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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温经典·感悟初心

1943 年，由贺敬之作词、马可作曲

的《南泥湾》将 359 旅垦荒的事迹传播

到各地，久唱不衰。1964 年，贺敬之看

完话剧《豹子湾战斗》演出后，写下诗

歌《又回南泥湾》。从《南泥湾》到《又

回南泥湾》，不变的是人民军队为人民

的 情 怀 ，延 续 的 是 贺 敬 之 对 延 安 的 无

限深情。

一

1924 年 11 月，贺敬之出生在山东

峄县（今枣庄市）。1940 年春，怀揣着对

革命的向往，贺敬之和 3 位同学相约到

延安去。在奔赴延安的途中，贺敬之写

下组诗《跃进》。“黑色的森林，漫天的大

幕，猎人跃进在深处。猎枪像愤怒的大

蛇，吐着爆炸的火舌。而我们四个，喘

息着，摸索向前方……”正是因为这组

诗，延安鲁迅艺术学院（简称“鲁艺”）文

学系主任何其芳看到了贺敬之的潜质，

决定将他录取到鲁艺文学系。进入鲁

艺学习后，贺敬之分外勤奋。

1943 年春，延安文艺界组成了劳军

团和秧歌队，赴南泥湾。鲁艺师生编排

了一个新秧歌《挑花篮》，贺敬之负责创

作其中的插曲。结合自己对边区军民

大生产运动特别是 359 旅垦荒南泥湾的

认识和体会，贺敬之创作了《南泥湾》。

歌曲高唱陕北江南今昔的变化，颂扬了

英雄模范的事迹。

在 359 旅旅部召开的拥军大会上，

当演员唱到“学习那南泥湾，处处呀是

江南，是江呀南，又战斗来又生产，三

五九旅是模范……”时，现场顿时沸腾

起来。从此，新秧歌《挑花篮》中的插

曲《南泥湾》广为传唱。《南泥湾》既唱

出 了 一 个 伟 大 时 代 的 声 音 ，又 唱 出 了

共 产 党 人 和 亿 万 军 民 的 战 斗 风 貌 ，更

唱出了具有无限生命力的南泥湾精神

和延安精神。

除《南泥湾》外，在延安期间，贺敬

之还创作了许多表现根据地人民生活

和军民关系的作品，如《七枝花》《翻身

道情》《八路军开荒歌》等，特别是由贺

敬之、丁毅执笔的歌剧《白毛女》，更成

为经典的文艺作品。贺敬之曾说：“我

们那一代人终于在延安找到了我们的

‘精神家园’，找到了我们的根。”

二

抗日战争胜利后，按照党中央的部

署，鲁艺等文化机构经张家口进入华北

地区，贺敬之从此离开了延安。1956 年

3 月，贺敬之受团中央之邀，前往延安参

加西北五省（区）青年造林大会，终于回

到离别多年的延安。活动期间，贺敬之

和代表们参观了党中央当年在延安各

处的旧址，在杨家岭种了树，又探访了

母 校 鲁 艺 所 在 地 桥 儿 沟 的 干 部 和 乡

亲。贺敬之心情十分激动，感觉像回到

了母亲的怀抱。青年造林大会结束那

天，要举行一个联欢会，大家让贺敬之

出 个 节 目 。 贺 敬 之 答 应 了 ，表 示 将 用

“信天游”的方式写首诗。延安的 3 月还

很冷，晚上，贺敬之一边哼唱一边写，一

边 激 动 地 流 泪 ，不 觉 中 感 冒 嗓 子 失 声

了，无法上台朗诵。回来后，他在文学

杂志《延河》上发表了这首诗《回延安》。

《回延安》全诗共分五部分。第一

部 分 ，表 达 了 诗 人 重 回 延 安 母 亲 的 怀

抱，与亲人相见时的兴奋。“心口呀莫要

这么厉害地跳，灰尘呀莫把我眼睛挡住

了”。第二部分，诗人追忆在延安的战

斗生活，表现了与延安的血肉关系。“树

梢树枝树根根，亲山亲水有亲人。羊羔

羔吃奶眼望着妈，小米饭养活我长大。

东山的糜子西山的谷，肩膀上的红旗手

中的书”，抒发了诗人对延安的感激和

怀念。第三部分，诗人描绘了与亲人见

面团聚的场面，表达了相互间深厚的情

谊。“一口口的米酒千万句话，长江大河

起浪花”。第四部分，描绘延安新貌，赞

美了十余年来延安的巨大变化。第五

部分，歌颂了延安的光辉历史，展望了

美好的明天。“杨家岭的红旗啊高高地

飘，革命万里起高潮”“身长翅膀吧脚生

云，再回延安看母亲！”特别是诗中“几

回回梦里回延安，双手搂定宝塔山”等

句，打动了无数读者的心，成为国人耳

熟能详的诗句。

《回延安》发表后，很快就在诗歌界

及社会各界引起强烈反响。这首诗也

被收入中学语文课本，在社会上产生广

泛 而 深 远 的 影 响 。 贺 敬 之 谦 虚 地 说 ：

“我这首诗之所以引起读者共鸣并流传

下来，只能说是由于写了我人生经历中

对‘母亲’——延安、党、祖国的真情实

感，是发自内心深处的声音。”

