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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 年 5 月 2 日延安，天气晴朗，

阳光明媚。

在杨家岭的中央大礼堂，延安文艺

座谈会将要开幕了，参加会议的人们，

正陆续走进会场。毛泽东在周扬陪同

下，欢迎每一位参加会议的作家、艺术

家。其中不少人他都是很熟悉的，说说

笑笑，气氛很是融洽活跃。当见到《八

路军进行曲》词作者公木时，毛泽东含

笑说：“写兵好，唱兵好，演兵好。”时任

八路军直属队政治部文艺室主任的公

木，顿感一股热流沁入心里。

作为一位来自部队的文艺工作者，

公木有幸参加了延安文艺座谈会，聆听

了毛泽东关于文艺问题的重要讲话，并

与大家共同交流学习体会和创作经验，

这在他的一生中，留下了珍贵而难忘的

回忆。他后来曾说：“当听过毛主席讲

话后，我随大家蜂拥到办公厅门前不大

的一块场地上，由吴印咸同志摄影，把

毛主席簇拥在核心，坐在横倒的一棵大

树干上，人人脸上流露出幸福以至陶醉

的笑容。毛主席的讲话，不仅是精美的

精神食粮，而且是醇化的心灵甘露。”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激

励着公木和他的战友，拿起笔，运用各

种文艺形式，为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

的事业，更加自觉地战斗。

公木原名张松如，出生于河北辛集

北 孟 家 庄 一 个 普 通 农 民 家 庭 。 1928

年，他考取了北京师范大学，也更加关

注中国社会出路和发展前途等问题，思

想认识不断进步。1930 年，公木因参

加纪念“八一”南昌起义、反对军阀混战

的示威游行而被捕。在狱中，他毫不屈

服，坚持斗争，进一步坚定了自己的信

念。获释后，他作为左翼作家和学生运

动骨干，更积极地投身到救亡运动中。

20 世纪 30 年代，是中华民族生死

存亡的危急关头。日本帝国主义不断

发动野蛮侵略，肢解和吞并中国的野心

暴露无遗。当时身在北平的公木，怀着

抗日救国的一腔热血，几经辗转，来到

陕西。经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林伯渠

同志介绍，他马上奔赴山西前线，到晋

绥军区开展宣传工作。在巍峨的太行

山下，在辽阔的抗日战场上，他创作了

长诗《岢岚谣》。诗中叙述春季里的一

天，在山西忻州岢岚山区的三丈湾，六

十来岁的娄老汉用有毒的食物，做成满

桌菜饭和敌人一起吃下，同归于尽，壮

烈牺牲。这首诗悲壮感人，有血有肉，

中华民族正气凛然、宁死不屈的精神，

在一个普通农民身上表现得淋漓尽致。

1938 年，公木渡过奔流不息的黄

河，来到了向往已久的革命圣地延安。

宝塔山下，延水河边，公木先后创作了

大量讴歌八路军将士英勇战斗、反映根

据地人民辛勤劳动的诗篇。这些作品，

从艺术形态看，主要有两类：一是长篇

叙事诗，以富于民歌韵味的形式叙述广

大军民浴血奋战的英雄事迹；二是短篇

抒情诗，以自由诗体抒发诗人丰富的情

感和坚定的信念。其代表作，前者当推

《风箱谣》《十里盐湾》等；后者当推《我

爱》《再见吧，延安》等。

在延安，公木全身心投入到许多具

体工作中。与此同时，他还积极参加文

艺活动，结识了萧三、艾青、何其芳、贺

敬之、光未然、冼星海等艺术家，相互学

习，切磋交流，取长补短，共同提高。在

他当年所结识的这些战友中，彼此感情

最深的就是音乐家郑律成。

1939 年初，公木调到抗日军政大

学，担任政治部宣传科干事。他在紧张

的工作之余，写下了许多优秀诗篇。一

次，当时同在宣传科工作、担任音乐指

导的郑律成，无意间看到公木抄写在笔

记本上的诗稿，不禁暗自称赞，于是为

《子夜岗兵颂》等作品作曲，后来连将近

二百行的《岢岚谣》也谱写了出来，这让

公木大为感动。在此之前，郑律成谱曲

的《延安颂》《延水谣》等歌曲，早已在延

安广为流传、脍炙人口。多次交流后，

二人相约合作《八路军大合唱》。当年

7 月，抗大总校东渡黄河、迁往敌后，公

木和郑律成都留在了延安，分配到筹办

中的抗大三分校工作。在此新旧交替

之际，二人通力合作，满怀激情完成了

这部大合唱。

《八路军大合唱》包括《八路军军

歌》《炮兵歌》《子夜岗兵颂》《八路军进

