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鸭绿江畔丹东抗美援朝纪念馆内，
陈列着一张信笺：红格竖排，蓝黑色墨
水字迹，在已经发黄的左上角，标注着
“稍快，雄壮有力，充满信心”。

这件珍贵的文物，就是《中国人民
志愿军战歌》手稿。

这是一首为英雄谱写的歌曲，是伴
随勇士们奔赴战场的铿锵旋律。谈起
抗美援朝，人们都不由得会想起、甚至
唱起这首排山倒海、响彻云霄、气势恢
宏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这首歌
曲调激昂，雄壮，进行曲式；歌词洗练，
准确，催人奋进。无论词或曲都给人以
勇往直前、锐不可当的力量。就是如此
简短、简练的一首歌，却凝聚起中华儿
女保家卫国的强大力量，激发起几万万
同胞共同的爱国热情。这在世界音乐
史上亦非常罕见。岁月峥嵘，70 年过
去了，如今的人们仍被这首歌的铿锵旋
律所震撼、所激励、所感染。

歌曲的词作者麻扶摇，当时是中国
人民志愿军炮 1师 5连的政治指导员，
生于 1927年，创作这首歌词时，年仅 23
岁。曲作者周巍峙，当时任文化部艺术
局副局长，生于 1916年，创作这首歌曲
时也才 34岁。信笺上的标注，便是周
巍峙所写。

这首歌创作于1950年，我是听着它
长大的。当听了无数次、唱了无数次后，
我对词曲作者充满了敬意和爱戴。他们
怎么能写出如此贴切的词与曲，让几万
万同胞的心跟着它的旋律一起跳动，使
整个民族都跟着一起沸腾呢？有一天要
是我能够亲眼见到词曲作者，那该多好
啊！想着想着，我还真就如愿以偿了。
若干年后，我有幸因工作的关系见到了
他们其中的一位，曲作者周巍峙。

周老很早就是享誉海内外的著名
音乐家。1934 年至 1937 年，他在上海
从事左翼文艺活动及进步出版工作，任
中国音乐家协会执行干事，组织领导群
众音乐团体从事抗日救亡歌咏活动，在
工人、学生及店员中开展革命工作。抗
战期间，他创作出大量抗日歌曲及合唱
作品，如《前线进行曲》《上起刺刀来》
《八路军和孩子》等，还参与《两年间》

《相信谁》《不死的老人》等歌剧的创
作。他 20岁的时候，编辑出版了第一
本救亡歌曲集《中国呼声集》，产生很大
影响。1939 年，23 岁的他指挥演出了
《黄河大合唱》。长期的艺术实践，使他
的艺术才华不断提升。正是有了深厚
的艺术功底和创作积累，他后来才可以
写出惊艳四方的旋律。

他每次来昌平或是我去他家里，我
俩都要聊上一阵子：聊文艺，聊创作，聊
他在延安时期的点点滴滴。其实我最
想听、最想了解的，还是他那首《中国人
民志愿军战歌》的创作过程。因为这首
歌已经渗入到我的骨髓里，怎么听也听
不够，常听常新。有一次，我到他家里
看他，实在抑制不住，便切入了关于《中
国人民志愿军战歌》创作的话题。

当时我问他，这首歌曲的创作，是
不是上级给的任务。周老很严肃很认
真地回答我说：“这完全是发自我内心
的创作诉求，完全是自觉的。当时战争
箭在弦上，全国人民同仇敌忾。我也是
中华儿女其中的一员，所以必须要第一
时间做出应有的反应。这是我们每一
个中国人的责任、义务和担当。”

