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向前向前向前！

我们的队伍向太阳……”

这是中国人最熟悉的歌曲之一，这

就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

创作于延安的《八路
军进行曲》

抗日战争时期，延安作为革命圣地，

是无数进步青年向往的地方。1939 年，

两个进步青年公木和郑律成在陕北的窑

洞里，共同创作了一首不朽的歌曲——

《八路军进行曲》。

公木原名张永年 ，笔名公木 ，1910

年 生 ，河 北 束 鹿（现 辛 集 市）人 。 1928

年，考入北平大学第一师范学院。1930

年，在北京参加革命。1938 年，受党组

织委派到延安抗大学习，并加入中国共

产党。之后，他在抗大和鲁艺从事诗歌

创作和教学。抗日战争胜利后，公木加

入延安文艺工作团，赴东北开展革命工

作。公木一生经历丰富传奇。诗歌创作

与臧克家、艾青齐名，诗作有《父与子》

《鸟枪的故事》《哈喽，胡子！》等。他长期

在大学任教，培养了大批学子，科研著述

丰富，在诗论、老子研究、毛泽东诗词研

究等方面成果丰硕。同时，他还是经典

影片《英雄儿女》主题歌《英雄赞歌》的词

作者。

郑律成，1914 年出生在朝鲜全罗南

道光州，原名郑富恩，后因酷爱音乐改名

律成。1933 年春，郑律成和一批朝鲜爱

国青年来到中国，进入朝鲜在华抗日团

体 开 办 的 南 京“ 朝 鲜 革 命 干 部 学 校 ”。

1937 年 10 月，奔赴延安，先后在陕北公

学 、鲁 迅 艺 术 学 院 音 乐 系 学 习 。 1939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新中国成立后，郑

律成先后在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和中央歌

舞团从事音乐创作工作。他深入工厂、

农村、边防，足迹遍布中国大地，四处寻

找新的创作素材，谱写了大量反映工农

兵生活的音乐作品。

1939 年 7 月中旬，抗大教职员万余

人在校长罗瑞卿率领下，东渡黄河，开赴

前方。政治部宣传科只留下公木和郑律

成二人，奉命等待到筹办中的抗大三分

校工作。三分校政治部各科室人员一时

还没有调配齐全，他们抓住这个暂时的

空暇去实现共同创作歌曲的夙愿。郑律

成进一步建议“搞一部大合唱吧”。“什么

大合唱？”“当然是《八路军大合唱》啦！”

