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牛年春晚的舞台上，一首由军旅歌
手雷佳演唱的新歌《请放心吧，祖国》，
伴随着新年的钟声飞进了千家万户。
这首歌颂新时代戍边官兵的音乐作品，
以其独特的军旅风格、多彩的音乐语言
和生动感人的画面，为人们描绘了一幅
壮丽的戍边图，打动了亿万观众的心。
网友纷纷留言：“因为有了边防军人的
坚守与牺牲，才有了我们的岁月静好与
万家团圆”“一曲感天动地的英雄壮歌”
“向边防英雄致敬”……

用音乐形象彰显新时代戍边官兵听
党指挥、矢志强军、听令而战的忠诚品格
与使命担当，是这首歌曲鲜明的主题。
词作者陈道斌，曾多次随文艺轻骑队深
入边海防部队体验生活。在西陲雪域高
原，他真切感受到边关将士“枕戈待旦戍
边疆，爬冰卧雪砺精兵”。他说，战友们
扎根雪域、以身铸碑，宁肯高原埋忠骨、
决不丢失一寸土的奉献精神和血性胆
气，让他感觉“真正走进了‘精神的高
地’”。从边关回来后，他又查阅观看了
大量边防军人戍边卫国的先进事迹材料
和录像资料。官兵“头顶边关月，拉弓箭
在弦”的备战常态，像钢钉般牢牢铆在生
命禁区的壮举，以及一幕幕感人肺腑的
戍边情景，像火花一样点燃了他积蓄胸
中的激情和创作灵感。他感慨地说：“每
一名戍边军人都是边境上的界碑，他们
站在哪里，哪里就是中国。”

创作歌词时，陈道斌将目光聚焦在
“世界屋脊”这一特定环境，从多个视角
去发掘戍边官兵身上的爱国主义和革命
英雄主义精神。“穿过峡谷，蹚过冰河，我
在长长的边境线上巡逻；我站立的地方
有多高，这里叫做挂在天上的哨所……”
歌词以开阔的视野，浑雄的气势，生动描
述了祖国大好河山的辽阔壮美，抒发了
戍边官兵矢志强军报国的豪情壮志。在
宏大格局中，作者又借助精微的具象点
缀主题。从喀喇昆仑翱翔的雄鹰到战士
手中锃亮的钢枪，从空气稀薄的云端哨
所到漫长国境线上的一座座界碑，歌词
展现了戍边官兵在恶劣环境中绽放的壮
美青春，把官兵的初心与梦想化作言简
意赅的铿锵誓言：“我在千里边关向妈妈
承诺，寸土不让，寸土不丢！脚下的土地
再小，也属于中国！”这既让人领略了官
兵忠于使命、以身报国的坚定信念，又巧
妙地推进了歌词意境，让人们听到了戍
边官兵唱给祖国的炽热心声：“请放心
吧，亲爱的祖国！当我在战场上倒下，请
别难过，那鲜血染红的大地，明天会开出
更美的花朵；当我在战斗中牺牲，请别难
过，我化作翱翔的雄鹰，也要守卫着祖国
的山河。”这种宏阔和细微的缜密结合，
于细节中演绎出大意境，使作品感情起
伏有致，节奏张弛自如，既浓墨重彩地渲
染出戍边官兵誓死捍卫神圣国土的决心
意志，又细腻传神地刻画出官兵丰富深
沉的情感世界，鲜活地塑造出新时代边
防军人血肉丰满的英雄形象。

曲作者王喆以饱满的情感和娴熟的
技巧为这部作品插上了音乐的翅膀，使
词曲达到了相得益彰的艺术效果。为了
准确表达边防军人的内心世界，王喆力
争“从一名士兵内心独白的角度谱写旋
律”，使音乐散发浓郁的兵味兵韵。最终
这首歌在充满朝气的抒情旋律中融入了
坚定有力的进行曲风格，使歌曲既具有
催征的战斗品格，又富有浪漫主义的抒
情色彩。音乐结构采用主副歌两段体结
构，主歌部分的旋律注重叙事性，像说话
般娓娓道来；飘曳的军号、舒展的音线和

