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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逢春日细雨蒙蒙，我都会想起 19

岁那年的清明节，部队组织我们去刘胡

兰家乡——山西文水县云周西村瞻仰缅

怀烈士的经历。

刘胡兰，这位牺牲时年仅 15 岁的共

产党员，是最让我敬重的女英雄。她大

义凛然、坚贞不屈的英雄形象，早在我上

学时就已种在心田。

那一天，天空飘着小雨，行走于陵园

内，我的衣服和头发很快被雨沾湿。我

怀着对英雄无比崇敬的心情，紧跟参观

队伍，冒雨前行。远远地，我们便看到纪

念馆前高高耸立的纪念碑。碑上镌刻着

毛泽东为刘胡兰题写的“生的伟大，死的

光荣”8 个苍劲有力大字。

刘胡兰史迹陈列馆内，陈列着烈士

遗物和珍贵史料。那条精心编织的围

巾、那一本本字迹密密麻麻的笔记、那已

被岁月锈蚀的煤油灯、那件带补丁的花

衣衫，一一从我眼前掠过。睹物思人，思

绪万千，听着解说员的讲述，我仿佛穿越

时空隧道，看到了 1947 年那个血雨腥风

的场景：

眼看严刑拷打、威逼利诱对刘胡兰

不起作用，匪军张全宝气急败坏地问：

“难道你就不怕死？”刘胡兰斩钉截铁地

回答：“怕死不当共产党！”

一位年轻共产党员的生命陨落了，

一座不朽的丰碑立了起来。

穿过纪念馆，在青松翠柏之间，一座

汉白玉刘胡兰烈士雕像矗立于烈士墓

前，让人肃然起敬。她才 15 岁呀！正值

花一般的年龄，她还没来得及为胜利欢

呼，还没来得及品味生活的甘甜。她走

得那样匆匆，又是那样壮烈。就是这位

中华民族的英雄少女，使得多少人都被

共产党人追求真理、追求人类解放的献

身精神和英雄气概所震撼折服。我们伫

立于刘胡兰烈士墓前，默哀、鞠躬、敬献

鲜花，举办祭扫仪式。生命之于信念、生

命之于追求、生命之于理想的命题，一个

个接踵而至，不断撞击我的心扉。

许多年过去了，我已经离开了部队，

离开了山西，再也没有去过文水县。但

我总会清晰地记得，当年告别陵园时，空

中又飘起绵绵细雨，晶莹的雨点把墓前

的山菊花装点得生机盎然，仿佛在告诉

我，烈士的英魂永远年轻鲜活，英雄的赞

歌永恒流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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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之滨，集合着一群中华民族优

秀的子孙。人类解放，救国的责任，全靠

我们自己来担承……”