经过商议，两人决定创作 8 首歌曲，组成

《八路军大合唱》，就是为了突出“八路

军”的“八”字。

战火纷飞的疆场、八路军战士英勇

杀敌的矫健身影，萦绕在公木心头。很

快，他一气呵成写下《八路军军歌》《八路

军进行曲》《子夜岗兵颂》《快乐的八路

军》《骑兵歌》《炮兵歌》《军民一家》《八路

军和新四军》8 首歌曲的歌词。

创 作 过 程 中 ，公 木 每 写 完 一 首 歌

词，郑律成随即拿去谱曲。延安的条件

十分艰苦，公木回忆郑律成的创作过程

时说：“没有钢琴，连手风琴也没有，只

是摇头晃脑地哼哼着，打着手势，有时

还绕着屋当中摆的一张白木茬桌子踏

步转悠……”有的老战友说郑律成是在

窑洞里敲着盆、拍着腿完成作曲的。

谱曲似乎比作词更费些斟酌，大约

到 8 月底、9 月初，所有歌曲的编曲工作

才算完成。这时，抗大三分校已正式开

学，公木前往任时事政策教育干事，郑律

成则调往鲁迅艺术学院音乐系工作。虽

然离开了抗大，郑律成还是经常回来教

歌。无论在行军途中，还是集合会场，抗

大学员开始传唱“铁流两万五千里，直向

着一个坚定的方向……”“向前向前向

前！我们的队伍向太阳……”等歌曲。

同年冬，鲁艺音乐系将《八路军大合

唱》的全部歌曲油印成册，并由郑律成指

挥，在延安杨家岭中央大礼堂进行了演

出。此后，不只是抗大学员唱，各机关、

部队、学校也都传唱开来。

《八路军大合唱》的 8 首歌曲首首经

典，要说最有感染力的当首推《八路军进

行曲》。这首歌的歌词和旋律激昂、奋

进，富有战斗性，其影响甚至超过了《八

路军军歌》。

《八路军进行曲》的歌词采用了非方

整性结构的长短句。正是这种长短句结

构的歌词，使郑律成创作出了不同凡响、

动人心魄的旋律。歌曲以英勇雄壮的气

势、铿锵有力的进行曲风格，展示了千军

万马、一往无前的挺进场面，歌颂和塑造

了八路军朝气蓬勃、勇往直前的革命精

神和英雄形象。

歌曲“具有大兵团形
象”，适应解放战争的形势

抗日战争胜利后，《八路军进行曲》

作为广大官兵最喜爱的歌曲之一，继续

传唱，曲谱一直保留原样，但各部队根据

当时的形势和任务，先后对歌词作了多

处修改，并更名为《人民解放军进行曲》。

诞生于抗战初期的一首军歌，何以

在解放战争时期仍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正如《八路军进行曲》的词作者公木

所言：“创作这首歌曲的 1939 年，尚是敌

强我弱，只能以游击战为主，还不具备大

兵团作战的条件和能力，但这首歌曲却

是‘大兵团的形象’‘有着排山倒海的力

量’，写出了战略反攻的感觉。所以才不

只为当时的抗战军民所传唱，而且到了

对日本侵略者进行大反攻的期间，它更

发挥了战斗歌曲的威力。在转入人民解

放战争的时日，只把歌词中的个别词句

稍作调整，便继续为解放军战士所接受，

紧随着南征又北战的步伐，配合着胜利

复 胜 利 的 节 拍 ，凯 歌 高 奏 遍 及 祖 国 大

地。直到今天，有着现代化装备，穿着新

式军服的人民解放军唱起这首歌来，听

觉形象和视觉形象仍然是和谐统一的。

正因为如此，它的生命力顽强，可以久唱

不衰。”

《中国人民解放军进
行曲》成为我军重要标志

1951 年，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

统一修订了歌词，刊于同年 8 月由军委

总政文化部编印出版的《部队歌曲选集》

第一集。1951 年 2 月 1 日，中央人民政

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总参谋部命令颁

布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内务条令（草案）》

的附录二，曾以《人民解放军军歌》之名

刊登了该曲。1953 年 5 月 1 日颁布新的

《中国人民解放军内务条令（草案）》，附

录二重新以《人民解放军进行曲》之名刊

登了这首歌。

1965 年，《人民解放军进行曲》更名

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这一期

间，一些报刊书籍曾将这首歌作为“军

歌”进行介绍。实际上，这首歌尚未经正

式确定为“军歌”。但数十年来，这首歌

激昂的旋律，总是在人民解放军的重要

集会、仪式和活动中奏响；八一电影制片

厂拍摄电影的片头曲，伴随着“八一”军

徽出现的也是那振奋人心的旋律。《中国

人民解放军进行曲》已成为军旗、军徽之

外，我军的重要标志之一。

正式定名为《中国人民
解放军军歌》

1988 年 7 月 25 日 ，经 中 共 中 央 批

准，中央军委决定将《中国人民解放军进

行曲》定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同

日，总参谋部、总政治部为正式颁布军歌

联合发出《关于颁布〈中国人民解放军军

歌〉的通知》和奏唱的暂行规定。通知指

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体现了我军

的性质、任务、革命精神和战斗作风，反

映了我军的光辉战斗历程。正式颁布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一定会激励全

军指战员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继承和

发扬光荣传统，努力加强我军的革命化、

现代化、正规化建设，肩负起建设四化、

保卫四化的历史重任。高唱《中国人民

解放军军歌》，将使广大指战员更加振奋

革命精神，激发战斗热情，增强革命军人

的光荣感、自豪感和使命感。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的歌词内

容，反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性质、任

务、革命精神和战斗作风。曲调气势磅

礴，坚毅豪迈，热情奔放。词曲浑然一

体，表现了人民军队一往无前、无坚不摧

的革命精神，塑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肩

负历史重托，为中华民族的解放英勇奋

战的英雄形象。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诞生记
■徐 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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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攻，是中国古代战争的重要战术

