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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 年 12 月 9 日，八路军一位年

轻剧作家牺牲于日本侵略者的刺刀之

下。鲜血染红了他的粗布棉衣，染红了

他身旁的岩石和草。军用挎包被翻过

了，油光纸的剧本草稿被风吹散，布满

山岗，和斑驳的积雪混杂在一起……

几十年过去了，胡可说，每当他思

念起吴畏，这幅画面就出现在眼前。

吴畏同志牺牲在1943年反“扫荡”后

期。在这次反“扫荡”中，晋察冀军区抗敌

剧社牺牲了 5位同志，除吴畏之外，还有

赵尚武、李心广、安玉海和陈雨然。他们

当中，和胡可关系最密切的便是吴畏。

吴畏调到抗敌剧社与胡可成为战友

是在 1939 年秋天，到牺牲时为止，他们

共事 4年时间。这是吴畏生命中最后的

4年。胡可说，这 4年，吴畏就像一团火，

将全部的炽热和光辉奉献给了革命文艺

事业，并且使战友们受到激励和鼓舞。

吴畏没有遗像，不熟悉他的人，今

天只能从难得保留下来的几张模糊剧

照中来揣摩他的容貌。但胡可一直记

着他的样子：面孔白皙，眼睛大而明亮，

鼻子微翘，经常在嘴上叼着自制烟斗，

红布烟口袋系在腰间……

吴畏是个多才多艺的人，懂音乐，

能写作，还会演戏，是剧社最初的一批

创作人员之一。当时，在敌后艰苦环境

中，大家都没有多少书读，有限的几册

外国名著都快被翻烂了。除了读书，大

家提高素质和水平更多的是靠在工作

实践中学习，因此同志间的探讨钻研就

显得尤其珍贵。在老乡的场院里、在村

头的树下或岩石旁、在行军的路上，同

志们交谈着读书心得体会，讨论着创作

中的成败得失，探讨着革命文艺工作中

遇到的种种问题。胡可和吴畏就是在

这种对事业的追求和探索中熟识起来。

在胡可印象中，吴畏不爱谈自己。

他之前的经历，胡可是在一次和他一起

出差时才知道的。1942年夏天，剧社从

山西敌占区进行政治攻势回来不久，领

导派他们两人去参加《冀中反“扫荡”斗

争纪实》的选稿工作。他们背上背包，出

发去唐河岸边冀中军区后方机关的驻

地。一路上，两个人天南海北无所不

谈。吴畏原籍湖南岳阳，1914年出生在

一个知识分子家庭，“一二·九”运动期间

开始参加党领导的救亡运动，接受党的

教育。抗日战争爆发后，吴畏和弟弟妹

妹一起投身革命队伍。

在人生的最后 4 年中，吴畏除去参

加集体创作以外，个人的创作数量也相

当可观。1940 年，他根据 1939 年反“扫

荡”中的事实，写了歌颂边区人民崇高

民族气节的独幕剧《宁死不屈》，还专为

剧社小同志们写了反映边区儿童生活

的多幕剧《儿童万岁》。1941 年，为鼓

舞边区人民的生产热情，他写了歌剧

《春暖花开的时候》（徐曙作曲）。1942

年，为了到敌占区开展政治攻势，他写

了争取伪军起义内容的独幕剧《王七》，

并为歌剧《弃暗投明》谱了曲。同年夏

天，他创作了反映冀中人民对敌斗争内

容的独幕剧《掩护》《老白猫》和《人去楼

空》，还根据整风中的体会写了独幕剧

《病号室》。1943 年初，他参加了一段

时间的地方工作，回来写了歌颂边区人

民在大生产运动中新风貌的多幕剧《挑

渠放水》。在这种“赶任务”的创作实践

当中，吴畏的作品依然逐渐显露出他自

己的一些特点，如重视生活、善于安排

较复杂的人物关系、比较注意戏剧的结

构和人物的性格等。

1943年春天，多幕剧《挑渠放水》的