我曾经有个疑惑，志愿军出征时
为了保密，渡江的时间是每日黄昏至
翌日 4时，部队是在夜间悄无声息进入
朝鲜境内的。这样还怎么唱着这首歌
行军呢？

那天，周老给了我答案：“艺术很多
时候是人们心性的诉求与表达。你要
闭着眼睛细细感受和体味部队入朝的
画面。这首歌的创作是抽象出来的精
神象征，是一种民族大义的情感宣泄，
是对向我们发动挑衅和侵略的敌人的
猛烈回击。不管我们釆取任何途径，以
什么方式入朝，我们全体中国人民和英
勇的志愿军战士都是以这样一种姿态
去直面敌人、与敌人较量到底的。”

为什么要写这样一首歌曲？周老
端起杯子喝了两口水，仔细回忆起了当
时的创作过程。
“首先是这歌词，当时是以诗的形

式发表在《人民日报》上，太打动我
了。作为曲作家，我们的创作大多是
按词谱曲。词曲对撞产生火花，这个
火花就是灵感。一度创作的歌词，对
二度创作的谱曲至关重要。一方面，
词中的写作对于歌曲的形式有着前提

性意义；另一方面，曲的写作，又对歌
曲的成功与否有着决定性意义。互相
配合好了，才能共同打造一首词曲高
度融合的歌曲。”

关于这首很打动他的诗的诞生细
节，周巍峙是很久之后才陆续知道的。

1950 年秋，麻扶摇所在的炮 1 师
25 团成为第一批入朝部队。“雄赳赳，
气昂昂，横渡鸭绿江。保和平，卫祖
国，就是保家乡。中华好儿女，齐心团
结紧，抗美援朝鲜，打败美帝野心狼！”
在 10月初的动员大会上，麻扶摇挥着
拳头，高声呼喊出了他自己写的这首
誓词，激情澎湃，掷地有声，赢得了战
友们最热烈的掌声。11 月中旬，新华
社记者陈伯坚到前线部队采访，发现
了这首誓词，认为它主题思想明确，战
斗性强。于是，陈伯坚在战地通讯《记
中国人民志愿军部队几个战士的谈
话》中，就把改动了几个字的这首诗放
在了文章的开头部分。1950 年 11 月
26 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发表了该通
讯，并在大字标题下，醒目地登出了这
首誓词，说它是前线部队指战员的强
烈呼声。
“那一天，当我看到《人民日报》刊

登的这首诗以后，一下就被震撼了。
诗的内容没有几句，但字字分量都很
重。它让我感到非常激动，浑身热血
沸腾，好像自己就是一位即将‘雄赳
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的中国人民
志愿军战士。看着看着，我便产生了
一种强烈的冲动。”几十年后，周老回
忆起当初的情形，仍难掩激动之情，
“那时，整个国家刚刚从战争中走出
来，我们对战争的体验仍没有淡忘，对
解放军的战斗生活很熟悉。党中央决
策英明，决定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我
们文艺工作者该做的，就是将文艺作
武器，把官兵气势焕发出来、调动起
来，凝聚起人心和力量。这一切为我
的创作提供了大的背景。”

11月 26日下午，周巍峙在北京田
汉同志住处参加《人民日报》《新华半月
刊》两个单位召集的作品研讨会，在别
人汇报发言的时候，他的思绪就转到这
首诗上来了。周老说：“我的脑子完全
被进行曲的旋律占领了。我一边小声
哼哼着，一边用手在桌子下面打着拍
子。反复几次后，灵感一下出来了。我

心里说：‘有了！有了！’然后快速用笔
将谱子标了出来，总共也就用了半个小
时的工夫，完整的曲子就出来了。过后
我又在个别的音符节拍上进行了细微
调整，就这样完成了这首歌。”

创作中，他把诗中的句子“抗美援
朝鲜”改为“抗美援朝”。这首作品以诗
中最后一句“打败美帝野心狼”为题，于
1950 年 11 月 30 日发表在《人民日报》
上。后来，一家杂志评论这首歌曲，说
它是中国人民志愿军的战斗进行曲。
周巍峙受到启发，便将歌名改为《中国
人民志愿军战歌》。

