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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杨不屈的精神，成就你的坚强/
群山仰望的高度，托起你的脊梁/谱一
曲雪域的英雄传奇/你砺剑的岁月书写
无数奇迹……”官兵原创歌曲《守在高
原的你》深情赞颂高原火箭兵牺牲奉献
的动人情怀。几年来，这首歌曲随着火
箭军某部文艺轻骑队的脚步，响彻在高
原军营、发射阵地。每当那优美的旋律
在雪山之间响起，不知让多少铁血男儿
热泪盈眶，热血沸腾。

谈起这首歌曲的创作经历，部队
文艺骨干、火箭军某部干事李乐天颇
为感慨。那是 5年前的初冬，刚从原解
放军艺术学院音乐系毕业不久的他，
跟随文艺演出队登上了开向雪域高原
的大巴。

向西，向西，再向西，大巴车越行越
远，李乐天早已记不清离最后一次看见

炊烟是几个小时了。路边的景色从灌
木变为草地，又变为磐石，手机信号早
已消失不见。漫天飞雪中，唯见座座岩
山似刀劈斧削般屹立在高原之上。

突然，在纷飞的雪花之间，一行军马
从远方的山腰缓缓斜行而下。骑兵连连
长李乐带着战士们出现在车队前方。
“实在不好意思，前面道路积雪严

重，还请大家上马。”李连长告诉大家，
这一路上全是蜿蜒崎岖的山路和坑洼
不平的草原，汽车很难继续行驶，军马
是唯一的“全天候交通工具”。
“绕过这片山谷，有一片烈士墓。”

寒风萧瑟中，军马沿着山路艰难行进，
顺着李连长手指的方向，只见几座墓碑
立于道路尽头。

这里，埋葬着一位老哨长。坟冢依
山而建，墓碑与山石浑然一体。李连长
说，每当骑兵们巡线从这里经过，总要留
下一支香烟、一抔来自外面世界的新土。

老哨长名叫曹新节。从战士成长为
警卫营副教导员，他铆在高原一干就是

15年。那年，他与相恋 3年的女友终于
到了谈婚论嫁的时候，可由于哨所人员
少、执勤任务重，他将婚期一再推迟。女
友一气之下提出分手。曹新节想着尽快
完成任务，再回去向她解释。未曾想到
的是，就在巡逻任务途中，他突发心脏
病，永远闭上了眼睛……听闻噩耗，女友
辗转来到高原，抱着曹新节的墓碑痛哭
不已。一年后，哨所收到了女孩寄给曹
新节的信件：“我去看了你驻守的高原，
就像你说的，那里特别美……”

雪越下越大，路越来越难行，最终
李连长和演出队决定在半道上的一处
营区过夜。是夜，疾风裹雪，在山口间
发出尖利的长啸。低温缺氧的环境让
初上高原的李乐天难以入眠。他合上
双眼回忆着一路上的所见所闻：
——就是在这片贫瘠的土地上，

“献身国防科技事业的模范共产党员”
贺先觉，与他的战友不顾辐射风险，全
身心投入托举“两弹”腾飞的事业。
——时任连长赵连辉，不顾病情，

战斗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与战友们为高
原长剑筑起第一批阵地。
——一茬又一茬高原火箭兵在这

里默默燃烧青春，捍卫家国安宁。
渐渐地，一段旋律在他的脑海中浮

现——“唱一首高原的雄伟壮丽，你砺
剑的征程历经多少风雨……”

就在此时，一阵急促的哨音骤然响
起。抹开窗户上的霜花，李乐天只见夜
色之下，一簇簇“导弹绿”飞奔而出。

在这片极寒缺氧的高原上，在这个
风雪交加的暗夜里，高原火箭兵砺剑备
战的背影是如此动人心魄。夜色中，
“那是一腔热血，洒向雪域的阵地”。

一句句歌词、一段段旋律不断在李
乐天脑海中迸发。他拿出纸笔直抒胸
臆：“雪峰巍峨的轮廓印刻你的脸庞，戈
壁雄浑的线条映射你的戎装……”当停
笔的那一刻，他才发现风住雪停、东方
泛白，而忙碌了一夜的官兵正有序归
营。在一片雪白的大地上，官兵那绿色
的戎装格外惹人注目。李乐天说，当时
感觉“那就是一抹扎根雪山永不凋零的
春绿”。

