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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省华池县的豹子川，本是个
人烟极为稀少的小山沟。 1943 年 7
月，抗大七分校二大队的一千多名师
生奉命来到这里，要在这荒凉贫穷的
山沟里安营扎寨，进行生产、学习和
训练。3年艰苦奋斗后，我们在豹子
川打了上百孔窑洞，在荒山野岭上开
出了万亩良田。同学们在这里学军
事、学政治、学科学、学文化，提高
了政治觉悟，锻炼了革命意志，增强
了业务能力。在这期间，文化生活丰
富多彩，把个原本静寂的豹子川闹得
热火朝天，对我们顺利完成生产和学
习任务，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当时，学校很重视文艺活动，各
队都成立了俱乐部。而二大队中，有
近百名和我一样从晋察冀军区各个剧
社（团）来的“小鬼”，平均年龄十六
七岁。虽说年纪小，可我们都在剧社
（团）受过几年文艺方面的初级训练。
教歌、排戏、化妆、演出、演奏乐
器、跳舞、作诗、绘画……样样都能
来它几下。这些“小鬼”就成了二大
队的文艺骨干。

我们的第一次正式演出，是在
1943年的秋后。当时，各队的同学们
从草棚、石崖下搬进自己双手打的新
窑洞。为了庆祝搬进新居，我们在张
家岔的一个大平板石头上组织了这次
演出。舞台很简陋，四周只立了几根
木杆，用被单围了一下。没有管弦乐
器和打击乐，我们用木锨作底鼓，用
铜脸盆当锣，用搪瓷碗代替镲。我们
还用红绿被单、包袱皮代替服装，用
桦树皮做帽子，用粉笔、红土和桦树
皮烧成的黑烟子作化妆品。节目有独
唱、清唱及合唱，最后是京剧《打渔
杀家》。

那几年，二大队创作演出了一大
批内容好、形式多样、有教育意义的
剧目。其中有《豹子川大合唱》《拴不
住》《勇敢的报童》《小放牛》《难民
曲》《劳军花鼓》《张丕模锄奸》《打石
门焉》《陈同志下乡》《不安的夜》《解
放柠条梁》《周石鲁转变》《偷鸡》《邯
郸起义》《两亲家母》《白旗堡搬兵》
等。这其中，有很多节目是同学们自
己创作的。如《豹子川大合唱》，就是
赵鹏、郝玉生、蒋学谱等同学集体创
作的。歌词健康朴实，如“山高高，
满山绿，水曲曲，村外绕，道路伸得
远，窑洞阳光照，梅鹿山上走，山鸡

咯咯叫……”有的文艺节目是同学自
己演自己。如《周石鲁转变》就由周
石鲁同学演他自己，演得真切感人，
教育效果很好。

我们二大队演出的拿手节目是
《打得好》。这部剧不但在豹子川演得
很红火，就是在 1946年 8月二大队宣
传队改编为联政宣传队、到延安演出
时，也引起了轰动。直到后来，在西
北野战军中，只要一提起联政宣传队
的《打得好》，大家都会伸出大拇指。

二大队的文娱活动之所以搞得
好，其主要原因是队员们思想作风过
硬。在豹子川，队员们经过严格的军
事训练，在军人姿态、军事素质等方
面，都有了非常大的提高。另外，大
家群策群力、团结一致，自力更生、发
明创造，也是我们能搞好文娱活动的
重要原因。当时经济十分困难，我们
就自己动手做乐器。我们将山上的
硬杂木采伐、烤干后，加工成大小长
短不同的圆筒，蒙上牛、羊皮，就做成
了大鼓小鼓。我们还用羊羔皮和蛇
皮做高胡、二胡、低胡和三弦，用羊肠
子做成粗细不同的丝弦，用芦苇做横
笛。我自己动手做了一个低音三弦，
一直用到 1952年。

