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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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首歌诞生于抗日战争年代，经历了从

《八 路 军 进 行 曲》到《人 民 解 放 军 进 行

曲》、再到《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的演

变，也见证了人民军队从小到大、从弱到

强、从胜利走向胜利的辉煌。

发出全民族抗战的声音

1939 年的延安，诗人公木和作曲家

郑律成受音乐家冼星海和诗人光未然创

作《黄河大合唱》的鼓舞，决定创作《八路

军大合唱》。在昏暗的窑洞里，公木开始

构思歌词。他的思绪飞向战火弥漫的前

线，广大军民浴血奋战的情景仿佛历历在

目。用了一周左右的时间，公木就写好了

《八路军大合唱》的组歌歌词。当时延安

条件艰苦，物资匮乏，没有可用的乐器，郑

律成就以窑洞里的桌椅、脸盆，甚至窑洞

外的石头、木棍等物件当“乐器”，拍打敲

击、寻找灵感。在公木创作的歌词基础

上，郑律成谱曲创作了《八路军军歌》《八

路军进行曲》《骑兵歌》《炮兵歌》《军民一

家》《快乐的八路军》《冲锋歌》和《子夜岗

兵颂》8首歌。《八路军大合唱》首次在延安

中央大礼堂专场演出后，反响很大。

1940 年，《八路军军政杂志》刊载了

《八路军进行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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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是善战的健儿，我们是民

族的武装，从无畏惧，绝不屈服，坚决抵

抗，直到把日寇驱除国境，自由的旗帜高

高飘扬。听！风在呼啸军号响，抗战歌

声多嘹亮！同志们整齐步伐奔向解放的

战 场 ，同 志 们 整 齐 步 伐 奔 赴 祖 国 的 边

疆。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向太阳，向

华北的原野，向塞外的山岗！”

无论是歌词还是旋律，都生动凝练

地表达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

高昂的斗志和一往无前、无坚不摧的革

命精神。很快，这首歌成为各敌后抗日

根据地广泛传唱的歌曲。

吹响解放全中国的号角

《八路军进行曲》铿锵有力的歌词，

嘹亮刚劲的曲调，成为激励广大军民团

结抗战的精神力量。毛泽东曾夸赞这

首歌的词作者公木：“写兵好，唱兵好，

演兵好。”

