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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记忆

嘹 亮 的 抗 战 歌 声 ，曾 激 励 千 千 万

万中华儿女义无反顾投身抗日救亡的

战场。抗战歌曲是中华民族在山河破

碎 的 危 难 之 际 吐 露 的 心 声 、发 出 的 怒

吼，熔铸着不甘屈辱、不畏强暴、英勇

抗争、血战到底的民族风骨和精魂，成

为 全 民 族 抗 战 强 有 力 的 战 争 动 员 ，成

为 伟 大 抗 战 精 神 最 生 动 的 艺 术 表 达 ，

有 着 跨 越 时 空 、凝 聚 精 神 力 量 的 永 恒

魅力。

不屈的抗争

“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九一

八，九一八，从那个悲惨的时候，脱离了

我的家乡……流浪！流浪！整日价在

关内流浪……”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

略者的铁蹄践踏神州大地，东北三千多

万同胞惨遭涂炭，大批民众被迫离开家

乡四处流浪。1936 年，张寒晖受党的派

遣，到西安开展统一战线工作。他到西

安北城门外东北难民集聚地走访，与东

北军的官兵和家属攀谈，目睹了他们背

井离乡的悲苦怨愤，听到他们对日寇残

暴罪行的控诉，内心受到极大冲击。于

是，他用饱蘸深情的笔触创作了《松花

江上》，以如诉如泣、壮烈低回的旋律，

展现东北人民有家难回的悲愤与抗争

决心。

心 声 岂 止 三 千 万 ，一 曲 哀 歌 动 地

天。这首歌迅速传遍长城内外、大江南

北，血泪凝成的旋律强烈地感染着每一

个爱国同胞，唤醒了民族之魂。无数热

血男儿高唱着这支血泪悲歌，扛枪奔赴

抗日前线。

之后，江凌作词、刘雪庵作曲，创作

了《流亡曲》《复仇曲》。这两首歌和《松

花江上》被称为《流亡三部曲》。《流亡

曲》从对悲惨遭遇的哭诉、愤懑之情一

层层推进，最终集中到“誓死抗争、争取

解放”的主题上。《复仇曲》以“锦绣的河

山，怎能任敌骑践踏”的责问，呼唤更多

有志之士加入抗日队伍，为国家存亡而

战、为民族尊严而战。

还有《五月的鲜花》《长城谣》《嘉陵

江上》等歌曲，以唤醒民众救亡图存为主

基调，有着深沉、悲壮的艺术风格，是在

危难关头民族情感的迸发、民族意志的

凝聚，激励中华儿女同仇敌忾、共赴国

难。

催征的号角

“抗战的一天来到了……看准那敌

人，把他消灭！把他消灭！冲啊！大刀

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杀！”1937年 7月，

23 岁的麦新在听到第 29 军“大刀队”的

英雄事迹后，深受感动，一气呵成谱写了

这首《大刀进行曲》。曲调简洁流畅，节

奏铿锵有力，描绘了挥舞大刀向敌人勇

敢冲杀的真实场景，表现了中华民族不

屈不挠、拼死抗敌的斗争精神。近乎口

号式的呐喊极富感染力，如同战斗的号

角，催人奋进，震撼人心，成为激发中华

儿女奋起抵抗外侮的高亢战歌。

“到敌人后方去，把鬼子赶出境！不

怕雨，不怕风，抄后路，出奇兵，今天攻下

来 一 个 村 ，明 天 夺 回 来 一 座 城 ……”

