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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前，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向

太阳，脚踏着祖国的大地，背负着民族

的希望，我们是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

今年八一建军节，我和老战友们唱着这

首铿锵有力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

来到位于哈尔滨市道里区友谊路的人

民音乐家郑律成纪念馆，以参观学习的

形式庆祝节日。

30 年前，我步入军营学唱的第一首

歌就是由郑律成创作的《中国人民解放

军军歌》。在学唱歌曲中，我知道了郑

律成是《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朝鲜

人民军进行曲》的曲作者，被誉为“军歌

之父”。两个国家的两首军队进行曲，

出自同一位作曲家之手，这在世界音乐

史上也是罕见的。我也由此记住了郑

律成的名字。

人民音乐家郑律成纪念馆是哈尔

滨朝鲜民族艺术馆建立的馆中馆，整体

建筑风格古朴典雅。馆内分“开篇”“动

荡年代”“延安岁月”“军歌嘹亮”“友谊

之旅”“根植祖国”“情系黑土”“时代歌

者”八个展览部分，全面展示了郑律成

62 载的音乐人生。馆内藏有郑律成创

作 的 曲 谱 手 稿 、收 集 的 音 乐 书 籍 和 资

料 ，以 及 郑 律 成 生 前 使 用 过 的 物 品 等

3000 多件藏品。其中，《延安颂》手稿、

郑律成原声磁带、《朝鲜人民军进行曲》

手稿，以及 2020 年 9 月由郑律成之女郑

小提女士捐赠的《八路军进行曲》《八路

军军歌》手稿等，均为纪念馆的“镇馆之

宝”。

纪念馆展厅设计别具匠心。置身

馆 内 ，驻 足 凝 望 珍 贵 的 照 片 和 文 字 资

料，观看以郑律成为主人公创作的电影

《走向太阳》《青年郑律成》等，以及许多

同时代的人对郑律成不平凡一生的回

顾影像，聆听郑律成深沉高亢、充满感

情的歌声，会让人有一种说不出的激情

在胸中涌动。

纪念馆“军歌嘹亮”展区的一面墙

上，有句话格外醒目：“他是不戴军衔的

战士，是战士冲锋的号角。”郑律成在战

火硝烟中成长，是我国近现代继聂耳、

冼星海之后又一位杰出的作曲家、中国

无 产 阶 级 革 命 音 乐 事 业 的 开 拓 者 。

1914 年 8 月 27 日，郑律成出生在朝鲜半

岛南部全罗南道光州一个农民家庭，原

名郑富恩。1910 年，朝鲜半岛沦为日本

殖民地。郑律成的父亲是位爱国主义

者，在其影响和支持下，郑律成的三位

哥哥参加了朝鲜和中国的民族解放运

动。大哥和二哥均是中共党员，并为革

命献出了宝贵生命。郑律成 19 岁时跟

随三哥来到中国，进入当时朝鲜在华抗

日团体开办的“朝鲜革命军事政治干部

学校”学习。毕业后，郑律成在南京鼓

楼电话局做情报工作。为更好地掩护

身份，组织上资助他去上海学习音乐，

其音乐才华开始崭露头角。

国破家亡的悲痛和中国的抗日烽

火使郑律成日趋成熟。他决心到延安

寻找中国共产党，寻找真理。在爱国人

士李公朴的资助下，郑律成背着小提琴

和曼陀铃奔赴延安。

抵 达 延 安 后 ，郑 律 成 在 陕 北 公 学

学习，后进入鲁迅艺术学院。毕业后，

他到抗日军政大学政治部宣传科担任

音 乐 指 导 。 1939 年 ，郑 律 成 加 入 中 国

共 产 党 。 在 延 安 这 片 圣 土 上 ，郑 律 成

多 年 的 生 活 、思 想 和 艺 术 积 累 终 于 喷

发。1938 年至 1940 年，是郑律成音乐

创作的鼎盛时期，《延安颂》《延水谣》

《寄语阿郎》《生产谣》《黎明曲》《草原

曲》等 众 多 有 影 响 的 作 品 相 继 问 世 。

其中，最富代表性、最受欢迎的是《延

安颂》和《延水谣》。

延安时期，郑律成创作最多的是威

武雄壮的进行曲。在郑律成看来，若不

全心全意投入抗战，不写部队、不用音

乐来反映民族解放战争这一伟大历史

转折，就会使音乐史留下一大空白。年

轻的郑律成，这一时期创作了《保卫大

武汉》《十月革命进行曲》《百团大战进

行曲》等作品，其中最著名的是《八路军

大合唱》。这部不朽的作品，由《八路军

军歌》《八路军进行曲》《快乐的八路军》

等 8 首歌曲组成。《八路军进行曲》流传

最广，那淳朴简练的语言、铿锵有力的

节奏、庄严豪迈的曲调，生动刻画了人

民军队的形象，表现了人民军队一往无