创作和演出，是抗敌剧社的同志们自觉

深入群众生活所取得的第一个收获。

对吴畏来说，这是他创作上的一个新的

起点。这部作品里，有他在创作上新的

追求——更加自觉地去反映劳动人民

的生活，去体会群众的思想感情和学习

群众的语言。那时胡可他们还没有读

到《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后文

简称《讲话》），但延安文艺座谈会的精

神已经传到了敌后。抗敌剧社有组织

的下乡和吴畏在创作上新的追求，正是

延安文艺座谈会精神得到贯彻的结果。

毛泽东同志的《讲话》原文，胡可和战

友们是在1943年反“扫荡”中读到的。胡

可说，在一次行军的休息中，大家读了刊

登着这篇重要文献的《晋察冀日报》。此

后，这份报纸就在同志们中间传阅抄录，

而《讲话》的内容也就成为同志们经常谈

论的话题。几十年后，胡可依然清楚记得

吴畏看了《讲话》后的兴奋激动。他不止

一次地对胡可说：“毛主席讲的每一个问

题都像是直接对我们讲的，这都是我们在

工作中接触到而没有很好解决的问题。”

1943 年秋季的反“扫荡”，是抗敌

剧社参加的历次反“扫荡”中时间最长

的一次，结束时已是隆冬。胡可回忆

说，那时剧社经常要跟随后方机关和敌

人兜圈子，夜行军更是经常的，一走就

是七八十里。吴畏是近视眼，又一直没

有眼镜，在没有月光的夜里走山崖旁的

小路、过乱石间吼叫着的激流，对他无

疑是严峻的考验。但是胡可没有看到

过他有任何畏难和愁苦。在整个反“扫

荡”期间，他把可能支配的时间和精力

全部投入创作中。特别是在读了《讲

话》后，吴畏的斗志更加旺盛了。

吴畏喜欢读书，保持着积累材料、记

生活笔记的好习惯。为了构思一部以反

“扫荡”中的民兵斗争为题材的多幕剧，

他十分珍视反“扫荡”中的见闻和感受，

利用一切机会向群众进行访问调查。不

过，有一件事情让他很受打击。反“扫

荡”开始时，剧社把幕布灯光等演出器材

连同大家暂时不用的个人物品，全部在

驻地潘庄“坚壁”了起来。后来，潘庄成

了敌人的临时据点，不仅把剧社“坚壁”

的东西劫掠一空，还烧毁许多物品，其中

就包括剧社创作人员的日记本、材料本

和底稿。吴畏的性格一向是豁达沉着

的，当时却被这个消息折磨得半天说不

出话。胡可说：“我还从来没有见他这样

伤心过。记得当时我曾对他说过些宽慰

的话，大意是敌人虽然烧掉了我们的材

料和底稿，但是我们还有脑子和手，这是

敌人夺不去的。”但吴畏回答说：“不，敌

人挖去了我的一块脑子……”

吴畏的这一回答，好像他的遗言似

的，多年来一直深深刻印在胡可脑海

中。这是他们最后一次谈话，时间是

1943年 11月 17日，吴畏牺牲前的 22天。

12 月初，多路敌人向阜平中心区

集中。为缩小目标，剧社化整为零，分

为几个组活动，胡可和吴畏从此分手。

12 月 8 日夜，吴畏所在的组于转移中投

宿小水峪沟村。9 日晨，敌人突然包围

了村庄。突围中，吴畏、李心广、安玉

海、陈雨然同志壮烈牺牲。

敌人退走以后，剧社的同志们集中

了。参加掩埋烈士的同志讲述了当时

的情景：敌人的刺刀穿过了吴畏的胸

膛，鲜血染红了他的粗布棉衣，剧稿飞

满山……

吴畏牺牲以后，胡可有很长一段时

间感到孤独，感到一种失去好友的寂寞。

胡可说：“我们相处虽然只有 4年时间，但

他的正直、他的毅力、他的勤奋好学和他

那对物质享受十分淡漠的品质，都成为长

时间激励和鞭策我前进的力量。”

