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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10 月 1 日，内蒙古草原上迎来一个

清亮的清晨。这一天，为了赶到某雷达

站和连队官兵一起升国旗，空军蓝天文

艺小分队的队员们凌晨 3 点多就开始赶

路了。

上高山、下海岛、走戈壁、奔草原，在

建党百年这一年为部队官兵完成百场文

化服务，是队员们的目标和心愿。为战

而歌，向战而行，他们洒下一路歌声一路

真情，留下一路故事一路感动。

一

文艺小分队来到的这个雷达站，远

离市区，环境艰苦。东方冒红，队员们下

车整齐列队，和连队官兵共同举行升旗

仪式。“向国旗敬礼！”一声令下，一种情

感也随之从内心升起。以青春奉献祖

国，用生命捍卫国家，他们感受到边关军

人的家国情怀。这是源自心底的感动，

也是文艺创作的源泉。升旗仪式后，队

员们和官兵走进草原，一起“快闪”，同声

歌唱《我和我的祖国》。

雷达站里的官兵不多，待他们在营

门前坐好，演出就开始了。蓝天做幕布，

辽阔的草原当舞台。阳光穿透云层，洒

下斑驳光影，仿佛灯光闪烁。条件简陋

的野战文艺舞台，别有风采。

“咱们扑通通的心跳总被鼓舞着，够

不够过硬自己要常琢磨，老班长每天总是

这么说。”军营表演唱《老班长说》是文艺

小分队的原创节目，取材于连队生活，兵

言兵语，亲切生动，质朴自然。巡演中，他

们根据演出单位的不同情况多次改编这

个节目，深受官兵欢迎。战士们觉得节目

中演的正是自己的班长，队员们则说“是

无数的班长成就了这个节目”。

兵的节目，兵最懂。强军文艺的生

机来自强军实践的沃土。野战文艺在本

质上是群众创作，好的节目自然能引发

情感共鸣。巡演中，文艺小分队队长刘

克强对队员们说：“不是要让战士们过来

看，而是我们送上去演”“送艺到基层，也

是锻艺在基层”。

二

10 月 22 日是红军长征胜利 85 周年

纪念日。那段时间，文艺小分队正在西

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部巡演。这是一支

有着光荣历史的部队，驻扎在赤水河边，

官兵一直视长征精神为宝贵精神财富和

力量源泉。

厚重的历史与奋进的现实在纪念

日的舞台上交汇。队员们和部队官兵

一起，以“歌扬长征路”为主题，排演了

《血战湘江》《鲜红的党旗》《红梅赞》等

节目。他们还把部队涌现的先进典型

事迹，改编成文艺作品搬上舞台。小品

《圆梦》讲述一家三代空军地勤兵追梦

圆梦的故事，让官兵笑中带泪，深受感

染。小品《满地找牙》根据机务兵真实

事例创作——维修时战士意外磕掉半

颗牙，若找不到可能会影响战机起飞。

节目传神地表现机务兵极端负责的作

风，引发大家共鸣。原创节目、情景讲

述《我家就在梁家河》描绘了陕北籍战

士请当过村支书的爷爷通过视频，给战

友讲述梁家河故事的情景。该节目聚

焦党史学习教育，结合三弦、快板、说唱

和舞蹈等艺术形式，令人耳目一新。“面

对历史我们在，优良传统我发扬。面对

未来我们在，精兵劲旅强国防。”伴着清

脆的快板，强军好声音久久回荡。

在队员们看来，他们是演出队，是服

务队，还是一支思想工作队。鼓舞兵心，

提振士气是他们的职责使命。巡演中，

文艺小分队每到一处，都要把部队荣誉、

主要事迹、典型故事“揉”进演出中。某

部参加过抢险救灾等任务，多次斩获国

际军事比赛第一名，荣誉厚重。文艺小

分队便在演出时精心选择该部官兵执行

任务的照片和视频作为演出背景，让官

兵备受鼓舞。演出间隙，队员们还邀请

官兵典型上台做访谈，让身边的人和事

成为节目的一部分。“这些年，我们上高

原、飞远海、掠低空。坐进座舱，我就是

一名战斗员。”该部女机长陈金兰的发言

铿锵有力，触动人心。

三

那天，北部战区空军某雷达站指导

员得知文艺小分队要来慰问演出，便给

驻地乌兰牧骑打了个电话，邀请他们共

同演出。乌兰牧骑副队长阿丽玛爽快地