不仅乐器是我们自制的，凡是没

有而又需要的东西，如化妆用品、服
装道具、灯光布景等，我们都尝试着
去做。桦树皮是我们手中之宝。它可
以当作纸张，抄写台词，还可以做各
式各样的帽子、靴子和皮带。烧后的
桦树皮烟子，可作墨汁化妆、写字。
我们演古装戏没有服装，就用桦树皮
剪成各种纸花，染上颜色，贴在红红
绿绿的被面、床单上，就成了演出用
的各式服装。

在豹子川时，领导支持、干部带头
参加编剧和演出。八队队长冀云同志、
政治指导员张汉成同志，对队上的文娱
活动特别关心。有时同学们要排练节
目到深夜，他们便做上面片汤送到排练
场，对同学们的鼓舞极大。杨光同学写
出《偷鸡》剧本后，队领导多次召集大家
座谈、修改，保证了这部剧的成功。指
导员蔡正宁同志写的《邯郸起义》，被我
们带到联政宣传队，作为“保留剧目”，
曾多次为部队演出，受到西北部队广大
指战员的好评。我们的大队长何远平
同志，是一位老红军。他为了支持各队
的演出，把自己打日本鬼子缴获的战
利品——一双马靴、一块花床单子，长
期借出，作为道具、服装之用。这在当
时可是花钱难买之物，也是大队长宝贵
的纪念品。说是“借”，实际上是哪个队
需要，就拿到哪个队，这些东西长年不
能回“家”。

在豹子川的 3年，是令人难忘的 3
年。国民党反动派的封锁、环境的艰
苦，都没有使我们后退，反而让我们
更加奋勇前进。这其中，文艺活动的
作用是不能低估的。

（刘玉杰 文中身份为抗大七分校

二大队队员。原文刊于《中国人民解

放军文艺史料选编·抗日战争时期》）

革命文艺之花开遍豹子川
■刘玉杰

军队文艺工作为兵服务的真谛是
什么？阳春三月，我们与从边关巡演归
来的解放军文化艺术中心文艺轻骑队
队员们谈起这一问题。
“边防战士太可爱、太伟大了！”谈

起在边关演出的日子，谈起那一张张
“紫外黑”“高原红”的青春脸庞，谈起那
一个个撼人心魄的戍边故事，队员们
颇为感慨。他们从中明白了一个道
理——走近官兵、感悟到他们的平凡与
伟大，就理解了使命与责任，就找到了
军队文艺工作者的主阵地和军队文艺
工作为兵服务的真谛。

一次雪山巡逻、一个野花

花环——

“离基层越近，就离

兵心越近”

“我没想到，基层官兵会如此重视
文艺演出。这让我更加感受到自己所
从事的军队文艺工作的重要与光荣！”
队员孙学翔说。

那天，他们前往雪域高原某边防连
巡演，恰逢连长带领官兵去海拔 5300多
米的点位巡逻归来。边防官兵录制的
巡逻视频，震撼了所有队员——

雪路崎岖、悬崖陡峭，为了确保安
全，连长在前，老班长殿后。他们用绳
子把人串起来，一个一个拽着绳子走，4
个小时只前行了 5公里。走到冰川下
面，看见上面有裂缝，官兵连说话都不
敢大声，一个跟一个地快速通过……

这就是高原军人几十年如一日的
守防常态。它是那样真实可触，又是那
样令人感动。当天下午，队员们争着上
台，给官兵表演拿手节目。演出时，看
着那一张张可爱的面容，不少队员都眼
含热泪。而台下的官兵同样热泪盈
眶。很多战士用手机录下节目，纷纷上
前跟队员们合影留念。

队员郎钺说：“通过一次次演出，我
感觉我们军事文艺工作者离基层、离官
兵更近了，服务战斗力建设的目标更清
晰了！”