抗战胜利以后，《八路军进行曲》更

名为《人民解放军进行曲》，歌词也略有

改动：如将“坚决抵抗”改为“英勇战斗”，

将“直到把日寇驱除国境，自由的旗帜高

高飘扬”改为“直到把蒋伪军消灭干净，

全中国人民彻底解放”，“抗战歌声多嘹

亮”改为“蒋区人民呼喊反抗”，“同志们

整齐步伐奔赴祖国的边疆”改为“同志们

整齐步伐拯救受难的同胞”，把“向华北

的原野，向塞外的山岗”改为“争取民主

自由，争取民族解放”等。

为适应解放战争的特点，各部队往往

根据战争形式和任务的不同，对这首歌按

照需要进行了改动。由于当时歌词的修改

比较频繁，又没有比较严格的统一规定，以

致流传着许多不同版本，但总体上大同小

异，只是个别词句有所不同。这种灵活适

宜的创作调整，受到了官兵的喜爱。

《人民解放军进行曲》之所以具有如

此强大的感召力和生命力，是因为它有“大

兵团的形象”，铿锵有力、恢弘壮观、热情奔

放；是因为它有“排山倒海的力量”，能唱出

千军万马的气势。解放战争进入战略反攻

阶段后，随着人民军队的发展壮大，大兵团

作战成为主要作战样式，这首歌与这种气

势宏大的作战场景相得益彰，不断激励着

广大将士南征北战，解放全中国。

赓续红色战歌的永恒精神

1949 年 10 月 1 日的开国大典上，这

首 歌 被 列 为 演 奏 曲 目 。 1951 年 2 月 1

日，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

总参谋部颁发试行的《中国人民解放军

内务条令（草案）》将《人民解放军进行

曲》改为《人民解放军军歌》。1953 年 5

月 1 日，又将其改为《人民解放军进行

曲》。1965 年，更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

进行曲》。1988 年 7 月 25 日，中央军事

委员会决定将《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

定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

至此，这首诞生在延安窑洞里的红

色战歌，一路伴随着人民军队的成长壮

大，一直传唱至今。

军歌是军魂所系，具有鲜明的时代特

征和强大的精神感召力，虽历经岁月而历久

弥新。它凝聚一股力量，“脚踏着祖国的大

地，背负着民族的希望”；它传承一种精神，

“从无畏惧，绝不屈服，英勇战斗”的优良作

风；它承载着人民军队为人民的永恒价值追

求，“我们是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我们是工

农的子弟，我们是人民的武装”；它彰显伟大

民族的雄伟气魄，“同志们整齐步伐奔向解

放的战场，同志们整齐步伐奔赴祖国的边

疆”；它时刻激励全军将士勇往直前，坚决打

退一切胆敢来犯之敌，“我们的队伍向太阳，

向最后的胜利，向全国的解放。”