胡可（1921.2- 2019.12），著 名 剧

作家，山东青州人，1937 年 8 月加入抗

日 游 击 队 ，1939 年 5 月 加 入 中 国 共 产

党。创作有《戎冠秀》《战斗里成长》《英

雄的阵地》《槐树庄》等多部反映部队和

农村生活的作品。

一个文艺战士的炽热情怀
——著名剧作家胡可回忆战友吴畏

■本报记者 袁丽萍

硝烟中的灯火

红色足迹

在战火纷飞的年代里，我军诸多革
命文艺战士牺牲在战斗前沿，牺牲在为
人民服务的道路上。他们用鲜血和生
命践行着革命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宗
旨，立起一个个光辉典范。2019 年 5
月，笔者曾专访著名剧作家胡可，听他
动情回忆起牺牲在日寇刺刀下的剧作
家吴畏同志。站在延安文艺座谈会召
开80周年的历史节点上，再次回想胡可
老人当时的话语，回想那段硝烟岁月和
英烈事迹，笔者不由得心绪激荡。我军
文艺工作的优良作风是在战斗岁月中
形成的，就像胡可老人说的，“在回顾往
事的时候，对于那些为形成我们的传统
作出过贡献的同志，总是充满着感激之
情”。这里，笔者依据当时的采访记录
和相关史料记载，将这段珍贵记忆整理
出来，以飨读者。

1942 年，晋察冀军区抗敌剧社演出《放下你的鞭子》。图中演员为吴畏

（左一）和胡朋。 资料图片

日前，“庆祝建团百年暨传颂‘两弹

一星’精神教育活动月”展演在战略支援

部队航天工程大学精彩上演。

此次展演是该大学发挥红色资源优

势，通过展演汇报的形式集中展现“读‘两

弹一星’书籍、讲‘两弹一星’故事、唱‘两弹

一星’歌曲、做‘两弹一星’传人”的成果。

展演以“青春向党百年路·奋进喜迎二十

大”为主题，分“奋斗的事业”“无悔的青春”