李乐天心潮澎湃，难以平抑心情。
他叫醒同行的乐器手，飞身冲到楼下，
用最简单的伴奏为官兵献上了这首《守
在高原的你》。悠扬动人的乐声在雪原
中响起，官兵被这直击心灵的歌声所吸
引，慢慢聚了过来。李乐天看见“他们
的眼中像有光芒闪烁”，刚刚唱罢一遍，
战士们又要听第二遍……

雪域上永不凋零的绿意
■莫珀滔 赵丽丽

在2021年央视春晚舞台上，解放

军文工团青年歌唱家雷佳深情唱响一

曲军人的赞歌《请放心吧，祖国》。坚定

豪迈、温暖深情的歌声，如同一个士兵

的深沉诉说，坚定表达了边防军人对祖

国母亲的庄重承诺。

一个个画面，一幕幕场景，一声声

抒唱，激荡起雄劲的时代旋律，烙刻下

闪亮的精神坐标。

心中深情的歌儿，只

为你而唱

习主席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重

要讲话中指出：“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中，最深层、最根本、最永恒的是爱国

主义。爱国主义是常写常新的主题。

拥有家国情怀的作品，最能感召中华儿

女团结奋斗。”

当除夕零点钟声即将敲响，千千万

万的军人正在万里边关为祖国守岁的

时刻，央视春晚舞台上，嘹亮的小号旋

律由远而近，一身戎装的演唱

者倾情唱道：“穿过峡谷/蹚过

冰河/我在长长的边境线上巡

逻……”

这首饱蘸文艺战士深情，

诞生在千里边防线，已被边防

官兵传唱的军旅歌曲，在春晚

舞台上拨动亿万人的心弦。

倾诉在本质上是诗。我心

中深情的歌儿，只为你而唱！演唱者雷

佳、作词陈道斌、作曲王喆，三位主创怀

着“文艺可以化育灵魂”的信念，苦心研

炼，十易其稿，可谓“熬至滴水成珠”。

《请放心吧，祖国》深衷浅貌、语短

情长，用词真切而洗练。它以一名战士

平实的视角，直抒胸臆，徐徐展开一幅

壮美的边关卷轴。舒缓优美的旋律，构

成庄严而高昂的乐感，似从天际飘来，

又好像在灵魂深处泛起。

演唱者在二度创作中，完成了一次

壮美的大抒情。起初，演唱者唱着唱

着，总抑制不住内心的波澜，眼前不禁

浮现触动心灵的一幕——那是一次文

艺轻骑队到边防慰问演出，寂寥的高原

山岳，逆光，举目四下不见人，定睛细

看，官兵不知何时已威然站立在山崖

边，黝黑的面庞和被风雪袭染的身躯，

与黑色的山石融为一体。一名战士就

是一座界碑，而山壁上刻写的“中国”，

正是他们钢筋铁骨下最柔软最温暖的

所在……

演唱者霎时顿悟，心中几丝凝重挥

之而去，充盈在胸的只有军人的一腔坦

荡和豪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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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河/请放心吧/亲爱的祖国！”