我望着这位文艺老兵，一种深深的
感动和敬佩油然而生。这首歌曲虽然
创作只用了半个小时，但这背后是周老
很多年的积累和准备。试想，没有强烈
的爱国情怀，没有勇于牺牲的精神，没
有保家卫国的强烈使命，没有民族大义
的担当，创作灵感从何而来，又怎么能
快速写出这样动人的旋律？

麻扶摇与周巍峙，共同谱写了一曲
时代战歌，但二人在这期间从未见过
面。后来麻扶摇去拜访周巍峙时，时间
距离歌曲诞生已经过去了 40年。周老
说：“我们俩一见如故。”
《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是一首伟

大的歌。这首歌的曲调，强烈地表现了
抗美援朝英雄岁月的主旋律，充分体现
了志愿军的钢铁意志和坚强信念。它
不仅是一首好军歌，也是一首全国人民
都喜闻乐唱的歌曲，一经问世，便迅速
传遍长城内外、大江南北。1954 年 3
月，在文化部、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举办的“三年来全国群众歌曲”评奖中，
它获得一等奖。如今，这首写给英雄的
战歌，已经成为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的
象征。它将鼓舞激励着中华儿女不管
遇到任何艰难险阻，都将奋勇向前、克
敌制胜。

词作者麻扶摇，2019年去世；曲作
者周巍峙，2014年去世。

历史和人民会永远记住他们的
名字。

作者简介：周振华，1957年出生，

作家、国家一级美术师，曾任北京文联

理事、中国作协会员、中国散文学会副

会长等职。其作品曾获冰心散文奖、老

舍散文奖等奖项。

征途激荡英雄战歌
—《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创作始末

■周振华

“我请战，我抗击过埃博拉！”
“让我去，我在小汤山战过非典！”
“我要去，我是护理实战比武冠军！”
……
舞台大幕还没拉开，慷慨激昂的“请

战声”已此起彼伏。
近日，沈阳联勤保障中心组织“抗疫

故事会”情景剧演出。整台演出分为使
命召唤、危急时刻、大爱奉献、保障先锋
4个篇章，通过情景表演、合唱、舞蹈、朗
诵、讲述等方式，再现抗疫情景，歌颂抗
疫英雄，弘扬抗疫精神。

令全世界惊叹的火神山医院刚刚建
成，一切还待调整完善。为了按时收治首
批新冠肺炎确诊患者，医护人员夜以继日
地收拾病房、调试设备设施、准备药品设
备，实地演练收治流程……在音乐、舞蹈
和大屏幕视频的烘托下，情景诗朗诵《前
进，我们是抗疫的生力军》，让观众仿佛又
见到火神山医院里抗击疫情的场景。

舞台上，“红区”里两名护士正在各
个病房紧张忙碌着。突然，一名患者呼
吸变弱、口唇发紫，必须给患者紧急加推
呼吸兴奋剂。此时，临近交班，医护人员
的护目镜里雾气弥漫。只见一名护士稳
了稳心神，按照野战条件下“微光输液”
的流程，开始实战操作……医疗队员们
过硬的本领，赢得观众称赞。

舞台灯光渐渐暗了下来，ICU病房
里的时钟时针指向 23 点，现场一片宁
静。“30床的患者突然停止呼吸，赶快抢
救！”接近零点，对讲机里传来夜班护士
的急救呼叫，“红区”夜班医生跑步进入
病房，又开始了一场与病毒的战斗……
情景剧《不负韶华》，重现了白衣天使救
治新冠肺炎患者的一个个感人片段。

抗击疫情，不仅需要医护人员冲锋
陷阵，也离不开后勤保障人员的努力辛
劳。情景剧《红区有我》《抗疫保障队》将
保障人员向一线补给物资、在“红区”抢
修维护、洗消保洁等场景搬上舞台。这
些故事的素材都来自现场官兵的身边人
身边事，引发了他们的情感共鸣。
“病房的患者一天比一天少，预感就