前、铁流滚滚的战斗作风和排山倒海的

气势，如同进军的号角，伴随着人民军

队 的 成 长 壮 大 和 人 民 战 争 胜 利 的 历

程。解放战争时期，《八路军进行曲》改

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1949

年开国大典上，这首进行曲响彻天安门

广场。1988 年 7 月 25 日，中央军委主席

邓小平签署命令，正式将《中国人民解

放军进行曲》定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

歌》。

站 在 纪 念 馆 内 ，郑 律 成 一 张 在 前

线 坑 道 里 创 作 音 乐 的 照 片 ，让 我 驻 足

许 久 。 在 这 照 片 背 面 ，郑 律 成 写 下 这

样一句话：“听着响得很近的机枪声，

把写好的曲子自己哼一遍。”通过短暂

的参观，在我眼里，郑律成是火一般炽

热 的 人 ，他 的 歌 是 火 一 般 炽 热 的 歌 。

他创作的音乐如“狂飙一曲从天落”，

旋卷了艰难困苦而又英勇卓绝的抗日

战 争 、解 放 战 争 的 英 雄 年 代 。 我 们 的

战士，高唱着“向前，向前，向前！我们

的队伍向太阳”，冲锋向前，涤荡旧世

界 的 污 泥 浊 水 ，奋 战 出 光 辉 灿 烂 的 新

中国。

1945 年 8 月 15 日，日本宣布无条件

投 降 。 经 中 央 批 准 ，郑 律 成 和 他 的 夫

人、后来成为新中国第一位驻外女大使

的 丁 雪 松 ，离 开 延 安 远 赴 朝 鲜 。

1945 年至 1950 年，郑律成以旺盛的创

作激情，为朝鲜军民谱写了《朝鲜人民

军进行曲》《图们江》等 10 余部作品。他

改写了在延安时写就、未及演出的《抗

日骑兵队》大合唱，在平壤等地演出。

其中，《朝鲜人民军进行曲》成为了朝鲜

人民军军歌。朝鲜战争爆发后，这首激

昂的《朝鲜人民军进行曲》鼓舞着朝鲜

人民军将士与中国人民志愿军并肩作

战。在前线炮火声的伴奏下，郑律成为

朝鲜军民和中国人民志愿军创作了《共

和国的旗帜迎风飘扬》《战士的誓言》

《中国人民志愿军进行曲》等一大批鼓

舞战斗士气的作品。

1949 年 10 月 ，我 国 与 朝 鲜 建 交 。

经周恩来总理批示并亲笔致函金日成，

郑律成恢复了中国共产党党籍并加入

中国国籍。

说起哈尔滨，这座城市还真和郑律

成有着一段不解之缘。1953 年，郑律成

调到中央歌舞团工作后，来到哈尔滨体

验生活。在这片广袤的黑土地上，他深

入城市、乡村、林区，创作出《采伐歌》

《小兴安岭颂》《幸福的农庄》大合唱等

作品。如今，这些作品动人的旋律依然

令人心潮澎湃。

2009 年 4 月，人民音乐家郑律成纪

念馆在哈尔滨市筹备建馆，同年 7 月开

馆。2020 年，纪念馆搬迁至现在的朝鲜

民族艺术馆馆内。正如郑律成夫人丁

雪松所说，以建立纪念馆的方式缅怀郑

律成，不仅是纪念一位人民音乐家，更

重要的是让人们铭记那段可歌可泣的

血与火的历史，铭记中国共产党及她的

优秀儿女们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英

勇斗争、前赴后继、不怕牺牲的革命精

神。如今，这座纪念馆已经成为哈尔滨

市的一张特色文化名片。

“向前，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向

太阳……”军歌的旋律早已深入到每个

军 人 的 心 中 。 它 是 一 种 精 神 ，一 种 信

仰 。 漫 步 在 纪 念 馆 内 ，我 读 懂 了 郑 律

成，他是一个向着太阳歌唱的人。他留

下的宝贵音乐财富，仍将激励着人们砥

砺前行。

向着太阳歌唱的人
■尹 栋

芷江，是湘西的一座县城，坐落在

沅水河岸边。70 多年前，这里作为接

受日本侵略者投降的地方而闻名。为

此，芷江被称为英雄之城、胜利之城。

今年夏天，我专程参观了受降纪念坊、

受降堂以及湖南抗日战争纪念馆，别有

一番滋味涌上心头。

南方的小雨缠缠绵绵，我冒雨来到

芷江受降纪念坊，认真体会着这座用正

义 筑 起 的“ 凯 旋 门 ”。 1945 年 8 月 15

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 月 21 日至

23 日，日本洽降谈判代表、侵华日军副

总参谋长今井武夫飞抵芷江，与中国军

队相关人员商定日军投降所有事宜。

为 纪 念 这 一 重 大 历 史 事 件 ，1946 年 2

月，建成了芷江受降纪念坊。

我抬头仰望这座“凯旋门”式的受

降坊，只见青砖水泥衣，上端形如“山”