两个篇章，综合运用大合唱、情景剧、音诗

画、朗诵等艺术形式，再现一代代航天官兵

将青春和热血献给祖国航天事业的感人故

事和情怀。官兵在情景式、沉浸式、体验式

的文艺展演中，抒发爱党爱国之情，展现昂

扬向上的精神风貌，进一步提振干事创业

的精气神、激发担当作为的新活力。

展演在大合唱《一声令下》的激昂旋

律中拉开序幕：“战风沙，斗严寒，大漠深

处起烽烟、起烽烟，誓让那共和国挺起腰

杆……”舞台上，青年学员紧握手中的铁

锹、镐头、钢枪，重现中国人民志愿军第

20 兵团将士奔赴茫茫戈壁滩开展建设

的艰苦岁月。“树有根，水有源，你说科学

没有国界，但科学家却有祖国……”表演

唱《归来》用歌声讲述钱学森、朱光亚等

科学家响应祖国号召、义无反顾投身社

会主义建设的感人故事。

“干惊天动地的事，做隐姓埋名的

人。那震天的惊雷，就是我们青春的年

华……”悠扬旋律响起，台下观众情不

自禁地跟着哼唱起来。情景演出《夫妻

树》取材于老一辈国防科技工作者的真

实故事，一句句感人的歌词亦是一句句

无悔的誓言。参加演出的是该大学三

对共同在校工作的伉俪，他们朴实、真

挚的表演感染着现场观众。这其中就

有相继携手加入军队文职人员方阵的

一对博士夫妇——崔海超、李小兰。

“‘夫妻树’的故事我们耳熟能详，今

天看到在教研一线奉献数十载的同事夫

妇，我和李小兰深受感动和激励。我们

要循着前辈的足迹，扎根学校沃土，为培

养航天英才奉献自己的智慧与青春。”演

出后，崔海超感慨地说。

表演唱《敢教日月换新天》《“两弹结

合”七勇士》、音诗画《一封遗书》生动再现

新中国国防科技工作者在戈壁滩自力更

生、艰苦奋斗的场景，让大家备受鼓舞。

“请党放心，强国有我！”“请党放心，强军

有我！”礼堂里，铿锵的誓言激荡人心。

“放飞‘嫦娥’，取回月壤，实现揽月梦

想；远送‘天问’，遥控‘祝融’，实现探火梦

想……”朗诵《飞天颂歌》带领大家回望中

国航天的辉煌成就。《刷新中国高度》《强

国 一 代 有 我 在》《决 胜 疆 场》《江 山 民

心》……一首首歌曲唱出新时代航天官兵

拼搏奋进的风采，将现场气氛推向高潮。

闪亮精神激扬火热青春
■陈艳秋 本报记者 安普忠

基层文化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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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 年深秋的一天早晨，一小队

人马从闽西永定合溪师俭楼出发，经黄

潭宫角里，步履匆匆地向上杭城进发。

这支队伍中间，有一副担架，担架上躺

着一个高高瘦瘦的中年人。

之前，他在永定金丰大山牛牯扑

“饶丰书房”一边治病一边读书看报。

当 地 反 动 民 团 纠 集 700 多 人 ，发 动 偷

袭，包抄了这座竹寮。一番惊心动魄

后，他方得脱险。此次红四军攻克上杭

县城，他应邀抱病前往。

暮色四合时分，这队人马来到了上

杭县城一座很有诗意的楼——临江楼。

中年人热情地同护送他的赤卫队员一一

握手，感谢他们一路上的照顾，并挽留他

们留宿。他们却说：“明天就是重阳佳

节，我们要赶路回去和家人过节。”

每逢佳节倍思亲。而今，家人都不

在他的身边。陪伴他的，是三褶回澜的

汀江，是江岸楼前那高大苍翠的古榕，

是敌人三省“会剿”带来的“黑云压城城

欲摧”。江天寥廓，对岸那一簇簇生命

力顽强的菊花，正举着无数金黄的花

瓣，在飒飒秋风里，和一江之隔的他相

看两不厌，这多少给他带来了些慰藉。

有人来访。哦，是披着硝烟的一群

红军官兵来了。面容清癯的中年人，与

他们娓娓而谈。这批人刚走，一声浓重

的四川口音随着一阵有力的脚步声，登

上临江楼。两双大手紧紧地握在一起。

他们来到临江楼前的大榕树下，坐

在石凳上，推心置腹地长谈。古榕听了

他们的谈话，枝叶与枝叶之间传递着欢

愉的气息。汀江也听见了他们的话语，

水面荡漾起笑容。

星火已燎原，“红旗跃过汀江”“风

展红旗如画”。此前的十几天，红四军

攻下所谓固若金汤的上杭，战地的硝烟

气息，在浓郁的菊花香里，隐隐可闻。

夜幕降临，繁星点点，两位战友依依

惜别。中年人回到临江楼二楼不久，一位

红军战士提来一罐热气腾腾的牛肉煲汤，

原来是刚走不久的战友所送……

是夜，江天入怀，花香入梦，风声入

耳，中年人构思成篇《采桑子·重阳》：人

生易老天难老，岁岁重阳。今又重阳，

但看黄花不用伤。一年一度秋风劲，不

似春光。胜似春光，寥廓江天万里霜。

“但看黄花不用伤”，是他当时心境

的 真 实 写 照 ，有 达 观 ，也 有 感 伤 。 在

1963 年 12 月，这句改成了“战地黄花分

外香”，壮美景象饱含豁达昂扬情怀。

如今，时光已经流过了 90多年。今

天，当我们遥想当年那位吟哦“寥廓江

天万里霜”的中年人——毛泽东，那位

送牛肉汤的战友——朱德，和他们在烽

火岁月里展现的崇高品格与精神境界，

内心都不由得充满了深深敬意。诗意

临江楼，见证了一首诗词名篇的诞生，

也见证了中国革命史上的一段佳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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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风 萧 萧 ，朝 前 走 ；雨 茫 茫 ，雄 赳