1938年秋，爱国诗人赵启海和作曲家冼

星海创作了这首《到敌人后方去》。通

俗易懂的语言，朗朗上口的旋律，强劲

有力的节奏，生动刻画了深入敌后、痛

击日寇的战斗场景，成为激励军民战胜

困难、坚持敌后抗战的豪迈战歌。

“我们都是神枪手，每一颗子弹消

灭一个敌人，我们都是飞行军，哪怕那

山高水又深……”作曲家贺绿汀创作的

《游击队歌》，以轻快的旋律和清新的风

格，把敌后游击战展现得绘声绘色，尽

显机智果敢、神出鬼没打击敌人的战斗

豪情。

“我们在太行山上，我们在太行山

上，山高林又密，兵强马又壮。敌人从哪

里进攻，我们就要它在哪里灭亡……”桂

涛 声 作 词 、冼 星 海 作 曲 的《在 太 行 山

上》，旋律抒情宽广、气势磅礴，表达了

抗日根据地军民的必胜信念，筑起一座

让日寇胆寒的铜墙铁壁。

从发出抗日救亡先声的《抗敌歌》，

到《打回老家去》《歌八百壮士》等，一首

首歌曲犹如战场上吹响的冲锋号，激发

出舍生忘死、杀敌建功的战斗血性。

雄壮的音符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

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中华民

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迫着发

出最后的吼声……”这首《义勇军进行

曲》由田汉作词、聂耳作曲。1934 年秋，

田汉接手创作以抗日救亡为主题的电

影剧本《风云儿女》，在刚完成一个故事

梗概和一首主题歌的歌词时，就被国民

党反动派逮捕入狱。后来去监狱里探监

的同志，辗转带出田汉在狱中写在香烟

盒包装纸背面的歌词。当时，聂耳主动

请缨为这首主题歌作曲。他在艰苦的环

境中废寝忘食进行创作，用激昂的旋律，

充分表现出歌词的勇毅和豪迈精神。

这是两位热血青年融民族危难和

仇恨于笔端，以满腔赤诚谱写的雄壮旋

律。歌曲表达了中国人民抵御外侮、保

家卫国的坚定决心，唱出了中华儿女不

屈不挠、前仆后继的英雄气概。歌曲迅

速在全国各地争相传唱，广大民众唱着

这首歌投身到抗日救亡运动之中；前线

将士唱着这首歌冒着敌人的炮火，冲锋

陷阵、英勇杀敌。1949年，中国人民政治

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一致通过以

《义勇军进行曲》为代国歌。10月 1日，在

开国大典上，《义勇军进行曲》在天安门

广场响起。1982 年，第五届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第五次会议正式确定《义勇军进

行曲》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向前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向太

阳，脚踏着祖国的大地，背负着民族的希

望，我们是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

1939年夏，在延安的一个窑洞里，诗人公

木和作曲家郑律成借着小油灯灯芯的微

弱光亮，神情专注地哼唱着，不时打着手

势、绕着桌子踱步。就是在这样的艰苦

条件下，两人合作完成了这首《八路军进

行曲》。有老战友说，他们是在窑洞里

“敲着盆、拍着腿”写出来的。

歌曲生动呈现了八路军将士不畏

艰险、不怕牺牲、浴血疆场的历史画卷，

展现出人民军队雄壮豪迈、一往无前、

摧枯拉朽的气势和力量。这首诞生在

抗日烽火中的军歌，伴随着人民军队不

断向着胜利前进。随着形势和任务的

变 化 ，《八路军进行曲》先后被 更 名 为

《人民解放军进行曲》《中国人民解放军

进行曲》。1988 年 7 月 25 日，经党中央

批准，将《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定为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

还有《八路军军歌》《新四军军歌》

《抗日军政大学校歌》等，我们党领导的

抗日武装唱着自己的战歌，传承历史荣

光，肩负时代使命，英勇顽强斗志昂，敌

后战场建功勋。

激昂的旋律

1938 年初秋的一天，诗人光未然伫

立在黄河岸边，看着汹涌澎湃的黄河，

目睹船夫们与狂风恶浪搏斗的情景，脑

海 里 浮 现 出 抗 日 军 民 英 勇 战 斗 的 事

迹。这次他率抗敌演出队东渡黄河到

前线慰问，所见所闻让他内心久久难以

平静，激发了他的创作灵感。他决心写

一首以全民抗战为背景、以黄河为中华

民族精神象征的长诗。

正在构思酝酿中，光未然坠马受伤

住进了医院。在病床上，他连续 5 天口

述完成了 400 多行的诗歌《黄河吟》。

在延安的一次朗诵会上，年轻的光

未 然 满 怀 深 情 地 吟 诵 了 自 己 的 诗 作 。

一直在凝神静听的冼星海，被诗中激昂

的情感和黄河磅礴的气势深深打动，他

紧紧握着光未然的手表示：“我要把这

首诗谱成曲。”

