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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 年深秋，已过霜降了，苇塘边
的大雁正成群往南飞。在冀中第九军
分区驻地——白洋淀的西大坞，却出乎
寻常地热闹起来。人们登门串巷，脸上
笑盈盈的。下淀割苇的小伙子们，一边
挥镰一边乐呵呵地唱歌儿；在院里织席
的姑娘们，一边网着席花，一边放开嗓
子唱河北梆子。往常年，她们不是唱
《大登殿》，就是唱《铡美案》，可这回唱
的全是新词儿。识字班的大嫂一边纳
着鞋底，一边用嘴代替胡琴给姑娘们哼
着过门。左邻右舍的老太太小媳妇都
围上来听唱。

姑娘们从哪儿学来的这些新唱词
儿？原来是冀中军区火线剧社开过来
了，正和九军分区前哨剧社（原名国防
剧社）联合赶排新编河北梆子《血泪
仇》。听说排戏，姑娘们甭提多高兴了，
她们轮着班去看。一进了排练场，锣声
响，鼓声喧，琴声悦耳。一会儿是老生
唱出的高亢深沉而稳健的原板，一会儿
又传来旦角唱出的倒板转二六哭腔。
姑娘们看一两遍就听会不少唱段，所以
做活时唱个没完没了。

西大坞妇救会的妇女们，因为一直
在帮助剧社赶做服装，和演员们都熟
了。常常是站在排练场外，里边锣鼓一
敲，胡琴一拉，她们就能听出：哪是李壬
林（扮演王仁厚）在唱，哪是阎贞（扮演
王桂花）在表演。妇救会为了农家小姑
娘穿的一件花棉袄，挨家挨户不厌其烦
地去挑选，好让扮演王桂花的演员穿上
匀称合身。这一切，体现出十分真挚的
军民鱼水情谊。
“火线”“前哨”从抗战初期成立以

来，一直发挥着文艺轻骑兵的作用。他
们把艺术作刀枪，把舞台当战场，时而
活跃在冀中平原，时而活跃在晋察冀的
山岗，时而出现在白洋淀的苇塘。通过
戏剧、歌咏燃烧起群众的抗日怒火，激
起打击敌伪的士气。记得“前哨”的同
志们有次在敌人岗楼下边开展政治攻
势，演出小节目，曾使得一些伪军持枪
反正。冀中人民称他们是“武工队式的
戏剧团”。

1944年秋天，“火线”从阜平西柏峪
店出发，经平汉路，过方顺桥，长途行军
转移到冀中白洋淀。当时冀中局面已经
打开，部队经过一段长时间的隐蔽活动，
已可以相对集结。冀中军区按照毛主席
“缩小敌占区，扩大解放区”的指示精神，
召开了干部扩大会议，根据斗争形势，决
定司政两部恢复工作回冀中。为了活动
方便，“火线”分为两股，一股由傅铎、郭
筠两位同志带领，随旷伏兆政委转移到
第十军分区；一股由崔嵬社长带领，随魏

洪亮政委转移到第九军分区。
“火线”战友们风尘仆仆，一放下背

包，刘敬贤等同志就走上街头教歌儿，
村子里到处是“红军打胜仗啊”和“兄妹
开荒”的对唱声。“前哨”路坎社长陪同
军分区宣传科同志前去看望他们，在叙
谈时，听说出发前“火线”根据陕北马健
翎创作的秦腔《血泪仇》改编成河北梆
子，用 4天时间排出，7月 7日在阜平城
里已作了首次演出。宣传科同志十分
赞赏，觉得河北梆子是华北人民喜闻乐
见的形式，群众普遍会唱，如果演出，会
产生好的效果，正好配合地方上正在开
展的“清算复仇”运动，配合军分区即将
召开的庆功大会。当时“前哨”刚刚恢
复，路坎社长对“火线”的到来十分喜
悦，于是不约而同地提出联合排练《血
泪仇》，要在西大坞连续演出，让千里堤
附近的军民们看戏。

乐队缺伴奏，西大坞村剧团雪里送
炭，从民间老艺人中推荐出一位琴师。
没有司鼓，导演于山来兼。路坎社长主
动提出扮演反面人物孙副官的角色。
“前哨”擅长演歌剧的李健勇，愉快服从
角色分配，到 B组扮演王桂花。为了使
年轻演员有更多的舞台实践，剧社让当
时年仅 17岁的姜坦扮演东财妈。演员
们热情洋溢，争前恐后，很快在小学校
附近一个大院里开排了。