答应了，临时召集队员赶了过来。

驻地乌兰牧骑每年都要进军营慰问

演出，还和连队官兵一起把蒙古族革命

故事写进节目。连队官兵熟悉乌兰牧

骑，蓝天文艺小分队也一直把乌兰牧骑

作为他们学习的榜样。

相逢在奔赴一线、服务基层的路上，

这场军民同台演出显得格外热闹。文艺

小分队队员邵文静与乌兰牧骑歌手斯琴

塔那联袂为官兵带来蒙古族歌曲《莫尼

山》。她们一人唱蒙语，一人唱汉语，让

官兵耳目一新。文艺小分队带来舞蹈

《站在草原望北京》，乌兰牧骑队员们主

动加入。“我愿与你策马同行，奔驰在草

原的深处……”身着民族服装的乌兰牧

骑队员和身着战地迷彩的文艺小分队队

员载歌载舞，赢得官兵热烈的掌声。

四

进班排、做游戏、拉家常、话成长，问

需求、带骨干、教唱歌、赠书画……正如

主持人李诗阳所说，“我们到部队，可不

仅仅是演节目”。

蓝天文艺小分队一路巡演，一路了

解部队文化工作现状和需求，并制定对

应的帮扶措施。他们走进中部战区某雷

达站文化活动室，发现这里摆放了不少

乐器，而且战士们学习兴趣浓、热情高，

便在演出之余专门开会研究如何精准为

官兵提供文艺课程、培训文艺骨干。

据了解，该文艺小分队由空军各部

队业余文化骨干组成。队员们巡演结束

后回到各自岗位，做好本职工作的同时

也是本单位业余文化工作的“台柱子”。

他们自豪地把这种工作模式形容为“聚

是一盆火，散作满天星”。

一程程山水，传诵强军故事。一张

张青春面孔，洋溢强军豪情。空军蓝天

文艺小分队，正扬起强军的号角，在为兵

服务的道路上昂首前进。

上图：空军蓝天文艺小分队和部队

官兵排练演出长征题材节目。

黄金朋摄

奔向战位奔向你
——空军蓝天文艺小分队巡演侧记

■黄春一

文艺轻骑队风采录

“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那里有

森 林 煤 矿 ，还 有 那 满 山 遍 野 的 大 豆 高

粱……”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抗战歌曲

《松花江上》响彻中华大地。它以如泣

如 诉 的 语 调 与 悲 壮 激 昂 的 旋 律 ，激 励

着人们去抗日救国、收复故土，成为广

为流传的经典歌曲。

这 首 歌 的 创 作 者 ，是 音 乐 家 张 寒

晖 。 他 1902 年 出 生 在 河 北 定 县（今 定

州），1925 年 考 入 北 京 国 立 艺 专 戏 剧

系。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张寒晖以古曲

填写了《可恨的小日本》《告我青年》等歌

曲，号召青年“激奋进、齐赴国难”，开始

了他用民歌唤醒民众投身抗战的革命艺

术生涯。1934 年，张寒晖与中共河北省

委特派员李德仲一同工作战斗，从身为

辽宁人的李德仲那里了解到沦陷区人民

的悲惨遭遇。由此，他萌生了要为东北

人民写一首歌的想法。

后来，张寒晖应同学之邀去西安，在

西安省立二中担任国文教员，开展抗日

救亡宣传工作。当时的西安城里，人们

经常见到大批流亡到关内的东北军民。

他们有家不能回、有仇不能报，心头郁结

着悲苦怨愤。执教期间，张寒晖常和班

里的东北军子弟谈心，到他们家中访问，

还到西安北城门外东北难民集中的地区

走访，听难民控诉日寇罪行、倾吐对故乡

亲人的思念。这些都为没有去过东北的

张寒晖创作出《松花江上》打下了基础。

又恰在这时，他接到一位在东北军

做地下工作的同乡送来的《东望》杂志。

这是东北军为纪念九一八事变五周年而

出的专刊。专刊上，有东北军爱国将领

王以哲将军的题词：“我们何时能返回那

美丽的田园？何时能慰我们的祖宗于地

下？又何时能救我亲爱的父老兄弟姐妹

于水火之中？”张寒晖被深深触动了。他

以哭泣似的音调，唱出了悲愤交加的声

音，这便是创作于 1936 年冬天的《松花

江上》。张寒晖曾说：“我把北方女人在

坟上哭丈夫、哭儿子的那种哭声变成了

《松花江上》的曲调了。”