拿 到 诗 稿 后 ，冼 星 海 没 有 急 于 动

笔。他详细听取了演出队队员讲述抗

战前线的战斗体验和渡过黄河的惊险

场面，经过一番悉心研究和准备后，才

开始谱曲。连续 6 个日夜，他没有走出

窑洞，全身心地投入创作，谱写完成《黄

河大合唱》。

“风在吼，马在叫，黄河在咆哮，黄河

在咆哮。河西山冈万丈高，河东河北高

粱熟了。万山丛中，抗日英雄真不少！青

纱帐里 ，游击健 儿逞英豪……”1939 年

4 月 13 日，《黄河大合唱》在延安陕北公

学礼堂首演，高亢激昂的旋律、恢宏磅

礴的气势震撼全场，大获成功。挤在人

群 中 的 毛 泽 东 同 志 ，感 动 得 说 了 几 声

“好”。周恩来同志欣然提笔：为抗战发

出怒吼，为大众谱出呼声！

这部大型合唱声乐套曲很快唱响

全国，成为抗战歌曲的“主旋律”，在中

国音乐史上也是思想价值、艺术价值、

时代价值达到新高度的扛鼎之作。它

借黄河展现了中华民族的性格禀赋、精

神 气 象 ，塑 造 了 决 不 被 任 何 困 难 所 吓

倒、不被任何敌人所屈服的英雄形象，

提升了人们的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堪

称一部书写和颂扬民族精神的音乐史

诗。

当时的延安成为引领时代先声的

精神高地，相继推出《青年大合唱》《抗

大大合唱》《生产大合唱》《牺盟大合唱》

《吕梁山大合唱》等合唱作品，以及《延

安颂》《南泥湾》《军民大生产》等优秀歌

曲。

毛 泽 东 同 志 曾 经 说 过 ，一 首 抗 日

歌曲抵得上两个师的兵力。抗战歌曲

唤 醒 民 族 魂 、熔 铸 民 族 魂 、颂 扬 民 族

魂，是用音符书写的抗战奋斗史、用歌

声 表 达 的 抗 战 精 神 史 ，鞭 策 我 们 铭 记

历史、勿忘国耻、珍爱和平、开创未来，

在新时代新征程上赢得更伟大的胜利

和荣光。

歌声激扬民族魂
■邓一非

那年，宛平城墙被炸出的弹坑

成为全民族刻骨铭心的伤痛

在七月灼热的胸膛上

卢沟桥的石狮，突然惊醒

瞳孔里溅满血色的黄昏

钢盔在堑壕的泥泞里

渐渐盛满凄清的雨水

雨水缓慢溢出

汇合愤懑的眼泪

洇湿了整片焦土

我的家园被遗弃

地道里点燃起防敌的烛火

老人和孩子在窒息中颤抖

母亲低吟的轮廓扩大着时间的墙

针线在破洞上穿行

缝补着千疮百孔的夜色

枪刺在月光下闪动

那眼神冷得如同霜刃

划开沉寂的村庄

有人倒在枪声里

在雪地上开出暗红的印记

号角吹响

夜空的星斗用灼烫的舌头

一遍遍舔舐黎明的伤口

有人从血泊中站起

把折断的旗杆

深深插进大山的脊骨

千万双无家可归的脚

在无名的山径，在倒伏的田野

踏碎岩石与寒霜

脚印里渗出的是愤怒，是不屈

是盐，是血，是未署名的黎明

决战进行着，在东北，在华北