为了狠狠揭露国民党反动派，歌颂
我陕甘宁边区军民，崔嵬同志要求演员
们吃透剧本精神，带着阶级仇、民族恨深
入角色，进入戏的意境。排练中大家非
常严肃，对每一句道白、每一句唱词儿，
都一丝不苟。老艺人精湛操琴，琴声悠
扬，而且边拉边哭，十分感人。在大家的
努力下，这样一个唱工复杂的大型歌剧，
不到一周就进行彩排。冀中九分区司、
政两部的同志们看了赞不绝口。

第一次演出那天，千里堤上三乡五
里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赶庙会似地
早早吃过晚饭，提上小板凳，有的步行，
有的坐船，纷纷奔向西大坞。西大坞庙
前土台周围，房上房下，人山人海。回
想三年前，“抬头见岗楼，出门登公路”，
现在环境好转了，第一次到广场看自己
剧社演出，谁都打心眼儿里高兴。

在汽灯咝咝的响声下，千万双眼睛
注视着大幕徐徐拉开。展现在大伙面
前的虽说是发生在国统区的悲剧，但同
样是白洋淀人民生活的写照。对于戏
中的情节，人们并不陌生。一位白发苍
苍的老大娘看着看着就哭出声来，原来
她的儿子就是被鬼子抓了“劳工”，装进
闷罐子车押到黑龙江去了。看着台上，
想着自己，人们都在深思。千里堤一带
的乡亲们，在“七七”卢沟桥事变前后，
谁家都有诉不完的冤和仇，谁都有一段
血泪史。事变前，在盛产鱼虾水禽的白
洋淀地区，渔民猎户受尽了反动政府和

渔霸的盘剥。1942年“五一大扫荡”以
后，侵华日寇灭绝人性的“三光政策”，
又给白洋淀人民降下了漫天的灾祸，造
下血海深仇。侵华日寇为了实现他们
“以华治华”“以战养战”的侵略野心，妄
图摧毁白洋淀这块抗日根据地，在白洋
淀到处涂了所谓“共存共荣”“王道乐
土”“实现大东亚共荣圈”等狂妄的标
语，逼着人们填写“良民证”，还狠毒地
开展了“新国民运动”，组织“伪联庄”，
用刺刀和机关枪逼着乡亲们违心地背
诵“反共誓约”，妄想让倔强的冀中人民
听任他们的宰割，在“太阳旗”下乖乖当
“顺民”。美丽富饶的水乡顿时被腥风
血雨笼罩了，一批又一批村干部被枪
挑、活埋，无数个兄弟姐妹遭了祸殃。
有的人家活不下去，卖儿卖女都无人敢
收留。剧中河南老农王仁厚的悲惨景
况，人们不正是同样经历过吗？大伙儿
越看，和王仁厚的心贴得越紧，越看越
担心他一家的悲惨命运。谁都清楚，要
不是共产党八路军打开局面，形势有了
好转，白洋淀人们的血汗还不同样叫鬼
子汉奸给榨干。

在老乡们看戏流泪的同时，“火线”
“前哨”一些没有角色的演员也在台下
静默着。他们没有忘记，千里堤上曾经
洒过战友的鲜血。“火线”一位叫路翎的
女导演，分散活动时随部队转移，冲出
鬼子的包围后，路经大树刘庄遭到敌人
合击。她誓死不当俘虏，惨死在鬼子的
刺刀下。她的壮烈牺牲传遍了千里堤
附近的水乡和村镇。

剧情发展到第七场，王仁厚一家老
小夜宿在龙王庙。这是《血泪仇》的重场
戏。观众感情上难以忍受的是，就在王
仁厚外出讨饭即将返回龙王庙的时候，
儿媳被凶残的韩排长奸污。对王仁厚一
家来说，这真是晴天霹雳。剧情十分凄
惨，观众目不忍睹。警卫连、通信连的战
士们气愤得连呼口号，“打倒国民党反动
派！为王仁厚一家报仇！”有些战士忘了
是在看戏，按捺不住地连连拉动枪栓，有
的甚至在拧手榴弹盖。幸好作战科的刘
剑秋和分区报社的王原野同志，及时拦
阻、劝说，演出场才平静下来。