字，四柱三拱，通高 8.5 米、宽 10.46 米，

坊上嵌刻着《芷江受降坊记》铭文。在

芷江纪念坊园内右侧建有中国人民抗

日 战 争 胜 利 受 降 纪 念 馆 。 该 馆 建 于

1995 年，馆内展出大量文字、照片、实

物等重要文物，有日本向中国投降的原

始视频资料，还有芷江人民欢庆抗战胜

利的历史照片。这些文物生动再现了

芷江受降这一重大历史事件，让人深切

感受到中华民族抗战的艰辛和取得胜

利的欢愉，以及和平的来之不易。

走出纪念馆，正对面就是三排有长

廊的黑色木质平房，那是芷江受降典礼

会场旧址。走在通向会场旧址青砖铺

就的路上，我的心情格外凝重。眼前极

普通的木质门框和窗户，漆色早已脱

落，斑斑驳驳，有一种历史的沧桑感。

会场内摆放着桌、椅、沙发等文物，陈列

的史料翔实。

最引人注目的是一张当年曾使用过

的九屉办公桌。桌子正面中间抽屉面板

上有火印铭文“参加受降典礼纪念”，字

迹清晰。作为国家一级文物，这张办公

桌是抗战胜利受降典礼的历史见证，提

醒着人们永远不要忘记那个庄严的时

刻。

1945 年，当欧洲大陆已开始庆祝

二战胜利的时候，中国仍遭受着日本军

国主义的残暴践踏。连连受挫的日军

在湖南集结重兵，欲孤注一掷，发起湘

西会战。侵华日军此战的目的是争夺

芷江空军基地，故又称“芷江作战”。日

本侵略军妄图早日结束战事，却没有想

到湘西会战为日军敲响了丧钟！

巍巍潇湘，苒苒风华。历史如同永

恒的灯塔，给后人以启迪和指引。与受

降会场仅一墙之隔的是宽阔的和平文

化园胜利广场。我随着参观的人流拾

级而上，走进庄严肃穆的湖南抗日战争

纪念馆，仔细阅读湖湘子弟浴血抗战这

部厚重的史书。一幅幅泛黄的图片揭

露了日本侵略者的暴行，让观者触目惊

心；一件件陈旧的文物彰显着中国军民

英勇不屈、不畏强暴的民族精神。湖南

是抗战的重要后方，是兵源输出大省、

军粮供应基地、战时救护中心，为夺取

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提供了强有力支

持。如今，我们重温抗日战争那段苦难

与辉煌的岁月，就是为了让生活在幸福

和平环境中的人们，共同传承一个民族

在艰苦奋战中留下的集体记忆，共同守

护无数先烈用鲜血和生命创造的宝贵

财富。

战争虽然远去，但当地流传的许多

悲壮故事已成为芷江永远的记忆，也是

芷江人民永远的骄傲和光荣。散落在

小城各个角落的历史遗迹，既是对美好

