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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老家辽宁铁岭的一个山村里，有
一座雷锋纪念馆。这座雷锋纪念馆并
不大，远远看去就像是一排学校的宿
舍。它坐落在村子的南隅，陪伴着一条
蜿蜒远去的小河。馆前迎风招展的五
星红旗下，是一尊雷锋同志手握钢枪、
英姿飒爽的铜像。

走进这座纪念馆，我才知道，铁岭
是雷锋的第二故乡。半个多世纪前，这
里曾经生活过一名伟大的战士。从
1962年 3月 16日，雷锋带领运输连 4班
在国防工程施工地执行运输任务开始，
直到 1962 年 8月 15 日因公殉职，他都
一直驻扎在铁岭县横道河子镇下石碑
山村。雷锋和战友们在这里学习和生
活，和当地人民结下了深厚的感情，也
留下了许多感人的故事……

1962年 5月 2日，那个风雨交加的
傍晚，雷锋雨夜送亲人的故事，就发生
在今天雷锋纪念馆选址的地方。讲解
员说：“就是从纪念馆所在位置开始，雷
锋在大雨滂沱中，护送着母子三人，走
了十几里的山路，把他们安全送到了目
的地。”

雷锋救助的那位大嫂，名字叫作纪
玉春。那天她带着两个孩子从黑龙江
哈尔滨市辗转来到辽北农村，要去章子
沟村探望公婆。没想到，路过雷锋单位
驻地下石碑山村时，突然天降大雨。雷
锋见母子三人没有带雨具，行李也比较
多，而且在当地也没有别的亲人，就主
动取来了自己的雨衣、脱下自己的军装
外套给他们遮风挡雨。到了纪大嫂的
公婆家，浑身被雨淋湿的雷锋谢绝了一
家人的挽留，又走了十几里的山路回到
了部队。当晚，他把这件事记录在自己
的日记里，并没有跟其他战友提及。雷
锋因公牺牲后，大家在整理雷锋遗物
时，才发现了雷锋日记里的这个故事。
雷锋在日记中写道“……我离开她们
（纪大嫂）家的时候，风雨仍然没停，她
们都留我住下。我想，刮风、下雨、天
黑，算得了什么？一定要赶回部队，明
天照常出车。我一边走一边想着：我是
人民的勤务员，自己辛苦点，多帮人民
做点好事，这就是我最大的快乐和幸
福。”但是“纪大嫂”是谁、在哪里，当时
并没有人知晓。

1963年 3月 5日，毛主席等党和国
家领导人为雷锋同志的题词发表后，
学习雷锋的热潮蓬勃兴起。在哈尔滨
工作的纪玉春看到报纸上刊载的雷锋
事迹后，才知道去年雨夜送自己和孩
子回婆家的好心人已经牺牲了。悲痛
过后，她主动找到了报社记者，把这个
故事报道了出来。在之后的日子里，
纪玉春被雷锋无私的精神感动着、激
励着，把学习雷锋精神融入实际工作
中，多次获得各级授予的“学雷锋先
进个人”称号。她还四处义务宣讲雷
锋故事，就是想让更多的人知道一个
真实的雷锋，知道这样一种助人为乐
的高尚品质就像一团火，可以照亮很
多人前行的精神之路。

1974 年，纪大嫂的孩子徐富斌长
大成人，也积极应征入伍。在部队里，
他努力学习、积极工作，通过严格的筛
选，像当年的雷锋叔叔那样，也成了一
名汽车兵。退伍后回到地方工作，他依
旧自觉地用雷锋精神指引自己……

雷锋作为一名无产阶级战士，已经
离开我们快 60年了。但雷锋精神，永
远在中华大地上不断延续，影响着一代
又一代的中国人。雷锋，从未离开。今
天，我们依然能在很多地方看到雷锋的
印记：雷锋班、雷锋车间、雷锋号、雷锋
小学、雷锋中学……雷锋在中国人的道