三

1964 年，由马吉星创作的三幕四场

话剧作品《豹子湾战斗》上映。话剧以

抗日战争时期延安开展的大生产运动

为 背 景 ，再 现 了 延 安 军 民 响 应 党 中 央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一手拿

枪杆，一手拿镢头，掀起轰轰烈烈的大

生产运动，从而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的

军事封锁与经济封锁，保证了抗日战争

最后胜利的历史。贺敬之在延安生活

多年，亲身参与了大生产运动并创作了

歌曲《南泥湾》，对这一段历史非常熟

悉。在看完话剧《豹子湾战斗》的演出

后，怀着对延安黄土地的无限思念，他

又写下诗歌《又回南泥湾》。

《又回南泥湾》一开头，贺敬之就打

开了感情的“闸门”：“信天游呵，不断

头，回回唱起来热泪流！唱延河呵，想

延安，连想带梦南泥湾。铃声响，大幕

开——今晚又回延安来！”这首诗歌既

书写了豪迈奔放的革命热情，又书写了

亲切细腻的革命深情：“好熟的路呵，好

亲的山，亲山熟路豹子川”“一双草鞋半

袋米，闪亮的红心我认得你！”描绘出贺

敬之对延安的无限深情。

1982年冬，贺敬之再次回到延安，在

返回北京的路上，他又创作了新古体诗

《登延安清凉山》：“我心久印月，万里千

回肠。劫后定痂水，一饮更清凉。”2001

年，70 多岁的贺敬之再次踏上回延安的

行程。面对那清澈的蓝天白云、朴实的

庄稼黄土、熟悉的山坡窑洞、亲切的面容

乡音，头发花白的贺敬之感慨万千。

一路走来，贺敬之始终秉承文艺为

人民服务的宗旨，用诗歌书写人民的心

声 ，歌 唱 党 和 人 民 军 队 不 变 的 为 民 情

怀，那些饱含热情、理想和信念的篇章，

如同延安的山丹丹花一般绚烂绽放。

延 安 情
—从《南泥湾》到《又回南泥湾》

■丁文涛 王增祺

潮起湛江，文润兵心。由解放军新

闻 传 播 中 心 出 版 社 主 办 的“ 忠 诚·奋

进”诗歌散文创作笔会，日前在海军某

部举办。来自全军部队的诗歌散文创

作骨干，集聚湛江，交流诗歌散文创作

经 验 ，用 手 中 的 笔 描 绘 强 军 征 程 上 的

壮美画卷。

椰风丽日，碧空流云；会场内外，书

香氤氲。笔会开班式拉开帷幕，海军某

部领导热情欢迎参训学员来到这支有着

光辉战绩与光荣历史的部队，感受红色

底蕴与火热练兵氛围；同时，祝愿参训学

员创作有收获，推出精品力作。青年作

家高密代表参训学员发言：“我们怀着对

创作的热情、对文学的热爱而来，一定认

真听好每一堂课，深入研讨交流，提升创

作水平，创作出精品力作，回应一线官兵

对新时代军事文学的期待。”

开班式上，解放军新闻传播中心出

版社向该部图书馆赠书。一本本思想政

治辅导读物，一部部军事文学作品，丰富

了营区的图书馆藏，缕缕书香弥漫在绿

色军营。

朱向前、裘山山等知名作家采用授

课与交流改稿方式，为参训学员讲授军

事文学创作技巧、创作理念。指导老师

在授课之外，还与学员进行了深入交流，

解答学员疑问，切实帮助学员提升创作

水平。

在笔会上，鲁迅文学奖获得者、著

名军旅诗人刘笑伟，做了题为“如何表

达新时代诗韵”的授课辅导。“军营充实

紧张的生活、军人博大的胸怀、令人惊

叹 的 奉 献 精 神 、对 生 与 死 的 独 特 思 考

等，都是军旅诗所独具的巨大魅力……”

