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长征组歌》是我用尽

一 生 也 唱 不 够 、道 不 尽 的 经

典。”歌唱家马子跃感慨说。

1965 年 8 月 1 日，北京军区战

友文工团在北京民族文化宫礼堂举

办音乐会，公演大型声乐套曲《长征组

歌——红军不怕远征难》。首演 58 名演

员中，马子跃年纪较轻，才 20 岁。

从那时起，还是新兵的马子跃懂了

“长征”两个字的分量。“我们事先没有宣

传，可是演了没几天，就听说观众买不到

票了，后来，身边的人唱起了《长征组歌》，

再后来，很多人都在学唱《长征组歌》。”

之后，跟随周恩来总理出访演出，又

经历了 1975 年复排、第 1000 场演出、第

1500 场演出……半个多世纪，马子跃和

战友们一遍遍唱响这部红色经典，从青丝

唱到华发。

唯有历经时间淘洗，仍被人民选择的

作品，才称得上经典。人们常说，好歌在

于动听，经典在于流传。《长征组歌》为什

么长演不衰，唱得响，也传得开、留得下？

680 个字 10 首曲，可谓字
字含情、句句经典

1965 年 1 月，北京军区战友文工团接

到任务，要求为萧华将军的诗稿谱曲，将

其编排为大合唱。

萧华参加长征时 18 岁，二万五千里漫

漫征途，他目睹无数同志永眠在长年不化

的 冰 雪 中 ，用 自 己 的 鲜 血 染 红 了 道 路 。

1964 年他在杭州养病期间，内心被长征中

的一幕幕撞击着。他反复阅读史料，研读

唐诗宋词，决定选取长征中 12 个有代表性

的场景写一组诗。为此，他经常半夜起身

写作，泪水一次次浸透了稿纸，尽管病情

多次反复，还是坚持完成了 12首诗稿。

接受任务的战友文工团，前身是成立

于 1937 年 的 晋 察 冀 军 区 政 治 部 抗 敌 剧

社。当时团里有晨耕、生茂、唐诃、遇秋等

一批成长于战争炮火下的作曲家，也有马

国光、马玉涛、贾世骏等新中国培养起来

的歌唱家。

在此之前，作曲家晨耕、生茂、唐诃、

遇秋已有不少佳作，但创作多声部的大合

唱还是第一次。大合唱普及性强、参与面

广，又有《黄河大合唱》开路在前，他们相

信，只要通俗易懂、优美动听，作品会受到

老百姓的欢迎。

讨论中，他们认为原诗最后两首讲的

是红军长征后北上抗日的故事，所以决定

为前 10 首谱曲。作曲家们曾说：“冼星海

一人作曲的《黄河大合唱》传唱全中国，我

们 4 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才可能实现

相加大于 4 的效果。”集体构思，统一布

局，各取所长，分头执笔，最后再反复推

敲、修改，10 首曲子最终谱成。

唱了一辈子《长征组歌》的马子跃，

感受到经典的常唱常新：“《长征组歌》是

萧华将军饱含泪水和心血写成，仅用了

120 句 680 个字，就概括了长征的全貌，

可谓字字含情、句句经典。每次唱都仿

佛经历了长征，接受心灵的洗礼，每次都

有新的感动。”

只有深刻反映时代的作
品，才可能超越时代

长征中，萧华跟随中央红军走了 11
个省份，《长征组歌》中，战士的脚步走到

哪里，就用当地的民间音乐来表现。有红

军传统歌曲，也有江西采茶、苗家山歌、湖

南花鼓、云南花灯、川江号子、陕北秧歌等

民间曲调，还加入了二胡、琵琶、竹笛、竹

板、板胡、唢呐等民族乐器来伴奏。音乐

一响，人们便知长征到了何处。

马子跃记得，周恩来总理曾说自己最

喜欢《过雪山草地》。歌中唱道：“红军都

是钢铁汉，千锤百炼不怕难……”马子跃

去请教作曲家，才知是藏族民歌糅合了红

军歌曲，创作而成的一首新民歌。老团

长晨耕的话让他记忆深刻：“别人用过的

我们不用，大家熟悉的我们不照搬。把

自己当做一名红军战士感悟长征、书写

长征，才能谱出新的格局。”

