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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边 防

行 ”小 分 队

队员与官兵

互动场景。

汪 璨摄

扫描二维码 观看歌曲视频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文
艺演出《伟大征程》中，深情咏唱的开场
曲《跟着共产党走》引发广泛共鸣。

1940年夏天，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
立19周年，抗大一分校文工团文艺战士
沙洪和王久鸣受领任务，结合当时沂蒙
地区的抗战实际，创作了歌曲《跟着共
产党走》。歌曲诞生后，像带着翅膀一
样，很快在全国抗战军民中流传开来。
后来，它成为开国大典的伴奏曲。本
期，让我们通过抗大一分校文工团党支
部书记史屏的回忆文章，再次追溯这首
歌曲的诞生过程。 ——编 者

1940 年 6 月 ，抗 大 一 分 校 决 定 在

“七一”召开党代会，要文工团演出节

目，教唱新歌。校领导对这次党代会十

分重视，为了安全，先派警卫连打击敌

伪据点，消灭了不少敌人，缴获了枪支

弹药。老乡们兴高采烈，到处赞扬共产

党、八路军真正和群众同甘共苦，是抗

战的力量。

文工团的同志们这些天来十分繁

忙，为迎接“七一”召开的校党代会赶排

节目。我们上午下地帮助老乡割麦、锄

草，下午才能工作，有时干脆在宁静的

夜晚排演。

到 了 6 月 30 日 下 午 ，我 们 排 了 两

场戏，但是没有新歌可教，真是着急。

团 长 袁 成 隆 同 志 找 王 久 鸣 和 我 商 量 ，

一定要突击写出一个新歌，向党代会、

向党的 19 周年献礼。谁写歌词呢？大

家不约而同地想起了政治部宣传干事

沙 洪 同 志 。 因 为 他 写 过 好 些 歌 ，尤 其

是孙祖战斗后写了一首军民英勇杀敌

的 叙 事 长 诗 ，在 祝 捷 大 会 上 朗 诵 后 赢

得了很高的评价。成隆同志马上要我

去找沙洪，久鸣还提出挑战说：“沙洪

写 出 歌 词 多 少 时 间 ，我 谱 曲 也 用 多 少

时间。”