在幕间休息的时候，老乡们一边擦
泪一边琢磨，如何开好清算大会，狠狠
斗争那些依仗日寇无恶不作的汉奸、特
务、恶霸和“伪联庄”头子。地区队、县
游击大队、区游击小队的指战员们则想
着看演出后如何投入新的战斗，如何端
岗楼、拿据点、掏鬼子、锄汉奸。因为当
时有些县城还在敌伪盘踞之下，鬼子汉
奸还在那里祸害人民。不久前，驻守任
丘县辛中驿据点的伪大队长田文明，就
一手制造了石门桥惨案，残害 40多个抗
日干部。指战员们身在戏场，心里仍想
着打仗。

看演出的军民们都控制着受压抑

的沉重心情，关注着后半部剧情的变
化。直到演到王仁厚一家到了陕甘宁
边区，受到人民政府的优待，过上丰衣
足食的生活，人们的心情才松弛下来。
许多大娘大嫂含着眼泪会心地听王桂
花“纺线”这段唱：“王桂花在窑内转轮
纺线，只觉得一阵阵好不喜欢。来边区
还不到六月半载，我一家三口人有了吃
穿。老爹爹开荒地 30亩半，又种谷又种
麦又种花棉。狗娃年幼也能干，拦牛放
羊照管庄田。我三人勤劳不偷懒，到明
年吃肉吃面还把好衣穿。”扮演王桂花
的阎贞，嗓音圆润，唱得清脆活泼，婉转
动听。接着，刘二嫂“查线”一段散板转
快板，潇洒、流畅、俏皮、轻快，解人愁
肠，让人舒心。观众听到这里，一个个
又喜笑颜开，连声喝彩。

演出持续了好几天。很多观众看
过第一遍了，还想再看，有些在西大坞
有亲友的老乡就干脆住下了。直到剧
团为分区召开的庆功大会演出时，看戏
的人群还拥挤不堪。

这次演出不仅轰动了千里堤一带
的水乡，军分区的同志们也十分振奋。
宣传科的摄影记者袁苓为演出抢拍了
剧照。前哨报社一位美术爱好者于仲
还画了几张速写。记得那位随军记者
远千里同志，从雁翎队采访归来后，看
到于仲所画《龙王庙》《进边区》《纺线》
专场的速写，还打趣地说：“这些画好好
保留，将来有了儿子和孙子，给后辈们
好好讲讲。”

这次联合演出，进一步激起了人们
对国民党反动派和日寇汉奸的无比仇
恨，出现许多动人事迹。不少青年一散
戏，就找村长报名参军；有的推迟了办
喜事的日子，未婚夫妻背上军鞋，撑起
小船就去支前；父母欢送儿子、妻子欢
送丈夫去县游击队、参加大反攻，嫂子
送小姑到军分区被服厂、后方医院。参
军支前的热潮，在千里堤一带很快掀了
起来。指战员们纷纷表决心，要求在攻
城夺碉堡时争当突击队员。42地区队
模范排排长、战斗英雄高永来，代表全
排向分区首长递了请战书，要求攻打辛
中驿，活捉田文明。刚刚在蠡县参加过
林堡伏击战、全歼日寇依村中队秀雄小
队的 24团指战员们也纷纷表决心，要进
一步扩大成果，不把日寇赶出国境，誓
不罢休。
（易之根据作者回忆文章整理，有

删减，原稿刊于《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

史料选编·抗日战争时期》）

作者简介：宫洁民，1921年出生于

河北高阳县，军旅作家、军事记者，曾任

《前哨报》记者、志愿军战地记者、八一

电影制片厂演员剧团团长等。著有通

讯《水上雁翎队》《亲如母子——记子弟

兵母亲戎冠秀护理伤员的事迹》《跨过

鸭绿江的女兵》《奇袭白虎团》等。

点燃军民团结抗日的火焰
—忆歌剧《血泪仇》在白洋淀的演出

■宫洁民

还记得，今年我到新兵营讲解示范

枪械分解结合时，行云流水的操作，引

来新战友们的啧啧赞叹。大家纷纷要

求我讲讲窍门。我笑着展示了手上的

一道伤疤，那是去年比武时留下的“勋

章”，跟他们说：哪有什么窍门，多练苦

练而已。

去年5月，集团军组织轻武器维修

工比武，枪械修理专业的我被“点将”参

加。故障排除、分解结合、常用理论……

这些我虽然都熟悉，在连队还能“露两

手”，可要跟全集团军的高手PK，我能行

吗？我来不及犹豫迟疑，紧张的备战就

开始了。

要上比武场，先过选拔关。我和其

他4名选手组成的集训队，最终只有2

人能代表旅里参加集团军比武。第一

轮摸底分解结合，我不光垫了底，还比

其他人平均慢了将近40秒。看着垂头

丧气的我，跟训的排长把我叫到身边：

“别泄气，好好分析分析原因，别忘了你

可是专业的枪械修理工！”

