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正月里来是新春，赶上猪羊出了

门，猪啊羊啊送到哪里去，送给那英勇的

八路军。嗨呀梅翠花嗨呀海棠花，送给

那英勇的八路军……”1943年的春节，延

安的老百姓敲锣打鼓，吹着唢呐，扭着秧

歌，将猪、羊、鸡、鸡蛋、军鞋等送到部队

驻地，慰问八路军。那场面真是热闹啊！

1943 年，是中共中央进驻陕北的第

8 个年头，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仍处于

战略相持阶段。在中国军民的顽强抗

击下，侵略者的败势初显，战略反攻指

日可待。大生产运动的开展，打破了敌

人 对 陕 北 的 封 锁 ，改 善 了 老 百 姓 的 生

活。在一派红红火火的气氛中，延安人

民迎来了传统节日——春节。

2 月 4 日，农历大年三十。延安南

门外的广场上，几十支文艺团体竞相表

演，各显其能，热烈的气氛驱散了凛冽

的寒风。最引人注目的是鲁迅艺术文

学院 150 人组成的“鲁艺秧歌队”。他们

的节目以拥军优属、宣传生产为主题，

“ 踢 场 子 ”“ 推 小 车 ”“ 跑 旱 船 ”“ 挑 花

篮”……抒发着人民群众对翻身解放的

感 激 之 情 和 对 革 命 胜 利 的 喜 悦 与 期

盼。这些经过改造的秧歌，去掉了旧秧

歌中的低俗内容，紧密结合现实生活，

成为寓教于乐的“解放秧歌”“翻身秧

歌”，古老秧歌的面貌从此焕然一新。

最受欢迎的是王大化和李波的《拥军秧

歌》。“鲁艺”戏剧系教员王大化一身民

间 秧 歌 手 的 扮 相 ，头 上 扎 个 朝 天 小 辫

子，腰间系着一根红布条，手拿一面小

铜锣，脚上穿着一双带彩球的鞋子；学

员李波穿着红花棉袄红棉裤，背一只小

鼓 ，一 副 陕 北 村 姑 扮 相 。 王 大 化 会 表

演，只见他上场后，左右扭着腰，腿抬得

高，脚落得轻，步子飘飘，几步扭下来，

赢得一片喝彩；李波嗓子亮，“猪啊羊啊

送到哪里去……”一声未了，赢得一片

叫好声。演出场地周围，屋顶上是人，

草垛上是人，墙头上是人，树杈上是人，

半面山坡上也站满了观众。老百姓说：

“过去鲁艺的戏看不懂，这回看懂了。”

延安的春节，成了人民的艺术节。

“天下闻名的朱总司令，一心爱咱

们老百姓，为咱们日子过得美，发动了

生产大运动。嗨呀梅翠花嗨呀海棠花，

发动了生产大运动……”

2 月 5 日，正月初一，秧歌队闹春闹

到枣园，毛泽东、朱德等中央领导同志

都来看演出。鼓声隆隆，脚步声声，尘

土飞扬。毛泽东身上落了一层黄土，看

到精彩处他哈哈大笑。这时身边有人

给 毛 泽 东拿来一个大口罩，毛泽东不

戴。演出结束后，毛泽东说：这还像个为

工农兵服务的样子。朱德总司令说：不

错，今年的节目和往年大不同了！革命

的文艺创作，就是要密切结合政治运动

和生产斗争啊！他意犹未尽地说，这都

是去年开了文艺座谈会后的新气象！曾

几何时，日寇的飞机空袭来了，延河边的

人们都慌着跑警报，老乡跑老乡的，知识

分子跑知识分子的，两拨人连跑警报都

不在一条道上跑。经过毛泽东《在延安

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洗礼，“土包子”

