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重温经典·感悟初心

“团结就是力量，团结就是力量，

这力量是铁，这力量是钢，比铁还硬，

比钢还强……”这首中国人耳熟能详、

传唱不衰的《团结就是力量》，成为激

励一代代中华儿女英勇战斗、奋勇向

前的经典歌曲，在祖国大地上一次次

被唱响，凝聚起强大的精神力量。

1943 年，日本侵略者对晋察冀边

区实行疯狂的“抢光、杀光、烧光”政

策，国民党顽固派“曲线救国”、限共反

共的事件不断发生，我敌后抗日根据

地面临着严峻形势。战斗紧张残酷，

百姓生活凄惨，信心也处于低谷，消极

抗战的情绪有所蔓延。

当时，鲁迅艺术学院文学系毕业

的牧虹和音乐系毕业的卢肃，作为西

北战地服务团小分队成员，赴河北平

山农村参加减租减息斗争和保卫麦收

工作。白天，他们参与组织群众生产

自救，晚上走进乡村宣传演出。为了

更好地反映当地民众在艰难困苦中奋

起斗争的行为和勇气，鼓舞全国人民

团结起来共同抗日，他们共同创作了

一部独幕歌剧《团结就是力量》，以启

发民众团结起来，在困难中坚持抗战，

共同迎接胜利的到来。歌剧创作完成

后，大家觉得结尾部分有些突然，认为

最 好 再 增 加 一 个 幕 终 曲 升 华 一 下 主

题，于是《团结就是力量》这首激荡人

心、催人奋进的歌曲便诞生了。

《团结就是力量》旋律激昂雄壮、

明亮流畅，歌词朗朗上口、简单易学，

节奏“六度跳进”、铿锵有力，唱起来大

气磅礴、气势如虹，奏响了敌后抗战军

民团结的强音，唱响了八路军和老百

姓抵抗日寇侵略的血性胆魄。这首歌

一经唱响，便有如漫天霞光异彩，光耀

中国大地，产生了强大的号召力，传遍

抗日前线，成为团结中华民族抗击日

本侵略者的号角和心声。

抗战胜利后，这首歌的影响力与

日俱增、传唱不衰，唱遍大江南北，成

为国民党统治区内人民群众“反内战、

反饥饿、反独裁”的有力武器。人们把

它当成是一首全国民主运动的豪迈战

歌，人民军队把它当成打倒国民党反

动派、建设新中国的嘹亮号角。新中

国成立后，这首歌又成为激励中国人

民 团 结 奋 斗 、拼 搏 进 取 的 时 代 强 音 。

在学校、在军营、在厂矿、在乡村……

人们唱着这首歌投入到火热的社会主

义 建 设 中 。 这 首 歌 甚 至 还 唱 出 了 国

门。它曾在日本的民族音乐运动中传

唱，在越南人民的反侵略战争中传唱，

充 分 彰 显 了 其 强 大 的 传 播 力 和 影 响

力。

团结就是力量，多么朴素的话语，

却道出了抵抗侵略、建设国家、走向富

强的真理。中华民族向来不缺顶天立

地的英雄，也不缺坚忍可待的勇士，更

不 缺 上 下 一 心 、众 志 成 城 的 精 诚 团

结。在中国近代史上，唯有中国共产

党 将 一 盘 散 沙 的 中 华 民 族 凝 聚 到 一

起，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创造了历

史上绝无仅有的奇迹。

如果一个民族没有强大的文化基

因，没有高度的民族认同感，没有团结

起来的强大力量，那么很容易就会沦

于铁蹄之下、丧于刀剑之中。中华民

族之所以历经重重苦难而始终屹立于

世界东方，取决于中华文化的强大生

命力，也取决于中华民族“团结就是力

量”的传承担当。

土地革命、抗美援朝、三线建设、

反击侵略、九八抗洪、抗震救灾、脱贫

攻坚、抗击疫情……中国人民一次又

一次地唱响这首歌，以超强的向心力、

凝聚力、团结力和战斗力，取得了举世

瞩目的成绩、赢得了来之不易的一次

次胜利。

《团 结 就 是 力 量》，它 的 音 符 已

经 深 深 地 烙 刻 在 中 华 民 族 不 畏 强

暴 、英 勇 奋 斗 的 漫 长 征 程 中 ；它 的 歌

词 已 经 深 深 地 嵌 入 到 中 国 人 民 排 除

万 难 、奔 向 未 来 的 豪 迈 情 怀 中 ，成 为

凝 聚 中 国 力 量 、开 辟 中 国 道 路 的 响

亮号角。

压题图片：1943 年街头歌剧《团

结就是力量》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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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彩风