德高地上，永远是不可替代的价值坐
标。他就是一颗超越时代的恒星，其身
上所具有的信念能量、大爱胸怀、忘我
精神、进取锐气，正是我们民族精神的
生动写照。

大道至简，最崇高的精神往往孕育
在最平凡的事业当中。雷锋日记中曾
有这样一行文字，“永不生锈的螺丝
钉”。这是影响了雷锋一生的一句话。
当初，雷锋与家乡湖南望城县县委书记
张兴玉走在路上时，一脚踢飞了一颗螺
丝钉。谁想到，张书记上前弯腰捡起
来，擦干净后郑重交给雷锋，“留着，会
有用处的”。一弯腰、一句话，一个老共
产党员的言行影响了这个年轻人的一
生。1962 年牺牲前，雷锋还在日记里
感慨：“一个人的作用对于革命事业来
说，就如一架机器上的一颗螺丝钉。”如
今，我们再想起雷锋的这句话时，便格
外有感触。倘若 14亿中国人、9000 多
万党员都能在自己岗位上做一颗永不
生锈的螺丝钉，民族复兴便指日可待。

抚今追昔，信仰永存。50多年来，
每年的 3月 5日，全国上下都会掀起学
雷锋的热潮。这些年来，更有许多的
“活雷锋”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在
新冠疫情肆虐的时候，“雷锋”们挺身而
出，把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写在具体行动
中。他们很多人都不愿意宣扬自己的
名字，更愿意人们把自己当作是“雷
锋”。在高原大漠、在风雪边疆，戍边卫
士们弘扬着雷锋同志“爱憎分明不忘
本，立场坚定斗志强”的高尚革命精神，
奉献热血青春，守卫万家灯火。这也从
另一个侧面凸显了提倡雷锋精神的重
要性：人民有信仰，民族有希望，国家有
力量。

征途漫漫，惟有奋斗。“学习雷锋好
榜样，忠于革命忠于党”，在迎来党的百
年华诞的时刻，我们更应该自觉向雷锋
同志学习，劳动在希望的田野，奔跑在
闪光的大道，拼搏在巨浪的潮头，怀着
理想，奋发有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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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年 3月，在毛主席发表“向雷锋
同志学习”题词的第二年，由八一电影制
片厂出品的故事片《雷锋》上映，电影主
题曲《雷锋，我们的战友》随之迅速在祖
国大地唱响。这首歌是我调到八一厂后
写的第二首电影歌曲。那年我27岁。

其实一开始，我是另一部电影的作
曲，但那个电影的导演是个新手导演，他
怕我们俩都是新手要搞砸，就建议我跟
另一位资深作曲家换一下。我挺高兴。
因为学雷锋热潮掀起后，我们对雷锋都
十分敬仰，而且当时我也年轻，觉得能让
我写歌、给我任务就挺好。就这样，我意
外地成了电影《雷锋》的作曲。

为《雷锋》写主题歌，是个光荣而艰
巨的任务。我憋着股劲儿，想把这个歌
写好。带着压力和动力，我到了雷锋生
前部队体验生活。去之前，我请沈阳音
乐学院的一位教授写歌词。他很快写好
了词，叫《高岩之松》，把雷锋比喻为高高
岩石上长出的一棵松树，以显示雷锋精
神的高大。我当时觉得这个形象鲜明、
立意突出。我很快谱好曲子，还给教授
唱了，他很认可，我也挺满意。我就带着
这个歌谱到雷锋部队去了。在部队里，
我和战士同吃同住同劳动、同训练同学
习，还帮着雷锋开过的那辆“嘎斯”十三
号车的司机修理车子。这期间，我 5次
采访培养雷锋入党的指导员高士祥，两
次采访雷锋的战友乔安山，参加了雷锋
班的班会，还到雷锋当校外辅导员的学
校去找校长、老师了解情况，到雷锋劳动
过的鞍钢工厂参观。