刘笑伟的授课带给学员们诗歌创作思

路上的启迪。军旅作家裘山山以“彼此

照 亮 的 生 命 —— 散 文 写 作 的 意 义 ”为

题，针对散文的文体特质与写作方法与

学员进行了交流。裘山山凝练地概括

了散文写作的要义，“言之有物、言之有

序（章法结构）、言之有趣（想象生动）、

言之有味”；娓娓道来的讲解与分析，让

学员们获益良多……老师们在授课中

讲到，军事文学创作的沃土在军营、主

角是官兵、服务于战斗力建设。部队作

家要扎根军营，怀抱对文学的热爱，以

忠诚之心坚定立场、以奋进姿态努力开

掘，才能绽放出绚丽的军事文学之花。

本 次 笔 会 上 ，国 防 大 学 政 治 学 院

教 授 姜 延 军 、国 防 大 学 军 事 文 化 学 院

副教授王东祁分别作了深入学习贯彻

习近平文化思想相关内容的授课。学

员 们 纷 纷 表 示 ，授 课 内 容 对 提 高 自 身

思 想 政 治 水 平 、把 准 创 作 方 向 具 有 重

要 作 用 ；军 事 文 学 是 充 满 战 斗 底 色 的

文艺，是服务于备战打仗的文艺，必须

把 学 好 党 的 创 新 理 论 、锤 炼 对 党 忠 诚

品格作为根本。

为深入了解部队、感受官兵训练生

活，参训学员住进班排宿舍，与战士贴心

交流；登上步战车，感受钢铁热度；走进

射击场，学习枪械知识；观摩夜训，感受

官兵练兵备战的火热氛围。“战友们在训

练中展现出的技战术能力与刻苦精神，

令人振奋，开阔了我的眼界。相信我将

来会创作出更有‘硝烟味’‘泥土味’的作

品。”参训学员阿昕说。参训学员洪福乐

看到训练中女兵们坚毅的眼神和黝黑的

面孔，内心深受触动，创作了一首诗《我

把浪花挽上发梢》，并在第一时间分享给

官兵。洪福乐说：“文学创作的道路虽然

是辛苦的，但我的作品只要感动一个读

者，就发挥出一份作用。”

笔会成果展示以一场别出新意的朗

诵会形式举行。学员们与官兵共吟强军

诗韵、唱响强军战歌。学员们创作的《战

车上的班长》《情注三多塘》《忠诚·奋进》

等作品，引发官兵的共鸣，激荡起建功军

营的壮志豪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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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力军营