表演方式也有创新。《长征组歌》的演

员身着红军服，一边唱一边做动作，宛如行

军鼓动，有人物，也有情节。这一独特的编

排方式，也是对长征历史的艺术呈现。不

论代表行军的摆手动作，还是《飞越大渡

河》里的船只造型，都契合美学要求。

当年 58 名合唱队员中，有参加过抗

日战争、解放战争的老战士，也有十几个

刚入伍的新兵。大家都没有长征的经历，

要想唱好《长征组歌》，必须补上长征这一

课。周恩来总理和萧华将军多次指导排

练，徐向前、聂荣臻、杨成武等三十几位老

红军讲述长征故事，演员们学党史、读原

著，参观人民英雄纪念碑、革命历史纪念

馆……每个人都沉浸在长征岁月中，感悟

着长征精神。

“每当《长征组歌》的歌声响起，萧华

将军的眼里总是含着泪花。”萧华的夫人

王新兰曾讲，萧华总是一边写一边落泪。

写《过雪山草地》时迟迟未能动笔，萧华问

王新兰：“过草地时你只有 11 岁，长征是

什么感觉？”王新兰回答：“一个是冷，一个

是饿”。萧华于是提笔写下“高原寒，炊断

粮”，堪称诗中最具华彩的一章。

“《长征组歌》不只是萧华将军一个人

的心声，而是他跟千千万万红军战士共同

完成的伟大作品。只有深刻反映了那个

时代的作品，才可能超越那个时代。”马子

跃一直有种强烈的感觉。

《长征组歌》长演不衰，是
因为长征精神代代相传

1965 年首演后，合唱队抽调 18 人，跟

随周恩来总理出国演出。马子跃也是其

中一员。他发现，国内演出时，观众在哪

个地方鼓掌，国外演出时同样掌声热烈，

对 崇 高 精 神 的 敬 仰 ，是 全 人 类 共 通 的

情感。

中国共产党人的坚定信仰是贯穿《长

征组歌》的一条主线。“强渡大渡河的十七

勇士、飞夺泸定桥的二十二勇士，都是共

产党员和要求入党的积极分子。”老红军

对马子跃讲，过雪山草地时，野菜树皮就

是生存的粮食，但很多野菜野草有毒不能

吃，是共产党员自愿组成了试吃小组；一

位战士为战友整理遗容，发现他手里攥着

一块银元和一张党证，后来，这位战士帮

牺牲的战友交了党费……

这些年，马子跃和战友们重走长征

路。每一次访问老红军，每一次与先辈的

脚印重合，他们对长征的理解都加深一

步。“走过千山万水，听过红军故事，再唱

《长征组歌》肯定饱含感情。否则，音色再

好，技术再高，歌声里也没有灵魂。”

马子跃说自己是幸运的，因为演唱

《长征组歌》，拥有生命中最难以割舍的部

分。如今，他不仅是《长征组歌》的演唱

者，也是讲述者、传承者。他收藏了数百

件相关物品，和十几位参加首演的战友组

成“老战友合唱团”，正在把原汁原味的

《长征组歌》传承给更多年轻人。

“《长 征 组 歌》长 演 不 衰 ，因 为 它 字

里 行 间 咏 叹 了 伟 大 长 征 精 神 。”马 子 跃

动 情 地 说 ：“ 我 们 都 是 红 军 的 后 代 ，读

懂 长 征 ，就 读 懂 了 中 国 共 产 党 人 的 初

心和使命。”