就 这 样 ，我 跑 宣 传 科 找 到 沙 洪 同

志。他见我满头大汗地跑来，有些惊异

地问我来干什么。当我说明来意，并转

述了久鸣同志要和他比赛的意见，他马

上放下手头的工作，微笑着表示同意。

我 看 他 凝 思 了 几 分 钟 ，就 挥 笔 写 出 了

《跟着共产党走》这首 57 个字、加上叠

句也只 71 个字的歌词。他低诵了一遍

歌词：“你是灯塔，照耀着黎明前的海

洋。你是舵手，掌握着航行的方向。伟

大的中国共产党，你就是核心，你就是

方向。我们永远跟着你走，人类一定解

放 。 我 们 永 远 跟 着 你 走 ，人 类 一 定 解

放”，就交给了我。随即我就兴冲冲飞

也似地回到团部。袁、王两位同志见我

欢欢喜喜回来，就知道有新歌词了，大

家很高兴。久鸣说干就干，要求找个僻

静的地方去作曲，不要去打扰他。我们

自然谅解一个作曲者要领会词意，才能

谱成好曲，这个条件当然同意。我只低

声地告诉他：“沙洪同志从凝思到写成

这 个 歌 词 ，只 用 了 10 分 钟 左 右 的 时

间。”只见久鸣跑进村外小树林里，多次

低吟歌词，坐在一块石头上摊开本子，

接着站起来哼着走着，走着哼着，哼了

几分钟，就坐下在本子上谱曲。他边写

边哼，边哼边改，直到他自己感到满意，

才用男中音唱了一遍。我和成隆同志

正想走过去时，久鸣迎上来对着我说：

“看看马蹄表，多长时间？”我看了看马

蹄表，久鸣同志从拿到词、谱完曲，恰好

也是 10 来分钟。那时久鸣不到 22 岁，

沙洪才 20 岁，风华正茂，两个人前后不

到半小时就写出了人民对党的心声、党

的 颂 歌 。 接 着 ，我 们 又 请 久 鸣 唱 了 几

遍，大家都说“好”。

晚 饭 后 ，炊 事 员 宋 大 爷 为 大 家 添

了 一 勺 菜 ，这 是 文 工 团 晚 上 赶 排 节 目

的 老 规 矩 。 接 着 ，全 团 就 集 合 在 星 光

下 教 唱 这 支 新 歌 ，大 家 都 十 分 满 意 。

“七一”那天，在党代会开幕式大合唱

时 ，我 们 就 正 式 演 唱 了《跟 着 共 产 党

走》这支新歌，赢得了热烈的掌声。晚

会前，先由久鸣同志教唱了半个小时，

此 后 大 家 还 分 散 插 空 给 党 代 表 教 唱 。

这 支 歌 ，就 由 这 些 党 代 表 带 回 山 东 各

根 据 地 。 那 个 时 候 ，敌 后 的 条 件 非 常

困难，没有什么音乐刊物，主要是靠手

抄、口教、油印，把这支歌传开的。这

支 歌 不 仅 在 全 国 解 放 区 唱 ，还 由 地 下

工 作 者 把 它 传 到 了 许 多 大 城 市 ，如 南

京、上海、北京等地。解放战争年代，

每 解 放 一 个 城 市 ，这 个 城 市 就 响 起 了

《跟着共产党走》的歌声，一直唱遍全

国的城市和乡村。

这支歌创作于上世纪 40 年代初，

受 到 人 民 普 遍 的 喜 爱 ，流 传 到 全 国 ，

一 直 到 如 今 还 受 到 群 众 的 欢 迎 ，产 生

了 很 好 的 社 会 效 果 。 之 所 以 如 此 ，因

为歌词里把党比喻作灯塔、舵手，把我

们党称作核心、方向，这就表达了人民

对党的敬仰和信赖。正如歌词作者沙

洪同志在回忆这首歌词创作背景时说

的：“当时，国民党反动派惧怕中国共

产 党 代 表 的 人 民 力 量 ，不 断 地 掀 起 反

共逆流，制造残杀八路军、新四军的惨

案 ，日 本 帝 国 主 义 也 把 主 要 作 战 力 量

转到敌后战场，加 紧 对 我 根 据 地 军 民

进行扫荡和掠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

抗 日 游 击 战 争 进 入 了 最 艰 苦 的 阶 段 。

但 是 ，这 种 黎 明 前 的 黑 暗 ，不 但 没 有

吓 倒 人 民 ，反 而 极 大 地 提 高 了 人 民 的

觉 悟 程 度 ，使 人 民 的 心 更 明 、眼 更 亮

了 。 人 民 群 众 清 楚 地 看 到 ，3 年 抗 战

的 实 践 经 验 证 明 ：只 有 中 国 共 产 党 、

八 路 军 是 真 正 的 抗 日 力 量 ，是 真 正 和

群 众 同 甘 共 苦 的 ，是 真 正 一 心 为 群 众

服 务 的 。 因 此 ，人 民 相 信 ，不 管 困 难

有多大，夜有多么黑，只要有共产党，

中 国 就 不 会 亡 ，人 民 就 不 会 当 亡 国

奴 ，天 空 总 是 会 亮 起 来 的 。 作 为 一 个

年 轻 的 共 产 党 员 和 八 路 军 的 宣 传 战

士 ，我 从 周 围 的 群 众 当 中 经 常 地 感 觉

到 、看 到 这 种 纯 朴 感 情 和 坚 定 信 念 。

而我自己心中也聚集着同样的感情和

思 想 ，它 经 常 地 激 荡 着 ，随 时 准 备 喊

出 来 。《跟 着 共 产 党 走》的 歌 词 ，就 是

在 这 基 础 上 用 比 较 短 的 时 间 写 出 来

的 。 照 我 看 ，久 鸣 同 志 的 心 情 和 我 一

样 ，只 不 过 他 是 用 音 乐 的 语 言 来 表 达

的 。 他 谱 的 曲 子 ，充 满 了 对 党 的 真 挚

情感，唱出了人民的心声。”