要离开武汉了……”演出最后，伴随着
轻柔的音乐，演员娓娓讲述着一线抗疫
人员的心灵感悟。情景表演《永恒的记
忆》，充分彰显迷彩卫士们战胜疫情的决
心、不畏困难的勇气、团结奋进的意志，
深深感染了现场官兵。

上图：诗朗诵《前进，我们是抗疫的

生力军》。 佳 庆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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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文化景观

“哪怕风似刀来山如铁/祖国山河
一寸不能丢……”10 月下旬，新疆军
区某红军团文艺轻骑队，将慰问演出
送到海拔 5000 多米的高原驻训场。
一首《我站立的地方是中国》，引发官
兵强烈情感共鸣，赢得阵阵掌声。
“越是在艰苦的地方，越需要我们

用文艺带给大家力量。”出发前，该团政
治工作处主任陈辉向队员们动员道。

演出中，队员们用官兵喜欢的文
艺节目，讲述强军故事，传扬战斗文
化。歌舞《强军路上好巴郎》《寸土不
让》，热情洋溢，旋律铿锵；小品《我要
上战场》以高原驻训生活为背景创作，
讲述官兵任务面前无二话、打起行囊
就出发的忠诚无畏；情景表演《我请
战》贴近官兵生活，充满兵味战味。一
个个战斗气息浓郁的节目，丰富了驻
训文化生活，激发了官兵的训练热情。

节目送到
高原驻训场

■贾国梁

近日，武警甘肃总队文艺轻骑队
深入基层部队，开展文化服务。他们
坚持“为战服务、为兵服务”的准则，以
“兵写兵、兵演兵、兵唱兵”的方式，紧
密结合部队当前任务，开展了 30 场次
慰问演出，为官兵练兵备战注入精神
动力。

一

把握正确的创作方向，作品才能
有灵魂、受欢迎。时下，野外驻训如火
如荼，基层部队处处掀起练兵热潮。
“坚持‘为战服务’的鲜明导向，精心创
排演出节目，这是大家的共识。”队长
王琨说。

为创作一支反映官兵强军风采的
军旅舞蹈，队员王晓曈主动申请利用
周末时间走进某训练基地寻找灵感。
连续两天扎在训练场，她细心揣摩训
练场景，仔细观察官兵在训练场上的
动作。回营区后，她与队员们多番打
磨，拿出了一支洋溢青春风采、兵味十
足的舞蹈。“一线是富矿，处处有真
金”，说起此次创作，她感慨道，“只有
走进官兵生活，倾听官兵心声，收集官
兵语言，我们创作出来的节目才能有
‘亮点’没‘槽点’，才能引发官兵情感
共鸣。”
“不到凌晨不散场，躺在床上也琢

磨”，队长王琨介绍说，“为了让节目充
满兵味战味，大家都是怀着满腔热情在
工作，唱累了含片‘金嗓子’，跳累了互
相鼓鼓劲。”

经过多轮排练和审核论证，他们最
终确定了 10 多个兵味战味浓郁的节
目。其中，小品《加油》讲述了新兵老兵
比武竞赛的故事，告诉官兵“踏踏实实
训练，才能练出战斗力”的深刻道理；舞
蹈《律动青春》将火热的军营生活与传
统文化元素相融合，让人耳目一新；大
合唱《时刻准备着》唱出了陇原卫士枕
戈待旦谋打赢的决心意志，成为整个演
出的压轴节目……

二

“吃苦为什么？打赢、打赢、打赢！

训练干什么？必胜、必胜、必胜！”伴着
青春阳光的旋律，在执勤支队训练场，
一首《开训》率先亮相，点燃现场气氛。

队员们一路走、一路演，经历过 1天
赶 3场演出的“极限挑战”，也感受过戈
壁气候“冰火两重天”的强烈反差。但
他们说，看到官兵斗志昂扬练兵备战的
场景，自己也深受感染，心生豪情，便更