雷锋的战友们给我讲了他很多日常
的事情。比如，雷锋把自己有限的津贴，
以战友的名义寄给战友家里。吃饭不小

心掉在地上的饭粒，雷锋要捡起来吃
掉。周日他们放假出去玩，有战士口渴
了到街上买汽水、冰棍解渴，雷锋是用军
用水壶带水喝，还提醒战友：“带来的水
不是一样解渴吗，何必花那些钱呢？省
点钱买几本书学习学习、提高提高多
好。”乔安山说，有一次雷锋生病发烧，还
去帮助附近的小学盖房子。在电影《雷
锋》里，有一首歌叫《为社会主义大厦多
添一块砖》，唱的就是这个真实的故事。
给我触动最大的，是参观连队的一个展
览。当时的展厅是个小土房。我在那
儿，见到了雷锋的“节约箱”，里面有雷锋
从外面捡回来的螺丝钉，还有他穿过的
补了又补的袜子、衣服鞋子什么的。就
像毛主席说的，一个人做一件好事并不
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雷锋做的每
一件事单个看起来可能觉得是小事，但
正是这些生活中说不完道不尽的小事，
塑造了他不朽的人格。

于是，我发现问题了，“高岩之松”不
是雷锋的特点啊。你要说这是董存瑞、黄

继光可以，但是这不是雷锋。雷锋是在一
点一滴的日常生活中展现了伟大精神，他
的特点应该是伟大寓于平凡。雷锋也说：
“人的生命是有限的，可是，为人民服务是
无限的，我要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
的为人民服务中去。”这是很不容易的。
概括起来，我认为，雷锋精神就是为人民
服务的精神。这是他的特点，而不是战场
上的流血牺牲。雷锋是属于和平年代的
英雄。我有了这个认识后，就毅然放弃了
《高岩之松》。但那位教授无暇修改，我只
好自己作词作曲。

关于雷锋的歌，当时已经有好几首
成功之作了，比如广为传唱的《学习雷锋
好榜样》《唱支山歌给党听》《八月十五月
儿明》《接过雷锋的枪》等。如何在一个
大众熟悉的领域另辟蹊径？我想如果我
写得雷同了，那老百姓也不见得愿意听，
我要有新颖的地方。

从部队回来后，我每天冥思苦想。
有一天晚上，夜里 12点多钟了，我也累
了，就靠着床头想休息一下，但脑子还是

停不下来。我一直在想：怎么体现伟大
寓于平凡？音乐主题应该用什么样的？
突然，“雷锋，我们的战友，我们亲爱的弟
兄；雷锋，我们的榜样，我们青年的标
兵”，这两句带着旋律的词在脑海里冒了
出来。我一机灵，主题找到了，这里面伟
大和平凡都有了。我马上翻身起床，拧
开台灯，记录下来。但是词还没有，那就
先把曲子写下来。顺着这两句词，我一
口气把全部曲调都写了出来，如释重
负。虽然就只有这两句词，但我心里有
了底。第二天，我又赶紧就这个主题把
歌词填完整。

歌曲我采用了进行曲的样式，强调
前进的队伍不可阻挡的感觉，代表一种
时代的声音和革命队伍的气势。创作，
就应该追求自己的独特风格。这个主题
果然得到了大家的认可。这首歌传唱开
之后，我收到很多人的来信，找我要这首
歌的曲谱。
《雷锋》电影音乐的创作对我来说具

有里程碑意义。它让我明白两个道理，一
是艺术要扎根生活，要深入人民。创作要
向生活要灵感，要激情，要艺术的真善
美。如果说这首歌有一些新颖的地方，那
得益于我十分虔诚地深入雷锋部队的生
活。我是深入生活之后才发现了雷锋的
独特之处，才创作出一个贴合他的音乐形
象。另外就是创作到一定高度时，你能不
能更上一层楼，就在于是否能够坚持、能
够迎难而上。为山九仞，功亏一篑。创作

道路上，苦思苦想不能停，要一直很努
力。我后来写《地道战》《挺进中原》等，都
是秉着这样的创作精神完成的。

傅庚辰，著名军旅音乐家，国家一级
作曲，被中国文联、中国音协授予中国音
乐金钟奖“终身成就音乐艺术家”称号。
创作有《地道战》《映山红》《红星照我去
战斗》《雷锋，我们的战友》《毛主席的话
儿记心上》等众多脍炙人口的经典歌
曲。本文根据傅庚辰接受本报记者袁丽
萍采访时的记录整理。