这的确是一首让人心酸至极、为之

落泪的歌曲。歌曲以带尾声的二部曲

式为结构，倾诉性的音调贯穿全曲，并

兼有叙事和抒情的特点，真切感人。“我

的 家 在 东 北 松 花 江 上 ，那 里 有 森 林 煤

矿，还有那满山遍野的大豆高粱；我的

家在东北松花江上，那里有我的同胞，

还有那衰老的爹娘。”歌曲的第一部分

由两个长乐句组成，节奏缓慢，音调悠

长，哭诉着故土沦陷后被迫背井离乡的

痛苦心情。“九一八，九一八，从那个悲

惨的时候，九一八，九一八，从那个悲惨

的时候，脱离了我的家乡，抛弃那无尽

的宝藏，流浪！流浪！整日价在关内流

浪！”第二部分的旋律环回萦绕、反复咏

唱，以呼喊似的音调、悲愤的情绪，控诉

日寇给中国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尾

声是歌曲的高潮：“哪年，哪月，才能够

回到我那可爱的故乡？哪年，哪月，才

能够收回我那无尽的宝藏？爹娘啊，爹

娘啊，什么时候才能欢聚在一堂？”那撕

心裂肺的呼喊，以深沉悲愤的感情，倾

吐出对故乡和亲人的深切思念，抒发着

人们对早日收复失地的强烈愿望。

张寒晖谱成《松花江上》后，先教省

立二中的学生歌唱。很快，学生们又把

这首歌曲传到了校外。同一时期，东北

军的地下党组织也得到《松花江上》歌

谱，很快向东北军官兵传播这首歌。悲

怨的歌声深深打动了广大东北军官兵的

心。不久后，这首歌就被迅速传唱到大

江南北、长城内外，产生极大影响。

1936 年冬，西安事变爆发前，西安

城总能听到《松花江上》的歌声。12 月 9

日，西安学生集会纪念一二·九运动一周

年。集会后，学生举行游行，准备步行到

临潼向蒋介石请愿。据当年参加游行的

学生代表李连璧回忆——学生们行至西

安东郊时，张学良驱车赶来，劝导学生勿

去临潼。这时，有学生唱起了《松花江

上》：“九一八，九一八，从那个悲惨的时

候……”歌唱声越来越响，令人断肠。张

学良为之动容，对学生们说：请大家相信

我，我会在一周之内，用事实来答复你

们。3 天以后，张学良和杨虎城将军发

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周恩来在 1937 年 12 月写的《现阶段

青年运动的性质和任务》中也提到这首

歌：一支名叫《松花江上》的歌曲，真使人

伤心断肠。

1938 年 7 月 7 日晚，武汉举行了抗

日周年的群众集会。这时候，不知是谁

领头唱起了《松花江上》，立即引起大家

的呼应。数万群众的歌声掀起了巨大的

声浪，汇成了人间罕见的、血泪凝聚的感

情交响。

毛泽东曾说，一首抗日歌曲抵得上

两个师的兵力。《松花江上》在日寇大举

侵华的紧要关头，唱出了九一八事变后

东北民众乃至全国人民的悲愤，蕴含着

抗争的力量和对胜利的希望，唤醒了民

族之魂，点燃了中华大地的抗日烽火。

1942 年初，张寒晖调到延安任陕甘

宁边区文化协会秘书长、戏剧委员会委

员。他配合革命斗争，创作了许多著名

歌曲，如《军民大生产》《去当兵》《边区十

唱》等 。 他 忘 我 地 工 作 ，积 劳 成 疾 ，于

1946 年 3 月 11 日在延安不幸逝世，年仅

44 岁。

歌曲《松花江上》以深刻的内涵和

悲 壮 的 呼 号 提 醒 我 们 后 来 人 ，不 要 忘

记 过 去 的 历 史 ，更 要 珍 惜 今 天 的 生

活 。 2015 年 ，国 家 新 闻 出 版 广 电 总 局

发起“我最喜爱的十大抗战歌曲”网络

投 票 ，《松 花 江 上》高 票 入 选 。 张 寒 晖

创 作 的《松 花 江 上》将 永 远 留 在 史 册

上、留在人民的生活中，激励着一代又

一代中华儿女。

抗日救亡歌曲《松花江上》——

在悲愤中激起抗争力量
■李 文 周建彩

作品背后的故事

今年国庆假期，我们连队收到了一

份特殊的物品——由军委政治工作部

统一制作的荣誉柜，用于展示“郭忠田

英雄排”英雄事迹。

抗美援朝二次战役中，我旅前身部

队奉命阻击龙源里。我们连队作为左

路先锋，将尖刀排的任务，交给了郭忠

田为排长的二排。

接到任务时，二排正在拼命赶往龙

源里的路上。“同志们，这回绝不能让美

国佬跑了！”郭忠田对全排战友说。当

时，战士们已经有 5 天 5 夜没有好好休

息了，极度疲惫。为了赶在美军之前到

达阻击点，二排决定抄近道。他们把绳

子拴在山顶的大石头上，全排官兵顺着

绳子一个接一个滑到山下。在郭忠田

带领下，经过 12 小时急行军，二排成功

堵住了美军逃亡的缺口。

连队命令二排坚守高地葛岘岭。

郭忠田看着疲惫不堪的战士们，忍痛下

达“全排立即抢修工事，谁也不许休息”

的命令。他带头挖工事、构筑假掩体，

鼓励战士们咬牙坚持，“咱们一定要修

好工事，修 100 次工事，能用上一次就

够本了”。

天快亮时，公路上出现了一些歪歪

斜斜的反光点。“排长，是美军的车队。”