有动力为官兵演出好、服务好。
曲艺演员任宪垒和张磊磊，被战友

们称为“黄金搭档”。他俩一上台总是
“包袱”不断、金句频出，总能引来阵阵
欢笑声。表演相声《战地微课》前，他们
用一个个幽默“段子”，与官兵互动暖
场。随后，他们贴近火热的军营生活，
讲述官兵在训练生活中的趣事乐事。
接地气的内容、诙谐精彩的表演，让不
少官兵笑出了眼泪。某哨所下士张新
富说：“感觉这些事儿就发生在我们身
边。这样的节目有看头！”

“兵王兵王，我是钢铁的挡风墙；兵

王兵王，撕开敌胆破险障……”歌曲《我
是兵王》以强劲动感的旋律、铿锵激昂
的演唱，引发现场官兵的强烈共鸣，赢
得阵阵热烈掌声。

丹心一片，为战而歌。一场场演
出，如同一场场战斗动员，提振着兵心士
气，凝聚着奋进力量。一个个充满硝烟
气息的节目以深刻的思想内涵、精彩的
舞台呈现，给官兵带来艺术享受和精神
愉悦的同时，也使大家受到教育和鼓
舞。该总队宣传处处长刘胜全说：“文艺

轻骑队就是要用艺术的形式讲好基层
官兵的故事，为官兵鼓劲助威，让他们的
战斗豪情更加饱满，训练更有热情。”

三

这趟“巡演之旅”，上士冯鹏慧圆了
一个多年的梦——7年前，他是歌曲《无
名山上的小哨所》的原唱。此后他演唱
过很多遍这首歌曲，但歌词中描写的地
方，他却从没去过。

歌中的“小哨所”，位于祁连山深处昌
马河水库边上，1959年设哨。哨所官兵除
了确保河流不被破坏、水质不受污染外，
在寒冷的冬季还要破冰排险、防止冰堵。
“再转几个弯你就会看见，前面那座

无名的山，我的小哨所就在山里面，树木

遮住了它英俊的脸……”来到这个“熟悉”
的哨所，冯鹏慧更加深刻地感受到基层官
兵无怨无悔、甘于奉献的崇高精神。跟哨
所官兵合唱完毕，他动情地说：“来到哨
所，我真正找到了这首歌的根与魂。”

在陇南抗洪救援现场，两辆平板车
搭凑起背景，圈一块空地就是舞台。队
员们火速换装后，依次登台，把最灿烂
的笑容、最优美的舞姿、最激昂的歌曲
奉献给救援一线的官兵。

部队战斗到哪里，文化服务就跟进到
哪里。官兵在哪里，舞台就搭设在哪里。
此次慰问演出中，他们将文艺服务送到一
线，送到官兵身边，受到官兵的热烈欢迎。
队员们说：“这叫万水千山欢笑直达。”

这些天里，曲艺演员、中士杜兵兵，
跟随文艺轻骑队踏上茫茫戈壁、挺进任
务一线，一路收获颇丰。他说：“我平常
写军营小故事时，经常是绞尽脑汁却难
有所获。这次每到一个演出地，我总要
和战友们聊一聊、唠一唠。现在我对创
作出鼓士气暖兵心的作品充满信心。”

演出完毕归建，队员们顾不上休
息，又分成几个小组，讨论此次演出中
的不足和问题。这群向战而行、为战而
歌的文艺战士，已经将目光对准了下一
个“战场”……

左上图：武警甘肃总队文艺轻骑队

走进深山哨所，真情为兵服务。图为队

员任宪垒在昌马河执勤点为官兵表演

快板《大山里的一群兵》。 张 宁摄

每一场演出都是战斗动员
■曹世凯 曹志刚

文艺轻骑队风采录

作品背后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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