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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以咏志，诗以传情。雷锋牺牲后，

《雷锋日记》成为 20 世纪 60 年代的畅销

书。人们从英雄留下的文字中感受他博

大的内心与崇高的精神。日记中的一首

小诗《唱支山歌给党听》深深打动了作曲

家朱践耳。他倾心为其谱曲，一首经典

歌曲由此问世，成为祖国亿万儿女在各

种场合表达爱党情怀的心曲。

一

雷锋生于 1940 年，5 岁丧父，7 岁时，

母亲不堪地主凌辱，悬梁自尽。雷锋从

此成了一名孤儿。新中国成立后，雷锋

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乡长亲

自送他上小学。后来，他先后担任了乡

政府通信员、县政府公务员的工作。

有着苦难童年的雷锋深刻感受到中

国共产党的伟大和温暖。他在日记中写

道：“跟着太阳就有温暖，跟着党走就有幸

福。”光荣参军后，雷锋成了一名“感党恩、

跟党走、为人民服务”的好战士。他将革

命英雄人物作为人生楷模。他剪下黄继

光的画像，郑重贴在日记本扉页，写下誓

言：“英雄的战士黄继光，我永远向您学

习！”“为了党和人民的事业，就是入火海，

进刀山，我甘心情愿！”

1960 年，热爱文学的雷锋从报刊上

看到一首署名蕉萍创作的小诗《唱支山

歌给党听》：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

比母亲；母亲只能生我身，党的光辉照我

心。旧社会鞭子抽我身，母亲只会泪淋

淋；党号召我们闹革命，夺过鞭子揍敌

人！母亲给我一颗心，暴风雨中一孤萍；

亿万红心跟着党，乘风破浪齐跃进。

这首质朴深情的小诗表达的正是雷

锋的心声。“我把党来比母亲”，这个比喻

是多么贴切形象啊！对党的真挚情感犹

如一支纯美的山歌，从战士的心底飞出。

他工工整整地将诗的前八句抄录在日记

本中，并将“母亲只能生我身”一句改为

“母亲只生了我的身”，将“党号召我们闹

革命”一句改为“共产党号召我闹革命”。

经过修改后的小诗更加精炼形象、

朗朗上口，虽然只有短短八句，但表达的

情感却非常丰富，把对党的感恩、对旧社

会的痛恨、翻身的幸福等情感交融一体。

二

1963 年，全国掀起学习雷锋热潮，

群众歌咏活动蓬勃开展。作曲家朱践耳

被雷锋这位平凡而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

的事迹深深打动。他在《雷锋日记》中选

取了雷锋生前喜爱的这首小诗《唱支山

歌给党听》，为其谱曲，以此纪念雷锋。

歌曲《唱支山歌给党听》为三段体结

构。第一段旋律舒展悠扬，节奏徐缓，情

感真挚朴素。第二段与第一段形成鲜明

对比。旋律的前半部分，断音与连音结

合，充满了痛苦与仇恨，如泣如诉，充分

表现革命战士在旧社会所遭遇的苦难，

但沉痛愤恨中也蕴藏着坚定的力量。至

“共产党号召我闹革命，夺过鞭子揍敌

人”这两句词，曲作者进行了重复处理，

