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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曲歌曲《《团结就是力量团结就是力量》》从平山县率先唱响从平山县率先唱响，，成为团结中华民族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号角成为团结中华民族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号角。。此此

后后，，这首歌又成为激励一代代中国人团结奋进建设新中国的经这首歌又成为激励一代代中国人团结奋进建设新中国的经典作品典作品。。本版刊发文艺评论本版刊发文艺评论

家毛时安与本报记者倪光辉的文章家毛时安与本报记者倪光辉的文章，，分享他们关于这首歌的见闻和感悟分享他们关于这首歌的见闻和感悟。。 ——编编 者者

多少年了，我仍保留着一张 1958 年的

老照片（上图）。照片背景是上海工人新村

小学一层校舍的红瓦屋顶，中景是整整齐齐

排成三列的少先队队员。一式的洁白衬衫，

胸前佩戴着红领巾，大家个个张着小嘴，放

开歌喉，神情专注而严肃。前景中的我，站

在课椅上，展开双臂，指挥着班级合唱，歌曲

便是《团结就是力量》。“团结就是力量，团结

就是力量……”稚嫩却有力的歌声，响彻蔚

蓝天空，与田野波光粼粼的小河一起奔向远

方。从那时起，这首歌便像一颗种子播进了

我的心田。“向着太阳，向着自由，向着新中

国……”，成为我人生的一缕阳光。

所有优秀的艺术作品都是时代风云的

产物，是盛开在生活土壤上的鲜花，是凝结

了人民心声的结晶。

歌曲《团结就是力量》诞生于 1943 年，

正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处在黎明曙光初现

的艰难时刻。歌曲诞生地的河北省平山县

遭到日本侵略者的残酷“扫荡”，国民党顽

固派也不断在边区挑起摩擦。但勇敢的平

山人民从未屈服。据记载，1937 年 10 月 3
日起的一个多月，有 1700 余名平山青年集

中入伍，大部分人员被正式编为八路军 120
师 359 旅 718 团。这支由平山子弟组建的

部队，被乡亲们亲切地称为“平山团”，曾被

聂 荣 臻 司 令 员 赞 为“ 太 行 山 上 铁 的 子 弟

兵”。平山县是当年晋察冀根据地的抗日

模范县，风吹过的每一座山、每一条河，都

留下了根据地人民为了解放团结斗争、不

怕牺牲的故事。

就在此时，河北平山县群山中的小山村，

迎来西北战地服务团的年轻艺术家。他们中

有作曲家卢肃和剧作家牧虹。20 世纪 30 年

代，向往光明的文艺青年从徐州奔向革命圣

地延安，喝着延河水，吃着小米饭，在鲁艺聆

听冼星海的讲课，接受文艺思想的启迪。他

们在党的指挥下，星夜兼程来到河北平山

县。在平山县，卢肃和牧虹参加中心游击

组，掩护群众 反 扫 荡 ，和 农 民 下 地 抢 收 抢

种，参加减租减息。平山人团结战斗、英勇

不屈、走向胜利的豪情给了他们创作的灵

感，仅用一个星期就创作完成了小歌剧《团

结就是力量》。排练时，大家都觉得结束得

过于仓促，不够饱满有力。两个年轻艺术

家又激情澎湃地谱写了歌曲《团结就是力

量》。演出以蓝天为布景，将大地当舞台。

演出结束后，演员和观众涌到场地中央挽着

手臂，拉开嗓子，放声高歌。“团结就是力量，

团结就是力量……”嘹亮的歌声响彻滹沱河

两岸、华北大地。

这是一首充满人民性、散发经典魅力的群

众歌曲，是歌词与音乐高度统一的声乐作品。

牧虹的歌词极其精彩。它短小精悍，共

68 字 ，晓 畅 如 话 ，没 有 一 个 冷 僻 难 懂 的 生

字。语言节奏非常讲究，不求整齐单一，而

是在“团结”这一主词的统摄下，简洁而富于

变化。从“团结就是力量”到“这力量是铁，

这力量是钢”再到“比铁还硬，比钢还强”，6
字、5 字、4 字，节奏越来越急促密集，宛如出

膛的子弹，带着火光直奔敌营。各联之间环

环相扣。二联歌词承接首联歌词的“力量”，

以“钢”和“铁”比喻。三联歌词紧扣着“钢”

和“铁”的力量，用“比”来升华，突出人民团

结的精神力量比铁硬、比钢强。在艺术中，

重复是一种强化印象和力量的修辞手段。

作者运用了重复但没有简单重复，而是局部

精细变化的重复。歌曲下半篇从形象化的

说理转折，昂扬着对“团结”热烈而瑰丽的畅

想。优秀的艺术作品都富于对时代和历史

的深刻洞见。歌词中“向着法西斯蒂开火，

让一切不民主的制度死亡”，使主题获得了

新的广度和深度。最后以 3 个“向着”起首

的排比句一气呵成，人民心潮逐浪，一浪高

过一浪。全曲在“向着新中国发出万丈光

芒”的豪迈之词中结束，展现了中国革命的

光明前景。可以说，全篇朴素而不失深刻，

简约而不失丰富。

音乐与歌词一样，气势充沛，奔放热烈。

作曲家卢肃，发挥了高度的艺术想象和才华，

对歌词做了超乎常规的精心处理，特别强化

重点字的听觉感染力。以完整的两拍一小节

突出两个“团”字。紧接着，后四句旋律又借

助弱起节奏的处理，在弱拍上弱化虚字“这”