交响乐的创作手法，为歌曲的发展铺垫
出壮阔的氛围，抒发了官兵对祖国壮美
河山的眷恋之情。副歌部分的旋律明亮
昂扬，在调式的变化和跌宕的音程中，坚
毅乐观的情绪被铿锵的节奏诠释得激情
昂扬，烘托出雪域军人在逆境中坚韧不
拔的生命力和所向无敌的必胜斗志，使
音乐闪烁着英雄主义的亮色。雄浑的男
声合唱与抒情的女声独唱，融汇成听觉
上和谐美妙的和声，把歌词的思想内涵
酣畅淋漓地展现出来。当结尾用反复上
行的音调和全曲最高音唱出主题时，边
关军人可亲可敬的形象仿佛跃然眼前。
这荡气回肠的豪迈乐曲，每个音符都仿
佛燃烧着戍边官兵的热血，每段旋律都
仿佛回荡着赤诚奉献的强音。

军旅歌手雷佳的演唱声情并茂，
自豪且坚定的深情咏唱拨动着观众的
心弦，极具穿透力的高音给人以灵魂
的震撼。作为军旅歌手，她曾多次随
文艺轻骑队到边防一线为兵服务演
出，被边防军人卫国戍边的事迹深深
打动。谈及演唱这首歌的感受时，她
说：“演唱这首歌，我十分激动，因为在
身后的大屏幕上，出现的是我最亲密
的战友。他们的面庞虽历经风霜，但
笑容却最打动人心；他们中有的人在
家里还是个孩子，但穿上军装的那一
刻就成为英雄的战士！”

春晚演出后，雷佳在朋友圈写道：
“希望自己用歌声在万家团圆的时刻，
告诉大家，有一些人正在用青春和生命
守卫着这片温暖的土地，守护着万家灯
火。他们的坚守与牺牲，值得我们永远
铭记。”这种对边关军人深厚的情感，在
她的艺术演绎中得到充分抒发，也让这
首歌更好地表达出对新时代戍边官兵
及其崇高精神的深情礼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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井冈山，位于湘赣边界罗霄山脉的

