华人民共和
国国歌是《义勇军
进行曲》。《义勇军
进行曲》诞生于中
国人民抵抗日本
帝国主义侵略、中
华民族处于生死
存亡的紧急关头，
凝结着中国共产
党领导中国人民
为争取民族独立、
人民解放和实现
国家富强、民族振
兴而不屈不挠、英
勇奋斗的精神。

国歌法规定，
为了维护国歌的
尊严，规范国歌的
奏 唱 、播 放 和 使
用，增强公民的国
家观念，弘扬爱国
主义精神，培育和
践行社会主义核
心 价 值 ，根 据 宪
法，制定本法。

国歌法与国
旗 法 、国 徽 法 一
道，以国家立法形
式，落实了宪法规
定的关于国家象
征和标志的重要
制度。这部法律
为保证国歌奏唱
和使用的严肃性
规范性，对应当奏
唱国歌的场合，奏
唱的礼仪规范，国
歌标准曲谱的审
定、发布和使用，
以及不得奏唱和
播放国歌的场合
等 ，作 出 具 体 规
定；要求加强国歌
宣传教育，普及奏
唱礼仪知识，鼓励
广大人民群众唱
国歌、爱国歌。

国歌法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歌是中华人民
共和国的象征和
标志。一切公民
和组织都应当尊
重国歌，维护国歌
的尊严。

（新华社记者
杨维汉、熊丰）

84个字，奏唱46秒
国歌在讲什么？

“国歌有84个字，37小节，奏唱

只要46秒。”在全国政协委员、解放

军军乐团原团长于海的家中，他仔

细整理多年来积累的厚厚几大本简

报、几大袋材料和几十个不同版本

的国歌曲谱。

“在演奏和指挥国歌的近 50 年

中，它的每一个字、每一个音符都已

渗透进我的生命。”于海说，别人都

说我犟，但有一种使命感促使我坚

持下去。

9月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

表决通过国歌法。十年来坚持不懈

呼吁国歌立法的于海，内心久久不

能平静。

2008年3月，于海第一次当选全

国政协委员。首次参政议政，应该

拿出什么样的提案呢？于海想起，

这么多年来，自己从一个普通的乐

队演奏人员，成长为解放军军乐团

副团长、团长，与国歌结下了不解之

缘。

然而，近年来国歌的使用出现

了一些乱象。有人将歌词随意改

编，有人随意改变国歌的演唱情绪，

有人在演唱国歌时嬉笑、打闹，还有

人在婚丧、商业活动中播放国歌。

历史上，国歌经历了几次变动，

乐谱版本不统一，在唱奏速度、力度

等方面没有统一标准。

“这些现象都太不应该了。”于

海痛心地说，国歌作为中华人民共

和国的第一声音、第一歌曲，应该得

到保护。当选全国政协委员，唤醒

了他推动立法保护国歌的意识。

于海查了很多资料：1949 年探

讨将《义勇军进行曲》作为国歌的时

候，也有人提出疑问：共和国成立

了，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为什么还要

说“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呢？大家为这一句话展开了很多讨

论。最终，还是确定用《义勇军进行

曲》作为国歌，提醒中华民族居安思

危、不断前进。

“从创作来讲，国歌也是非常经

典、优秀的音乐作品。”于海说。

于海说：“我们仍然需要居安思

危、众志成城，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新

的长城！因此，国歌不能改。”