图①为 1965 年《长 征 组 歌》首 张 唱

片、图②为 1965 年《长征组歌》首演节目

单、图③为电视剧《理想照耀中国》剧照。

版式设计：蔡华伟 赵偲汝

字里行间咏叹长征精神
——访《长征组歌》首演演员、歌唱家马子跃

本报记者 任姗姗

因为拍摄红军长征的故事，我走进

了雪山。

春节前，我从傅东育导演那里得知

要拍摄献礼建党百年的电视剧《理想照

耀中国》。这部剧讲述从 1921 年以来的

40 个 故 事 ，与 我 们 经 历 的 时 代 密 不 可

分。我当即表示希望加入，但一直没找

到完全适合自己的角色，直到遇见《雪国

的篝火》剧本。

这是根据红三军团第六师十七团一

连的真实经历改编的故事。长征途中，

他们必须翻越海拔 4000 米以上、终年积

雪、鸟兽无踪的雪山。在完全断粮的情

况下，炊事班为了保障连队过雪山，一个

接一个献出生命。很多人来不及留下自

己的名字，只在一个破旧的饭盒上刻下

属于自己的符号。我努力控制情绪，读

完了这个故事。掩上剧本那一刻，泪水

抑制不住地夺眶而出。这就是我一直寻

找的那股子力量，我一直渴望表达的高

尚情怀，这就是《长征组歌》所表达的内

容 。“ 雪 皑 皑 ，野 茫 茫 ，高 原 寒 ，炊 断 粮

……”这首歌我小时候听过，那时并不能

完全理解歌词里的艰难与牺牲。现在演

绎这个故事，我该如何表现这些质朴而

伟大的红军战士呢？

讨论剧本时，我提出，希望真实完整

地还原过雪山的画面，希望导演帮助演员

拿掉所有的表演技巧，回归人在极寒环境

下、面临生理极限时的真实状态。所以，

就从节食和减脂开始吧。10 天后，我的体

重只剩 58 公斤。中午在拍摄现场，为保持

身体的饥饿感，我是不吃饭的。后来，我

发现好几个演员为了感受饥饿，都在最大

限 度 的 节 食 。 再 与 一 切 现 代 生 活 隔 绝

吧。没有电视，没有网络，没有朋友的联

络，安静等待，只为了走向真实的雪山。

实地拍摄第一天，雪山刮起了白毛

风，整个摄制组猝不及防，没有帐篷，没有

热水，没有带够防风防寒物品，手冻僵了，

脸被风吹干了，嘴巴甚至没有办法说台词

……但我们有创作热情。如果没有这样

的风暴和冰雪，为什么来这里拍摄呢？为

了让观众看到风雪如刀的画面，我们必须

走进雪山，只有回归真实，才能向观众展

示严酷如炼狱的环境，才能彰显红军战士

的革命意志。即使风雪大到几米之外看

不见人，即使双手暴露在风雪中让人疼得

直掉眼泪，我们依然相互安慰着、鼓励着，

一个镜头一个镜头向前推进。

拍摄第六天，暴雪。我和导演商量，

剧本描述我扮演的老钱坐靠着大石头，

在寒冷和饥饿中离世，我更想让他最后

和雪山融为一体。导演说：“这当然是更

好的表现，但这意味着演员要一动不动

躺在雪地里，直到被大雪完全掩埋。你

能承受吗？”“来了，就已经准备好吃苦。

我只要最准确最震撼的画面。所以，我

期盼着明天有更大的风雪。”

第七天，天气如我所愿。躺在刺骨的

雪地里，尽量让思维放空，但身体会告诉

我，寒冷的雪正一点一点“吞噬”身体，

由冷到麻到疼，下半身、胸口、脖子、脸，

没有了光线，不能呼吸了……想起读过

一位红军老战士的回忆文章，

过雪山的时候，又累又

饿，有一块大石头，

想靠着喘口气。石

头晃了一下，回头

仔细看，是战友的

遗体。长征中的雪山，是无数战士的遗体

组成了路碑，一路引导着战友向前进……

这让我想到《长征组歌》里的歌词：“官兵

一致同甘苦，革命理想高于天！”