速度加快、力度加强，音乐刚劲有力、豪

爽干脆，强调了一种激越昂扬的战斗情

绪，催人奋进，充分表现了坚决跟党闹革

命的坚强信念。第三段为第一段的扩充

重复，亲切舒畅的旋律再现，进一步深化

升华了革命战士把党比作母亲的真挚情

怀。

曲作者以其深厚的专业素养，立足于

歌词，但又不拘泥于歌词的方整性结构，

大气磅礴、自由舒展地展开乐思，深刻挖

掘出了歌词丰富的意蕴。歌曲融抒情性

和戏剧性为一体，旋律中情绪、调性、音

区、速度、力度、节奏等对比，不仅深化了

主题，使艺术形象更加丰满生动，也体现

了曲作家刚柔相济的创作风格。

1963 年 2 月 21 日，这首歌在《文汇

报》上发表，标题为《雷锋的歌——摘自

〈雷锋日记〉》。于是，大家一度认为歌曲

的词作者是雷锋。

1963 年秋，朱践耳听说歌词原作者

是陕西铜川矿务局焦坪煤矿技术员蕉萍

（姚筱舟的笔名）。做事严谨的朱践耳立

即写信给组织反映此事，不久便得到确

定。1964 年，《歌曲》杂志刊发此歌时，

用歌词第一句《唱支山歌给党听》为标

题，并正式注明词作者为蕉萍，曲作者朱

践耳。

三

《唱支山歌给党听》不仅是雷锋、蕉

萍和朱践耳的心声，也真切表达了从旧

社会走到新中国的劳苦大众的心声，是

党与人民心心相印的生动写照。歌曲一

经问世，便深受群众喜爱，产生了巨大的

社会影响。

歌曲最先由上海歌剧院女高音歌

唱家任桂珍主唱。当时正在上海音乐

学院学习的西藏学生才旦卓玛在校园

里听到这首歌，引起了强烈的共鸣。歌

中所唱的也正是她的肺腑之言，是中国

共产党让居住在高原上的西藏农奴翻

身得解放，从苦难走向幸福。才旦卓玛

觉 得 这 首 歌 简 直 就 是 专 门 为 自 己 而

作 。 那 时 ，汉 语 仍 说 不 利 落 的 才 旦 卓

玛，跑到声乐老师王品素跟前，请求学

唱这首歌。教学严谨的王老师找来曲

谱，一句一句耐心讲解，一字一音细心

纠正。在上海音乐学院的月度汇报演

出中，才旦卓玛的深情演唱获得了全场

热烈掌声。

后来，在“上海之春”音乐会上，才旦

卓玛的演出空前成功。随着中央人民广

播电台的传播，这首歌很快家喻户晓。

1965 年上映的故事片《雷锋》选用了这

首歌作为插曲。唱支山歌给党听，一声

声一遍遍，唱不尽人们对党的深情。从

此，这首歌不断唱响在大漠边关、高山哨

所、边防海岛、菁菁校园……影响了一代

代中国人。

心
中
的
歌
儿
献
给
党

■
王
丽
虹

吴
晨
旭

重温经典·感悟初心

文化广角

近日，一场别开生面的文学座谈会

在陆军某训练基地举办。多位军旅作家

与官兵共同围绕海辰的中篇小说《女兵

营的男教导员》进行交流。

《女兵营的男教导员》刊载于 2022

年第 12 期《解放军文艺》杂志。这篇以

反映某新兵训练基地女兵营官兵训练生

活为主题的小说刊发后，获得好评。

座谈会上，与会作家分别从不同角

度对小说进行了点评。中国作家协会副

主席徐贵祥认为：“这篇小说视角向下，

生动反映了基层部队的真实生活；视角

向内，塑造了一群有血有肉的军人形象；

视角向外，具有十分鲜明的时代性。”小

说直面基层部队女兵这一群体，以一名