和“洋包子”打成一片，同心同德同娱乐

了。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找准了，

毛泽东、朱德等领导人打心眼儿里高兴。

这个春节，“鲁艺”等单位的新秧歌

引起轰动，鲁艺秧歌队演出 40 场，观众

达两万多人。同时引起全城轰动的还

有一部电影纪录片，这也是延安文艺工

作者独立拍摄的第一部电影。

大生产运动中，三五九旅把没有人

烟的“烂泥洼”建设成陕北的好江南——

“南泥湾”。中央军委总政治部电影团把

这一事迹拍摄成电影《生产与战斗结合起

来》（即《南泥湾》）。因为条件限制，拍出

来的是无声电影。为达到更好的放映效

果，在军委三局、“鲁艺”的支持下，电影团

的同志借来扩音设备、留声机和唱片，在

放映现场为影片配上音乐，现场进行解

说，达到有声影片的效果，开创了延安自

制“有声电影”的历史。这部影片大年三

十首演（试映式），受到朱德、叶剑英、贺龙

同志的高度赞扬。根据朱德总司令的指

示，电影团从 2月 5日开始在各单位轮流

上映。大年初一，在军民联欢会放映；大

年初二，在八路军大礼堂招待劳动英雄及

文化界；从大年初三开始，到部队直属单

位和中央直属单位放映。正月初九，在杨

家岭大礼堂给中央机关放映……

这 一 年 的 春 节 ，延 安 第 一 次 开 展

“双拥”（即“拥护政府、爱护人民”“拥

护军队、优待抗日军人家属”）运动。春

节之前的 1 月 15 日，陕甘宁边区政府发

布《关于拥护军队的决定》，确定 1 月 25

日至 2 月 25 日为边区拥军运动月。边

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在元月 15 日的《解放

日报》上撰文《造成拥军热潮，增强拥军

工作》，强调“军队的利益和人民的利

益是血肉相联而不可分开的”。八路军

留守兵团司令部和政治部也在 1 月 25

日 发 布《关 于 拥 护 政 府 爱 护 人 民 的 决

定》，确定从 2 月 5 日至 3 月 4 日为拥政

爱民运动月。2 月 1 日，八路军留守兵

团制定、颁布了 10 条《拥政爱民公约》。

《解放日报》以代社论的形式发表了陕

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员贺龙撰写的《开

展拥政爱民运动》一文，号召部队积极

开展拥政爱民运动。

“八路兄弟们个个能，保卫咱边区

陕甘宁，帮咱们种来又帮咱们割，哪一

家百姓不领情。嗨呀梅翠花嗨呀海棠

花，哪一家百姓不领情。你领情来我也

领情，赶上那猪羊向前行，一心爱戴咱

朱总司令，一心拥护咱八路军。嗨呀梅

翠花嗨呀海棠花，一心拥护咱八路军。”