赳。山是战士的脚手架，工程兵天生一

个钢结构……”近日，这首反映工程兵

扎根大山、坚守奉献的原创歌曲《工程

兵，天生一个钢结构》在某工程兵大队

官兵中传唱开来。

“把大山的故事写成歌，把工程兵

的故事唱给更多人听。”说起这首歌的

创作初衷，该大队政治工作处干事戴

梦棠说。当年她刚来到部队，就对大

山里的生活印象深刻：春夏季毒虫袭

扰、秋冬季雨雪寒潮。深山密林，弯弯

曲曲的小道通向孤零零的营房，层层

叠叠的大山遮蔽了外界的信号。一群

守山官兵默默在此坚守奉献着，他们

有的只有十八九岁，有的已在深山中

坚守 20 余年。作为某高校声乐表演专

业的毕业生，戴梦棠暗自告诉自己，要

为这里的官兵写首歌，把他们的故事

和情怀唱出来。

一次为施工一线官兵慰问演出时，

看着一旁耸立山间的脚手架和整齐排

列的机械设备，《工程兵，天生一个钢结

构》的灵感，开始在戴梦棠脑海浮现。

回到机关驻地，她便和演出队几名骨干

一起着手创作词曲。他们不仅将工程

兵的青春与热血、拼搏与奉献写成歌

词，在编曲时还采用钢铁碰撞敲击声作

为歌曲序曲，并逐步发展成生气勃勃、

慷慨雄壮的进行曲，从而生动呈现大山

间繁忙施工的火热景象。

这首歌曲源于基层、贴近兵心、旋

律铿锵、歌词质朴，一经推出，便很快引

发官兵的共鸣。官兵说，这是属于大山

尖兵的青春之歌。施工一线、训练间

隙，常常有官兵唱响它。

去年底，某工程开展供配电系统升

级改造，因为施工进度冲突需加班作

业。官兵没有二话，第一时间扑进施工

一线。大家在暴雨后泥泞的山路上艰

难跋涉，扛着沉重的线管，一步一步朝

着管道挪动……“日以继夜是为了打

赢，千锤百炼是理想的追求”，施工结

束，班长蒋冬辉感慨地说，“歌曲中的这

句歌词，朴实无华，寓意深远，唱出了我

们的心声。”

对歌曲有着切身体悟的还有列兵朱

文浩。入伍前，朱文浩脑海中的军营是

千军万马、决胜疆场，是迷彩涂面、百步

穿杨；没想到入伍后，自己却整日战斗在

不见阳光的施工场地，梦想中的步枪子

弹变成了手里的钢锹铁铲。朱文浩一度

失落、彷徨。可随着下连后聆听一个个

队史故事、学唱一首首战斗歌曲，了解到

工程兵先辈们艰苦卓绝的奋斗历史，他

愈发明白自己的使命和荣光。《工程兵，

天生一个钢结构》中的那句歌词——“一

样的男子汉，一样的竞风流；一样的彩云

追，一样的十八九”，在朱文浩看来，这仿

佛是自己的内心独白。

“ 日 晃 晃 ，汗 成 河 ；雾 蒙 蒙 ，不 回

头。旗是战士的魂与魄，工程兵天生一

个钢结构……”夏日的大山里，年轻的

工程兵伴随铿锵旋律，踏着坚毅步伐，

又昂首奔赴下一个任务战场。

上图：戴梦棠为官兵演唱《工程兵，

天生一个钢结构》。 作者提供

守山尖兵之歌
■谷永敏 周振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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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一扫，听歌曲

二维码制作：魏晓妹

写 在 前 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