离基层越近，便离兵心越近。一个
野花花环让队员们更坚定了这一认识。
队员邓月说，那年去云南边陲，当她正演
唱歌曲时，一个战士将一个鲜艳的花环
送到她面前。演出结束后她才知道，这
一束野花，是战士们前一天步行了20多
里山路，爬到山上为大家采集的。

戴着沉甸甸的花环，邓月感到一股

热血在胸中涌动。临别时，她在留言本
上写下了自己的感悟：军队文艺工作者
只有走到官兵身边，才能走进兵心。

一首母亲写给儿子的诗、

一曲队员写给哨兵的歌——

“心中装着官兵，创

作就有方向”

越深入基层，越是受到触动。谈起
上一次到边关演出的收获，50多岁的队
员秦方说，令她最自豪的，是在巡演中
受到基层官兵影响，创作了诗朗诵《妈
妈的心里话》。

那天演出，秦方深情地朗诵起这首
诗歌：“儿子，尽管你不说，妈妈也知道，
你们训练一定很苦很累。看到你的战
友们，一个个都晒成这个样子，当妈妈
的很心疼……”

句句贴心，字字动情。秦方刚朗诵
完，一位年轻的战士突然站了起来，快
速奔向台上，大喊一声“妈妈”，然后紧
紧抱住秦方，哽咽了起来。

这触动人心的一幕，让文艺轻骑队
的队员们感悟到：心中装着官兵，创作就
有方向。秦方情感真挚的诗歌朗诵，之
所以能够打动成百上千的边防官兵，是
因为她把成千上万的官兵装进了心里。

文艺轻骑队深入基层、深入边防演

出，这两年很多队员都发现，越是来源
于基层，越是受到官兵触动而创作的作
品，就越受到大家的喜欢。

队员穆静去年 5月到边关巡演，此
时的北京早已春暖花开，可雪山上依
旧寒风刺骨，哨塔上执勤的战士还穿
着厚厚的棉衣。她问战士：“多大了？”
战士回答说：“21。”“当兵几年了？”“3
年。”“回过家吗？”“还没有。”“想家
吗？”“……”战士的眼眶慢慢红了。一
向腼腆的穆静感动又心疼，主动上前，
给了这位年轻战友一个拥抱。

那天晚上，穆静久久没有睡着。
她看向窗外，夜幕下繁星闪烁，边疆很
美也很苦。为奉献青春、戍守边疆的
战友们写一首歌的念头，就此萌发。
返程车上，穆静脑海里浮现出一路上
所见到的边防军人戍边生活的一幕
幕场景，很 快写出了一首献给边关
哨兵的歌曲——《哨兵的年华》。如
今，这首歌在许多边防哨所传唱着，深
受官兵喜爱。

一次演训场巡演、一次歌

曲改编——

“文艺离战场越近，

就离使命越近”

队员刘兆群说，回顾这几年到基层

巡演的经历，很多故事都涌上心头，可
令她印象最深的，还是那次去某演训场
演出的情景：他们到达时，官兵已经在
此奋战多日，比较疲惫。热情洋溢的开
场舞蹈、斗志昂扬的战斗歌曲、幽默感
人的小品相声……演出过程中，现场掌
声喝彩声不断，官兵的热情和士气被充
分调动起来。

一场演出就是一次战斗动员。那
天的演出总结会上，很多队员都对军
队文艺工作者的价值有了更加深入的
思考。大家深刻体会到：写官兵、赞英
雄，用战斗文艺激荡官兵的血性豪气，
是一件多么光荣的事情。

也是带着这样的认识，文艺轻骑
队走进了某海军陆战队。火热的训
练场上，官兵努力拼搏的身影让大
家 备 受 鼓 舞 。 当 天 晚 上 他 们 就 决
定，把一首《军港之夜》连夜进行改
编，演出时奉献给官兵。第二天，观
看完演出后，海军陆战队官兵士气
高涨。文艺轻骑队刚返回北京，就
接到部队的报喜电话，说在刚结束
的武装泅渡训练中，官兵一举打破
了之前的训练纪录，并感谢队员们，
让他们从演出中“真切感受到文艺
鼓舞人心的力量”。