中段，20世纪 20年代以前名不见经

传。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部队南下时，

决定选择在井冈山地区建立革命根据

地。从此，井冈山在中国历史上有了极

为独特的重要位置。1928年秋，毛泽东

写下《西江月·井冈山》；1965年，毛泽东

又写了《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念奴

娇·井冈山》。三首词均以“井冈山”为

题，一再吟咏，思念深厚，足见井冈山在

毛泽东心目中的分量之重、情结之浓。

一

1927年9月9日，毛泽东领导发动

湘赣边界秋收起义。10月，他率领起义

部队来到井冈山。1928年4月，朱德、陈

毅率南昌起义保留下来的部队和湘南

起义的农军1万多人陆续转移到井冈山

地区，与毛泽东领导的部队胜利会师。

井冈山根据地的发展，引起国民党反动

派的仇视。1928年7月，湘赣敌军“会

剿”井冈山。由于湖南省委代表杜修经

等人错误决定，指令二十八团、二十九

团分兵向湘南冒进，结果遭致“八月失

败”。毛泽东当时正在永新指挥三十一

团作战，闻讯后当即命其第一营迅速撤

回井冈山，他自己亲率第三十一团第三

营前往湖南桂东方向迎还红军大队。

8月下旬，就在朱德、陈毅率领的第

二十八团还在湘南，毛泽东率部前往桂

东迎还红军大部队之际，湘敌吴尚三个

团，赣敌王均一个团，从酃县向井冈山

猛扑而来。8月30日，敌军开始进攻黄

洋界哨口。红军守军不足一营，凭险据

守。31日中午，战士们将一门迫击炮从

茨坪军械所搬上了黄洋界，两发命中。

炮响之后，各个山头吹起军号，军民喊

杀声一片。敌人误以为红军主力已经

杀回山上，连夜逃之夭夭。

9月26日，毛泽东和朱德率红四军

主力回到井冈山，了解黄洋界保卫战详

情之后，他欣然命笔赋诗：

《西江月·井冈山》

山下旌旗在望，山头鼓角相闻。敌

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

早已森严壁垒，更加众志成城。黄

洋界上炮声隆，报道敌军宵遁。

词的上阕描写黄洋界保卫战敌我

双方态势。“山下旌旗在望，山头鼓角相

闻”，单刀直入，展现出战火纷飞的现

场。旌旗和鼓角都是古代用于指挥战

斗、激扬军威的器具，如“陷敌挫金鼓，

摧锋扬旆旌”（南朝梁刘峻《边塞》）；“旌

旗荡野塞云开，金鼓连天朔雁回”（明谢

榛《塞上曲》）。毛泽东在“旌旗”“鼓角”

之前分别冠以“山下”“山头”，点明这是

一场山地保卫战。句尾分别续以“在

望”和“相闻”两个动词，更让人仿佛放

眼战场，耳闻杀声。“敌军围困万千重”，

反映出敌强我弱的严峻形势。而“我自

岿然不动”，生动刻画出井冈山军民临

危不惧、从容应敌的英雄风貌。

词的下阕则指明了黄洋界保卫战

取得胜利的原因。“早已森严壁垒，更加

众志成城”，属纪实描写。“壁垒”指严密

牢固的工事。“森严壁垒”“众志成城”与

“岿然不动”前后照应，既庄重雄浑，又

韵味深长。“黄洋界上炮声隆，报道敌军

宵遁”，巧妙地渲染出那门迫击炮退敌

的情节。“敌军宵遁”与“敌军围困万千

重”形成鲜明对照。毛泽东没有铺陈细

节，以战斗的结局收尾，点到为止，力透

纸背，从而更发挥了小令的特点。

二

《西江月·井冈山》是记录井冈山斗

争的史诗华章。这首词使黄洋界名扬

天下，甚至成为井冈山的代名词。那么

毛泽东为什么没有以《西江月·黄洋界》

为题，而要舍小取大，以《西江月·井冈

山》为题呢？

客观地说，就战争规模、持续时间、

激烈程度、战术谋略而言，黄洋界保卫

战并不突出。而诗人毛泽东却对此役

格外高看一眼，着墨最多，三首井冈山

词都提到了“黄洋界”：“黄洋界上炮声

隆”“过了黄洋界，险处不须看”“黄洋界

上，车子飞如跃”。

要解释这一现象，必须认真品读毛

泽东《井冈山的斗争》一文对这次战斗

的描述：“八月三十日敌湘赣两军各一

部乘我军欲归未归之际，攻击井冈山。

我守军不足一营，凭险抵抗，将敌击溃，

保存了这个根据地。”“八月三十日井冈

山一战，湘敌始退往酃县，赣敌仍盘踞

各县城及大部乡村。”毛泽东在文中的

用词是“井冈山”，而不是“黄洋界”。

“早已森严壁垒”，是黄洋界保卫战

取胜的重要前提。毛泽东在《中国的红

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中，指出巩固

根据地三条方法中的头一条就是“修筑

完备的工事”。在《井冈山的斗争》中，

毛泽东也说井冈山根据地“山上要隘，

都筑了工事”。这是毛泽东“备战”思想

最早的诗意表达。而“更加众志成城”，

则是黄洋界保卫战的制胜法宝，正如

《井冈山的斗争》中所说：“边界的斗争，

完全是军事的斗争，党和群众不得不一

齐军事化。怎样对付敌人，怎样作战，

成了日常生活的中心问题。”