这首展现中华儿女顽强抗敌的《抗

日军政大学校歌》，创作于 1937 年全面

抗战爆发后，曾风靡于延安以及各个敌

后抗日根据地，极大鼓舞了抗战军民士

气，成为凝聚民族力量的抗战强音。

校 歌 ，是 校 园 文 化 的 重 要 组 成 部

分。她凝结着办学育人者的理念、使命

和愿景，又反映受教育者的感悟、追求和

成长的心声。当我们唱起这支以学报国

的精神赞歌，一腔爱国心、报国情、强国

志便油然而生。

抗大的前身，是 1931 年创建于江西

瑞金的中国红军学校，随中央红军长征

时改称“干部团”。红军到达陕北后，干

部团和陕北红军学校合并，组成“中国工

农红军学校”，后改称“西北抗日红军大

学”。1937 年 1 月，红军大学第一期随中

共中央迁址延安，改为“中国人民抗日军

事政治大学”（简称“抗大”）。

七七事变后，抗战全面爆发。“学好本

领，好上前线去！”成为抗大学子的共同心

声。当时，学员们以窑洞为教室、石头砖

块为桌椅，在毛泽东为抗大制定的“坚定

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

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的教育方针和“团

结、紧张、严肃、活泼”校训的熏陶下，白天

苦练杀敌技能，晚上伏案苦读。

为激励学员努力学习、肩负起抗日

救国的责任，毛泽东指示中共中央宣传

部负责人凯丰为抗大谱写新的校歌。凯

丰受领任务后，深感责任重大。日暮时

分，他望着黄土高原苍茫沟壑间随风招

展的抗大校旗，看着那一张张斗志昂扬

的青春面庞，听着汹涌激越的母亲河发

出的咆哮，心潮澎湃，百感交集。沉沉群

山，寂寂深夜，思考愈深，笔端愈沉。一

首从心灵深处流淌出的歌词很快在凯丰

的笔尖汩汩而出……字里行间，抒不完

的是对抗大师生血浓于水的情感，道不

尽的是对抗战必胜的信心，满腔家国情

怀铺陈作品的底色。毛泽东审阅歌词时

称赞，“写得不错，完全符合抗大的办学

方针”。随后，凯丰把歌词交给了刚来到

延安、参加筹建鲁迅艺术学院的青年作

曲家吕骥。

“词写得很深情、细致，立足点很高，

看得很远，且有鲜明的形象……”多年

后，吕骥回忆创作过程时说，当时的他激

情难抑，想到了横渡黄河那一幕幕波澜

壮阔的场景。奔腾东去的黄河之水，大

浪滔滔，勇往直前，这不就是我们的民族

精神吗？这不就是抗大学员决死抗日的

英雄气概吗？一个主旋律在他心中轰然

奏响。

谱曲时，吕骥在旋律上力求清新质

朴，要让抗大师生，无论是否通晓音律，

都能接受、传唱。仅仅用了两天，他就

完成了谱曲。《抗日军政大学校歌》由此

诞生。

好的音乐，发于情，达于心。《抗日军

政大学校歌》的音乐，悦耳且民族性强，

节奏流畅，给人以力量。全曲既有一般

青年歌曲活泼、富有朝气的特点，又有进

行曲铿锵有力的节奏和不断前进的气

势，真切表现了抗大官兵蓬勃的青春活

力和大无畏的革命气概。

“成曲后，父亲唱给凯丰，他没有提

出任何修改意见，立即让父亲把歌谱交

给抗大教育长罗瑞卿。在给罗瑞卿唱

了一遍后，他什么都没说就把原稿接了

过去，也没说什么时候教同学们试唱。

不料两天后，父亲就听见同学们在唱这

首歌。”吕骥之女吕英亮在回忆文章中

描述道。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抗大先后成

立了 14 所分校、5 所陆军中学，分布于西

北、华北、华中的广大地域。此后，从延

安到各抗日根据地，到处都飘扬着抗大

的战旗、回荡着抗大的校歌。

振奋心灵的字句、饱满宽广的情感、

慷慨激越的传唱，《抗日军政大学校歌》

是校歌，更是誓词，涌动着炽热情感，承

载着丰厚蕴涵。伴着熊熊燃烧的抗日烽

火，一批批“劳动者的先锋”舍生忘死、前

赴后继。多少热血青年高唱抗大校歌开

赴前线奋勇杀敌，上演一幕幕救亡图存

的英雄壮举。

时光荏苒，烽火远去。抗大校歌以

其撼人心魄的艺术感染力，已经传唱了

85 个春秋，成为让人民心弦共振的红色

经典。为弘扬抗大精神，赓续光荣传统，

1989 年 1 月 9 日，作为抗大传人的国防

大学在首届党代表大会上，将《抗日军政