为他谱一曲凡人英雄歌
——谈电影《雷锋》主题曲《雷锋，我们的战友》创作

■傅庚辰

“东西南北兵，军营大拜年”。解放
军新闻传播中心广播电视部春节特别
节目《军营大拜年》文艺轻骑队，已经连
续 17年新春走基层，把舞台搭在战士身
边，将欢乐送到战友心田。节目被基层
官兵亲切地称为“军营春晚”，广受好评
与赞誉。

一

今年春节期间，《军营大拜年》在央
视荧屏上连续推出了《走进第 76 集团
军》《走进川藏线》《走进伊木河》《走进
水兵》《走进空军某基地》《走进武警江
西总队》《走进阿里》7期“新春走基层”
特别节目。节目播出后，引发观众热烈
讨论。“暖哭了”“感人”“战士太可爱了”
成为热评热搜关键词。有的战士激动
地说：“想不到自己能上电视，让家人也
能看到我。请爸妈放心，儿子在部队一
切都好！”有战士母亲留言道：“儿子，今
年你又没能回家过年，我在《军营大拜
年》上看到你了，你虽然晒黑了，还是那
么帅，妈妈想你！”原空军某部的一名
老兵说：“每每看到《军营大拜年》都感
到特别亲切、特别感动，好像自己就在
现场，就在战友们中间。”还有热心观众
留言：“从节目中看到边防战士脸都晒
得黝黑、脱皮了，依然笑容灿烂，当时眼
泪就忍不住了。”

节目收到的反响让在幕后辛苦付
出的主创团队倍感欣慰与自豪。文艺
轻骑队负责人说：“出发前，我们就下
定决心，无论面临多少困难，今年的
《军营大拜年》都要高质量完成，而且
要坚持‘真诚为兵服务、真实记录过
程’的创作导向不变，服务第一、真实
第一。”

17年来，《军营大拜年》打破“我演
你看、我唱你听”的传统模式，增强官
兵互动和多向交流，让官兵真正融进
来、动起来，把战士最质朴、最可爱、最
清澈的一面绽放在观众面前。今年，
他们坚持“一路欢乐一路歌、一路感动
一路行”的纪实拍摄风格，深入挖掘基
层部队鲜活感人的故事，尤其注意深
入战地一线，融入实战实训，彰显边关
英雄的战斗风采。在春节荧屏上，《军
营大拜年》再次凸显了军事电视文艺
“兵味浓、年味足、人情味重，战地黄花
分外香”的鲜明风格。

结合去年疫情期间成功制作“云
上”八一特别节目的宝贵经验，今年《军
营大拜年》围绕各场次主题和所在部队
特点，打开了节目创新设计的新思路。
在这 7场节目中，既有军地文艺工作者
和基层业余文艺骨干的精彩联袂，也有
新四军后代走进雪枫旅、川藏线上的洁
白婚纱、高原战地家书等特别设计的
“暖心”环节；既有年味十足的节日文化
氛围，更有战味浓郁的强军文化特色。
节目中大量采用“云视频”方式，让高山
连线海岛，小点号连线野训场，执行维
和、护航任务的官兵连线祖国，戍边战
士连线父母家人，让军营拜年的内容精
彩纷呈。

二

今年《军营大拜年》文艺轻骑队在
兵分多路前往各个基层部队进行慰问
服务、节目拍摄的关头，遭遇疫情多点
散发的突发情况。原计划中的导演、主
持人、摄制队伍困在北京、石家庄等地，
多期节目的任务只能压在一支队伍身
上。

导演纠延安刚办理完退休手续，在
做完髌骨骨折手术不到 1个月的情况
下，拄着双拐连续奔波 20多天，先后转
战江西南昌、三湾、瑞金，湖南常德，内
蒙古伊木河边防连等地，坚持完成了 3
期节目。由于疫情影响，其他主持人难
以调动，阿里、川藏线、伊木河这 3个最
偏远最艰苦方向的主持任务，不得不压
在老同志李言军一个人的肩上。他没
有二话，跟随队伍一路上高原、斗严寒，
热情洋溢地完成好每一次主持。走进
川藏线慰问演出，是年轻女编导朱青首
次带队拍摄。她和摄制组反复推演方
案，克服高原缺氧，在 19天的时间里连
续慰问了 16个兵站、点位、班排的基层
官兵。拍摄归来后，在播出时间紧、节
目素材量大、制播任务超重的情况下，
所有编导一头扎进后期制作，在不到 20
天的时间里，高质量完成了 7期节目的
制作任务。