（根据作者原文整理，有删减）

唱出人民的心声
■史 屏

我连前身是华东野战军第 13 纵队

37 师 109 团 1 营 1 连。战争年代，我连

官兵转战华东七省市，历经大小战斗 50

余次，涌现了众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

和“登城第一班”“青年战斗模范班”等

英模班排。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老班

长隋传基的战斗故事。

1948 年 11 月 24 日，灵璧城战斗打

响，我第 109 团参战。在炮兵火力支援

下，官兵在护城河上架起两道浮桥，经

过连续三次突击，终于在城墙突出部南

侧炸开了一个约 2 米宽的缺口，并在城

墙上架好梯子。与此同时，为阻止我攻

城部队接近缺口，敌人的炮火如暴雨般

倾泻，缺口周边成了一片火海。

攻城中，1 营 1 连 1 班作为突击班参

加战斗。班长隋传基见浮桥快被敌人

炸 毁 ，而 官 兵 还 没 冲 到 城 下 ，十 分 着

急 。 不 巩 固 突 破 口 ，大 部 队 就 无 法 登

城。紧要关头，隋传基做出一个大胆的

决定：涉水登城。

“扑通”一声，隋传基第一个跳进河

里 。 突 击 班 战 士 也 纷 纷 随 他 跃 进 河

里 。 冰 冷 刺 骨 的 河 水 冻 得 大 家 直 打

颤。“大家散开向前游！”隋传基一声令

下，全班快速向城墙边游去。

敌人顿时急了眼，子弹落在河里，

打起一片片水花。冒着枪林弹雨，突击

班 抵 近 城 墙 ，隋 传 基 迅 速 指 挥 全 班 登

城 。 他 一 手 持 枪 ，一 手 扶 着 木 梯 往 上

爬。就在他接近城头时，一个敌人突然

扑向梯子，两手抓住梯子顶端，就要往

外推。城下的战友急忙向墙垛开了两

枪，将敌人打退。趁着空隙，隋传基飞

快向上攀，举起刺刀朝敌人胸口捅了过

去，消灭了敌人。接着，隋传基抓住墙

垛，跃上城头，全班紧跟而上。

敌 人 开 始 疯 狂 反 扑 ，企 图 夺 回 城

头。“为了破城血战到底！”隋传基大声

喊道。突击班在他的带领下，向敌群猛

烈扫射。当子弹打完后，隋传基带着战

友抡起砖头、钢盔与敌人拼死肉搏，夺

取对方武器。整个 1 班像钢钉一样，牢

牢地铆在城头上。

枪声和厮杀声交织在一起。即使流

血、负伤，也决不后退半步，靠着这股顽

强斗志，隋传基先后击毙守敌 20 余人，

最终带领战友将反扑之敌全部歼灭。

随后，隋传基站在城墙上仔细观察

敌军阵地，发现在城墙突破口左右两侧

各有一个地堡。他向大家布置了作战

计划：先炸掉一侧地堡，然后从另一个

地堡的火力死角冲上去。

“1 组跟我冲，2 组掩护！”隋传基一

马当先。敌人地堡里火力猛烈，我方战

士一时靠不上去。隋传基趴在一个土

堆后，刚探出半个头，几发子弹便擦着

他的头皮打到了地上。

“大家掩护！”待观察清楚后，隋传

基边说边准备炸药和手榴弹，准备去炸

地堡。副班长一把扯住他：“炸碉堡我

经验多，让我来！”