之一。火焰燃烧时带来的高温、炙热、灼

伤等杀伤机理，更易形成压倒性的战场

优势。《孙子兵法》中就设有“火攻篇”。

后来，通过对火攻手段的灵活运用，先后

发展演化出了以火造势、以火偷袭、以火

破障、以火伪装等多种战术。

田单的火牛阵，是古代战争史上较

大规模的一次火攻战。公元前 284 年，

燕昭王以乐毅为将，集中燕国之兵，联合

秦、韩、赵、魏五国联军大举伐齐，并在济

西之战中击败齐军主力。战后，齐宗室

田单在临淄失守时率族人逃至即墨。之

后，燕军发兵围困即墨，即墨大夫出城与

燕军交战，战败被杀。田单被城中齐人

推举为将，率众守城。燕军强攻即墨和

莒二城未果后，改为围困，同时采取政治

争取策略，不拘捕出城民众，并赈济其中

困 难 者 。 但 二 城 仍 未 降 。 公 元 前 279

年，燕昭王去世，燕惠王继位。田单抓住

燕惠王与乐毅早有嫌隙的机会，积极做

好反攻准备。为弥补兵力上的不足，田

单征集耕牛千余头，身披彩绘红布，角缚

锋利刀剑，尾系涂油苇束。到了半夜，燕

军已昏然入睡。田单命人点燃牛尾芦

苇，牛负痛从城脚预挖的数十个通道狂

奔燕营，5000 余名齐军壮士组成的“敢

死队”紧随其后。燕军猝不及防，先被火

牛阵冲得七零八落，随后又被齐军壮士

迅猛进攻。燕军见火光中无数角上有

刀、身后冒火的怪物直冲而来，惊慌失

措，夺路逃命。齐国军民乘势冲杀，很快

将燕军逐出国境，尽复失地 70 余处。无

独有偶，据《后汉书》记载，东汉时期，苍

梧、桂阳一带发生叛乱。零陵太守杨璇

采取了类似火牛阵的“火马阵”来对付叛

兵。他命人特制马车数十乘，以囊袋盛

石灰于车上，又系布索于马尾，同时制作

一些专门发射弓弩的兵车。开战当日，

杨璇令马车居前，先顺风鼓灰，使敌不得

视，再以火烧布，布燃马惊，冲向敌阵。

然后，兵车上的弓弩齐发，钲鼓鸣震，敌

人被追逐伤斩无数，其首领亦被擒斩。

叛乱遂被平定。

以火偷袭，最经典的莫过于三国时

期的赤壁之战。公元 208 年冬，曹操亲

统大军水陆并进，直逼荆州重镇江陵。

孙刘联军自夏口溯江而上，与曹军相遇

于赤壁。曹军以步骑为主，面临大江，

立刻失去优势，新编水军及新附江陵水

军，战斗力较弱，又遭瘟疫流行，以致初

战不利，退长江北乌林一带，与孙刘联

军夹江对峙。为减轻江上风急浪颠，曹

操下令用铁链和木板连接战船，使步骑

兵可在上驰骋，以利攻战。周瑜鉴于敌

众己寡，欲求速战，遂采纳黄盖所献的

火攻计，令人给曹操送伪降书。曹操中

计后，黄盖精选战船数十艘，前面 10 艘

满载浸油的柴草，以布遮盖，上插与曹

操约定的旗号，顺东南风驶向乌林。接

近对岸时，曹军引颈观望联军来降。黄

盖趁曹军戒备松懈，遂令点燃柴草，烈

火 迅 速 蔓 延 到 岸 边 营 寨 ，顿 时 一 片 火

海，联军乘势进击，曹军死伤惨重。曹

操见败局已定，率残部经华容道逃脱，

引 兵 北 还 。 此 战 ，火 船 伪 装 等 工 程 准

备、东吴水军的操舟技术等，为成功实

施火船偷袭提供了重要条件。

事实上，东吴水军的火攻战，早在赤

壁之战前已有先例。公元 199 年冬，孙

策向沙羡黄祖水军及营屯的攻击，采取

的就是火攻。据《三国志》载，孙策所部

诸将“越渡重堑，迅疾若飞。火放上风，

兵激烟下，弓弩并发，流矢雨集”，打得黄

祖水军全线溃败。此战，周瑜、黄盖等人

皆是参与者，所以他们在后来的赤壁之

战中想出“借东风”的妙策，也就不足为

奇了。

以火破障，发生在西晋灭吴的战争

中。公元 280 年，西晋大将王濬率水陆

大军，自成都沿江而下进攻东吴。吴军

在长江水面上横架一根根铁链，在江底