大学校歌》正式确定为国防大学校歌。

在开学典礼、毕业仪式、出征动员等重要

集会场合，这首经典军歌总会被年轻学

子们高声唱响。她将鼓舞和激励着全校

师生永远铭记历史、缅怀先烈，刻苦学

习、不懈奋斗……

《抗日军政大学校歌》——

凝聚民族力量的抗战强音
■褚振江

戈壁荒漠演练场，一曲曲满是硝烟

味的战歌，激荡导弹号手热血豪情；深

山密林阵地旁，一个个自编自演的曲艺

舞蹈节目，带来欢声笑语，缓解官兵身

心疲惫……

去 年 以 来 ，火 箭 军 野 战 文 艺 创 演

紧扣听党指挥、奋斗强军主基调，聚焦

砺 剑 图 强 火 热 实 践 ，发 挥 官 兵 主 体 作

用，创作了一批富有时代气息、彰显军

种 特 色 的 文 艺 节 目 ，引 导 官 兵 忠 诚 维

护 核 心 、矢 志 奋 斗 强 军 。 随 着 野 战 文

艺 创 演 持 续 深 入 开 展 ，一 个 个 镌 刻 战

略军种烙印的文艺作品被送到基层一

线，生动展示官兵真抓实备、练兵打仗

的昂扬风貌，提振兵心士气，广受部队

好评。野战文艺创演也随之成为火箭

军 打 造 砺 剑 文 化 、助 推 基 层 建 设 的 重

要文化品牌。

一

激越的鼓声、澎湃的涛声响起，屏

幕上，一艘挂着马灯的小船在惊涛骇浪

中前行……火箭军工程大学礼堂内，情

景剧《火红青春永向党》火热上演，讲述

当代军校学员从党的奋斗历程中汲取

力量、以昂扬姿态从课堂奔赴一线部队

的感人故事。厚重的历史与奋进的现

实在舞台上交汇，节目赢得了现场观众

的热烈掌声，也浸润着青年学子心田。

火箭军政治工作部宣传局领导介

绍 ，去 年 在 庆 祝 建 党 百 年 系 列 文 化 活

动 中 ，部 队 文 艺 骨 干 注 重 弘 扬 以 伟 大

建党精神为源头的中国共产党人精神

谱系 ，推出一系列讴歌党、讴歌祖国、

讴歌人民、讴歌英雄的优秀作品，用振

奋 人 心 的 文 艺 节 目 ，生 动 展 示 了 在 党

的领导下战略导弹部队的非凡成就和

光辉历程。

一部优秀文艺作品，就是一次生动

的党史教育课。某基地编排的舞蹈《信

仰》，讴歌革命军人为了新中国不惜献

出生命的家国情怀，在舞台上铺展开一

幅人民军队的光荣历史画卷。为了让

作品更具教育意义和感染力，编导王佳

馨、陈天琳多方查阅资料、精心创作编

排，使得节目还原史实、充满兵味。节

目一经演出，就引发官兵强烈共鸣。陈

天琳说：“我们力求让每个年龄层次的

官兵，都能从节目中找到对百年党史的

认知点、动情点，让官兵潜移默化受到

教育。”

“你紧贴我的胸膛，从未发出过声

响 ，但 你 承 载 的 过 往 ，让 我 铭 记 着 信

仰 ……”一 首《胸 前 的 党 员 徽 章》唱 出

共 产 党 员 的 荣 耀 与 责 任 ，唱 得 听 众 热

血 激 荡 。 很 多 官 兵 都 表 示“ 自 己 被 这

首歌感动到了”“心灵受到触动”。

文艺作品是讲好党史故事的生动

载体。歌曲《光之信仰》、舞蹈《火箭军

永远忠于党》、诗朗诵《百年风雨，砥砺

前行》……野战文艺创演始终坚持讴歌

时代、为党礼赞的创演方向，一个个作

品传播党的声音、讴歌党的伟绩，激励

官兵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扎根导弹军

营建功立业。

二

近段时间，在火箭军某大队，一首歌

曲在官兵中唱响：“当枕戈待旦的时候，

我们在神圣战位积蓄力量，当利剑出鞘

的时候，我们牵引弹道创造荣光……”歌

曲《烽火进行曲》以激昂有力的旋律、振

奋人心的歌词，唱出为导弹保驾护航的

作战保障部队的荣光。“激昂有力，越听

越有劲！”这是大队官兵的评价。

文艺具有生生不息的力量。嘹亮

的战歌，充盈着一往无前、敢战胜战的

战斗豪气和军人血性。说起创作过程，

词 作 者 、某 大 队 副 政 治 委 员 丁 小 炜 感

慨，他在不同战位见证军人特有的“风

花雪月”，深受感动鼓舞，这首歌词他是

一挥而就。他说：“在革命战争年代，一

首首激动人心的战斗歌曲、一篇篇鼓舞

斗志的战斗诗篇、一部部催人奋进的战

斗剧作，成为鼓舞广大官兵英勇杀敌的

精神食粮。军旅文艺要永远走在为强

军服务、为基层服务、为官兵服务的道

路上。”