一场春雨过后，皖南山区漫山遍野

的映山红竞相开放，红霞满山。

映山红似英烈血，见证了在 81 年前

国民党顽固派悍然发动的皖南事变中，

新四军将士舍生取义的浴血篇章。

那天，我走进安徽省泾县皖南事变

烈士陵园，在邓小平题写的“皖南事变死

难烈士永垂不朽”纪念碑前深深鞠躬，向

烈士致以深切的思念，献上崇高敬意。

松柏常青，历史不容忘却。1937 年

7 月 7 日，卢沟桥畔的枪声拉开了全民

族抗战的大幕。经国共两党谈判，第二

次国共合作展开，南方八省的红军游击

队（琼崖红军游击队除外）改编为国民

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简称新四军）。

“ 东 进 ！ 东 进 ！ 我 们 是 铁 的 新 四

军……”1938 年 8 月，皖南这片土地迎

来了新四军。当我踏上新四军军部旧

址所在地——安徽泾县云岭镇罗里村

的 青 石 板 路 ，看 到 一 幢 老 祠 堂 墙 壁 上

保存的“吃菜要吃白菜心，当兵要当新

四军”的红色标语时，思绪一下子被带

回到那段峥嵘岁月。

新四军军部进驻云岭后，指战员们

走门串户宣传抗日。他们书写标语，登台

演讲、演文明戏，在很短的时间里，新四军

官兵就与皖南人民结下深厚的鱼水情。

“北有太行硝烟，南有云岭烽火。”

新四军军部旧址陈列馆内陈列的一幅

幅历史图片、一件件新四军使用过的和

缴获日寇的枪械，见证着新四军金戈铁

马斩寇兵的烽火岁月。

我仰望着墙壁上韦岗战斗战场旧

址图片，耳畔仿佛回荡起陈毅元帅在得

知韦岗战斗捷报后口占的七绝：“故国

旌旗到江南，终夜惊呼敌胆寒。镇江城

下初遭遇，脱手斩得小楼兰。”

粟裕将军后来在回忆韦岗战斗时

说：“这一战斗的胜利，不仅奠定了我军

进入江南战区的基础，而且开辟了胜利

的先声。”

陈 列 馆 内 墙 上 张 贴 着《新 四 军 军

歌》：“扬子江头，淮河之滨，任我们纵横

驰骋……”新四军军部在云岭两年半的

时间里，指挥皖南新四军健儿，时而出

没于青纱帐中，时而驾舟于湖河上，给

日寇以沉重打击。

皖南事变烈士陵园纪念廊里，排列

着 9 根具有皖南传统特色的圆形巨柱。

其中，只有两根是完整的，余下都是高

低不平的残柱，寓意当年 9000 健儿大部

殉难，只有 2000 人突围。据讲解员介

绍，7 个单元的纪念廊和 9 根纪念柱，象

征着皖南事变后的新四军发展成为 7 个

师 9 万余人的抗日“铁军”。

视线所接，思绪万千。皖南的山山

水 水 ，见 证 了 皖 南 事 变 那 段 悲 壮 的 历

史。1941 年 1 月 4 日，在冷雨中，皖南百

姓举着“新四军爱百姓，百姓爱新四军”