行曲》《冲锋歌》和《快乐的八路军》等篇

章。各篇章相对独立，而又共同构成一

个有机整体，意境深邃、感情激越、音韵

铿锵。1939 年 10 月，鲁艺音乐系和抗

大女学生组成的演出队，由郑律成指

挥，在延安中央大礼堂举行了《八路军

大合唱》的首场演出，受到热烈欢迎。

此后，这部大合唱从抗大传唱到各机

关、部队，唱遍了延安、陕甘宁边区和各

根据地，对中华民族救亡图存、抵御外

敌的斗争起到很大的鼓舞作用。正是

由于公木在诗歌创作上的突出成就，

1942 年 5 月 ，他 以 部 队 文 艺 代 表 的 身

份，应邀出席了延安文艺座谈会。当他

迎着旭日，渡过延河，来到杨家岭会场，

聆听毛泽东的讲话，内心的激动之情，

自然是无法用语言来形容的。

《八路军军歌》和《八路军进行曲》

这两首歌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显示出

强大的生命力。其中，《八路军进行曲》

在解放战争的炮火硝烟中更名为《人民

解放军进行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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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激励人们奋勇战

斗、实现美好理想的嘹亮号角。

1965 年，《人民解放军进行曲》再

次更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

并于 1988 年被确定为《中国人民解放

军军歌》。由此，在经历了半个世纪的

广泛传唱、激发了无数中华儿女抗击

侵略、争取解放的昂扬斗志之后，由公

木作词、郑律成作曲的《中国人民解放

军军歌》，终于正式定型了。同时，解

放军原总参谋部、原总政治部联合发

出的通知中指出：“《中国人民解放军

军歌》体现了我军的性质、任务、革命

精神和战斗作风，反映了我军光辉的

战斗历程。正式颁布《中国人民解放

军军歌》，一定会激励全军指战员在中

国共产党领导下，继承和发扬光荣传

统，努力加强我军的革命化、现代化、

正规化建设，肩负起建设四化、保卫四

化的历史重任。高唱《中国人民解放

军 军 歌》，将 使 我 们 更 加 振 奋 革 命 精

神，激发战斗热情，增强革命军人的光

荣感、自豪感和使命感。”

延安文艺座谈会结束后，作为诗人

的公木，依然葆有澎湃热烈的创作激

情。特别是在 20 世纪 50 年代，他在紧

张繁忙的工作间隙，坚持创作，写下了

大量富有时代气息、充溢着感人力量的

优秀篇章。其中既有歌颂时代巨变、气

势磅礴的抒情诗，如《中华人民共和国

颂歌》；又有表现基层民众生活，细腻温

馨的叙事诗，如组诗《鞍山散歌》，题材

多样、内容丰富，艺术境界也更为宽阔

开朗。难能可贵的是，无论工作岗位和

人生经历如何变化，他那乐观开阔的胸

怀没有变，坚定执著的信念没有变。

1963 年，公木经过精心构思，为长

春电影制片厂根据巴金的中篇小说《团

圆》改编而成的电影《英雄儿女》，创作

了气壮山河的主题歌《英雄赞歌》：“风

烟滚滚唱英雄/四面青山侧耳听/晴天

响雷敲金鼓/大海扬波作和声/人民战

士驱虎豹/舍生忘死保和平……”这首

歌热情赞颂了中国人民志愿军战士在

朝鲜战场上奋勇无畏、浴血搏斗的英雄

形象，成为中国电影史上的经典歌曲。

从《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到《英雄

赞歌》等系列作品，公木的创作正是贯

彻《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

的生动展现。今天，公木所创作的那些

威武雄壮的歌词和诗篇，正继续呼唤起

新时代中国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的强大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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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 8月 7日红六军团奉命西征，