在《军营大拜年》幕后团队看来，像

这样的工作状态，多年来他们早已习以
为常。节目导演杨丽先后 12次深入青
藏高原采风和组织慰问演出。有一次
去往西藏岗巴营拜年的路上，她因高原
反应而休克。节目编导丁洁说：“负责
摄像录制的同志在零下 40摄氏度的雪
山上，为了不耽误拍摄，把机器放在自
己怀里捂着。我们的团队，是一支能战
斗的团队！”

三

《军营大拜年》栏目组的办公室里，
挂着一幅特别珍藏的中国地图。上面
用红色小旗子标注着一片密密麻麻的
鲜亮红点。这是他们 17年来上高原、下
海岛、进班排、走边关的红色印记。“真
诚为兵服务，真实记录过程”，一代代文
艺轻骑队队员用硬脚板蹚出一条条“兵
写兵、兵演兵、兵唱兵”为兵服务之路。
从北极哨所到南沙永兴岛，从黑瞎子岛
到神仙湾边防连，地图的每一处“红点”
上，都曾留下感人的故事。

那一年除夕前，文艺轻骑队走进东
风航天城，搭乘车辆沿着戈壁铁道线慰
问沿途点号上的官兵。他们远远看到
一位战友独自行走在铁道线旁，便赶紧
停下车。采访得知，这位战友正在巡
线，已经很多年没能回家过年。对着镜
头，他说：“爸、妈，不是儿子不想回家陪
您二老过年，儿子是军人啊。等我退伍

回家了，天天孝顺您二老。”质朴深情的
话语让在场人湿了眼眶。那一天，队员
们站在漫漫铁道线边，为可敬的战友献
上了特殊的祝福——一首接一首的嘹
亮歌曲回响在戈壁上空，也回荡在战友
心中。

节目组总导演卫晨霞回忆起 2009
年慰问红山嘴边防连的经历，至今心潮
难平。那一次，节目组搭乘新疆军区某
团送年货的直升机，飞抵“雪海孤岛”红
山嘴边防连。飞机上还有两位战友的
未婚妻。但没想到，直升机进山没几个
小时，就因暴风雪预警必须马上撤离。
《军营大拜年》的镜头，记录下了战友潘
郎平抱着未婚妻郭美玲，“那滚烫的眼
泪，还没有滚下脸颊就凝成冰”的动人
场景。

如今，《军营大拜年》已经成为中央
广播电视总台春节荧屏上跨频道播出
的重要军事节目品牌，形成了“接地气、
添喜气、聚人气、鼓士气”的鲜明风格。
17 年来，《军营大拜年》为兵服务的足
迹，走遍了东极哨所、西陲第一哨、神仙
湾、河尾滩、红山嘴、墨脱、北极哨所等
数百个艰苦偏远边海防连队哨所。它
饱蘸深情，把人民子弟兵对党之忠、对
祖国之爱、对父母之孝、对妻儿之情，通
过“东西南北兵、军营大拜年”这条线，
在春节黄金时段生动呈现出来，彰显了
“大我寓小我，大家连小家”的浓郁家国
情怀。

《军营大拜年》连续17年走向基层战友——

官兵身边的“军营春晚”
■李因兴 邸 亮

扫

描

二

维

码

观
看
歌
曲
视
频

上图：《军营大拜年》栏目

组联合基层部队业余文艺骨

干，共同开展为兵服务。图为

在今年的节目拍摄过程中，武

警江西总队“星火传播小分

队”表演歌舞《敢打必胜》。

黄子龙摄

左图：1月上旬，《军营大

拜年》文艺轻骑队沿着当年18

军进藏路线，奔赴千里川藏线

上的高原兵站慰问演出，给战

友送去温暖和祝福。

唐 杰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