的横幅，依依不舍地为即将北移的新四

军送行。新四军官兵散发着《告皖南同

胞书》，挥泪告别朝夕相伴的皖南父老，

在风雨中踏上征程。

在前往皖南事变主战场旧址——

茂林的路上，我不禁回想起周恩来同志

在皖南事变后愤而写下的“千古奇冤，

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

眼前这座海拔 835米的黄山余脉，一

片苍翠，同周围的群山一起融入皖南秀

美的景色中。然而山脚下一组用巨石砌

成的“4117”浮雕，沉重粗粝，无言地向世

人诉说着，这里曾是皖南事变的激战地。

1941 年 1 月 7 日，新四军军部及所

属皖南部队行至茂林镇丕岭脚下时，突

遭国民党军 8 万多人伏击和围攻，在中

共中央东南局、新四军军分会的领导指

挥下，一场悲壮的突围战打响了。

12 日 下 午 ，国 民 党 军 向 茂 林 石 井

坑 新 四 军 最 后 坚 守 的 阵 地 发 起 进 攻 。

战斗异常残酷。新四军官兵子弹打光

了 就 拼 刺 刀 ，有 的 拉 响 最 后 一 颗 手 榴

弹 与 敌 人 同 归 于 尽 ，以 大 无 畏 的 牺 牲

精 神 谱 写 了 一 曲 惊 天 地 、泣 鬼 神 的 悲

壮之歌。

在突围的血战中，新四军 1400 多人

趁着夜色跳入青弋江。当他们游到江

心时，被埋伏在北岸的敌军用机枪密集

扫射。强泅过江的新四军官兵伤亡数

百人，烈士的鲜血染红了江水。

经 过 七 昼 夜 激 战 ，新 四 军 官 兵 终

因寡不敌众、弹尽粮绝，除前后约 2000

名官兵分散突围外，其余 6000 余人一

部 分 被 打 散 ，大 部 分 壮 烈 牺 牲 或 被

俘 。 军 长 叶 挺 与 顽 军 谈 判 时 被 扣 押 。

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在突围中牺牲。副

军 长 项 英 、副 参 谋 长 周 子 昆 突 围 后 遭

叛徒杀害。

穿越岁月沧桑，新四军英烈们不朽

的英名如群星布满民族精神的长空。

鲁 迅 说 过 ，石 在 ，火 种 是 不 会 绝

的。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后，1941 年 1

月 20 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布命令，重建

新 四 军 军 部 。 在 代 理 军 长 陈 毅 、政 委

刘少奇的领导下，新四军继续坚持华中

敌后的抗日斗争，为夺取抗日战争的胜

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行 走 在 皖 南 大 地 ，映 山 红 一 簇 簇

像 片 片 红 霞 散 落 在 山 坡 上 ，像 团 团 火

焰 映 红 了 山 谷 。 我 由 衷 地 感 叹 ，缅 怀

是 为 铭 记 ，更 为 传 承 。 每 一 次 致 敬 英

烈，都是对初心的叩问，也是对精神的

激 励 。 只 要 英 烈 事 迹 代 代 相 传 ，英 烈

精 神 生 生 不 息 ，我 们 必 将 汇 聚 起 不 可

战胜的力量。

皖 南 红
■宋海峰

红色足迹

迷彩芳华

这幅作品拍摄的是武警四川总队凉山支队一名特战队员在丛林中进行训练的情景。拍摄者采

用对角线构图方式，增强了画面的立体感和延伸感。在隐秘的丛林中，特战队员神情警惕，手持弓

弩、隐而待发，作品从一个独特侧面体现了演练的实战化氛围。

阅 图

“ 十 五 的 月 亮 ，照 在 家 乡 ，照 在 边

关。宁静的夜晚，你也思念，我也思念。

我守在婴儿的摇篮边，你巡逻在祖国的

边防线……”这首《十五的月亮》唱响后，

迅速在全社会传唱开来。朴实的歌词、真

挚的情感，道出了戍边军人和军嫂的心

声，也打动了社会各界人士。人们对这

首歌曲很熟悉，但很少有人知道这首歌