排长的话点醒了我：其他选手基

本都是军械员，他们速度虽然比我快，

但论构造原理我更在行，这不就是我

的优势吗？第二天训练，我身上多了

一部 DV，训练时拍自己，休息时拍别

人。每天训练结束后，我拿出 1个小

时看录像、抠动作。有时为了琢磨一

处摆放位置、一个倾斜角度，我蒙上眼

睛独处一室“闭关”思考，错过饭点也

是常事……十几天下来，我实现了从

补差组到小教员的“逆袭”，顺利取得

了参赛资格。

比武拼的是精准和速度，尤其是

分解结合，规则的一点细微调整都会

导致成绩波动。赛前不到两周，比武

由立姿变成了蹲姿，受力点、依托物和

身体重心全都变了，我要适应新姿势

就必须调整手法。盛装零件用的铁

盒，其大小直接决定了组装时找零件

的速度。由于规则一开始没有明确，

我们只能先用小盆、米屉代替。直到

赛前两天，铁盒尺寸终于确定下来，我

只能拼了命地抓紧时间熟悉。

那段时间，除了吃饭睡觉，我每

天泡在操作间十几个小时。为了解

决双手动作不协调的问题，我反复拆

解组装几千次，手上经常是老伤未

愈、新伤又添，最严重时中间三根手

指的指甲脱落了一半，吃饭时连筷子

都拿不住……但是伴着伤痛和疲劳，

我的训练成绩也稳步提升，觉得再苦

再累也值了。

踏上比武赛场，听到检录人员点到

自己的名字，我早已没有了当初的忐忑

紧张，自信洪亮地答“到”。熟悉的无光

分解结合课目，戴上眼罩摸到枪械的那

一刻，我的耳中只有零件碰撞声，肌肉记

忆再次重复，秒表盘上字符跳动：30秒、1

分钟、1分30秒……1分48秒！21名选

手中，只有我突破了2分钟大关！最终，

4个课目我拿下3个第一，总分领先第二

名近50分，将冠军收入囊中！捧起奖牌

证书，看着手上还未揭下的创可贴，我不

禁湿润了眼眶。

比武的历练让我愈发成熟自信，更

让我认识到：在成为强者的路上，真正

的对手只有自己；从来没有天生的“大

拿”，只有苦练得来的“硬功”。

苦练方能得硬功
■第80集团军某炮兵旅中士 魏中垚

今天，站上“我与炮旅共成长”强军

故事会的讲台，我想跟大家分享去年我

比武夺冠的心路历程。

去年 3月份，陆军举办“炮兵奇

兵-2019”比武竞赛的消息传来，大家

都很激动。这次比武竞赛，将采取随

机抽点的方式确定参赛人员。我渴

望为旅队拔头筹争荣誉，又担心自己

本领不过硬，砸了“大渡河神炮旅”的

招牌。纠结之际，抽点结果揭晓，我

幸运“中奖”，要代表旅队与全陆军的

优秀炮兵指挥员同场竞技。

比武集训队正式“开张”。当看到

“手枪战斗应用射击”时，我不禁倒吸

一口凉气。手枪射击是我一直以来的

一块“心病”。平时就是静止状态下射

击，我也只能勉强及格，要是再加上蛇

形跑、矮墙、壕沟等障碍，那真是想都

不敢想。果然，第一次体验这个课目，

我就领教到了它的厉害：虽然前面的

障碍过得还不错，可我一拿起枪来，心

就好像跳到了嗓子眼，手也开始颤

抖。结果，5发速射只命中了3发。身

体疲惫，心情焦急，我额头上的汗水止

不住地往下流。

首战不利，旅领导和队友们都看在

眼里。他们有的上前来鼓励我，有的忙

着帮我分析弹着点，还有的给我矫正据

枪姿势。他们虽没有过多的言语，但我

心中的斗志已被点燃。为了练好据枪

动作，我在枪上比别人多吊一小块砖，

每次动作多坚持30秒，有时练到胳膊

发肿，吃饭都端不住碗；应用射击连贯

训练，我每次都是连续上3组，好几次

都差点虚脱……慢慢适应比武节奏后，

我的成绩逐渐赶了上来。

单个课目逐一攻克后，全程模拟

训练成了摆在我面前的最后一关：从

午夜 0时开始，持续十七八个小时连

贯作业，我得尤其注意体力精力的合

理分配，否则平时驾轻就熟的课目，

连贯起来就会成为“拦路虎”。每次

模拟训练后，集训队都会专门安排半

天休息。简单调整后，我总会利用休

息时间，对照前一天的训练进行复

盘。笔记越来越厚，经验越来越多，

我的底气也越来越足。