未来的祈望，也是和平时期不忘历史的

警醒。芷江丰富的抗战文化，引无数国

人来此驻足、感怀。

雨已歇，夜渐深，我漫步在这座著名

的文化旅游县城中，观赏着芷江龙津风

雨桥，静心感受芷江侗族自治县浓郁的

风情。凭栏眺望，两岸风光尽收眼底，倾

听潺潺流淌的河水声，看着岸畔三五成

群的当地居民悠闲散步聊天，还有孩童

们嬉戏打闹的身影，内心涌起无限感慨，

今天生活在中华大地的人们是幸福的。

天渐渐暗下来，两岸的灯光亮起。

刹那间，影影绰绰的吊脚楼倒映在水

面，星光和灯光交相辉映，像落入水中

的无数只眼睛，默默注视着一代代芷江

儿女在此繁衍生息。千米夜景长廊的

索子街，熙熙攘攘的人流，在霓虹灯下

显得更加妩媚迷人。面对如此美轮美

奂、流光溢彩的芷江夜景，我和身边的

游人都沉醉了。那一刻，真不知该用什

么词汇来形容它的美了。

江风徐徐吹来，清爽怡人。我情不

自禁用手机把眼前美景一一收入镜头，

想让这美好的时光永远在此定格。

芷
江
记
忆

■
仇
秀
莉

“时间紧，我速战速决！”食堂里，谢

婷端起饭碗快速扒拉了两口，就放下筷

子跑到排练厅，为下一场慰问演出做准

备。

谢婷是火箭军某团综合保障营警卫

通信连的一名文艺骨干，个头不高却名

气不小，被战友们亲切地称作“小百灵”。

谢婷大学就读于广西艺术学院音

乐教育专业，曾获得学院声乐、舞蹈、朗

诵、钢琴、乐理“五项全能比赛”一等奖，

并取得教师资格证书。毕业时，她无意

间看到《征兵宣传手册》上高中同学身

着戎装、英姿飒爽的照片，崇拜之情油

然 而 生 ，毅 然 放 弃 了 当 音 乐 老 师 的 机

会，报名参军。

心中有梦，脚下有路。经过士官学

校三个月的淬火锻炼，谢婷被分到某基

地，并因为文艺特长，很快被业余演出

队相中。

“唱歌是我生命的一部分，每次听

到音乐响起，我就感觉浑身上下每个细

胞都是兴奋的。”入伍 8 年来，谢婷多次

为演训一线、深山哨所的官兵送去一首

首情真意切的歌曲，音色甜美、情感细

腻的演唱深受大家喜爱。

那年，谢婷从文艺战士转身为通信

兵，由于专业不对口、技能跟不上，她一

度 感 到 迷 茫 和 失 落 。 一 次 ，团 里 组 织

“兵王家属进军营”活动，老班长们扎根

深山、坚守岗位，军嫂顾全大局、无私奉

献的精神深深感染了谢婷。感动中，她

决定为他们写一首歌：“老班长们常年

与危险为伍、和寂寞做伴，把自己的青

春献给了军营，他们的精神需要我们学

习宣扬。”