“鲁艺”秧歌队、延安县秧歌队到部队慰

问演出，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员贺龙

跷起大拇指说：“好节目，我非常赞成你

们！”他当即命令军需人员杀猪、蒸馒

头，招待秧歌队队员。从这个春节开始

的“双拥”运动，找到了进一步密切军

政 、军 民 关 系 的 载 体 和 抓 手 。 久 而 久

之，“双拥”成为一个革命传统，成为革

命文化的一部分。

黄土高原呼啸的西北风吹得窑洞门

口的春联哗啦啦地响。春节期间，有人

得知毛泽东那年 50 岁了，提出给毛泽东

祝寿，毛泽东坚决不同意。他话题一转，

说：邀请枣园村年过 60 的老人来做客，

为他们集体祝寿。

正月十五这天，毛泽东站在枣园小

礼堂的门口，把 20 多位老人迎进屋子。

炭火烧得屋子里暖洋洋的。毛泽东问

大家：干部和军队砍柴的时候，砍你们

的树没有？借你们的东西还没还？把

你们的家具用坏了赔没赔？放羊的时

候 ，吃 没 吃 你 们 的 庄 稼 ？ 买 你 们 的 东

西，钱给够了没有？他们对群众的态度

好不好？……老人们争相介绍说，干部

和军队好得很，说话亲切，态度和蔼，见

了 老 汉 叫 老 大 爷 ，见 了 老 婆 子 叫 老 大

娘；见人不笑不说话，做事商商量量的；

农忙时候，他们还帮助我们干活，不吃

群众的饭，亲热得跟一家人一样；你想，

对这样好的干部和军队，还能有什么意

见？！毛泽东说：你们批评我们，就是帮

助革命。只有批评我们，才能纠正错误

把工作做好，革命就能早日胜利！

延安接待客人的最高标准是“四菜

一汤”。毛泽东给老人们夹菜、倒酒，他

说：我是这里的一个居民，跟大家接近

得少了。这不对。今后，得和大家多接

近。其实，每年春节，毛泽东都要给驻

地的乡亲拜年，乡亲们也年年拿着油馍

和稠酒给毛主席拜年。一位老人动情

地说：过去，成年累月给地主干活，没吃

饱过肚子，没穿过好衣裳，谁还给我祝

寿？自从闹革命、翻了身，吃穿没困难

了，毛主席还给我祝寿……

毛泽东说：祝你们健康长寿。希望

你们发挥种庄稼的丰富经验，大大地发

展生产，过上更好的日子。

从枣园回家的路上，老人们乘着酒

兴，高兴地扭起了秧歌，撒下一路歌声：

“正月里来是新春，赶上猪羊出了门，猪

啊羊啊送到哪里去，送给那英勇的八路

军。嗨呀梅翠花嗨呀海棠花，送给那英

勇的八路军……”

那一年那一年，，暖心暖心的春节的春节
■胡松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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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在军旅