为中央红军战略转移先遣探路，拉开了

红军长征的序幕。红六军团转战赣、湘、

桂、黔 4 省，先后突破国民党军 4 道封锁

线，于 10 月 7 日进至贵州省石阡县甘溪

地域，陷入敌军 24 个团的重围之中。红

六军团第 18 师第 52 团为掩护军团主力

突围，将敌军诱至石阡困牛山地区，与敌

激战三昼夜，掩护军团主力成功突出重

围。坚守困牛山的 100 多名红军战士，

面对国民党军的疯狂攻击，浴血奋战，英

勇顽强地打退了敌人一次次冲锋；但面

对被胁迫走在敌人前面的当地群众时，

他们为了不伤及人民群众，毅然决然地

选择了集体跳下几十米深的悬崖，用鲜

血和生命谱写了红军英烈的千古壮歌。

一

1934 年夏，由于王明“左”倾冒险主

义领导者的错误指导，中央苏区第五次

反“围剿”陷入困境。中共中央和中革军

委开始酝酿向湘西地区战略转移，准备

与贺龙领导的红三军（红二军团）会合，

以图扭转愈来愈严峻的不利形势，重开

革命新局面。

根据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命令，在

湘赣苏区艰难进行反“围剿”斗争的红六

军团，于 1934年 8月 7日由横石和新江口

地区出发，执行到湘中创建新的根据地

并联络红三军，为党中央和中央红军主

力的战略转移侦查探路的重大任务。红

六军团由任弼时、萧克、王震组成军政委

员会，全军团西征出发时共 9700余人。

国民党军发现红六军团突围后，即

调各部进行围追堵截。从 8 月底至 10 月

初，红六军团连续突破国民党军 4 道封

锁线，向乌江急进，准备寻找有利渡场渡

过乌江，彻底甩掉追堵之敌，然后向北实

现和红三军的会合。

此时，参加围堵追击的国民党湘桂黔

军阀紧急调动部队，集聚兵力从三面合

击，企图将红六军团消灭在石阡地区。10

月 7 日，红六军团进入石阡县甘溪镇，与

敌展开阵地争夺。战斗异常激烈。处于

被动地位的红军将士浴血奋战，打退了敌

人的多次进攻，最终暂时摆脱了敌人，但

“人员、弹药、精力消耗极大”，部队亦被截

为三节。而国民党军集中了 24个团的兵

力防堵，企图毕其功于一役，消灭红六军

团。渡江未成后，危急之中，军团首长决

定采取灵活的游击动作，寻机突破敌人的

包围，迅速转入黔东苏区与红三军会合。

红军在石阡以西人烟稀少的山区艰苦转

战。担任后卫的红 18师第 52团奉命改为

前卫，在险峻的深山老林中披荆斩棘，开

拓道路，形势非常严峻。

10 月 15 日，红六军团主力准备前往

印江与红三军会合。担任前卫的红 52

团进至板桥附近时，遭遇湘军堵击，又一

次陷入国民党湘军和黔军的层层包围

中。10 月 16 日，根据军团命令，红 18 师

师长龙云和团长田海清率领已与湘敌对

峙一昼夜的第 52 团 800 余人，由前卫改

为后卫，阻击敌人、掩护主力向甘溪地区

转移。红 52 团指战员阻挡住了敌人一

次次疯狂的进攻。在朱家坝一带完成断

后任务后，面对紧紧追来的国民党军，为

保证军团主力顺利转移，龙云、田海清率

全团没有尾随主力向南转移，而是改道

向西，走十二山梁子到川岩坝、困牛山的

大路。红 52 团将敌人一步步引到了困

牛山，自己却陷入敌军重围之中。此时，

红 52 团仅剩下 400 多人。

困牛山是贵州石阡县龙塘镇境内诸

多山中的一座小山，海拔 500 米左右，南

高北低，南北长约 5 公里，东西长约一公

里。困牛山的南、西、北三面有黑滩河环

绕，山谷幽深，悬崖壁立，极为险峻。红军

退到困牛山时，四周高山已被国民党军占

领。为最大限度地保存有生力量，师长龙

云率 200余人攀陡壁下到河沟突围，团长

田海清率 100 多位红军战士在困牛山上

的鼎罐堡，依靠有利地形阻击敌人。红军

战士多次打退敌人的进攻，使敌人伤亡惨