“比”“让”，而以强拍突出实词“铁”“刚”“硬”

“强”的声乐形象。全曲以 C 大调调性，围绕

大三和弦 135 主音展开进行曲式结构，铿锵

有力。没有 4、7 两个偏音的五声音阶，不仅

让旋律朗朗上口，也使歌曲带有鲜明的民族

特色。特别是其中的连续六度大跳，更是让

歌曲充满了一往无前的向上的张力、势如破

竹的豪情和气势。歌曲后半篇，四个“向着”

旋律节奏从紧凑密集，犹如冲破反动派的封

锁，行进到舒展开阔的阳光下。

很快，这首歌曲从解放区传遍全中国，

产生了强大号召力，亿万人民汇成了革命洪

流，就如歌词中唱的那样“向着太阳，向着自

由，向着新中国发出万丈光芒！”在这歌声

中 ，迎 来 了 抗 日 战 争 、解 放 战 争 的 伟 大 胜

利。78 年来，不论是抗击非典、抗击疫情还

是抗洪抢险、脱贫攻坚，我们都可以听到《团

结就是力量》振奋人心的旋律，感受同舟共

济、守望相助的精神力量。

《团结就是力量》唱响了我们的众志成

城，是一首艺术与时代充分融合的经典之

作。它的音符将洒落在我们民族排除万难

奔向未来的漫长征程，成为指向远方的精神

路标。

（作者为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原副主席）

振奋人心的旋律
毛时安

我多次来到北部战区陆军所属边防部

队，采访过许多官兵。我试图从他们那里

求证，是怎样的一种力量，能在莽莽苦寒北

疆边关筑起一道固若金汤的钢铁屏障？我

收获了很多“无言”的答案。一双粗糙皲裂

到令人心疼的手掌、一张黝黑爆皮却朝气

蓬勃的脸庞、一个默默驻守而坚毅挺拔的

身影……在不同答案中，边防连队官兵们

有一个共同的选择，那就是歌曲《团结就是

力量》。北部战区陆军某边防旅四级军士

长许国恩说：“这首歌对我们的意义，像一

条连接生命的绳索。”

2008 年冬，许国恩入伍后来到北疆首

次参加巡逻，在一处被坚冰覆盖的斜坡前，

连长递给他一条绳子。一队人用绳索连在

一起稳步前进。走了 200 余米，紧跟在许国

恩身后的一位战友突然一脚踩滑，身体不

由自主向下翻去。许国恩刚被这股猛劲带

着 向 下 ，就 立 刻 被 绳 索 另 一 端 的 战 友 拽

住。所幸，队伍很快稳住。“身在边关，很多

任务是有生命危险的。绳索不仅是为了安

全，更是为了高标准履行使命任务。”

许国恩来自该旅边防 6 连，经他引领，

我走进连队荣誉室，他指着一幅铅笔画说：

“过冰坡很危险，没机会留下照片。这张画

是 2016 年一个学过画画的列兵巡逻回来后

主动创作的。”仔细看去，画中的雪山用线

条勾勒出阴影和轮廓，5 名官兵在斜坡处穿

行，用绳索连着彼此。“绳索连接着我们的

生命，更凝聚着我们的心。所以我们给这

幅画起名叫《团结》。”许国恩郑重地说。

在这幅画下方的陈列柜中，保存着一

根老旧泛黄的背包绳，那是上世纪 80 年代

连队官兵巡逻执勤时必不可少的工具。陈

列柜上有一则说明：用背包绳把队伍连成

一个整体，连队官兵用这种办法穿越冰雪，

穿越风沙，用团结的力量打破自然的封锁，

在北疆顽强驻守。

一 根 系 来 系 去“ 永 远 断 不 了 ”的 背 包

绳，一个传来传去“永远喝不完”的水壶，一

件递来递去“永远用不着”的棉大衣……荣

誉室中陈列着这个连队自建连以来各个时

期的物品，但它们讲述的，都是关于团结的

故事。

连队指导员阚康康指了指荣誉室一面

满是奖杯奖牌的墙：“连队获得了全国民族

团结进步先进集体荣誉称号。走！我们到

附近的牧民巴哥家坐坐。”