“光荣传统不能丢，丢了就丢了魂；红

色基因不能变，变了就变了质。”军歌，早已

深深植根于广大官兵的血脉中。2018年 5

月 1日施行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内务条令

（试行）》规定：“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是中

国人民解放军性质、宗旨和精神的体现。

新兵入伍、学员入校，必须学唱军歌。国庆

节、建军节等重大节日组织集会，应当奏唱

军歌。”学军歌，唱军歌，是精神的赓续，也

是团结的象征，更是力量的彰显，需要我们

一代代革命军人传唱好、发扬好。

军 歌 万 里 振 山 河
■赵小成

重温经典·感悟初心

剑 花

夏衍在散文名篇《野草》中，赞叹植

物的种子是世界上力气最大的。因为

不管上面的石块如何重，石块与石块之

间的缝隙如何窄，它必定要曲曲折折

地，顽强不屈地透到地面上来。而这份

力量，正是源于“为着向往阳光”和“达

成生之意志”的使命。

“我们共产党人好比种子，人民好比

土地。我们到了一个地方，就要同那里

的人民结合起来，在人民中间生根、开

花。”毛泽东把共产党人比作“种子”，可

谓寓意深刻，发人深省。其实，在每个人

的心里，都有这样一颗初心的种子。人

生的许多奋斗，都源自最初的梦想；世界

上很多伟大的成就，都来自执着的追求。

初心易得，难在坚守。“为中国人民

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这个共产

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只有 16 个字，要记

住很容易，但记住不是目的，而是要用

一辈子去坚守、去践行。

哲 人 有 言 ：“ 守 真 志 满 ，逐 物 意

移”。坚守初心之所以难，一个重要原

因，就是我们不是生活在与世隔绝的世

外桃源，而是生活在纷繁复杂的现实社

会中。随着时光变迁，人们往往会纠结

于现实的纷扰，淡忘了本来的追求，就

容易在随波逐流中迷失自己，缺少了奋

斗的支撑。有的党员碌碌无为，甚至经

不起名利所扰，违背了当初的誓言。

共产党人的可敬之处，一个重要方

面是因为有着无私无畏的崇高精神。战

争年代，老英雄张富清担任的是最危险

的突击任务，因为他坚信“越是艰险，越

要向前”；和平时期，他二话没说启程奔

赴偏远地区，因为他抱定信念“到祖国最

需要的地方去”；有着征战沙场、屡立战

功的不朽功勋，他却深藏功名，因为他认

为做这些只是一名党员的本分……张富

清像一粒顽强的种子，生命不息、奋斗不

止，其背后是情怀与梦想的支撑，是初心

铿锵有力的搏动。他用自己大写的人生

告诉我们：共产党人、革命军人只有把党

的初心和使命铭刻于心，人生奋斗才有

更高的思想起点，才有不竭的精神动力。

诗人说：“生命的本相，不在表层，而

是在极深极深的内里”。对共产党人而

言，永葆初心，也是永葆“革命人永远是年

轻”的秘诀。每一名党员都是时代的播火

者、初心的践行者，都肩负着“为中国人民

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使命。

“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

悔。”珍藏那颗初心的种子，就是要在本

职岗位上恪尽职守，把自己的一切献给

党、国家和人民。唯此，当我们年老回忆

往事时，才不会因为虚度年华而悔恨，也

不会因碌碌无为而羞愧，而是可以自豪

地说：“我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已

经献给了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

初
心
的
种
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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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是刀尖，刀尖上的尖，无所畏

惧奋勇争先，保卫着祖国万里河山……”

初冬时节，第 82集团军某旅党史学习教

育主题歌咏比赛拉开帷幕。比赛中，一

连官兵唱响的新连歌《尖刀战歌》，铿锵

有力又饱含真挚情感，澎湃着新时代革

命军人的热血豪情，最终勇夺第一名。

说起这首广受好评的新连歌，不得

不提这首歌的词曲作者，一连上等兵王

志豪。

王 志 豪 出 生 于 一 个 音 乐 世 家 。

2020 年，从小向往军营的他，放弃了令

人羡慕的中学音乐教师的工作，毅然投

身火热军营。

来到部队后，他一边刻苦训练，一

边把军营生活写进五线谱中，创作了

《小小的兵心》《遇见军绿色》等多首军

旅歌曲。王志豪所在连队是调整组建

的新连队。今年 10 月，指导员特意找

到他，希望他为连队创作一首连歌，参

加旅里组织的歌咏比赛。

欣然接受任务的王志豪，一头扎进

文化活动室，琢磨歌词、谱写旋律。在最

初的创作中，他采用了华丽的和弦和曲

式结构，歌词也字字斟酌、反复推敲……

那几天，他晚上做梦都是全连官兵齐唱

这首歌的画面。可没承想，当指导员把

他创作的歌曲小样儿在全连官兵面前播

放时，战士们却反响平平。

“歌词写得挺美，就是离咱们的生

活有点远，听起来没感觉”“旋律太绕口

了，唱起来提不上劲儿”……讨论会上，

战友们直言不讳、各抒己见。

“写连歌不同于其他创作，既要体

现出连队的精神，还要让全连战友认同

并有共鸣。”指导员的中肯建议让王志

豪若有所悟。那段时间，他并未急于下

笔修改，而是静下心来倾听战友们的心

声，不断体会感悟连队生活。

一次建制连武装 5 公里考核，誓拔

头筹的一连官兵嘶吼着奋力冲锋。临

近终点时，战士赵硕大腿意外受伤。他

忍 痛 咬 着 衣 领 ，坚 持 跑 完 最 后 500 多

米。连队摘取桂冠，全连官兵无不为赵

硕的顽强表现而感动。

“连队的荣誉为什么如此强大？为

什么它能转化为战友们奋勇前行的动

力？”身在其中，王志豪心潮涌动。回到

连队，他提笔写下歌词：“烈焰里千锤和

百炼，千锤敢打必胜的信念，炼出钢铁

意志钢铁汉……”此后半个月的时间

里，王志豪又反复征求战友们的意见，

将歌词和曲调修改了 10 多稿，最终得

到战友们的好评。

“训练累了，唱起志豪写的歌立马就

来劲了。”这是战友给予王志豪的褒奖。

这不，训练间隙，王志豪又拿起心爱的吉

他，为刚下连的新战友们唱起专门为他

们创作的歌曲《年轻的脉搏》，“新鲜的血

液，注入钢铁洪流的心脏。入列吧！新

战友，迎着飘扬的旗帜……”激昂动情的

歌声在山谷里久久回荡。

为战士歌唱
■陶 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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楹联起源于民间，应属雅俗共赏的