男教导员的第一视角为切入点，生动讲

述了当代女军人在工作生活中面临的诸

书写当代军人风貌
■田 野

日前，上海警备区某离职干部休养所

开展优秀传统文化进干休所活动，把京剧

艺术请进营区，丰富了老干部的精神文化

生活。活动现场，上海京剧院的艺术家们

为大家介绍京剧相关知识，表演经典剧

目，充分展现京剧艺术魅力，并带领大家

学唱京剧选段，赢得大家一致称赞。

京剧艺术丰富离休生活
■李永朝

多现实问题，塑造出一个追求理想、个性

鲜明、青春阳光的女兵群体和一个勤勉敬

业、敢于创新的优秀政治教导员形象。小

说选题新颖，贴近基层，情节生动，语言活

泼，不仅讲述了女军人在工作中面对的种

种考验，还对新时代军队思想政治教育创

新进行了大胆描摹。

在官兵互动环节，许多官兵表示，在

小说人物身上仿佛看到了自己的影子。

作者海辰就创作这部小说的初衷作了发

言。他表示将继续用手中的笔，记录基

层官兵的真实生活，讲好新时代的强军

故事。

每年 3 月 5 日到来之际，或不只是 3

月 5 日这个时间节点，总会有亲友甚至

陌生人给我打电话、发微信，向我“求

援”。他们知道我是个诗人，说想在大

家 集 会 的 场 合 ，朗 诵 一 首 歌 颂 雷 锋 的

诗。这种时候，我就把自己写的歌颂雷

锋的诗，有的在书里，有的在报上，也有

还 未 发 表 过 的 诗 ，发 给 那 些 朋 友 。 部

队、机关、学校、企业、社区……很多地

方，特别是青年人聚集的地方，经常会

举办纪念和学习雷锋的活动。在这些

活动中，朗诵一首歌颂雷锋的诗，是很

能表达大家心声的。

从 1963 年 3 月 5 日到 2023 年 3 月 5

日，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为雷锋同志

题词 60 年了。两年前，我就在想，我能

为这个日子做点什么呢？我曾为雷锋

写过很多诗，也出版过长诗《雷锋，我们

需要你》；我更读到过众多诗人为雷锋

写的情感深挚、寓意厚重的诗作。从党

和国家领导人到军队著名将帅，从我国

诗坛新老作家到普通的诗歌爱好者，在

这 60 年里涌现了太多颂扬雷锋和雷锋

精神的诗歌，用“浩如烟海”来形容这种

真 诚 而 繁 荣 的 诗 歌 创 作 现 象 也 不 为

过。我手上就有很多我崇敬的诗人、熟

悉的诗友写的歌唱雷锋和雷锋精神的

诗作，我也经常朗诵或背诵。如果把 60

年来，全国军民学习雷锋、致敬雷锋的

诗汇集到一起，这将是怎样一个巨大的

阵势啊！

从 1963 年到 2023 年，60 年里，中国

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从站起来

到富起来、强起来，经历了前所未有的、

令世界瞩目的巨变。60 年间，中国人民

战胜了无数艰难险阻，在物质文明和精

神 文 明 两 个 方 面 都 取 得 了 耀 眼 的 成

就。雷锋的出现，代表着中国崭新的年

轻一代，代表着我们国家民族新生的力

量，如诗人贺敬之在诗中写道：“呵，雷

锋/就是这样地/代表我们出现了……

像朝阳初升/一样的合理/像婴儿落地/

一样的合情……”