英雄主义让人们与

崇高信仰一次次汇合

“文艺是时代前进的号角，最能代

表一个时代的风貌，最能引领一个时代

的风气。”声音之道，与政通矣。《请放心

吧，祖国》彰显信仰之美、崇高之美，吟

颂着“耳畔中国”最动人的故事。

没有燃烧的信念，哪有这样滚烫的誓

言。《请放心吧，祖国》蕴含的炽热情感和

丰厚蕴涵，把战士与祖国和人民紧紧联系

在一起，让人们在感奋、激荡与共鸣中，汇

聚在爱国主义和英雄主义的旗帜下。

一位作家说，时代造就的英雄，酷

似地层构造生成的纯金至宝，是忠肝义

胆本质锤炼之结晶，乃民族灵魂脊骨之

根本。随着新时代卫国戍边英雄事迹

的广泛传颂，这首歌曲持续引发反响。

人们谛听、咏唱并感动着，“冰河、界碑、

花朵、雄鹰”，这些充满了时代质感和地

域特色的意象，构成了对全军将士最深

情的礼赞。崇高的英雄精神，插上音乐

的翅膀，飞翔在广阔的心灵沃野。

在新媒体平台上，《请放心吧，祖

国》的音乐视频播放量持续高涨。一条

条跟帖瀑布般飞流直下，一行行弹幕荡

出一波又一波涟漪，“每一句都是想对

你说的话”：

“这是春晚最牛的节目，只因身后

雄伟的身姿和可爱的面庞。”

“看了戍边英雄的视频，脑海里突

然响起春晚那首歌，满脑子都是‘手握

钢枪，就是界碑’在单句循环。终于明

白这首歌压轴的深刻意义了。”

……

音符，是表述思想与情感最好的语

汇。好的音乐，发于心，达于心。丹麦

文学史家格奥尔格·勃兰兑斯说：“当思

想家和诗人的声音汇合在一起，从一个

合唱中响起来时，这个国家的年轻人，

只要他们的精神生活一苏醒过来，就会

加入这个合唱，并唱出革命的调子。”歌

曲《请放心吧，祖国》引发热烈的社会反

响，激荡的英雄主义精神，让今天的人

们，特别是青年人与崇高信仰一次次热

烈地碰撞、汇合。似是对此的一种呼

应，一时间，我军各军种征兵宣传片在

网上热传，一股崇敬英雄和爱军从军的

热流在全社会涌动……

除夕当晚，许多边防军人看到戍守

边关的战友们出现在屏幕上，平时流血

不流泪的小伙子们，忍不住红了眼眶。

官兵满怀激情给春晚剧组和歌曲主创来

信，吐露肺腑之声：“祖国没有忘记我

们！”“我们把最硬的‘鳞’献给祖国。”“我

一定守好防、戍好边，请祖国人民放心！”