“我是班长，我先上！”隋传基说完就

提起枪，向前顺势一滚，趁着烟雾冲了出

去。当他猫腰越过一个小坎时，突然被

敌人子弹射中小腿。他痛苦地倒了下

去。但他很快又抬起头，向战友示意自

己没事，挟着炸药慢慢匍匐向前……

战友们见隋传基被子弹击中，便更

猛烈地开枪压制敌人，最后几枚手榴弹

扔过去后，敌机枪声短暂地停了。隋传

基吼叫着，用手支起身子，迅速起身，冲

了上去。当靠近地堡时，他向前一个飞

扑，把炸药塞进了地堡，几个翻滚躲到

了旁边。

“ 轰 隆 ”一 声 巨 响 ，敌 地 堡 被 炸 塌

了。隋传基又立刻带领全班冲向另一

个地堡，将其摧毁。敌人加强反扑，他

带领全班击退了敌人几次反击，巩固了

突破口，为营连主力开辟了通路。

灵璧城战斗胜利结束后，隋传基因

战功卓著，被纵队记一等功。后来，他又

在渡江战役、漳厦战役等重大战役战斗

中身先士卒，表现英勇。部队整编后，他

被原第 31 军授予“战斗英雄”荣誉称号，

并在新中国成立后被提拔为干部。

硝烟岁月中，隋传基等英雄官兵为

了革命事业抛头颅、洒热血，用行动践

行 了 责 任 担 当 ，用 生 命 彰 显 着 军 人 血

性，永远值得我们后来人学习。

（推荐整理：王梦圆）

战斗英雄隋传基的故事—

“为了破城血战到底！”
■讲述人 第 73 集团军某旅“管理教育模范连”排长 蔡 鑫

连日来，国防大学军事文化学院组织

“边防行”小分队，赴西藏边防一线和驻训

点位开展慰问演出，真情服务边防官兵。

首场演出，小分队来到驻墨脱县某

“戍边模范营”。他们将一个个强军故

事 搬 上 舞 台 ，把 党 史 教 育 内 容 写 进 歌

里，把对战斗精神的礼赞融进舞蹈，将

一批富有边防部队特色的鲜活作品呈

现 给 边 防 战 友 ，点 燃 了 边 防 官 兵 的 激

情。情景讲述《背女进藏》再现了当年

18 军军长张国华带着女儿誓师进藏的

动人故事。源于真实生活的小品《夜深

人未静》，用一段因呼噜声引发的误会，

巧妙呈现妻子对丈夫戍边的支持，让官

兵笑中带泪。

离基层越近，离兵心越近。队员们与

官兵手拉手共舞、肩并肩歌唱，成为巡演

中经常出现的场景。初到边防的队员包

恩林对这里的“舞台”印象深刻：有的“舞

台”是在野战帐篷里，有的“舞台”是在半

山腰稍微平整的瓦砾堆上，有的“舞台”隐

藏在峡谷密林里……“我站立的地方是中

国，我用生命捍卫守候……”站在这样的

简易舞台上，包恩林为戍边官兵深情唱响

《我站立的地方是中国》。激昂的旋律回

荡在高原，也回荡在官兵心间。

清晨，队员们穿过浓雾，沿着山边的

967 级台阶，向驻守在“云中哨卡”的“张

福林班”进发。“他，守卫在祖国边防；他，

今晚犹如雕像……”队员张皓茹作战靴

上糊满黄泥，脸上蒸腾着热气，为在这里

长期值守的战士深情献唱。

迢迢为兵路，浓浓边关情。在海拔

4100 米、一个被官兵形象地称为“老虎

嘴”的地方，队员们沿着陡峻的山路上山

慰问。“条件越差，越说明战士们需要我

们的演出！”队员张梓钰说。临别时，当

得知手中的鲜花是战友们爬了 1 个多小

时的山路亲手采摘而来的，张梓钰感到

一股暖流涌上心头。

“为兵服务，不能落下一人”，无论是

驻训点位，还是海拔 5100 多米的哨所，

只要有官兵在的地方，就是队员们为兵

服务的地方。最忙的时候，他们一天要

演出 5 场。每场演出都有官兵因故错过

观演，队员们便利用休息时间，自发地走

到他们身边，为哨兵、病号和炊事员加演

“专场音乐会”。

歌声或许是抵达心灵最近的路。队

员陈茜说出了队员们的心声：“战士的笑

容，是留给我最温暖、最实在的幸福。”