选场地、拉横幅、搬设备、调音响、

试线路……某基地文艺服务小分队到

达野外驻训地后，一座临时“舞台”很快

搭建完毕。音乐响起，披挂整齐的官兵

涌上舞台。舞蹈《烈焰》以激昂奋进的

战鼓为背景音，充分展现出新时代火箭

军将士的阳刚之气，激发官兵的昂扬斗

志，将演出气氛推向高潮。

向战而行，为战而歌。去年以来，

火箭军各单位在创演过程中坚持突出

野战特色、强化为兵服务意识，把舞台

从礼堂搬到了演习训练一线，把节目送

到基层官兵身边。他们组织创排短小

精悍、灵活机动、兵味战味浓郁的文艺

作品，努力使活动与战场对接、向打仗

聚焦，积极打造与部队作战训练融为一

体的基层文化生活。

征鼓催热血，豪气壮胸怀。突出反

映部队练精兵、谋打赢火热场面的文艺

作品，犹如冲锋的号角，激荡万千火箭

军官兵的满腔热血。歌曲《撒手锏》朗

朗上口，热情讴歌火箭军将士英勇善战

的精神本色；舞蹈《工兵速度》真情赞扬

导弹工程兵在大项任务面前敢比敢拼

的血性胆气；歌舞《夜练》聚焦部队实战

化练兵场景，生动展示练兵打仗的火热

生活……天南地北的训练场，一派生龙

活虎的练兵景象；百花齐放的野战文艺

作品，激发官兵练兵备战热情动力。

三

“初心不改炽似火，以我青春报祖

国……”某基地文艺骨干李雄哲在为兵

服务的路上，创作出快板节目《一连开

讲了》。该节目取材于一个基层连队建

设发展历程，折射出火箭军新时代转型

跨越新风貌。节目的内容新颖、充满创

意，贴近基层、反映兵情，从而广受官兵

好评。

脚下沾泥土，心中涌真情。扎到基

层的根有多深、贴近官兵的情有多真，

文艺作品的生命力就有多强，受到欢迎

的热度就有多高。创演活动中，火箭军

砺剑文艺轻骑队队员上高原到戈壁、钻

深山进阵地，把火箭军的生活、火箭军

的情怀、火箭军的本色写进歌里、搬上

舞台、编入剧中，为基层喝彩、为备战加

油，通过兵演兵、兵说兵、兵唱兵，演绎

出有血有肉的火箭军形象，在部队官兵

中产生强烈共鸣。去年以来，砺剑文艺

轻骑队赴一线慰问演出 310 场次，服务

官兵 8 万余人。

一路服务，一路真情；一路山水，一

路创作。小品《查房》取材于真实故事，

赞扬了某部官兵无私奉献、驻守深山的

革命情怀。某部战士薛寒被其中的剧

情吸引，感慨地说：“‘徐班长’面对病魔

依然舍生忘死地工作，而我在平时训练

中还有拈轻怕重的情况。和小品中的

人物一对比，我看到了自己的差距。”

心 中 有 官 兵 ，舞 台 无 大 小 。 去 年

夏 天 ，某 基 地 文 艺 骨 干 姜 权 峰 在 排 练

情景剧《只为亮剑那一刻》时 ，考虑要

面 对 的 是 空 旷 不 拢 音 的 户 外 演 出 环

境 ，排 练 中 一 直 在 琢 磨 每 句 话 的 抑 扬

顿 挫 ，力 求“ 让 战 友 听 得 清 、听 出 感

觉”。炎炎夏日，酷暑难耐，他和搭档们

常常练得口干舌燥、嘴唇起皮，但依然

不放过每个词的调整练习。最终，演出

时官兵的热烈掌声，是对他们付出的最

好回应。

一段段文字，传诵强军故事；一个

个 音 符 ，抒 发 砺 剑 豪 情 。 回 顾 野 战 文

艺 创 演 历 程 ，一 个 个 作 品 创 作 主 旨 聚

焦时代主题，创作灵感源于火热实践，

创 作 力 量 来 自 基 层 一 线 。 在 其 中 ，我

们 仿 佛 能 听 到 发 射 车 的 轰 鸣 声 ，闻 到

演 训 场 的 硝 烟 味 ，看 到 导 弹 军 营 生 龙

活虎、奋勇争先的热血图景，感受到新

时 代 火 箭 军 砺 剑 图 强 、奋 楫 逐 梦 的 精

神风采……

鼓角声动砺剑行
——火箭军“砺剑风采”野战文艺创演活动侧记

■李松林 刘东升 本报特约记者 李兵峰

“五四”前夕，武警警官学院组

织系列文化活动喜迎中国共青团成

立 100 周年。广大学员通过排演合

唱、舞蹈等文艺节目，拓展主题团日

活动形式内容，表达团员青年们“团

旗跟着党旗走、军营青年心向党”的

时代心声。图为方阵排演现场。

李建龙、陈 鹏摄影报道

青春向党

文艺轻骑兵风采录

去年以来，火箭军持续开展

“砺剑风采”野战文艺创演活动，

引导官兵忠诚维护核心、矢志奋

斗强军。图为野战文艺创演活动

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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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背后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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