文艺创作。因而，文人雅士称之为楹联，

平民百姓称之为对联。流传于民间的楹

联妙趣横生，口口相传，是中华民俗文化

的瑰宝，也是华夏大地一道亮丽的风景。

楹联在我国有着悠久的文化源流

和广泛的群众基础。它肇始于五代十

国，兴盛于明清两代，发展到今天，是劳

动人民智慧的结晶。尽管在历史上，楹

联也作为皇室贵族的宫廷文化和文人

雅士的休闲形式的一部分而存在，但其

之所以延续至今，根基还在于人民群众

之中。民间的楹联，大多言简意深、通

俗易懂、贴近生活，是人们喜闻乐见的

文化艺术形式。民间楹联出自民间，写

自民间，用自民间，大致可分为春联、门

联 、堂 室 联 、书 斋 联 、婚 联 、寿 联 、新 居

联、馈赠联等形式。

春联
春 联 在 楹 联 大 家 族 中 是 最

接地气的，最早称之为“桃符”，

是中华民族过春节的重要标志。春联除

了 称“ 桃 符 ”，又 称“ 春 贴 ”“ 门 对 ”“ 对

联 ”。 春 联 通 常 由 对 联 和 横 批 组 合 而

成。好的横批，可起到锦上添花之妙。

春联分为上联、下联，联语字数不限，但

必须相等。横批多为四字，过去写横批

是从右往左横写，现今多从左往右写，从

右往左写当属正式写法。春联的内容大

都是描绘美好、抒发心愿。当人们在自

家大门两旁贴上写在红纸上的春联和

“福”字时，红纸华彩，乌墨飘香，年味就

到了。

门联
门联是指春联以外，在大门

上所挂时间很长的楹联。其特点

是既要高雅，又要贴切，内容大致分为治

家、报国、福寿、吉祥、传承等方面。这种

门联有的是用木板雕刻，有的直接题刻在

大门两侧的墙壁上。很多门联的内容出

自名人诗句，对仗工整，通常代表了主人

的身份和志向，以及对治国、修身等方面

的追求。譬如，在老北京胡同的四合院里

就有许多刻在大门上的门联，也叫“门心

对”。它是整个四合院的“亮点”。在两扇

大门外侧涂上黑漆，门心涂红漆，先把对

联内容描摹在红漆上，再用黑漆描写，最

后将字双钩刻出，一副门联就诞生了。

堂室联
堂室联是民间楹联中很

个 性 化 的 一 种 ，又 叫 宅 第

联。往往悬挂于中堂、客厅、卧室等处，

也是装饰联中的一种。古往今来，很多

文人雅士都很看重堂室联的内容，常用

来表达书香门第的高雅品味，以及主人

的学识修养、家国情怀和励志自勉。譬

如“劲松迎客人同寿，清风满堂气自高”