五百里井冈，不是一个孤立山头，而

是一个区域性概念。《井冈山的斗争》明

确记载：“山上大井、小井、上井、中井、下

井、茨坪、下庄、行洲、草坪、白银湖、罗浮

各地，均有水田和村庄，为自来土匪、散

军窟宅之所，现在作了我们的根据地。”

井冈山有五大哨口，即朱砂冲、桐木岭、

黄洋界、八面山、双马石。而所谓“山

下”，指井冈山五大哨口以下的黄坳、五

斗江、拿山、茅坪等山麓地区。敌人的进

攻目标是井冈山，黄洋界首当其冲。统

观《西江月·井冈山》的构思，全词紧扣

“井冈山”，先描写“山下”“山头”的广阔

战场，次概括敌我对峙、激战的情景，再

分析全山战备情况和军民战斗姿态，最

后突出黄洋界一战的胜利，逻辑自然，层

次分明。1960年，陈毅跋《西江月·井冈

山》：“是役，井冈山根据地赖以保全，有

扭转战局的作用。”这就不难理解毛泽东

着眼全局，为何以“井冈山”为题，而不是

以“黄洋界”为题了。

三

1959年3月5日，谢觉哉初到井冈

山时，诗赞井冈山：“祝贺你以前是中国

的第一山，今后永远是中国的第一山。”

1962年3月，朱德重访井冈山时，挥毫

题写“天下第一山”。这“天下第一山”

的殊荣，是从政治意义而言的。正如毛

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中所说：“边界

红旗子始终不倒，不但表示了共产党的

力量，而且表示了统治阶级的破产，在

全国政治上有重大的意义。”

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

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开创了一条

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黄洋界保卫

战不是简单的退敌成功，而是保卫了井冈

山根据地，捍卫了毛泽东苦苦寻求到的中

国革命道路。没有井冈山斗争的伟大探

索，就没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开

篇，就没有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

之路的峰回路转。所有这一切，是毛泽东

具有浓郁井冈情结的根本原因。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处在危急

关头。毛泽东提出了“上山”的思想。

1927年6月，毛泽东指出：山区的上山，滨

湖的上船，拿起枪杆子进行斗争，武装保

卫革命。1927年7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

委会举行扩大会议，毛泽东在会上提出，

上山可造成军事势力的基础。在湘赣边

界起义的原定计划严重受挫的情况下，毛

泽东审时度势，及时从进攻大城市转为向

农村进军，毅然引兵井冈。“朱毛会师”后，

“工农武装割据”的局面初步形成。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井冈山斗争

是中国革命的关键一步。1934年1月，

冯雪峰到瑞金时，对毛泽东说：鲁迅读

过他的《西江月·井冈山》等词，认为有

“山大王”的气概。毛泽东听后开怀大

笑。鲁迅先生的这句妙评，与毛泽东要

到山上去做“特殊的山大王”主张，可谓

不谋而合。

黄洋界上炮声隆
—《西江月·井冈山》赏析

■汪建新

艺 境

作品背后的故事

阅图

照片拍摄的是武警甘

肃总队兰州支队某中队官

兵巡逻的场景。这个中队

驻守在大山深处，官兵常

年以大山为伴，以哨所为

家，默默守卫着一方安

宁。画面中，拍摄者以仰

角记录下官兵踏月巡逻的

剪影。月亮、云彩与士兵

融汇在一起,仿佛一幅生

动的水墨画。

踏月巡逻
■摄影/撰文 侯崇慧

红色足迹

兵 漫

学党史 守初心
■建龙/绘 陶雅晴/文

重温入党誓词。 参观革命英雄纪念馆。

听老英雄讲述战斗故事。 学习讨论党史知识。

开展党史知识竞赛。 将学习成果转化为练兵热情。

苟坝是贵州遵义以南的一个小山
村。马灯是一种可以提在手上，防风避
雨的煤油灯，因骑马夜行时，常挂在马
身上而得名。原本不知名的苟坝，与一
盏马灯结合在一起，其间有着一段非同
寻常的往事。