曲的诞生地——内蒙古化德县秋灵沟。

秋灵沟，本是内蒙古中部化德县公

腊胡洞乡西北的一个小村庄。每到秋

季，沟内草丛中一种名为秋灵儿的昆虫

成群飞舞，发出类似蝈蝈的震耳鸣声，秋

灵沟故此得名。这里地处阴山余脉，南

距首都北京、北距中国最大的公路口岸

二连浩特均不足 400 公里，历史上著名

的国际商道“张库大道”从此地经过，战

略地位极为重要。

秋灵沟，暴风沟，一年一场风，从春

刮到冬；秋灵沟，冰雪沟，六月刚解冻，九

月又结冰。1969年冬原北京部队守备一

师进驻这里时，秋灵沟地区寒风刺骨，滴

水成冰，部队面临“居无房、食无菜、饮无

水”的严重困难。部队响亮地提出了“扎

根边疆、艰苦奋斗、准备打仗”的口号，掀

起国防施工和岗位大练兵的高潮。官兵

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

在施工机械设备严重不足的情况下，镐

刨锹挖、炸石开山，把一座座山头修筑成

了钢铁阵地。与此同时，官兵发扬“南泥

湾精神”，自己动手，开展了“打井、种菜、

建房”大会战。经过两年多艰苦努力，秋

灵沟内建起营房、医院、礼堂和篮球场，

原来的荒山野岭变成一座生机勃勃的绿

色军营。

汗水浇铸丰碑。1979 年 5 月 25 日

《解放军报》头版头条报道：中央军委通

报表扬原北京部队守备一师党委，指出

守备一师党委是一个扎根边疆，艰苦奋

斗，准备打仗的好班子。1980 年春节，

中央电视台《人民子弟兵》节目，播放了

反映守备一师官兵先进事迹的电视纪

录片——《干枝梅颂》，在全国引起很大

反响，“干枝梅精神”传遍大江南北，长

城内外。

20 世纪 70 年代末，著名军旅词作家

石祥慕名来到塞外秋灵沟，与守备一师

的官兵同吃同住体验生活，在基层寻找

创作灵感。在基层部队走访时，官兵经

常向作家讲述军嫂李友霞的事迹。作家

一 打 听 ，发 现 她 正 是 师 长 邱 金 凯 的 爱

人。邱师长的老家在河北，参军离家时

上有年迈的老人要尽孝，下有年幼的弟

弟妹妹要抚养，家庭的重担全部压在了

爱人李友霞肩上。家事千般小，国事重

如山。这位普通的农村妇女十数年如一

日，挑水、种地、洗衣、做饭，无怨无悔地

默默付出。老人生病，李友霞在床边喂

饭、喂药，细致入微地尽心照顾。邱师长

的弟弟妹妹陆续长大成人，李友霞长嫂

如母，忙前跑后给弟弟张罗成家盖房，为

妹妹准备结婚嫁妆。在给丈夫的信里，

她总是说“家中都好，勿念”，为的是让远

在秋灵沟的丈夫安心戍边。了解内情

后，作家深受感动。塞外苦寒，金戈铁

马，边关冷月；正因为有千千万万和李友

霞一样的军嫂，勇于挑起家庭重担，这些

戍边军人才能安心保家卫国，筑起钢铁

长城。祖国的繁荣昌盛，也有她们的牺

牲奉献啊！

邱师长和夫人李友霞的感人事迹，

激发了作家的创作灵感，催生了《十五的

月亮》这首歌。20 世纪 80 年代初，这首

歌曲开始在军内外唱响。

30 多年过去了，这首诞生在秋灵沟

的《十五的月亮》，一如那漫山遍野盛开

的干枝梅，色不衰，叶不落，枝不折，依旧

传唱不衰。

秋
灵
沟
升
起
十
五
的
月
亮

■
张
鑫
华

近段时间以来，第 75集团军某旅紧贴使命任务，从严从难组训，将部队拉往陌

生地域开展对抗演练。实战化训练锤炼了官兵的战斗作风，有效提升了部队的实战

能力。

实战化训练砺精兵
■郭子涵/文 蓝 才/绘

兵 漫

3.精准狙杀。 4.火力支援。

2.发起攻击。1.步坦协同。

神舟谣（歌词）

■顾中华

大漠穿云箭 扶摇上九天

神舟载梦想 一飞越千年

东风浩荡生羽翼

流云舒卷扬征帆

桂花美酒迎远客

指点群星灿烂

泛舟银河水

牵牛织女任往还

天路漫漫 求索不倦

满头飞雪无怨悔

千辛万苦志愈坚

天地相连 薪火相传

茫茫太空飞捷报

浩瀚宇宙启新篇

丛林猎手
■李结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