埋设一座座铁锥，以阻挡晋军水军。王

濬命人制作数十条大木筏，架设草人，先

令善游泳者推着筏走在前面，筏遇到水

下铁锥，铁锥就扎在筏上被拔掉了。王

濬又令人制作长 10 余丈的巨型火炬，灌

以麻油架设在船前，遇拦江铁链即用火

炬烧之，须臾铁链融化而断。于是，西晋

之船无所碍，连克西陵、荆门、夷道，吴主

只能投降。在这场长江上进行的工程对

抗战中，晋军依靠火攻破障前行，有效地

保障了灭吴之战的胜利。

火攻用于工程保障，既可以烧桥断

路，还可用于战场伪装。公元 383年 5月，

为防前秦大举南下，东晋车骑将军桓冲决

定先发制秦，举兵 10 万之众攻襄阳。前

秦王符坚命其子符叡、冠军将军慕容垂等

率步骑 5 万救襄阳。7 月，符叡令慕容垂

等为先锋，进临沔水。慕容垂为扩大援兵

声势，命令军士每人持 10个火炬，悬挂在

树枝上，光照十数里。桓冲见状心中畏

惧，引军退回上明。类似这样的以火伪

装，在中国古代战争史上并不鲜见。

烈 焰 的 博 弈
——中国古代的火攻术

■彭林辉

笋子梁，位于四川省万源市白沙

镇以北，海拔近 2000 米，三面临深沟，

南北两坡高达百余丈，山势十分陡峭

险峻，恰似一根巨大的石笋屹立在群

山之间，故名“笋子梁”。1934 年 2 月，

红四方面军反“六路围攻”中，红军被

围困在笋子梁山顶。担任掩护任务的

12 名战士，战至弹尽粮绝，纵身跳下百

余丈悬崖，用生命谱写了一首壮丽的

史诗。

1933 年 10 月，四川军阀刘湘纠集

四川大小军阀部队，向川陕革命根据

地发动“六路围攻”。10 月中旬，宣达

战役胜利后，红军解放了宣汉、达县、

万源 3 座县城。11 月，红四方面军第 12

师第 34 团 2 营 1 连奉命进驻万源重要

门户之一的笋子梁。白沙独立团 3 个

连分别驻守在笋子梁左右两侧，指挥

所设在位于山顶的苏维埃代表周德六

家。入驻笋子梁后，红军抓紧时间挖

堑壕、筑木城，同时筹备粮食、弹药等

物资，时刻准备战斗。当地群众在村

苏维埃组织下，冒风寒、踏积雪，为红

军送粮食、盐巴、猪肉等，并帮助修筑

工事。仅一周时间，红军就从山腰到

山顶筑起 7 道十分坚固的木城。

1934 年 2 月，敌军勾结曹家、白沙、

城口双河等地民团、土匪千余人，连续

数次向笋子梁发起偷袭。红 34 团和白

沙独立团相互配合，对来犯之敌给予

狠狠打击。

敌军见硬攻失败，便施诡计，一面

利用军阀淫威，威胁拉拢白沙独立团

叛变，一面派奸细扮作给红军送粮食

的群众，借机打探红军信息。

一天夜里，敌军向红 34 团特务连

发起袭击。特务连除少数人突围外，

其余全被敌军杀害。紧接着，敌军分

三路向笋子梁进攻，红军背对悬崖三

面迎敌。红军利用掩体向敌军开火，

打得敌军措手不及、连连后退，只能在

远处用大炮向红军阵地猛烈轰击。红

军依托险要地势和坚固工事，数次击

退敌人的进攻。

然而，红军弹药得不到补充，粮食

无济，处境艰难。当敌军再次进攻时，

战士们只能用剩余的子弹和手榴弹打

击敌人，然后手握大刀冲向敌阵，杀得

敌人一时不敢上前进攻。1 连连长根

据敌我战况，决定分兵突围，留下 12 名

战士负责掩护，其余战士分路突围。

12 名战士立即分散占领山顶险要

地势，收集山上剩余的枪弹，将大量的

石头、木头堆在阵地前迎击敌人。敌

军以为山上还留有大量红军，纠集上

千人在炮火支援下向山顶发起进攻。

12 名战士英勇顽强，将一颗颗子弹射

向敌人。子弹打光了，战士们就用刺

刀、枪托与敌人搏斗。最后，为了不被

敌人俘虏，伤痕累累的 12 名战士纵身