这幅作品拍摄的是

第 71 集团军某旅开展

险 难 课 目 训 练 时 的 场

景 。 作 者 采 用 长 焦 镜

头，运用小光圈、高速快

门拍摄手法，记录了一

名 战 士 穿 越 火 障 的 瞬

间。作品从一个侧面展

现了官兵不畏艰难、刻

苦训练的精神风貌。

（点评：赵前松）

穿越火障

■黄振宇

国防大学军事文化学院近日组织学员赴延安开展政治理论课现地教学。

图为学员在鲁迅艺术学院旧址前演唱《黄河大合唱》。 孙建荣摄

穿了大半辈子的军装叠得整整齐齐

唱了几十年的老军歌依然铿锵有力

人老了走起路来却不失矫健英姿

身体弱了胸口却依然喷薄青春气息

学了无数遍的旧报纸从不舍得丢弃

每天都翻看的老照片令人奔涌泪滴

人老了活得越来越像那个最初的自己

因为你热爱你的热爱坚持你的坚持

你坚信奋斗的世界里有广阔无垠的天地

你坚信永不枯萎的灵魂源源不断创造动力

千沟万壑都消散于你不屈的脚下

千难万险都溶解于你铁打的手臂

是什么让你战胜了恐惧

战胜了道路的苦难战胜了懦弱的自己

因为你心中永远高挂着一面最红最美的旗

鲜血染红了山河托起破晓的晨曦

换来民族的尊严和人民的权力

每到清明你都会追忆那些英雄不朽的传奇

当回过神的那一刻

泪水早已打湿脚下的大地

上过战场的人在拼杀时是否思考过生死

我终于明白你为什么拥有豁达的力量

因为你死过一百次

又重生了一百零一次

每一次的重生让你对生更加珍惜

也更不畏惧有意义的死

有了这些铁打的硬骨头

才让我们看到一个伟大的民族穿越风雨

傲然挺立

走向复兴的道路上离不开那面引领我们

的旗

血脉染红的夕阳仍炽热燃烧

以忠诚和勇气

永远捍卫党旗下每一寸山河大地

血脉染红夕阳
■王 博

七 彩 风

假 期 回 家 ，整 理 旧 物 ，无 意 中 翻

出 了 当 年 南 京 炮 兵 学 院 的 录 取 通 知

书 。 看 着 这 张 已 微 微 泛 黄 的 录 取 通

知 书 ，我 的 两 次 考 大 学 经 历 不 禁 又 浮

现于脑海。

我第一次参加高考是 1991 年。在

那个 7 月里，从小便在老师表扬声中长

大的我，第一次尝到了落榜的滋味。在

校长办公室，当我满怀信心地接过分数

单时，“509”3 个刺眼的数字一下映入眼

帘。霎时，我的脑海一片空白。当年，江

苏省大学录取的最低分数线是 514 分，

仅 5 分之差，我孜孜以求的大学梦便化

为泡影。那一刻，我的头昏沉沉的，只知

道顺着回家的路机械地挪动着步子。

还未到家，远远便望见母亲已在路

口翘首等候。面对母亲期盼的眼神，还

有那布满鬓际的白发，愧意霎时涌上心

头 。 我 不 知 该 说 什 么 ，刚 叫 了 一 声

“妈”，便觉得喉咙像是被什么东西堵住

了，再也吐不出一个字。我一头扑进母

亲的怀中，憋了许久的眼泪终于止不住

地 流 下 来 。 看 着 我 ，母 亲 什 么 都 明 白

了。她紧紧地搂住我说：“孩子，别哭，

咱回家去。”

9 月，在一些同学兴高采烈地走进

大学校门后，我踏进了高考补习班的大

门。补习班的教学条件简陋，140 多人

挤在一间四面透风的大平房内。上课

时，大家必须屏息凝气，才能听清老师

的讲课。尽管如此，补习班的学习气氛

依然高涨，历经高考失败的我们，更加

意识到时间的宝贵，不分白天黑夜地趴

在课桌上写啊算啊……

然而不久，省里来了文件，下令取

缔高考补习班。那天下午，当班主任宣

布完这一通知后，大家都呆住了。不知

是谁先背起书包慢慢走出了教室，于是

大家便都这样悄无声息地走出了这间

曾孕育着我们大学梦的“殿堂”。当我

拖着沉重的步子走出教室时，酸楚感溢

满了心头，泪水再一次夺眶而出。对于

未来，我感到迷惘与失落。

随后不久，征兵工作开始了。“男儿

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上中学

时，唐代诗人李贺的诗句曾让我热血沸

腾，参军报国的梦想始终埋藏在心底。

身处当时那样一个特殊时期，参军梦这

颗种子在我心中再次萌发。更让我欣喜

的是，从征兵宣传中，我得知参军后也同

样能参加军校招生考试，实现大学梦，也

愈加坚定了自己从军报国的梦想。于

是，我立刻报名，并顺利通过了政审、体

检。12月，我带着一大摞教科书，满怀希

望地踏上了从军之路。

部队驻地在江苏的一座小城。到

了部队，我才得知，当时考军校要到第

三 年 ，一 般 是 副 班 长 以 上 骨 干 才 有 报

考资格，并且要经过文化、军事预考以

及 体 检 等 诸 多 关 后 ，才 能 正 式 走 入 军

校考场 ；再者，新兵第一年，也根本没

有 时 间 看 书 。 于 是 ，我 将 那 一 大 摞 教

科 书 锁 进 了 仓 库 ，跟 着 班 长 一 头 扎 进

了训练场。

慢慢地，我由一名新兵成长为副班

长，有了报考军校的资格。我将那些教

科书从仓库中取了出来，又让同学从南

京邮来了一套军校招生统考的课本，利

用课余时间开始复习。连队条件比较

简陋，没有专门学习的地方。每晚熄灯

后，为了不影响班里其他战友休息，我

总是悄悄来到一个小工具房内，将灯用

报 纸 蒙 上 ，独 自 在 灯 下 看 书 复 习 。 夏

夜，工具房内潮湿闷热，蚊虫成群，我只

好穿上长袖，再用脸盆装满水，将双脚

浸于其中，躲避蚊虫侵扰；冬夜，工具房

内滴水成冰，我常常是裹着大衣手脚仍

冻得僵硬。

1994 年 3 月底，军校招生预考开始

了。经过激烈角逐，我以全旅总分第五

名的成绩顺利进入了士兵考生文化补

习班。补习班的条件相对连队要好许

多 。 虽 然 宿 舍 比 较 简 陋 ，但 上 课 有 教

室，还有专门从地方中学请来的辅导老

师。3 个月的补习，大家你追我赶，都在

拼命学习。晚上，我好像刚合上书本，

抬头一望，窗外已是晨曦微露。

7 月 ，全 军 军 事 院 校 招 生 统 考 开

始。当踏入考场的那一刻，我心中不禁

有些颤抖：这会不会又是一个黑色的 7

月？但这一想法只是一晃而过，很快，

我便恢复了平静，埋头答起题来。

考分揭晓了，总分 500 分，我考了

412 分，名列全旅第二名。月底，我终于

如愿以偿收到了南京炮兵学院的本科

录取通知书。捧着那张来之不易的大

红录取通知书，回想起在这条通往梦想

之路上留下的深深浅浅的脚印，我的心

中百感交集，不知不觉中两行泪珠挂在

了脸颊，但这次的泪，是激动的泪，是喜

悦的泪……

追 梦 之 路
■项志明

阅 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