岁月如歌，写下绿色诗行

记 忆

怀念，传递精神能量

壬寅年是虎年。

咱们中国人对“虎”字很是偏爱。

生小孩子取名，喜欢叫“虎子”“虎娃”；

娃娃长得壮实，喜欢被说成“虎头虎

脑”。

至于喻事，“虎”字的使用更是广

泛，如“如虎添翼”“猛虎插翅”，形容强

者又添有利条件；“盘龙卧虎”“藏龙卧

虎”，形容隐藏不露的人才；“猛虎下

山”“虎虎生风”，形容进攻有气势，等

等。

虽说仅仅是一个称谓，但无论誉

人还是喻事，只要沾上了“虎”字，便有

了力量——生气、王气顿生。

先说驮载于“虎”上的王气。唐人

储光羲的《猛虎词》中写道，“太室为我

宅，孟门为我邻。百兽为我膳，五龙为我

宾”，形象地道出了“虎乃百兽之王”的显

赫。韩愈的《猛虎行》，以“群行深谷间，

百兽望风低。身食黄熊父，子食赤豹

麛。择肉于熊罴，肯视兔与狸”的佳句，

描画出了虎作为王者的威武。元末明

初画家汪广祥在《虎顾从彪图》上题诗

云：“虎为百兽尊，罔敢触其怒。惟有父

子情，一步一回顾”，则把虎的一腔柔情

写得文采飞扬，与鲁迅“知否兴风狂啸

者，回眸时看小於菟”的佳句相映。

再说“虎”字透出的生气。且不言

“虎”词意本身，单说其借喻和隐喻，

“虎”大多用于表现气势和气场。李白

在《永王东巡歌十一首》诗中，用“战舰

森森罗虎士，征帆一一引龙驹”，说大唐

将士的英雄气派；杜甫的《蕃剑》，用“虎

气必腾踔，龙身宁久藏”，形容英雄人物

身上透出的气场；清人龚自珍在《己亥

杂诗》中写道：“太行一脉走蝹蜿，莽莽

畿西虎气蹲”，生动地刻画了不畏强敌、

敢于斗争、敢于亮剑的战士形象。

至于用“虎贲”称谓精锐武士和军

队 的 英 武 强 势 ，西 周 以 降 便 肇 始 通

用。历朝各代，凡军中翘楚者，无不被

冠以“虎贲”二字。西汉经学家孔安国

解析道：“虎贲，勇士称也。若虎贲兽，

言其猛也。”从此，虎贲军成了精锐军

队的代名词。史书上记载，北匈奴王

曾率 15 万大军进攻西汉，汉武帝派三

千虎贲军夜袭匈奴，不但打败了匈奴，

而且打到了匈奴老家，灭掉了北匈奴

王。解放战争中，一纵、四纵和六纵，

被称为“华野三只虎”，陈毅、粟裕逢战

必用，一用必胜。六纵司令员王必成

被称为“王老虎”，六纵在他的训练下

英勇善战，苏中战役歼灭了蒋介石的

王牌军，之后又与有“虎贲军”之称的

五大主力之一整编第 74 师从涟水战

到孟良崮。最终，人民解放军的猛虎

之师歼灭了蒋介石的“虎贲军”。

说“虎”，最令人欣赏的乃是“虎

胆”，它是一种内在的力量，一种不惧

强敌的勇敢。因而，它常与英雄联在

一起。“虎胆”令人赞赏，当然不是逞一

时之勇的鲁莽胆大。宋代黄庭坚的

“伍生有胆无智略，谓河可冯虎可搏”

（《题莲花寺》），道出了要义：一个人如

果仅有胆量而无智略，只是一介莽夫，

有勇无谋，乃是对“虎胆”的曲解。《醒

世恒言·卢太学诗酒傲王侯》说：“此非

有十二分才智，十二分胆识，安能如

此。”可见，胆量与见识是连在一起的，

“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是认准了

的大胆。既敢于斗争又善于斗争，有

胆有识，方为真正的“虎胆英雄”。当

年，蔺相如敢于以身犯险完璧归赵，认

准的是秦赵有和好的可能；韩信敢于

“破釜沉舟，背水一战”,认准的是兵士

有“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奋战潜能；关

云长敢于单刀赴会，底气来自镇守荆

州对东吴的强势威慑。

明代袁宏道论策，在《策·第五问》

中一语道破“胆”从何来 ——“至于生

死之际，坦焉若倦鸟之投枝，此岂寻常胆

识所敢望乎？”艺高人胆大，胆大艺更

高。敢于斗争，善于斗争，才能敢于胜

利，方显英雄本色。“山高路远坑深，大军

纵横驰奔。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

将军。”这正是英雄“虎胆”要义之所在。

虎
年
说
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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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 笔