向战而行、为战而歌，文艺离战场
越近，就离使命越近。采访中，解放军
文化艺术中心文艺轻骑队的很多队员
们都表达了这一共识：“这是我们的深
切感悟，更是我们不变的方向。”

走近官兵就理解了文艺工作使命
——从解放军文化艺术中心文艺轻骑队的巡演经历感悟文艺工作为兵服务真谛

■本报记者 刘建伟 特约通讯员 孟凡义

在武夷山脉支系巍巍采眉岭下，

在福建省上杭县古田镇，有一座富有

民族特色的建筑。它的前面是阡陌纵

横的广袤田野，旁边有一泓溪泉穿越

田野涓涓而流，后面是古木参天、郁

郁苍苍的黛青屏风。这幢古朴幽静的

建筑，便是举世闻名的古田会议会

址——曙光小学。

曙光小学校址原为当地廖氏宗祠，

坐东朝西，单层，砖木结构，建筑面积

为800多平方米，由前院、下厅、上厅

和左右厢房组成，上厅下厅和左右厢房

之间，共有3个天井。这座宗祠，始建

于1848年，名号是万源祠。前门内侧

有建祠堂时青石阴刻的楹联“万福攸同

祥绵世彩，源泉有本派衍叉溪”，横批

为“北郭风清”。

1917年，教育救国、开启民智、

兴办新式学校的热潮风靡大江南北。处

于崇山峻岭之中的古田人，创办了古田

有史以来第一所小学——“和声小

学”。于是，万源祠前门外侧也用青石

阴刻一副对联“学术仿西欧开弟子新知

识，文章宗北郭振先生旧家风”。

1929年 春 ， 红 四 军 主 力 入 闽 ，

闽西大地掀起了轰轰烈烈的革命热

潮。古田人民踊跃参加红军，积极支

持革命。同年 5月，根据 《少先队队

歌》里“曙光在前头”之意，当地苏

维埃政府把“和声小学”更名为“曙

光小学”。红军当年在曙光小学砖墙

上刷写的“保护学校”标语，至今保

留完好。

当曙光小学那古老的时钟历史性

地走到 1929年 12月 28日这一伟大的

日子时，“曙光”就放射出抵达全军的

光芒。那天，雪花飘飘，大地银装素

裹。毛泽东那伟岸的身躯，踏碎厚厚

的积雪。他健步如飞，走进曙光小

学。会场外，雪花纷纷扬扬，周天寒

彻。会场里，熊熊的篝火吐出动人的

火焰，温暖众人。120多名代表静静地

听着毛泽东那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长

篇政治报告。

篝火照亮了每一个人的脸庞。毛

泽东同志的谆谆教导，照亮了人们的

眼睛和心灵，照亮了红军的路。“曙

光”驱散了国民党军队的闽粤赣三省

“会剿”所覆压而来的阴霾惨雾，穿透

红四军东江失利所带来的愁云恨绪，

黎明快来了！

曙光小学左侧的大草坪，是当年红

四军的阅兵场，设有检阅红军操练的司

令台。古田会议结束后，红四军将士和

古田当地群众就在大草坪上举行了盛大

的联欢晚会。曙光小学的右侧，有一口

常年水量丰沛的水井和一方荷花池。步

入曙光小学正门，正厅是古田会议会

场。右厢房第一间是当年毛泽东的卧室

兼办公室。古田会议召开期间，毛泽东

就在这间屋子里批阅文件，和与会代表

交换意见。

新型的人民军队从曙光小学走

来，中国革命的成功从这里走来。那

枣红的大门、高高的门槛、露天的庭

院，那低矮的课桌、古老的时钟、朴

素的主席台，那些掷地有声的会场标

语，那间毛泽东的办公室兼卧室，以

及室里的小油灯、砚台、水笔、木板

床、旧棉被与铁皮公文箱，构成了

“曙光”的世界。“曙光”以简朴的形

式，包蕴了深邃的内涵，延伸着历史

的轴线。

中央电视台“心连心”艺术慰问团

曾先后4次到古田进行慰问演出。每次

演出的地点，都是在曙光小学前面的大

草坪里。最近的一次演出，是纪念古田

会议召开90周年之时。舞台上灯光绚

烂，《永恒的血脉》歌声嘹亮。曾几何

时，“红旗到底打得多久”仍然存疑在

一些人的心头。“星星之火，可以燎