古今中外的军事史上，有哪一支军

队在如此艰难恶劣的条件下走过这样的

长征？有哪一支军队能在直面生死的征

途中不灰心不丧气，更加团结、更加昂扬

地走向胜利？只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

国工农红军。

今天距离长征已近 90 年，当年长征走

过的雪山草地建了高速公路，天堑架起桥

梁，山峦铺设铁轨，有些地方甚至变成了

旅游景区。今天的我们还需要长征精神

吗？年轻人还会记得红军走过的路吗？

这就是我们拍摄《雪国的篝火》的意

义吧。就是这支队伍，走过雪山

草地，走过鸟兽难过的绝境，战胜

日寇，打败腐败的国民党军

队，赢得抗美援朝战争，捍

卫 了 独 立 而 强 大 的 新

中国。中国共产党在战胜苦难中走过百

年，这个百年之路，就是共产党人用信仰

照亮的光明之路。

每个中国人都不能忘记历史。作

为文艺工作者，我的责任就是演好红

军，真实细致、最大限度地还原红

军的崇高理想和革命情怀。

所以，在开始拍摄的第一

天，我郑重向剧组临时党支部

递交我的入党申请书。从那

天起，按照共产党员的标

准来严格要求自己。

（作者为演员）

我走进真实的雪山
王劲松

半个多世纪来，《长征组歌》响彻神州大地，理想信念之歌激励一代又一代中

华儿女。本期，我们跟随两位深受《长征组歌》影响的文艺工作者，追寻《长征组

歌》代代相传的记忆，感受红色经典历久弥新的精神力量。

欢迎广大读者投稿，讲述关于歌曲《团结就是力量》的故事与感悟。

投稿邮箱：rmrbhsjd@163.com
——编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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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剧《觉醒年代》让很多人热