潜伏的岗哨立刻报告。跟战前我军预计

的一样，在三所里受到阻击的美军，果然

朝着龙源里过来了。郭忠田仔细观察公

路上的动静，有 10辆美军军车朝二排的

阻击区开来。他果断下令：“六班长用一

梭子子弹打掉他们！只准打好！”

敌人越来越近，目标由小变大，六

班长瞄准汽车的油箱，射出一排子弹，

敌人汽车一下子燃烧起来。全排官兵

立刻集中火力朝车队射击。汽车上幸

存的美军慌作一团，忙着逃命，随即被

大家用手榴弹消灭干净。

就在二排打扫战场时，一阵“轰隆

隆”的声音传来。郭忠田立即反应过

来，是坦克。他命令全排：“所有人进入

阵地，谁也不许暴露目标。”没想到，敌

人这次开过来的坦克，竟然有 50 辆之

多。全排都在等着排长的命令。郭忠

田面临艰难的抉择：打还是不打？不

打，很不甘心；但如果硬拼，估计打光全

排也没多少战果，战士们只会白白牺

牲。郭忠田仔细观察后说：“把坦克放

过去！后面还有车队！”

战士们心怀不甘地看着敌人的坦克

一辆接着一辆从二排的阵地前方通过。

坦克过去后，又有一大批车队过来了。

这回是运兵车、弹药车，一眼望不到头。

“给我狠狠地打！”郭忠田激动地说。战

士们的子弹、手榴弹顿时朝着敌人倾泻

而去。一时间，运兵车着了火，弹药车也

翻了，公路上黑烟滚滚，美军四处逃窜。

气急败坏的美军派出 30 多架飞机

轮番飞到二排阵地上空，对山头进行轰

炸。美军飞行员以为已经把二排的阵

地炸没了，可是他们做梦也没想到，费

尽心机炸掉的阵地，正是郭忠田给他们

准备的“假工事”。飞机轰炸后，敌人一

个营的兵力朝二排阵地冲过来。郭忠

田沉着冷静，等到敌人接近时，全排手

榴弹同时飞向美军，刹那间把敌人炸得

抱头鼠窜，留下 80 多具尸体。

就这样，在二排官兵英勇阻击下，

敌人始终没有越过我军的防线。下午

5 时，我军大部队赶到，对山下的残敌

进行了围歼。

葛岘岭阻击战中，郭忠田智勇双

全，战法灵活多变、指挥沉着冷静，带领

二排以弱胜强。最终，二排以零伤亡的

代价消灭了 200 余名敌人，还炸毁敌人

多辆汽车，创造了一个战斗奇迹。战

后，志愿军总部授予二排“郭忠田英雄

排”的荣誉称号，给郭忠田记特等功一

次，授予“一级战斗英雄”的称号。

（王 杨推荐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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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仑山，滑达坂，革命战士不怕

难……”初冬时节，在新疆军区某团礼

堂内，一场“先遣故事会”宣讲活动如期

举行。该团“小喇叭”宣讲队队员高皓

的一段快板吸引了在场官兵。

此次宣讲以“知史爱党、知史爱国、

知史爱军”为主题，以“进藏先遣英雄连”

历史故事为线索，结合官兵身边典型事

迹给大家带来了一堂特殊的党课。该团

领导介绍说：“现已整编为我团装甲步兵

一连的‘进藏先遣英雄连’，当年是最早

进藏的部队。前辈们的英雄事迹是一座

红色文化资源的‘富矿’。”

党史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该团从基

层官兵中挑选骨干组建“小喇叭”宣讲

队，以光荣历史和战斗历程为素材，提

炼出一个个鲜活生动的故事、编排成精

彩的文艺节目，定期向官兵宣讲展演。

前段时间，他们把宣讲现场设在野外驻

训场，引导大家结合任务实际和自身经

历，在学党史、讲党史中汲取力量，受到

官兵欢迎。

“重走天路看变迁，强军初心永不

变……”宣讲间隙，宣讲队队员穿插演

出了以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为素

材创作的快板等文艺节目。原创歌曲

《天 边 兄 弟》、情 景 剧《最 后 的 支 委

会》……他们结合近年来部队高原驻

训经历创排节目，讲述边关变化，感悟

军队成就，让官兵在今昔对比间深受

教育。

宣讲结束，该团装甲步兵二连指导

员贺家祺组织官兵交流心得体会。“前

辈们艰苦奋斗的故事鲜活地展现在眼

前，让我感受到一股催人奋进的力量。

我们要学习英雄事迹，立足岗位传承好

革命精神。”中士白庆的感言，道出了大

家心声。

上图：宣讲队演出情景剧《藏北凯

歌》。 刘显伟摄

英雄战史催人奋进
■纵 恒 本报特约通讯员 唐 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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