当小分队来到某边防营，队员们一

眼就认出了被称为“巡逻王”的营长杨祥

国。篝火旁，大家与杨祥国等官兵围坐

一起，从一张张透着高原红的黝黑脸庞

上感悟奉献与坚守，从一个个撼人心魄

的巡逻故事里品味边防军人的血性与情

怀。这些感悟终将融化在队员们一串串

为兵服务的脚印中，让他们走得更加踏

实坚定。

“前进吧，我们的脚步，复兴强盛不

可阻挡。战歌为胜利唱响！”当大家共同

唱起《战歌为胜利唱响》，意味着演出即

将画上句号。“你们什么时候再来？”依依

惜别之时，听到战友们的这句话，队员们

总是心生感动。他们深知，这是一份份

沉甸甸的期待。“我们还会再来，这是我

们的承诺。”据了解，该学院“边防行”活

动已连续开展 8年，队员们的足迹遍布黑

龙江、云南、西藏等地的边防一线部队。

抵达心灵之路
■王晨光 林梓栋

近日，新疆军区某红军师组织文艺轻

骑队，赴海拔近5000米的喀喇昆仑高原开

展为兵服务，为驻训官兵送上真情慰问。

碧天如洗，山谷间阳光灿烂。官兵

把战车摆成一个“八”字，把场地中间的

石头捡干净，肩并肩喊着号子把地上的

浮土踩实，又在场地边缘摆上一圈石子，

文艺轻骑队首秀的“舞台”就搭成了。大

家迫不及待地围在“舞台”前等待演出。

雪山为背景，大地为舞台，开场舞

蹈《寸土不让》拉开序幕。一个个铿锵

有力的舞蹈动作，充分彰显边防官兵在

艰苦环境中顽强拼搏的精神，点燃了现

场气氛。

一首首歌曲、一支支舞蹈、一阵阵掌

声，让沉寂的高原变得热闹起来。现场

的掌声、呐喊声一浪高过一浪，官兵的热

情感染着队员们。队员肖漫走上舞台，

深情唱起《最美是你》。一曲歌毕，维吾

尔族战士祖力哈尔·孜亚吾丁跑上舞台，

送给肖漫一块用彩笔写着“清澈的爱，只

为中国”的高原石，让她又惊喜又感动。

听说第二天文艺轻骑队要来演出，

某合成团三营官兵把彩色千纸鹤串成

串，用红纸叠成玫瑰花，再到几公里外的

冰河边挖来红柳根，喷上红漆，做成了特

别的“花束”。

文艺轻骑队到达时，阳光在洁白的

雪山表面铺上一层金黄。三营的官兵自

发来到营门口列队欢迎。“听说你们赶了

几百公里来给我们演出，除了感动，没啥

说的！”教导员鲁博带头给每名队员送上

热乎乎的姜汁可乐。

“ 太 阳 的 雅 鲁 藏 布 ，月 亮 的 日 喀

则 ……”演出开始了，队员们穿上多彩

的藏族服装，在舞台上翩翩起舞，一曲

《玛尼情歌》激荡着青春热情。

这一天，文艺轻骑队来到海拔 5000

米的某驻训点位。演出马上开始，主持

人杨沁怡吸了几口氧，忍着高原反应带

来的不适走上舞台。她向战友们露出灿

烂的笑容，开场白引来一阵喝彩——这

是驻训以来，这个点位的官兵第一次看

演出。

“看云彩，看云彩，光秃秃的哨所也有

乐趣在……”队员张玉龙上场，唱起那首

《看云彩》。台下，文艺轻骑队的摄影员赵

金蒙举起镜头，记录下一个瞬间——照片

里，一位年轻军人微抬下巴，专注地看向

舞台，湿润的眼睛里泛着泪光。“在这伸

手摘云的高原上，我听到这首歌，就想起

了春节时我爱人送我的白围巾……”面

对镜头，四连副连长李文博说。到了一

线，队员们真正明白了，在这没有手机信

号、没有绿色的环境中，官兵的坚守与奉

献是多么令人敬佩。

“我把青春融进，融进祖国的江河。

山知道我，江河知道我。祖国不会忘记，

不会忘记我……”节目进入尾声，压轴曲

目歌伴舞《祖国不会忘记》点燃官兵的激

情。大家纷纷起立，合着音乐一起高声

歌唱，把演出推向高潮。

阳光照在喀喇昆仑
■刘 永 本报特约记者 李 康

文艺轻

骑队队员将

官兵身边的

先进标兵请

上 舞 台 ，与

大家互动。

张 立摄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文艺演出《伟大征程》中，深情咏唱的开场曲《跟着共产党走》引发广泛共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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