跳下悬崖，牺牲在笋子梁山下。1 连连

长和突围的战士也在后来的战斗中全

部壮烈牺牲。

我们至今仍未能知晓笋子梁十二

勇士的姓名，只能想象当年他们青春年

少，但在生死面前无畏、在敌人面前不

退……90年过去，他们的事迹从未被遗

忘。红军用生命谱写的壮丽诗篇，将被

世人永远传唱。

笋
子
梁
十
二
勇
士

■
王
发
祯

一战前，各军事强国认为直接进

攻坚固筑垒地域的正面突破战术，会

使军队遭受严重损失，因此把运动战

作为主要作战方式。一战爆发后，随

着 各 条 战 线 上 形 成 了 绵 亘 的 阵 地 正

面，通过侧翼迂回实施机动作战的条

件已不复存在，任何想实施机动作战

的企图都必须首先从敌军正面突破，

正面攻击成为进攻方的唯一选择。

1916 年 6 月 4 日，俄军西南方面军

向当面的奥匈军队防线发起大规模攻

势。奥军构筑了 3 个防御阵地，使防御

纵深达到近 20 公里。每个防御阵地前

方都有铁丝网和地雷掩护，掩体中配

备 了 大 量 的 机 枪 、迫 击 炮 和 堑 壕 炮 。

然而，奥军兵力不足以同时在这些阵

地上驻防，所以把主要防御兵力集中

在第一个防御阵地。

若俄军在较窄的正面上进攻，能

集中兵力兵器的显著优势，较容易达

成战术突破，但奥军的空中侦察使俄

军难以隐藏战役准备。奥军可以此判

断俄军预定的突破地段，从而将炮兵

和预备队集中到该地段后方。这样一

来，较窄的正面就出现一个严重问题，

即突破后的缺口太小，很容易被敌军

预备队再次封闭；进攻部队也容易遭

到敌军炮兵的集中轰击，进而使战斗

演变为一场持久的消耗战。如果全正

面平均分配兵力，又无法保证兵力兵

器上的优势，尤其是缺乏强大的炮兵

支援，很难打开突破口。

为分散奥军一线阵地重点地段的

兵力，俄军总参谋长兼西南方面军司

令布鲁西洛夫采取了一种当时较为新

颖的办法：除确定战役级的主要突破

地段外，在其他方向也指定了战术突

破地段，即在宽大的正面上同时实施

进攻。但这并不是发起全线进攻，而

是 在 数 十 处 选 定 的 突 破 地 段 同 时 攻

击。这样俄军将在整个战线上进行攻

击准备，致使奥军无法判断出俄军真

正的主攻方向，不能及时集中使用步

兵和炮兵预备队。同时，考虑到奥军

的筑垒阵地呈纵深防御部署，需要连

续突破数道防线，为了保证俄军持久

的突击能力，必须集中兵力进行梯次

部署。这样西南方面军司令部就形成

了一个基本的进攻原则，即在突破地

段上集中大量的兵力和兵器，并呈梯

次部署，以形成显著的突破优势和持

续进攻能力。

1916 年 6 月 6 日，即进攻发起后第

三天，俄军西南方面军便取得突破，打

开了一个正面 70 至 80 公里、纵深 25 至

35公里的突破口，这意味着奥军的防御

纵深已被完全突破。奥军既无法使用

预备队封堵如此宽大的缺口，又不能及

时从大后方调集部队挽回局势，其防线

最终全面崩溃。俄军取得了战役主动

权 ，并 转 入 追 击 战 。 至 9 月 底 战 役 结

束，奥军损失高达 150 万人（其中 40 万

人被俘），俄军则损失 50 万人。此次战

役尽管俄军自身也伤亡惨重，但实现了

既定目标，取得了较为辉煌的战果，达

到了俄军在一战中表现的最高峰，因此

该战役初期的攻势行动被命名为“布鲁

西洛夫突破”。

“布鲁西洛夫突破”
■毛炜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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