在宁静的村庄，在凋敝的城镇

地道战，地雷战，巷战

每一声爆炸都是站立

每一次射击都是正义的呐喊

还记得那些无辜的亡灵吗

在大地深处沉默

每一具尸骨都蜷缩成生命的符号

握枪的大手未曾松开

喷火的眼睛朝向东方

拾起战壕里遗落的搪瓷缸

盛满八十年的凄风苦雨

那雨水还在荡漾

照见当年硝烟、炮火

和此刻颤抖的心跳

一支冲锋号

在纪念馆的玻璃后

渐渐凝成沉默的琥珀

凝住冲锋的姿势

凝住血和火的形状

凝住所有未曾散去的乌云

我们熟悉的一只碗

一只豁口的行军碗

盛着饥饿和寂静

寂静比硝烟更沉重

此时，它压弯

所有俯视的目光

而弹片在我们的骨头里

成为身体隐秘的星辰

它们与脉搏共鸣

在和平的夜晚，宁静的白昼

成为我们生命的另一块骨头

它发出低频率的疼痛

那是一句句无声的警醒

时间的铁，生命的铁

在纪念碑基座里，更在征途上

持续冷却与延伸

延伸成道路的宽广

延伸成麦穗和楼盘

延伸成永不弯曲的精神之剑

当稻花香里话丰年的时候

当登顶一览众山小的时候

当竹杖芒鞋任平生的时候

当对酒当歌斟满星光的时候

请记住：

在时间的深处

铁，仍在淬火

铁，仍在铮鸣

记
住
，铁
的
铮
鸣

—

不
能
忘
却
的
打
鬼
子
的
日
子

■
峭

岩

短笛新韵

文化视界

夏日的早晨，山西省大同市云州区

党留庄村笼罩着一层淡淡的薄雾。半

山坡的“仓夷烈士纪念碑”前，已经有早

起的人们摆放的沾着露水的野花。

“仓夷”这个名字，对不少人来说也

许 是 陌 生 的 ，但 党 留 庄 村 的 群 众 记 得

他，中国新闻界的同行记得他。因为他

的名字与伟大的抗日战争紧密相连，他

的作品曾召唤和鼓舞人们去战斗。他

用 25 年的短暂人生，对什么是幸福作出

了最好的诠释。

仓夷，本名郑贻进，祖籍福建福清，

出生于马来西亚，成长在新加坡。16 岁

时，在新加坡读初中二年级的仓夷，得

知祖国全面抗战爆发的消息。他一刻

也 等 不 及 ，与 父 母 商 量 要 回 国 参 加 抗

战。父母觉得他年纪小，有些担心。他

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道理说服父

母。双亲见儿子决心已下，便同意了他

的选择。几经周折，仓夷终于回到日思

夜想的祖国。

回国后的仓夷，经历了一段时间的

流浪生活，后来受到党组织的关注。党

组织不但在经济上给予他帮助，还将他

送到山西民族革命大学学习。结业后，

他担任《西线》杂志编辑。其间，他沿着

黄河防线采访，目睹日寇的残暴罪行，

写下长篇报道《华北的敌寇在挣扎》。

不久，仓夷来到晋察冀边区，正式

加入《抗敌报》。《抗敌报》是《晋察冀日

报》的前身，被聂荣臻同志称为“民族的

号筒”。从此，仓夷成为“民族的号筒”