重，但团长田海清不幸牺牲。16日下午 4

时左右，面对英勇的红军战士，气急败坏

的国民党军拿着枪躲在后面，胁迫当地老

百姓走在前面，向红军战士一步步逼近。

为了避免误伤老百姓，红军只能瞅准机会

打击后面的敌人。陷入被动的百余名红

军边打边退，一直退到了悬崖边上，他们

退无可退。即使如此，他们宁死不当俘

虏，也坚决不对人民群众开枪。100多名

红军指战员砸毁枪支，从困牛山义无反顾

地集体跳崖，跳下了数十米深的虎井沟

（最高处 70多米）。除个别红军战士被树

藤挡住幸存外，大部壮烈牺牲。

红 52 团指战员的英勇行动，为红六

军团主力的转移赢得了宝贵时间。贺龙

对红六军团十分关切，不顾敌重兵拦堵，

率 红 三 军 主 力 兼 程 南 下 ，迎 接 红 六 军

团。红六军团 78 天西征，转战 5000 余

里，战胜了敌人的围追堵截，实现了与红

三军的胜利会师，完成了中共中央和中

革军委赋予的光荣任务，为中央红军的

战略转移起到了开路先锋的重要作用。

二

困牛山红军英烈的英雄壮举已经过

去 88 年，随着时间的冲刷日益彰显它的

光辉。幸存者泣血的记忆、红六军团指

战员深情的怀念、当地百姓的回忆、包括

国民党报纸和资料对困牛山战斗的记

载，都在不断还原着它的历史原貌。而

红军指战员以激烈的战斗和英勇的牺

牲，为红六军团主力的胜利突围赢得了

时间，为中国革命的绚丽画卷书写了浓

墨重彩的一笔。

失散在龙塘川岩坝困牛山一带的十

多位红军，对此次跳崖壮举记忆尤为深

刻。跳崖被树藤挡住得以生存的司号兵

陈世荣生前说，红 52 团为了拖住敌人，

战斗十分激烈，“我们四百多人，全被打

垮”“有一百多红军跳崖”“红军跳崖不是

在一处，是一长段，顺河沟一线”。幸存

红军黎国兵讲，红军“在川岩坝一个光垴

垴上四周被围，边打边退，退到悬崖边，

有一百多人约一个连跳崖”。

当地有些民众目击了这场惨烈的战

斗，记住了英雄的事迹。当年 11 岁的姚

祖华回忆：他当时就躲在困牛山上，“红

军是从三步跳上面虎井沟那里跳的崖，

红军下去滚成许多草壕壕”。三合乡的

刘光荣老人回忆道：“河底下死的多，有

些还挂在半岩，到处都是，百把人不止。”

核桃湾老人刘朝选回忆：“红军打枪打得

很高，不乱打，不打百姓。”

在当时国民党的档案资料里，也保存

了困牛山战斗和红军跳崖的部分记载：

1934 年 10 月 19 日的《黔军军部皓电川岩

坝战况通报》称：红六军团“顽强抵抗，冲

锋十余次，全用肉搏”“伤亡逃散及跳河者

近千人”。湘军独立第 32 旅旅长胡达的

《关于追剿红六军团战斗详报》、石阡县保

安团指挥李采书的《呈报萧克部经战情

况》、湘军李觉的《湘军李代司令觉详述追

剿始末》等 20多种旧政权档案资料，都有

对甘溪、困牛山等战斗的记载。

红六军团与中革军委的往来电报、

红六军团首长的回忆、中国人民解放军

军战史和中国共产党地方党史研究部门

所编撰的史书均有对这一事件的记录。

红六军团首长在 1934 年 10 月 25 日致电

中革军委：“六军团现只有五十二团八百

余人未到，其余已集中编成三团。”时任

红六军团军团长萧克在自己的回忆录中

说：“五十二团是湘鄂赣久经战斗的部

队，在行军中为后卫，遭敌包围，全团苦

战数日，惨遭损失，十八师师长龙云惨遭

杀害。”《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战史》

记载：“第五十二团的战士们在困牛山殊

死战斗三昼夜，弹尽粮绝，团长田海清牺

牲。”《中国共产党贵州历史》记载：“在战

斗中与主力失去联系的红 52 团，在红 18

师师长龙云率领下，在困牛山一带与敌

激战三昼夜，终因孤军奋战，寡不敌众，

弹尽粮绝，团长田海清牺牲，百余红军战

士跳崖壮烈牺牲。”