（新华社记者丁静、荆天）

2008年，“5·12”大地震中，

三年级学生许中政和许多同学

一起被埋在废墟下面，在漆黑

的废墟中，年幼的许中政不由

自主地想到了每天都要唱的国

歌，通过唱国歌来转移注意力，

为自己加油鼓劲，等待救援。

同样被埋的同学听到后，也同

许中政一起唱了起来。

“后来听说是搜救人员听

到了废墟下的国歌声，才把我

和同学们救了出来，可以说是

唱国歌救了我们一命。”即将

步入大学学堂的许中政回忆

说，他们从小接受教育就是国

歌一奏，立正、肃穆，这是对行

为的规范。为国歌制定法律

更利于维护国歌的地位、维护

国家的形象、增强人们的爱国

之心。

国歌法明确，国歌纳入中

小学教育。中小学应当将国

歌作为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

内容，组织学生学唱国歌，教

育学生了解国歌的历史和精

神内涵、遵守国歌奏唱礼仪。

校园里，孩子们在操场上

正自由活动，国歌突然响起，

所有孩子们都自发停下脚步

肃立……前段时间，这样一段

视频红遍了网络，无数网友为

之动容。

一些法学专家表示，将国

歌列入校园文化建设的必修

课，可以使学生们反复重温民

族的屈辱与荣耀，有助于其对

国歌注入更深刻的理解、更浓

厚的情感，进而埋下爱国主义

的种子。（新华社执笔记者刘
奕湛，参与采写记者罗沙、熊
丰、丁静、荆天、刘坤、黄安琪、
潘旭、陈杰）

爱国情感融入血液：国歌列入中小学教材

国歌法诞生！10月1日施行

5月17日，市民在参观
上海国歌展示馆。

新华社记者 杨臻 摄

侮辱国歌或被追究刑责看点聚焦：

国歌法1日经全国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将于10月1日起施行。这部法律对国歌奏唱方式、国

歌使用、国歌传承等，作出明确规范。自此，这一充分寄托国民情感和心声的国家象征将与国旗、

国徽一样受到法律保护，必将再次点燃人们对于国歌的热情。

事关国家尊严：
规范国歌奏唱方式场合

升国旗、唱国歌的庄严场面，

有人拿出手机频频拍照；有人在演

唱国歌时嬉笑、打闹；还有人在婚

丧、商业活动中播放国歌。

“这都是对国歌的不尊重。”全

国政协委员、解放军军乐团原团长

于海痛心地说。

国歌法规定，奏唱国歌，应当

按照本法附件所载国歌的歌词和

曲谱，不得采取有损国歌尊严的奏

唱形式。奏唱国歌时，在场人员应

当肃立，举止庄重，不得有不尊重

国歌的行为。国歌不得用于或者

变相用于商标、商业广告，不得在

私人丧事活动等不适宜的场合使

用，不得作为公共场所的背景音乐

等。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

员会主任沈春耀表示，这样的规定

可以增强奏唱国歌的仪式感，体现

对国家象征的尊重和维护。

“通过立法，把国歌作为中华

人民共和国第一声音的重要地位

确定下来了，国歌可以享受到和国

旗、国徽同样的保护。”于海说，同

时也可以引起全国人民对国歌的

关注，引导大家更多认识国歌、唱

奏国歌，从而凝聚全民族的精神，

在“中华民族最危险的时候”，团结

一致、继续前进。

此外，国歌法还明确了下列应

当奏唱国歌的场合：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会议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

会会议的开幕、闭幕；中国人民政

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会议和地

方各级委员会会议的开幕、闭幕；

各政党、各人民团体的各级代表大

会等；宪法宣誓仪式；升国旗仪式；

各级机关举行或者组织的重大庆

典、表彰、纪念仪式等；国家公祭仪

式；重大外交活动；重大体育赛事；

其他应当奏唱国歌的场合。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

们……”熟悉的旋律曾在无数

场合让亿万中国人民内心激

昂澎湃。然而，损害国歌尊严

的现象时有发生，将国歌恶搞

成“股市之歌”的乱象更是令

人愤慨。

国歌法明确，在公共场

合，故意篡改国歌歌词、曲谱，

以歪曲、贬损方式奏唱国歌，

或者以其他方式侮辱国歌的，

由公安机关处以警告或者十

五日以下拘留；构成犯罪的，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在国歌法审议期间，全国

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表示，国

歌是国家重要象征和标志之

一，肆意亵渎、玷污国歌，在气

氛不适宜场合滥用国歌等行

为，应受到法律的禁止，国歌

法对国歌奏唱行为应予以规

范，还国歌以严肃性和神圣

性。

随着国歌法的制定，国歌

曲谱和录音版本也将有统一

的“国标”。“此前，在不同场

合，不同的指挥、乐队常常演

奏出不同的版本。特别是在

速度、力度和表情的表现方式

上，差异巨大。”于海说，国歌

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

声音代表，应该有统一的奏唱

情感。

上海市杨浦区文化局局长

金雪萍表示，对国歌立法具有

极其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

义，是一种居安思危的警醒，也

是一种对国家和民族精神结晶

的崇高敬意。法律中对于如何

正确应用国歌的具体规定，对

社会公众兼具教育、引导以及

惩戒等多重作用。

岂容歪曲贬损：侮辱国歌或被追究刑责

背后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