耕耘人文，探寻崇高

这是我们戍守高原的别样除夕。

粘紧了门窗的帐篷，如同急促呼吸

的肺，向四面鼓着、缩着，突然猛地内收，

带倒了墙边的氧气罐。帐篷顶变成一张

鼓皮，初是细密的沙沙声，接着无数小槌

齐擂，在忽强忽弱的风嗥中，韵感渐渐凌

乱。电灯在空中兀自摇曳，抖出冷寂的

光，晃得整个帐篷旋转起来。丝丝寒气

从不知何处的细缝微孔中针一般钻着、

刀子般戳着。炉火拨得更旺，盖过电灯

的白，映红了 4 张棱角分明的脸，几只大

手围拢起火炉，进行着热能的传递。

帐篷外，海拔 4500 米的驻训地仿佛

只有风在叫、雪在飞。

天地一片苍茫，分不清山与湖、河与

路，恍若混沌之境。令人恍惚的是，落地

后白得刺眼的雪，在空中却显得灰暗。

风卷起雪沫漫地而行，带着吞没一切、冻

结一切的决心，本就枯萎的草场被大雪

压住了一切生机。

风雪突然狂骤了几分，能听见帐篷

吱吱呀呀的颤抖声。几个黑点在朦胧的

视野里蠕动，仿佛经过漫长的等待，黑点

渐渐近了，近了。“是牦牛！”惊奇的呼喊

伴着更剧烈的喘息。牦牛都低着头，用

犄角犁划着风与雪织就的幕布，短而粗

壮的四蹄在雪野中跋涉。它们迈着缓慢

的步子，就像度着缓慢而平常的岁月。

飞雪笼罩了牦牛群，大大小小的雪块凝

结在角上、背上、身上、尾巴上，它们似乎

忘记了饥饿，忘记了寒冷，靠毛发和皮肤

抵御着亘古的酷寒。在这荒芜的高原，

它们顽强地活着，存在着，顶天立地。

营地里，为帐篷加固除雪的工作已

经完成，炊事帐篷传来器皿的碰撞声，风

雪的管弦音合上了金属的打击声。油开

始沸腾，烟气氤氲着，是馋人的肉香。高

原是天然的保鲜库，营地菜窖里满满当

当，整齐摆列着各类食材，这阵势预示着

春节即至。一位列兵从菜窖出来，脸上

白里透着红，他怀里拢着蔬菜——白萝

卜、红辣椒、绿白菜——这将是他第一次

在高原过年。

傍晚提早到来，上尉倚在床头，打开

没有信号的手机，翻看着儿子的视频，露出

了两排大白牙。小宝贝周岁生日就在正月

里，买什么“迟到的礼物”送给家人，他还在

举棋不定。上等兵听过《雪落下的声音》

后，翻开了已卷边的高考复习资料。中士

趴在行军床上给女友写信，爱情的甜蜜挂

在眉梢。他床下柜子里已攒了十几封信，

这些信将在休假回家时当面交给她。

不同于外面彻天彻地的白，营地中间

稍大的帐篷里，却是个红色的世界：灯笼、

红纸、彩灯、窗花、中国结……这是前一天

外出采买的收获。小秀才正挥毫泼墨写

着对联，地上已晾着几副，能看出写的是

欧楷，词句间皆是豪言壮语和家国之爱。

两个士兵正在排演一个相声，这将在稍后

的小晚会上呈现给大家。晚会虽小，内容

可绝不简单，手写的节目单上，有唱歌、舞

蹈、武术表演，还有魔术、川剧变脸。一句

朗诵词飞出了帐篷：祖国和人民把我们牵

挂，风雪高原也有暖暖的家。

最南边的那座帐篷，门帘刺啦一声撕

开，一位俊朗的士兵出来，抖动几下腰身，

仔细粘好门帘，背着枪披风戴雪地向营门

走去。风似要把他吹倒，能看出他在用力

保持着昂首挺胸的姿态，雪地里留下一行

整齐而均匀的脚印。走到营门口，郑重敬

礼后，他接替上班哨兵站上了哨位。风雪

更狂了，哨兵的棉帽、面罩和大衣很快覆

上了白色，唯有白色睫毛下那双黑色的眼

睛，依旧炯炯地睁着、亮着……

风雪年关
■孙利波

实心弹夹，1522 克

每向前奔跑一步

它结实的体重就在我胸口上

刻骨铭心地锤响一次

咚，咚，咚

如果没有这声音

我不会知道

一千克，到底有多重

如果没有这声音

迷彩粘在皮肤上的烫

背包带勒进皮肤里的痛

汗水流进眼睛里的涩……

这些形容词真正的意思，我

永远都不会知道

咚，咚，咚

这鼓声的响

超过了世界上一切打击乐器

它在我的每一根韧带里响起

在我的每块肌肉

每块关节之间响起

它是跳动在肉身之外的第二个心跳

每一个鼓点

都擂响一个战士

对前方的渴望

对强大的渴望

对下一次疼痛的渴望

咚，咚，咚

血液敲打血管的声音

战靴敲打地壳的声音

青春敲打年轮的声音

血肉敲打骨头的声音

咚，咚，咚……

一个战士的生命

所应该发出的声音

擂 鼓
■许 诺

风雅颂

情至心处诗最美

站在你的山巅

我得知自己的高大

触摸你的白雪

我得知自己的热烈

为了 960 万平方公里温馨家园

雪山 我向你投奔而来

我本是一株小草

富饶我锦绣河山

你给予我宽阔宏伟

让我长成铠甲勇士

在阳光下炙烤

冶炼一颗颗忠诚头颅

向战而生

披上你的圣洁

我听见脉搏跳动的炽热

足下你坚毅千年的骨骼

延伸我仗剑决心

令我立地顶天

扛得住冰风暴雪

狂沙漫天

雪山 安然

因为我身后伫立一个

葳蕤强盛生机盎然的

祖国 让我们用骨头点燃

对您的赤胆忠心

为您奉上一个士兵的爱

除夕之夜，我问候雪山
■海 田

一起向未来——2022北京冬奥会欢迎您（中国画） 张 湸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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