时至春天，黔北乡村满目葱茏，农
舍白墙的转角处，勾勒着砖红色的线
条，挺拔俊秀，透出民居特有的风格。
柏油马路蜿蜒在青山绿水间，人如画中
行。进入枫香镇境内，路灯的造型十分
别致。灯杆的顶端是一颗红星，伸出的
“臂膀”是一支“步枪”的造型，下面还挂
着一盏马灯，一下子仿佛将人带进了战
火纷飞的岁月。

苟坝已在眼前，三面高山环绕，南
北长，东西窄，远远望去，呈葫芦状。在
我眼里，它更像一盏巨大的马灯，静卧
在崇山峻岭间。这独特的地形，非常有
利于当年红军的隐蔽。

清静的路旁，几段低矮的土墙上爬

满了花，淡淡的粉、鲜亮的红、明艳的黄，
正吐出缕缕芬芳。村口古木参天，有着
400多年树龄的老树，依然生机盎然、郁
郁葱葱，仿佛宣告着小村悠久的历史。

村中曲径通幽，阡陌纵横，一派田
园风光。花草掩映下溪水潺潺，这是从
村北的马鬃岭汩汩流出的几处山泉汇
聚而成，终年不息。溪流又与村前“龙
井”的淙淙泉水汇合，流向远方。

村上的房屋多为木质结构、砖墙围
护。红军医院、周恩来旧居、朱德旧居、
马灯博物馆、毛泽东小道，连同墙上依
稀可见的红军标语，无不镌刻着那段难
忘岁月。最引人注目的是一座黔北风
格的四合院，高高的朝门，宽敞的院落，
一看就是大户人家。原来这是卢氏一

族的屋舍，又称“新房子”，也是当年红
军长征时苟坝会议会址。里面陈列的
旧物，沉淀着那段重要会议的记忆。

1935年 2月下旬，中央红军二渡赤
水，再占遵义。3月 10 日凌晨，中革军
委接到红一军团的急电，请求攻打打鼓
新场守敌。打鼓新场距苟坝百余里，堡
垒坚固，易守难攻。

据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
部编著的《红军长征史》记载，就是否攻
打打鼓新场的问题，中央负责人在苟坝
进行讨论。与会多数人主张打，毛泽东
在全面分析敌情后，坚决主张不能打。
最后经过表决，少数服从多数，决定攻
打打鼓新场。

春寒料峭，夜深清冷，人们早已熟

睡。毛泽东还在苦苦思索着红军的命
运，难以入眠。寂静的深夜，雾霭沉沉，
一片漆黑。他提着马灯，借着微弱的灯
光，在小道上向周恩来居所走去。

周恩来在《党的历史教训》中回忆：
“别人一致通过要打……但毛主席回去一
想，还是不放心，觉得这样不对，半夜里提
马灯又到我那里来，叫我把命令暂时晚一
点发，还是想一想。我接受了毛主席的意
见，一早再开会议，把大家说服了。”

后来得知，蒋介石已令重兵驰援打
鼓新场，红军如果真去硬攻，必将陷入
重围。

回程中，路过苟坝附近的花茂村，
村容整洁优美，鲜花摇曳，繁花茂盛，正
如村名。我望向远方，青山如黛，连绵
起伏，湛蓝的天空飘着朵朵白云，几头
黄牛正悠闲地吃草……好一幅乡村美
景。抚今思昔，这不正是一代代中国共
产党人追求真理的结果吗？

站在花茂村口，望着通往苟坝公路边
马灯造型的路灯，我不由得又想起1935年
春夜，苟坝那盏马灯。那是盏富有深邃智
慧的马灯，那是盏闪耀光辉思想的马灯，
那是盏冲破暗夜、走向光明的马灯。

苟坝那盏马灯
■唐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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