血沸腾，深刻感受到思想的光芒、理

想的魅力和青春的力量，深刻感受

到那个壮怀激烈年代在中华民族觉

醒和复兴之路上的分量！这是革命

历史题材电视剧创作的重大突破。

很 多 年 轻 观 众 留 言 ：“ 课 本 里

的人物活了，课本里的事件活了，

课本里的历史活了！”历史活了，那

段中国人应该珍惜、铭记、感谢的

历史才更加可信；中国先进的知识

分子、热血青年为了中国的进步和

现代化而做出的惊天动地的伟业

才更加可敬。

自 带 感 染 力 的 历 史 需 要 富 有

感染力的表达。从新文化运动到

中国共产党建立的这段历史，波澜

壮阔、扣人心弦。有大量的文献记

载和当事人回忆，但材料越多，驾

驭越难。特别是，观众大多从教科

书里获得了结论，电视剧如何给观

众提供一部视觉的真实生动的信

史？这是一个挑战。该剧的主要

叙事依据学术研究、考证材料和最

新研究成果，具有实现历史真实的

基础。整个剧组以崇高情怀、极大

诚意和专业水平，将历史研究和学

术研究的成果，按照文学戏剧的要

求“变”成好听的“故事”和好看“冲

突”，抵达艺术真实。

成为新文化运动象征的红楼，

主 体 用 赭 红 色 的 砖 砌 成 ，醒 目 别

致，在剧中具有深远的寓意。在这

里，李大钊、陈独秀等人酝酿和萌

生了建立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的

信念，建党的步伐就此迈出……基

于这一历史真实，全剧充分展现北

京大学和《新青年》编辑部这一平

台，与北京和上海的地理空间，共

同构成了一个出色的叙事结构和

戏剧结构，完成“从红楼到红船”的

新的艺术表达。

在早期马克思主义传播和中国

共产党建立过程中，北京大学的作

用在剧中被浓墨重彩地展示。《觉醒

年代》挖掘和挑选的北京大学与国

家命运相关，但又鲜为人知的历史

细节，令不少党史专家和校史专家

为之赞叹。剧中，时任外交委员会

主任的汪大燮自觉无力回天时，将

巴黎和会外交失败的消息告诉了好

友蔡元培。蔡元培说：“那我能做些

什么？”汪大燮说：“你蔡孑民有北

大，北大后面有个中国！”这句台词

的设计，便是根据当时国人对北京

大学的普遍期望，是历史赋予北京

大学的使命与责任。

如何用艺术语言表现马克思主

义在中国的传播？电视剧用心地安

排了一个戏剧性铺垫：李大钊在街上

为一个素不相识的长辛店工人葛树

贵当掉了自己的大衣，垫付了医药

费，与这个工人结下了友谊。他们的

交往，很自然地引出了后来在中国历

史舞台起了重要作用的京汉铁路局

长辛店机务段机车厂的工人群体。

李大钊常有接济别人的善举，如资助

学生、为建立长辛店劳动工人补校捐

款、为中国共产党早期活动捐献经费

等等，所以这段情节是合乎李大钊人

格逻辑的想象和编写。

李 大 钊 与 长 辛 店 工 人 一 起 包

饺子过年的情节，让观众感动得热

泪长流。这位北大教授与工人的

对话颇具深意。“大伙儿知道有一

个人叫马克思吗？德国人，长个大

胡子。”工人们纷纷摇头。“马克思

有个观点，他认为工人阶级是人类

社会的领头羊，只有我们工人阶级

领导的社会，才是世界上最先进的

社 会 ，工 人 才 能 过 上 好 日 子 ……”

工人又问：“中国有马克思这样的

人吗？我们去找他！”一个小孩指

着李大钊脱口而出：“你就是那个

大胡子！”这里以文学之笔，建立了

中国先进知识分子与马克思的联

系，将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对工人启

蒙和宣传的效果，通过“童言无忌”

似的一句话表现出来。

剧中，李大钊在长辛店铁路机车

修理厂曾有大段的演讲。他站在高

大的机车车头上，不时挥动手臂；两

个换气扇在飞转，灰尘蒸汽氤氲；一

束阳光斜射进来，照亮了昏暗的车

间；脸上沾着油污的工人们，仰着头

全神贯注地倾听……这一幕让人联

想到反映十月革命的经典画作。该

剧以颇多极具艺术感染力的手法，表

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

合的过程，在历史真实和艺术真实的

结合方面达到一个新的高度。

李大钊常用“我们已经在路上

了”鼓励他人。他在说这句话时，每

次都是手放胸口。这一动作设计传

达出一种先行者、探路者的自豪与

自信，以及探索真理道路上的义无

反顾。

剧中多次出现城门口印着深深

车辙的路、箭杆胡同里泥泞的路、大

雪覆盖下乡村的路，无不是寻找道

路的隐喻。那个时代的人都曾探

索，但最终“已经在路上了”的人，只

能是那些执着探索的先进知识分

子。“我们已经在路上了”多次出现，

是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从理论到实

践过程的艺术表达。

这条寻找真理、救国救民的路

坎坷曲折。新文化运动的旗手们在

探索真理的路上痛苦地分化着，青

年学生探索真理之路更加复杂。五

四前后，诸多新思潮纷纷传入，到底

哪种主义能救中国？《觉醒年代》以

当时被很多年轻人追随的无政府主

义等理论的失败，给后人很好地补

了一课：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最终选

择马克思主义为理论指导，不是心

血来潮，在各种理论的失败和比较

中，救中国的道路才逐渐清晰起来。

精 致 的 艺 术 表 达 使 该 剧 的 教

育意义和审美价值相得益彰。巴

黎和会外交失败后，中国代表团驻

地的白色窗帘被风吹得摇曳飘荡，

就像是彼时羸弱外交的一曲挽歌，

木刻版画串起一幅幅历史的画面

…… 无 论 是 陶 然 亭 内 带 着 醉 意 的

一曲“高山流水”，还是长城上气吞

山 河 的《青 春》，都 具 有 开 阔 的 格

局。这山河越是风光旖旎，这青春

越是蓬勃美好，那些为理想而牺牲

的生命就越显得壮美和崇高。陈

独秀深邃而忧伤的目光之下，上海

龙华刑场陈延年和陈乔年的牺牲

场景叠印出现，将革命英雄主义推

向艺术的高潮。

历 史 真 实 与 艺 术 真 实 完 美 结

合，历史自带的感染力才会一次次

感 动 今 人 ，激 发 人 们 对 历 史 的 敬

畏。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历史需要这

样真诚、严谨、诗意的表现。就此而

言，《觉醒年代》创造了历史叙事新

的艺术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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