困牛山战斗中，红 18 师第 52 团指战

员付出了巨大牺牲，但同时他们也以自

己的牺牲掩护了军团主力的突围，为中

国革命作出了重要贡献。在甘溪战斗

后 ，红 六 军 团 陷 入 敌 人 的 多 重 包 围 之

中。面对如此艰难的处境，担任断后的

红 52 团不畏强敌，在板桥打退了敌人一

次次进攻。完成掩护任务的红 52 团向

南追赶军团主力，在大田再次遭遇敌人

截击。为避免敌人探知红军主力转移行

踪，龙云、田海清果断带领红 52 团由南

转向，西进川岩坝，激战困牛山，以巨大

的牺牲为军团主力的顺利转移赢得宝贵

时间，使得军团主力胜利突围，为中国革

命保存了一支重要的战略力量。

红 52 团指战员以自己的行动感动

了群众，影响了群众。红军到石阡之后，

打击土豪劣绅，爱护穷苦人民，对老弱病

残的人给予适当照顾，对帮助了红军的

群众给钱给物。困牛山战斗中跳崖幸存

的红军陈世荣曾告诉女婿覃智学：“土匪

（指民团）穿的衣服跟老百姓一样，（红

军）分不清是土匪还是老百姓。红军怕

伤老百姓，手软，没有狠狠地打。不然，

红军不会那样惨，那么多人跳崖。”红军

的壮烈行动，感召了当地的民众。1936

年 1 月，红二、红六军团再次来到石阡县

境时，已经有了一定觉悟的广大工农群

众踊跃投身革命队伍，在短短 13 天时间

里，红军就建立了 12 个游击大队和两个

游击队，扩充了 1000 多名新战士。

三

一百多名红军指战员宁死不做俘

虏、宁死不误伤百姓，毅然集体跳崖的英

雄壮举，是人民军队坚持真理、坚守理想

和不负人民的生动写照，是红军将士听

党指挥、英勇斗争、不怕牺牲的光辉典

范。困牛山红军英烈的千古壮举是中国

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光辉实践，主要表

现在 4 个方面：

听党指挥、服从大局的绝对忠诚。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军之所以能够战

胜各种艰难困苦、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

最 根 本 的 就 是 坚 定 不 移 听 党 话 、跟 党

走。红六军团第 18 师第 52 团指战员，在

西征战斗中充分展现了对党绝对忠诚的

精神品格。党指到哪打到哪，绝不讲任

何条件。时任红 52 团总支书记的杨尚

高回忆说：“那时五十二团的战斗力很

强，前面有情况就调五十二团到前面，后

面有情况就调五十二团到后面。”追击红

六军团的国民党湘军旅长胡达也感慨，

红军“服从命令，拥护首领，达到任务，动

作迅速，种种似不能不公认的”。无论形

势多么严峻，无论任务多么重大，无论战

斗多么激烈，红 52 团指战员始终服从大

局，听从命令，不管付出多少牺牲也要坚

决完成任务，他们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践

行了对党的绝对忠诚。

不畏艰难、革命到底的坚定信念。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理想信念就是共产

党人精神上的“钙”，没有理想信念，理想

信念不坚定，精神上就会“缺钙”，就会得

“软骨病”。困牛山战斗，面对重重包围

上来的敌人，红 52 团指战员没有一个人

叛变偷生，没有一个人畏敌逃跑，宁愿舍

生取义，跳崖明志。一直率红 52 团征战

的师长龙云在战斗中受伤被俘，他在敌

人的牢笼中坚贞不屈，拒绝劝降，最后壮

烈牺牲。时任红十八师政委的甘泗淇

说，52 团“为革命流了最后的一滴血”。

国民党军在它们的战报中也不得不承

认，红军“对于其主义，信仰甚深，故拥护

首长，甘心效死疆场”。以红 52 团指战

员为代表的红六军团将士，以自己的实

际行动，体现出对党的忠贞，表现出坚贞

不屈的革命情操，诠释了理想信念的巨

大作用。

英勇顽强、不怕牺牲的战斗精神。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百年来，在应对各

种困难挑战中，我们党锤炼了不畏强敌、

不惧风险、敢于斗争、勇于胜利的风骨和

品质。红六军团在战略先遣行动中几次

陷入国民党军重围，但都凭着一往无前

的战斗精神，战胜强敌，迎来胜利。国民

党军亦感叹红军大无畏的战斗精神。黔

军称，红军“顽强抵抗，冲锋十余次，全用

肉搏”；湘军称，红军“虽极少数，抵死顽

抗，非有上官命令，绝不撤退”。红 52 团

指战员在困牛山的壮举，以压倒一切敌

人而决不被敌人所屈服的英雄气概，谱

写了中外战争史上悲壮的篇章，成为人

民军队战斗精神的最好写照。

牢记宗旨、人民至上的爱民情怀。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始终要把人民放在心

中最高的位置；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人

民是真正的英雄。在困牛山战斗前后，红

军在形势极为严峻的情况下，仍然严格执

行群众纪律，坚持向群众宣传党的政策，

打土豪，处决恶霸地主，救济贫苦群众。

困牛山战斗中，面对着被胁迫来的不明真

相的群众，红 52 团一百多名指战员宁死

不伤百姓，用鲜血和生命诠释了人民军队

的性质和宗旨，体现了深深地对党忠诚、

不负人民的家国情怀。

困牛山红军英烈集体跳崖的壮举，

虽然已经过去 88 年了，但他们的英雄事

迹却在新的时代被更多的人学习传诵。

这些英勇的烈士虽然在困牛山倒下了，

英魂却在岁月长河中永垂不朽。他们是

人民军队杰出的代表，是中国人民优秀

的儿子，是中华民族伟大的英雄。他们

将永远受到全国人民的怀念和敬仰。

困牛山英烈千古壮举
■戚建国 叶小文

回望初心

幸福之根，复兴之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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