最年轻的“号手”。1940 年冬，仓夷加入

中国共产党。他更加勇敢地投入抗日

洪流之中，以笔作枪，为民族的解放呐

喊、奋斗，谱写出绚丽的青春之歌。

1942 年 ，日 寇 在 冀 中 展 开 残 酷 的

“五一大扫荡”。在反“扫荡”作战中，八

路军一个连与日寇连续激战，令敌伤亡

惨重。仓夷闻讯后，冒着枪林弹雨连续

采访 20 多天，真实地记录下战斗的场

景，写下长篇报告文学《纪念连》。作品

于 1942 年 10 月在《晋察冀日报》以连载

形式刊发，引起很大反响，冀中军民争

相传阅。

1943 年 至 1944 年 ，抗 日 战 争 进 入

更为残酷的阶段。日寇在东起山海关、

西至古北口的长城沿线广袤土地上，进

行了灭绝人性的烧杀抢掠，制造了骇人

听闻的“无人区”。这个时期，仓夷和同

事们越过敌人的封锁线，深入到最危险

的地区采访，写下大量有血有肉、动人

心魄的作品。他笔下的《平原青纱帐战

斗》《平原地道战》《爆炸英雄李勇》《婚

礼》《反“扫荡”》等通讯和报告文学，真

实记录了晋察冀边区军民在党的领导

下浴血奋战的事迹，反映了边区人民的

生活和斗争情况。

1943 年秋，河北省阜平县 5 个村庄

的青壮年游击小组，经过三整夜不间歇

的劳动，抢收水稻 220 亩。仓夷既是这

场 战 斗 的 报 道 者 ，也 是 勇 敢 的 参 与

者 。 在 他 的 通 讯《阜 平 城 西 滩 的 抢 稻

斗争》中，生动地记录了这样的 场 景 ：

“ 夜 的 成 熟 的 稻 田 在 黑 压 压 的人群的

劳动下活跃起来了。像羊群 在 跑 青 ，

像 蚕 在 吃 桑 叶，只听见喳啦啦喳啦啦

的割稻声、紧张的脚步移动声……”细

腻的笔触，生动的描写，把我们带入到

当年紧张劳作的夜晚，分享他们在敌人

眼皮底下抢收稻谷的快意。

随后，仓夷又发表了优秀的纪实作

品《李雨》。主人公李雨 14 岁参加革命，

来到游击区两年，12 次历险。李雨曾被

6 个带枪的敌人搜捕堵截，最后机智逃

脱、毫发无损。在一次次出生入死的战

斗中，李雨越发成熟坚定，越发英勇善

战，深获群众的赞誉。李雨的事迹，给

仓夷的内心带来巨大的情感波澜，他决

心 写 写 这 位 与 自 己 年 龄 相 仿 的 年 轻

人 。 在 深 入 采 访 中 ，两 个 年 轻 人 话 理

想、谈人生，说眼前、道明天，加深了情

感的共鸣、心灵的沟通。因为作品《李

雨》的生动描写，李雨这位机智勇敢的

抗日英雄形象走进抗日军民的心中，成

为鼓舞人们战斗的一面旗帜。

在仓夷的笔下，人物鲜活、故事感

人、描写生动，让人读后深受感染、沉浸

其中，备受教育和鼓舞。优秀作品的诞

生，源于仓夷厚实的文字功底、高超的

写作技巧，更依赖于他的战斗激情和深

入实际的优良作风。哪里最危险、哪里

战斗最激烈，他和同事们就奔向哪里，

用手中的笔记录下一个个生动的战斗

情景。他总是与他采写的“人物”生活、

战斗在一起，与他们同吃同住交朋友，

用深情的笔触写他们的战斗与生活，写

他们英勇的抗日故事，走进他们的内心

世界，感受他们的悲欢离合。也许，只

有当采访者与被采访者心灵相通、情感

交融时，才会有优秀的作品诞生。

仓夷是一名新闻工作者，更是一名

冲锋陷阵的战士。他一手拿笔，一手拿

枪，在战火中锻炼成长。他担任报社武

装梯队的班长，组织分配给他一支老式

的单发枪。这支枪虽然陈旧落后，但仓

夷很喜欢，他说：“就算是烧火棍，也能

敲死敌人。”在采访地雷战时，仓夷主动

参加爆破班，认真学习体验。他不但把

地雷部件的专业术语记在心里、反映在

作品中，还学会了挖雷坑、埋地雷等技

术。他与同事们外出执行采访任务，怀

里都揣着两枚手榴弹，一枚是给敌人准

备的，另一枚是随时准备与敌人同归于

尽的。采访奔走于敌占区和游击区，仓

夷没有丝毫胆怯，随时准备为抗战胜利

流尽最后一滴血。

仓夷倍加珍惜“共产党员”这个称

谓，更用行动争做一名优秀的党员，为

党增光添彩。在残酷的斗争面前，他坚

定乐观，外出执行任务归来，常常人还

没进院子，欢快的歌声就先飞了进去；

在繁重的任务面前，他勇挑重担，常常

写稿读书到深夜，第二天早上照样精神

抖擞地工作；在艰苦的生活面前，他从

不叫苦，采访饿了、渴了，就轻轻地敲开

老乡的房门，用一撮盐巴换一顿吃食，

不拘糠饼子、菜窝头还是一把枣子、两

个柿子。他觉得，他是世界上最幸福的

人，因为他把自己的一切同国家与民族

的前途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把为人民

争取幸福当作自己最大的幸福。为此，

他把自己的作品集取名为《幸福》。他

在《写在〈幸福〉前面》一文中说：“这本

小集子里的几篇文章，是我在晋察冀边

区服务七年间，一些当时当地的零星纪

事。书名叫做《幸福》，是我的偏见，因

为我认为人民能按自己的理想来自由

生活，那就是‘幸福’。”

这就是仓夷的幸福观，也是仓夷的

人生追求。为了这一崇高的理想，仓夷

舍生忘死、英勇战斗，不惜牺牲自己宝

贵的生命。1946 年 8 月，仓夷在执行任

务途中，惨遭国民党反动派杀害，年仅

25 岁。

在烈士牺牲的地方，当地政府建造

了“仓夷烈士纪念碑”。每天来这里拜

谒英烈的人络绎不绝。人们仿佛觉得，

这位年轻的“号手”并没有离去，他仍在

以笔作号，吹奏出高亢激昂的旋律，鼓

舞我们在新时代的征程上闯关夺隘、勇

毅前行。

永远的“号手”
■向贤彪

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中国画）

杨文军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