悬于客厅里，表达了主人的好客和雅趣；

“爱客襟怀春满庭，照人肝胆月盈厅”挂

在中堂，表达了主人的心胸和襟怀。

书斋联
书斋联是文人雅士在自

己读书、写作的地方挂的楹

联。这种对联的主题大都是明心怡性、

治学修养、述志抒怀等。譬如明末抗清

名将史可法的书斋联：“斗酒纵观廿四

史，炉香静对十三经”就形象地刻画出书

斋主人的读书观，即看不同的书要有不

同的心态。读史要有豪情，斗酒壮胆，方

可纵横于历史长河。读经需练静功，一

炷清香，心思澄明。

婚联
婚 联 是 民 间 楹 联 中 常 见 的

一种，一般指用于喜庆婚嫁时贴

挂的楹联。我国向来有结婚贴对联添喜

气的传统。每逢婚嫁大喜的日子，人们

就喜欢将“海阔天空双比翼，月好花好两

知心”“长天欢翔比翼鸟，大地喜结连理

枝”的喜联悬挂在墙壁间、廊柱上或门两

旁，并配上红双喜字。

寿联
寿 联 是 指 民 间 为 老 人 祝 寿

的楹联。从身份上分，寿联可分

为男寿、女寿、双寿等；从内容上分，寿联

要凸显“福、寿”的特征，并根据寿者的性

别、年龄、身份、职业等特点来题写。譬

如，男寿用联宜用“鹤算千年寿，松龄万

古春”来表述；女寿用联宜用“梅子绽时

酣夏雨，萱花称满霭慈云”来表述。

新居联
新居联是指贴在新居门

上的楹联。我国民间自古便

有新居落成、入宅、乔迁张贴对联的习

俗。在传统习俗中，新居落成，人们会择

日入住，并张贴对联。对联的内容自然

也融入了喜庆的内涵。像“彩饰新楼，居

福地全家行好运；云飞画栋，建乐园四季

享清佳”，就用“好运”和“清佳”表达了美

好的祝愿。像“立奏欢歌雅乐，建成华厦

千般美；刚逢吉日良辰，入住福居万象

新”，就用“千般美”和“万象新”表达了对

新居的赞美。

馈赠联
馈赠联是亲友之间相互

往来赠送的楹联，内容多为

互道情谊、寄慨抒怀、互相勉励等。如

“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

之”，就是鲁迅书赠瞿秋白的馈赠联；“劝

子勿为官所腐，知君欲以诗相磨”，就是

清代梁章钜赠余应松的馈赠联，分别表

述了寄情和勉励的含义。

民间楹联，贴近生活，趣味性强，其

基本要素是对仗工整、讲究平仄、简洁精

巧、相互对应。主要要求表现在以下七

个方面：

字数相等。楹联的文字可以长短随

意，少到几个字，多到百字，但无论长短，

上下联的字数必须相等。

词性相同。楹联要词性相对，位置

相同，做到“虚对虚，实对实”，也就是说，

名词对名词，动词对动词，数量词对数量

词，语气词对语气词等，而且相对的词也

必须在相对应的位置上。

平仄相协。楹联要平仄相合，音调

和谐。传统习惯是“仄起平落”，就是说

上联末句尾字用仄声，下联末句尾字用

平声。

句式相同。楹联的上联若是四、三

句式，下联也必须是四、三句式；上联若

是二、四句式，下联也必须是二、四句式。

内容相关。楹联上下联的构成大致

分为并列关系、转折关系、连贯关系、递进

关系、因果关系等。这包含内容构成并列

关系的“正对”，内容构成上有转折（变换）

关系、目的关系的“反对”和上下联有因果、

连贯、递进、条件、假设等关系的“串对”。

文字相异。楹联的上下联文字应有

区别，不宜有重复字，尤其是处于同一位

置的字。只有两种情况除外：其一，个别

衬字性质的虚词可以重复，但要放在同

一位置上；其二，上下联异位重字，但必

须交错相对。

强弱相当。楹联的上下联强弱相当

是指内容而言，大致有三种关系：上弱下

强，要注意反差不宜过大；上下同等，这是

最佳的；上强下弱，是必须克服的缺点。

民间楹联既具有民俗性和艺术性，又

具有文学性和实用性。它萌发于民间具

有对偶特点的对句，而后孕育于诗歌、骈

赋，最后脱体于律诗成为讲求声韵的一种

独特艺术形式。我们了解民间楹联的创

作技巧，既可以促进学习、陶冶性情，又可

以提高素养、有益交际，何乐而不为呢？

楹联：中华民俗文化瑰宝
■剑 钧

阅图

这幅作品拍摄的是武警凉

山支队新兵离开新兵营时的场

景。一名即将奔赴基层连队的

新战士难舍朝夕相处的战友，

不由得潸然泪下。拍摄者运用

虚实结合的拍摄手法，抓拍下

这一动人瞬间。作品生活气息

浓厚、富有情感，将一名新战士

的内心世界表现出来。

（点评：李林强）

新兵下连
■摄影 李结义

锤炼本领
■徐金鑫

穿越火墙

跨越障碍 协同攀登

快速滑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