强军，军旗下的歌声

多雄壮

在文艺战士心中，“音乐是灵魂的火

炬”。一曲唱响大江南北的《请放心吧，

祖国》，其来有自。她和《英雄们战胜了

大渡河》《血染的风采》《再见吧，妈妈》

《十五的月亮》《边关军魂》等许多军旅歌

曲一样，钢铁旋律、铁血气质，浸透着浓

烈的军人精神和深沉的家国情怀，伴随

人民军队昂首阔步的伟大征程，串起一

支文艺队伍近一个世纪的如歌岁月。

这支队伍从诞生那天，就列阵于人

民军队的战斗序列，身负特殊的使命担

当，流淌着战火凝练的基因。抗美援朝

战争中，他们和战士一样奔赴前沿阵

地，经受血与火的淬炼。边境作战，他

们踏着硝烟，挺进前线鼓舞士气。有的

突击队员听着战歌冲上主峰，再也没有

回来……

一次次深入基层，一次次心灵洗礼，

他们在心里许下诺言：“要用一生为战士

歌唱，为战士服务。”山重水复，一路高

歌，他们用心血和智慧展现了“能上艺术

殿堂，能下基层边防”的闪亮风采。

军旅文艺工作者的军人本色，还凸

显在部队执行非战争军事行动的关键

时刻。’98抗洪期间，他们第一时间赶

到九江，登上长江大堤，加入满身泥水

的抗洪队伍，连夜谱写《抗洪大军

歌》……汶川地震后，他们一边救灾一

边搜集素材，《你是我的父母，我是你的

兵》在救灾第一线诞生，迅即唱遍全

国。在余震不断的废墟上，歌唱家噙着

泪水深情演唱《我的士兵兄弟》《父老乡

亲》《说句心里话》……

党的十八大以来，军队文艺工作者

继承和发扬人民军队的优良传统，牢固

确立为强军服务、为基层服务的鲜明导

向。他们把官兵作为表现主体，把为兵

服务当作天职，抒兵情、励兵志、壮军

威，深入一线战位寻找源头活水，融入

任务聚焦备战打仗，为能打仗、打胜仗

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高山海岛、军港

机场、界碑哨所，处处闪现文艺战士的

身影；那些充满战斗精神的歌曲，激励

斗志，鼓壮军威，激荡军魂。

文艺是一种力量。有什么样的文

艺，便能完成什么样的意志和心灵的锤

炼、塑造。在实现中国梦、强军梦的伟

大征程中，肩负神圣使命的军队文艺队

伍，必将砥砺奋进，努力创作更多无愧

于时代的优秀作品，为英雄将士树碑、

为人民军队立传、为强军事业放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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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背后的故事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纪念日
即将到来的日子里，我们尤其怀念建党
初期那些不惜抛头颅、洒热血、为中华崛
起而抗争的革命先驱。李大钊，就是其
中的一位。

李大钊是在中国举起十月革命旗
帜的第一人，是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
传播者。他在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和民
族解放事业中，有着崇高的历史地位。
也许是他那张留着浓浓八字胡的旧照
的缘故，在很长时间里，我都以为他在
“南陈北李、相约建党”时已是一位老
者。其实，当 1927年 4月他在刑场上面
对敌人的绞架，发出“不能因为反动派
今天绞死了我，就绞死了伟大的共产主
义，共产主义在中国必然得到光辉的胜
利”的呼声时，还不到 38岁。而写出《庶
民的胜利》等文章时，他还是一个 20多
岁的青年人。

是什么力量让一个年轻的生命，迸
发出如此巨大的活力，产生了穿越时空
的感召力和影响力？带着这样的疑问，
我开始了寻觅先驱足迹的旅行。

李大钊的故居，坐落在河北省唐山
市乐亭县新城区大钊路。故居坐北朝
南，呈长方形。高台阶、黑大门，分为三
进的宅院，是一座典型的冀东农村庄户
的格局，占地面积千余平方米。1889年
10月 29日，李大钊出生在这家院落东厢
房的北屋。东厢房是其伯父李任元的私
塾学馆。李大钊自幼好学，少年时一有
空闲就读书、写字、作文章，深得家人尤
其是作为私塾先生的伯父李任元的赞
赏。18岁那年，李大钊考入天津北洋法
政专门学校。6年后，他东渡日本，在东
京早稻田大学政治本科学习。也就是在
这个阶段，他开始接触到社会主义思想
和马克思主义，立下“拯救中华”的志向，
愿意终生为学习传播践行这个伟大主义
而奋斗。

我凝望着故居院子里的那尊李大钊
半身雕像，感受那张冷峻而又饱经风霜
的脸上透出的睿智光芒。儒雅的眼镜后
面，一双明眸好似两把欲穿透黑暗的利
剑。整个躯体宽大舒展，洋溢着一股刚
正不阿的浩然正气。

在李大钊故居一棵茂密的丁香树
下，我动情读起与先驱同乡的现代著名
军旅诗人峭岩为李大钊写的长诗《烛火
之殇》：“我一次又一次返回那片热土／
站在家乡高粱大豆的田野／我常常怀
念他／我认定他是我的另一个父亲／
他的精血未孕育我的肉体／他的精神
却使我茁壮成长……”是的，今天我们
都应该有这样的情怀：那些“我以我血
荐轩辕”的革命先驱，正是为我们这个
共和国带来福祉的父辈！我们永远不
能忘记他们！

沿着先驱的足迹，我又来到北京故宫
东北角、五四大街北侧。这里有一座地上
四层、地下一层的“工”字形近代建筑。
100多年前，它曾是北京城颇具现代气息
的建筑之一。因与北京大学的渊源以及
红色的外观，人们亲切地称之为“北大红
楼”。这里既是新文化运动的中心、五四
运动的“总司令部”，也是马克思主义早期
传播到中国的主阵地、中国共产党的主要
孕育地。这里，留下了李大钊、陈独秀、毛
泽东等一批追寻真理者的不朽足迹。