为了寻找灵感，一到周末，谢婷就

主动申请到驻守在山沟的基层部队体

验生活。在偏远的大山深处，她真切感

受到官兵以苦为乐、以山为家的奉献情

怀。一双双真诚坚毅的眼眸、一个个感

人肺腑的故事，如火花般点燃了谢婷心

中的激情。回到单位后，她反复查阅学

习“兵王”们的先进事迹材料，不到一个

月，由她和战友编曲、作词的《兵王颂》

便唱响军营。

“不知道熬过多少孤寂的日夜，才

练就你托举神剑的封喉本领……”活动

当天，谢婷深情的演唱和真挚的歌词感

动了官兵和家属们。战友们的肯定也

让谢婷重新找到了方向。她下决心学

好专业，成为一名优秀的通信兵，工作

之余继续为战友们歌唱。

如今，谢婷不仅在通信专业上崭露

头角，音乐创作也渐入佳境。去年，她

首次赴西北高原参加慰问巡演。车队

抵达目的地时，热情的官兵夹道欢迎文

艺 轻 骑 兵 们 的 到 来 。 她 忍 不 住 感 慨 ：

“我们有着同样的年纪，任务一线官兵

用青春和热血守护着国家安宁、人民幸

福 ，我 必 须 把 最 动 听 的 歌 声 献 给 这 些

‘最可爱的人’！”

“水样的柔肠，山样的臂膀，花样的

年华交给沉默的钢枪……”演出当天，

随着《我为你歌唱》的音乐响起，谢婷轻

柔美妙的歌声赢得了战友们热烈的掌

声。望着战友们脸上绽放的笑容，她感

到一股暖流涌入心田。

今年“七一”，谢婷被选调参加庆祝

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的演奏任

务。圆满完成任务后，她的激动之情溢

于言表：“我们生逢盛世，当不负盛世。

军旅生涯中，能将自己的理想追求融入

党和国家的伟大事业，我感到无比光荣

和自豪。今后，我还会继续创作出更多

贴近基层、贴近官兵的歌曲，为战友们

放声高歌，为他们送去欢乐！”

丹心一片为兵歌
■周 球 高明俊

8 月 8 日，“学习‘时代楷模’阎肃暨

作品研讨会”在北京金台艺术馆召开。

来自国内音乐和文化艺术界的众多专家

学者、词曲作者、歌唱家参加了研讨会。

阎肃是原空军政治部文工团创作

员，曾被中共中央宣传部授予“时代楷

模”称号，被中共中央组织部追授为“全

国优秀共产党员”。他创作的《我爱祖

国的蓝天》《江姐》《党的女儿》等一大批

经典作品，深受人民群众喜爱。

研讨会上，与会代表一致认为，阎

肃的艺术成就得益于他始终坚持以人

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得益于他数十年

如一日孜孜不倦的艺术追求。他的创

作来自于对党和国家、人民的深切情

感，作品反映了时代精神和人民心声。

会上，阎肃夫人李文辉向与会代表赠送

了由她耗时 5 年编撰的《阎肃作品集》。

“学习‘时代楷模’阎肃暨作品研讨会”在京召开
■刘晓伟

文化资讯

迷彩芳华

重温经典 感悟初心

这幅照片拍摄的是新疆

军区某边防团官兵在休息时

间健身娱乐的场景。拍摄者

采用高速快门记录下 3名官

兵欢乐轮滑的瞬间。画面

中，疾驰的轮滑与官兵的笑

脸相映成趣，动感十足。

（钞飞航）

欢乐轮滑
■摄影 孙志斌

阅图

兵 漫

“文艺小分队”将舞蹈、歌曲等文艺

形式融入党史学习教育活动中。

党史学习教育活动形式多样
■郑国庆/文 胡二泉/绘

组织官兵参观革命先辈纪念馆，

传承红色基因。

举办红色演讲会、战斗英雄故事

会，激励官兵精武强能。

营造红色营区文化，形成时时学、

处处学的浓厚氛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