原”。在这里，毛泽东亲手点燃“曙

光”星火，锻铸了人民军队的军魂，确

立了“党指挥枪”的原则。革命的愿

景，化作“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

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化作“立

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

欲出的一轮朝日”！

我仿佛依稀看见了当年的场景：

寒风凛冽，大雪纷飞，寒凝万物的如

磐冬夜里，毛泽东拨亮一盏小小的油

灯，全神贯注地伏案疾书，起草关于

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建设的纲领性文

献——《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

次代表大会决议案》。松油的灯火星

掉在他的灰棉袄上，他却全然没有察

觉，火星把灰棉袄烧焦了一个洞……

黎明时分，他窗口上的小油灯闪耀的

火焰，在晨风中轻轻摇曳，在曙光中

优美地飘舞……

曙光，从中国革命还是处于“躁动

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

的昨天走来，抵达天安门城楼，抵达

祖国的万里海疆和边关大漠，抵达为

实现中国梦而唱响强军战歌的今天。

古
田
﹃
曙
光
﹄

■
唐
宝
洪

硝烟中的灯火

红色足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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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解放军文化艺术中心文艺轻骑队到边防部队巡演期间，队员为官兵教唱歌曲。 陈臻誉摄

●近日，南疆军区组织文艺轻骑
队业务培训。为使队员们在结业后能
充分发挥“以点带面、辐射全域、星罗
棋布、常态活跃”服务基层的作用，此
次培训主要着眼提高基层文艺骨干创
演能力、各类晚会组织策划能力等，采
取理论讲解与技能训练相结合、室内
排练与舞台历练同步进行的方式展
开。培训既有提高队员节目表演功底
的训练课，又有演出组织创排技巧辅
导课，形式多样，内容丰富，让文艺骨
干受益匪浅。

（李 江）

●“爷爷是名老党员，长年自掏腰包
为村里修公路。他从小就教育我，当一
名共产党员，是非常光荣的事情……”日
前，北部战区海军某海防大队参谋申飞
博在“海风”故事会上的讲述，赢得热烈
掌声。近年来，该大队致力于激发群众
性自我教育活力，搭建“海风”宣讲平台，
坚持官兵在哪里课堂就设到哪里，官兵
想听什么就重点讲什么。此外，在该大

队综合演练期间，战地大讲堂、强军故事
会、驻训文艺汇演等文化活动火热进
行。官兵在训练之余创作文艺作品，上
讲台、唱主角，在思想碰撞和相互启发
中，提升了教育效果。

（伊剑波）

●近日，郑州联勤保障中心某仓库
邀请“一级战斗英雄”张茂忠来到官兵身
边讲述战斗故事。这是该仓库组织的
“英雄与我肩并肩”系列活动中的一场。
官兵在聆听英雄事迹、与英雄面对面交
流中，感受老一辈革命军人的战斗精神，
激发苦练打赢本领的热血豪情。

（轩 荻）

●近日，火箭军某部开展“学党史、
当先锋”活动，通过讲述革命前辈艰苦创
业的光荣历史和为导弹事业奉献牺牲的
光辉事迹，激励引导官兵赓续红色血脉、
争当砺剑传人，为圆满完成任务注入精
神力量。

（赵丽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