北大红楼建于 1916年，这里曾是北
大校部、文科和图书馆所在地。楼一层
的东南角，是北大图书馆主任李大钊的
办公室——119 号房间。办公桌上，那
本 1919 年的台历，纸页已经泛黄卷曲，
时间刚好停留在 5月 4日。1918 年，留
学回国的李大钊担任北大图书馆主任。
就是在这张办公桌上，他写下《法俄革命
之比较》《庶民的胜利》《青春》《我的马克
思主义观》等一系列称颂十月革命、宣传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章，让那个时代的
最强音“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
界”，响彻大江南北。

马克思主义理论课在这里第一次
走进了中国的大学。李大钊除了管理
图书馆事务、撰写文章、指导进步学生
活动外，还陆续开设了“唯物史观”“社
会主义与社会主义运动”“现代政治”
“工人的国际运动与社会主义的将来”
等课程，把马克思主义理论系统地引入
课堂教学中。

饱经风霜的北大红楼呵！我想请你
告诉我，当时北大是怎样一种充满激情
与活力的氛围？陈独秀、李大钊、刘半
农、鲁迅，连同此前已在北大教学的钱玄
同、沈尹默等一批具有新思想、提倡新文
化的学界名流，活跃在师生中间。他们
所激起的青春热血，推动着新文化运动
的蓬勃发展。

饱经风霜的北大红楼呵！我想请你
告诉我，李大钊为何让“二十八画生”成
为北大图书馆管理员？当时，毛泽东从
湖南长沙到北京，几乎成为穷困潦倒的
“北漂”一族。老师杨昌济来到北大图书
馆，找到李大钊，推介他的“毛生泽东”，
想在图书馆里给他谋一个差使。李大钊
一口应承下来，并让他给自己当助理员，
“每天的工作是登记新到的报刊和阅览
者的姓名，管理 15 种中外报纸，月薪 8
元”。这给了毛泽东一个在京城生活下
去的饭碗，更为他打开了一个崭新的世
界。延安时期，毛泽东还曾对斯诺谈起
这段经历，说虽然“职位低微”，但“我对
政治的兴趣继续增长，我的思想越来越
激进……”

饱经风霜的北大红楼呵！我想请
你告诉我，1920 年，在白色恐怖笼罩下
的北京，李大钊是冒着怎样的风险，护
送刚刚出狱的陈独秀到天津，而后顺利
转移到上海？当年出京城的骡车上坐
着的那位账房先生，留着八字胡，戴着
金丝边眼镜，一身皮袍，正襟危坐，手提
满是账本的提包。另一位年龄稍大，像
是畏寒，一顶毡帽压得低低的，一件背
心油光可鉴。就是靠着这样的装束，他
们俩躲过了随时可能射来的明枪暗箭，
边走边商议着建党大计。这段“南陈北
李、相约建党”的佳话里，蕴涵着怎样的
胆识和智慧！

1920年的 10月，就在这间李大钊办
公室里，北京共产党小组秘密成立，与同
年 8月成立的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遥相
呼应。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氛围？又是怎
样的一种激情？同年底，共产党北京支
部成立，李大钊被推举为书记。他每月
从自己的薪俸中捐出 80元，作为党的活
动经费。还是在这里，李大钊指导成立
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北京大学学生会办
公室，协调各地建立党团组织，为革命运
动培养骨干力量。在李大钊的倡导下，
北京大学有了国内最早的学习研究马克
思主义的团体、首个宣传无产阶级革命
理论的图书室，为中国革命事业的发展
积蓄着力量。

马克思主义犹如壮丽的日出，照亮
了人类探索历史规律和寻求自身解放的
道路。100 多年前，以李大钊为代表的
先进知识分子，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中
国有组织地广泛传播，迎来东方大国的
新曙光。

李大钊的墓地，在北京香山东南的
万安公墓内。这里同时有这位革命先驱
的事迹图片展和文物陈列室。我来到这
里时，但见飘飘洒洒的细雨中，一队队少
先队员在老师的带领下前来拜谒革命先
驱墓地，敬献花篮，举手宣誓。是啊，这
就是红色基因在传承。革命先驱用鲜血
和生命换来的伟大事业，一定会千秋万
代永不变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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