5月下旬，我们正式进驻南方地区

某比武场。为了公平起见，所有选手赛

前一周就全部集中。来自北方部队的

我一踏上比武场，就感受到环境的“不

友好”：山多难行、水网密布、植被茂盛、

视野受限……这些都是在驻地训练没

有遇到过的。适应训练期间，就有两名

选手不慎摔伤退出了比赛。无法实地

观察体验，我只好在脑中一遍遍推演比

武的情形。那一周的我“心事重重”，几

乎没有睡过一个囫囵觉。

比武当天，近40摄氏度的高温让

人喘不过气。号令一发出，我抛却一切

杂念，只顾向前冲。最担心的手枪实战

应用射击，我沉稳发挥打出了45环，心

中一块石头落了地。但随后进行我的

传统强项——定向越野时，突然天降大

雨。地形陌生、时间紧迫，汗水和雨水

模糊了视线，我咬牙坚持向前冲锋。图

上直线 8公里的赛程，我加快速度跑

完，点位全部准确，顺利拿下满分！最

终，我总分位列炮兵营长组第一名。两

个多月的努力，没有白费，“大渡河神炮

旅”的荣誉，我守住了！

后来，我的奖牌和证书都被陈列在

旅史馆中。它们透着汗水的味道，嵌着

苦练的足迹。每每前去参观，我都会回

想起那段比武历程。这段难得的经历

提醒着我，通向胜利的道路从无坦途，

只有敢挑战、肯攀登，才能登临绝顶，欣

赏独一无二的风景。

（整理推荐：张鑫生、徐 瑞）

“冠军营长”练成记
■第80集团军某炮兵旅营长 李在伟

由中国青年出版总社、国防大
学军事文化学院联合承办的大型
图书出版工程《人民英雄——国家
记忆文库》（下简称“文库”）创作出
版工作日前启动。
“文库”以中宣部发布的“全国

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为主体线
索，以人民英雄的杰出事迹和精神
传承为主要叙述内容，旨在重温民
族复兴英雄史，为传承红色基因、培
育时代新人提供精神助力。据悉，
“文库”第一辑“人物篇”以李大钊等
20 余位我党成立以来的著名革命
英雄为主要写作对象，计划在明年
上半年出版，向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献礼。

《人民英雄——国家记忆文库》
创作出版工作启动

■林梓栋

硝烟中的灯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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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新疆军区某师组织文艺轻骑
队来到所属部队野外驻训地，举办“强
军有我，使命在肩”专题文艺演出，用兵
言兵语讲述强军故事，用兵情兵韵展示
铁骑风采，激发官兵练兵热情。

训练场上，伴随着《铁骑出征》歌舞
表演，文艺演出正式拉开帷幕。表演唱
《跨越》《从这里走向战场》以写实的歌
词、激昂的歌声，让在场官兵备受鼓舞；
舞蹈《向着新使命》《即刻出击》《向前

冲》彰显官兵不畏强敌、敢于亮剑的血
性虎气和顽强斗志；大合唱《我们是铁
骑兵》激情洋溢，唱出了“就是快、就是
实、就是猛”的战斗精神；小品《小家大
家》再现“将士出征、军属送行”的感人
场景，以小见大，深情演绎军人军属的
家国情怀。歌伴舞《坦克女兵》以该团
“巾帼”坦克班 4名女兵的事迹为原型
创作编排，讲述她们不畏艰难、刻苦训
练，组建仅 3个月便在首次实弹射击中

打出“满堂彩”优异成绩的事迹，引来在
场官兵的热烈掌声。演出在歌曲《强军
战歌》中落幕。这场文艺演出以“兵写
兵、兵演兵、兵唱兵”的形式呈现，很多
节目的创作素材都源自现实生活、来自
演训一线，充分彰显官兵精武强能的拼
搏精神和逐梦强军的使命担当，受到驻
训官兵的热烈欢迎。

下图：表演唱《从这里走向战场》。

袁 凯摄

兵情兵韵展风采
■袁 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