在这 60 年间，无论社会面貌发生怎

样的变化，人们对于雷锋的怀念、追思

和歌唱，从来没有停止过。从党团组织

的活动到少先队的队会，抑或是群众自

发的活动，人们时不时地寻找并朗诵歌

唱雷锋的优秀诗作。各种晚会、集会，

以及现在的网络平台，都有人展示和交

流各自创作的歌颂雷锋的诗。

雷锋这座精神文明的丰碑，从耸立

那天起就一直令人仰慕和敬佩。用诗

来歌颂雷锋和雷锋精神是再自然不过

的事情，也是我们时代的一种可贵的精

神追求。

今年，我编选出版了《致敬雷锋诗

选 100 首》（沈 阳 出 版 社）。 60 年 ，100

首，这本诗选可以说是应运而生。在编

辑过程中，我翻阅、浏览、审视了 60 年间

创作、发表、出版的歌颂雷锋的大量诗

作，包括朋友向我推荐的好作品。我还

给很多诗人寄出征求“致敬雷锋”诗歌

创作的信函。为方便读者阅读和朗诵，

我确定了一个原则，就是只选新诗，不

收旧体诗。有的成名诗作虽然略带当

年的时代痕迹，但感情真挚，诗意浓郁，

在广大读者心中已成为必不可少的名

篇，我也照例选入书中；有的诗作当时

看似乎可以，但今天读来却有明显缺欠

或不适，这样的作品大都忍痛割爱了。

我从大量的诗作中优中选优，力求把最

好的诗作呈现在读者面前。

这里，我想特别说一下诗人贺敬之

的《雷锋之歌》节选一事。1963 年 4 月，

我 在 连 队 当 兵 ，因 为 我 是 连 队 板 报 委

员、团支部宣传委员，所以有机会常到

连部去翻看报纸。我就是那个时候在

《中国青年报》上读到了贺敬之老师的

《雷锋之歌》。我一遍遍地读，非常感

动、震撼，并曾全文沉醉地背诵过这首

长诗。几十年来，我与贺敬之老师结下

了深厚的情谊，曾多次拜访他，我有几

本 书 出 版 都 是 请 他 给 我 题 写 了 书 名 。

在编这部《致敬雷锋诗选 100 首》时，诗

人高洪波对我说：“有贺老爷子一首《雷

锋之歌》，别的均可搁笔了。”我觉得，这

是 对 这 首 经 典 名 作 真 切 准 确 的 评 价 。

如 何 把 这 首 长 诗 呈 现 在 这 个 选 本 里

呢？我真不愿减去任何一行。诗人胡

笳，曾与贺敬之夫人、诗人柯岩一起主

编 了《与 史 同 在 —— 当 代 中 国 新 诗

选》。他告诉我，“当年是柯岩亲自动手

节选了《雷锋之歌》，放到诗选中的，别

人不可能节选得如此精准恰切。”在这

里，我很幸运地照搬了柯岩大姐的节选

本。

为了取得作者或作者家人的认可、

授权，我也尽了全力。比如，郭沫若的

《一把劈断昆仑的宝剑》，我联系到郭老

的女婿、我熟悉的军旅诗人张澄寰和郭

老的女儿郭庶英；臧克家的《想一想生命

的意义》，我联系到从中国作家协会退休

的臧克家先生的女儿郑苏伊；方冰的《紧

跟你的步伐——在雷锋墓前》，我联系到

方冰的女儿、表演艺术家方青卓……

我在连队当兵的时候，在连队的文

艺晚会上、节日活动中，常喜欢找合适

的诗朗诵给战友们。我愿这本《致敬雷

锋诗选 100 首》，能受到广大青年官兵和

青少年读者的欢迎。愿他们在歌颂雷

锋 和 雷 锋 精 神 的 浓 浓 诗 意 里 ，陶 冶 情

操，获得力量。

60年 100首诗，致敬雷锋
■胡世宗

作家新作

阅 图

这幅作品拍摄的是第 75 集团

军某旅组织战术考核时的场景。拍

摄者采用长焦镜头压缩画面景深，

突出了拍摄主体。大光圈的运用虚

化 出 光 斑 效 果 ，为 画 面 增 添 了 美

感。低角度贴地拍摄使人物奋力拼

搏的表情展现得更加细致入微。

（点评：张正举）

匍匐前进
■摄 影 李晓茹

记得当年我在连队当兵的时候，不

少部队都有或大或小的一支军乐队，把

有点音乐特长的兵们隆重地集合在一

起。乐队成员大都没经过严格训练，是

自学成才，纯属个人爱好。

早 年 间 ，有 的 乐 队 还 因 地 制 宜 、

“ 土 法 上 马 ”，什 么 锅 碗 瓢 盆 、陈 年 旧

鼓 ，存 于 仓 库 锈 迹 斑 斑 的 铜 锣 、旧 钹

全部派上了用场。后来，部队条件好

些了，有的单位便自筹资金购置了一

些乐器，有时战士个人也会从家里带

来 吉 他 、小 号 。 记 得 当 年 有 个 连 队 ，

驻扎在四面环山的山沟里，但文化活

动搞得非常活跃，几乎每个排以上干

部都会一样乐器，更有一支引以为豪

的军乐队。虽然“装备”差了点，但他

们 在 上 级 组 织 的 文 艺 活 动 中 取 得 了

不 少 好 成 绩 。 于 是 ，在 摸 爬 滚 打 、站

哨 执 勤 之 余 ，大 家 咿 哩 哇 啦 吹 起 唢

呐 、敲 起 架 子 鼓 ，也 自 有 一 番 乐 趣 。

那年，这个单位购置了新乐器，“鸟枪

换炮”着实让军乐队的队员们兴奋了

一 阵 子 。 但 当 金 光 闪 闪 的 乐 器 发 到

手 时 ，有 的 队 员 憋 足 了 劲 吹 第 一 声 ，

却 哑 然 无 音 。 大 家 多 少 都 还 算 有 两

把“ 刷 子 ”，一 番 琢 磨 后 ，总 算 是 慢 慢

吹响了，又慢慢找到了调。

演 奏 军 乐 讲 究 个 底 气 ，底 气 从 哪

里来？坚持不懈苦练出来。有经验的

教 员 说 ，在 酷 暑 和 严 寒 ，练 习 最 出 效

果。于是，炙热无比的太阳下，队员们

一字排开，在那里接受太阳的考验；冬

天 哪 里 地 势 高 ，哪 里 风 大 ，就 到 哪 里

练。譬如，作为一名军号手，最要紧的

是把握发音、手功和气流的运用。当

时有位军号手为练好发音，看央视《新

闻联播》时就跟着播音员学吐字。为

了练气流的运用，他每到业余时间就

反复地吹，嘴都吹麻木了。据说，当年

战场上那些著名的军号手也是这么苦

练出来的。有的队员嘴唇吹裂、腮吹

肿、口腔甚至起了溃疡。这种付出，只

有军乐队队员们才能体会。军乐的穿

透力，使你有无尽的进取心。它既牵

动着听众的心，也激荡着每个军乐队

队员的心。

拳不离手，曲不离口。乐谱在脑海

中一旦定了格，赶也赶不走，吃饭、休

息、看书时，脑子里也会时不时地冒出

来嗒嗒嗒的军乐声。

音 乐 ，如 雨 、似 风 ，轻 轻 地 挥 洒

着 、滋 润 着 、愉 悦 着 我 们 绿 色 的 生

活 。 战 友 们 都 被 这 优 美 的 旋 律 所 感

染着。

尤其到阅兵时，是军乐队最露脸的

时候。此时，军乐队是配角中的主角，

一气要吹 40 分钟，这不仅需要刻苦训

练，更需要顽强的恒心和毅力。队员们

在排练时，从一遍到两遍、三遍，从 5 分

钟吹到 10 分钟、20 分钟……到最后，手

茧磨出来了，胳膊酸得抬不起来，腿站

得不能打弯了。

我调到战区工作后，办公室毗邻战

区文工团。文工团算是战区音乐的圣

殿了。每年“八一”、元旦、春节，我们总

能一饱耳福、眼福。但每次演出前的那

一段日子，我们也总能听到，排练室里

那永不厌倦的：嘟嘟嘟……哆哆哆……

遥 想 他 们 在 台 上 的 精 彩 演 出 ，战

友们一阵阵热烈的掌声，我总会记起

冰心的那首小诗：“成功的花，人们只

惊羡她现时的明艳！然而当初她的芽

儿，浸透了奋斗的泪泉，洒遍了牺牲的

血雨。”

军 乐 队
■冯紫英

甲：打竹板，响连天

惠风和畅三月间

花红柳绿皆美景

神州大地笑开颜

乙：三月间，笑开颜

雷锋仿佛站身边

音容笑貌今犹在

革命精神代代传

甲：新时代，学雷锋

革命军人当先锋

坚定信仰跟党走

政治本色永不丢

乙：急难险重冲向前

人民利益挂心间

危机时刻挺身出

爱民史册谱新篇

甲：革命军人学雷锋

瞄准强敌练硬功

军事过硬攀高峰

神圣职责记心中

乙：攻坚克难挑重担

练兵备战谋打赢

勇毅前行强军梦

奋斗姿态向前冲

合：对，对，对

攻坚克难挑重担

练兵备战谋打赢

勇毅前行强军梦

奋斗姿态向前冲

向前冲

雷锋精神放光芒（对口快板）

■门建新

迷彩芳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