罕乌拉山脚下，一座蒙古包前，闻声出

门迎接的粗犷汉子，就是阚康康口中的巴

哥。他家是离连队最近的一户人家。

走进蒙古包，四周的毛毡墙上布满大

大小小的荣誉奖状，有挂着的，有贴着的，

优秀护边员、优秀边民信息员、优秀民兵

……还有巴哥与戍边官兵的不少合影。我

不禁向他竖起大拇指，巴哥爽朗地笑了，指

着墙壁，说：“这些，宝贝！”

喝着热气腾腾的奶茶，阚康康与巴哥

你一言我一语讲了很多。一年寒冬，排长

杨长鹏带领 3 名战士执行巡逻任务，返途遭

遇“白毛风”，气温陡然下降、通信设施失

灵，是躲到老乡的蒙古包中才躲过一劫；一

年深秋，牧民哈斯草场突然失火，接到告急

电话，时任连长赵帅带领 23 名战士，历经 4
个小时才将大火扑灭，草场前，哈斯握着赵

帅满是血泡的双手，哽咽难语；一个冬夜，

驻点上等兵赵雨生突发急性阑尾炎，腹痛

难忍，而点哨距离连队过远，车辆无法及时

抵达，是借助巴哥的摩托车才送到旗里医

院，及时做了手术；前些年，连队为解决牧

民吃水难，打了一口深水井，从此，连队周

边 80 多户牧民吃上了清甜的井水，牧民们

亲切地称其为“爱民井”……

“有人说，边关是边防军人的舞台，其

实 只 说 对 了 一 部 分 。 这 里 还 居 住 着 一 群

人，他们是‘不退伍的哨兵’。将所有力量

汇聚在一起，才能铸就钢铁雄关。”阚康康

拉着巴哥的手感慨地对我说：“边境牧民

兄弟都是我们的‘边民信息员’，协助我们

解决了多起涉边事件，是我们戍边卫国重

要的一部分。2004 年，巴哥成为正式的护

边员。”

巴哥听着阚康康的话，有些不好意思

地笑了，然后伸出两手握拳用力并在一起，

说道：“团结，管用！守边，守家！”

在我的提议下，巴哥与我们再次合唱

了《团结就是力量》。

“团结就是力量！团结就是力量！这

力量是铁，这力量是钢！比铁还硬比钢还

强……”

在温暖的蒙古包里，在激昂的歌声中，

他们团结紧密，相互依存，你中有我，我中

有你，早已不分彼此了。

团结铸就钢铁雄关
本报记者 倪光辉

日前，在济南上演的山东省

杂 技 团 创 作 的 杂 技 剧《铁 道 英

雄》，通过富有惊险、奇特等特点

的杂技表演艺术，讲述了“铁道

游击队”运用灵活多变的游击战

术与日本侵略者展开浴血奋战

的故事，塑造了为国为民、不畏

牺牲的铁道英雄形象，是将红色

经典与杂技艺术有机融合的一

次成功艺术实践。

以“飞身扒车”绝技闻名的

铁道游击队的故事，在众多红色

题 材 中 具 备 杂 技 改 编 的 优 势 。

游击队在火车、铁道、微山湖中

的作战动作，与杂技的美学特质

相契合。

《铁道英雄》以共情力提升

艺术感染力。如游击队队长老

铁 与 凤 兰 的 爱 情 篇 章 ，是 通 过

两人浓墨重彩的绸吊表演表现

的。再如凤兰目睹儿子被日寇

残 忍 杀 害 后 ，通 过 一 套 空 中 吊

环 表 演 翻 飞 套 叠 的 杂 技 动 作 ，

宣泄满腔悲恸愤懑的情绪。其

他 铺 衍 情 节 的 杂 技 动 作 中 ，无

论是对共产党员革命精神的弘

扬 ，还 是 对 百 姓 奋 勇 投 身 抗 战

情 景 的 再 现 ，都 渗 透 着 浓 郁 的

情感，或感佩，或惊恐，或愉悦，

或悲哀，或热血沸腾，或热泪盈

眶，牢牢吸引着观众，让观众身

心饱满“在场”。

该剧实现了戏剧结构与杂技

表演的高度契合。开头片段以杂

树生花、趣味横生的杂技群演来

表现枣庄的市井风情，喧闹的集

市景观、种种物品的售卖、各色人

等的交集，在杂技演员的动作展

示中错落呈现，既显示了中国杂

技与劳动生活的紧密关系，又运

用种种滑稽表演调节全剧气氛，

烘托日寇入侵前鲁南民间一派生

机的日常生活场景。剧目中间，

通过目不暇接、多姿多态的杂技

群演，渲染铁道游击队的胜利喜

悦。这些创新性的表现手法，使

杂技表演从单一的技巧展示转化

为与戏剧的结合，构建起一个既

能激发正能量，又能与观众心灵

碰撞的故事。

在杂技动作编排和音乐背

景的设置方面，该剧别开生面。

其杂技动作的设计，大胆突破了

传统道具的限制，将颇具生活特

色的自行车、拐杖、墨镜、包子、

木屐、碗、盘、坛等常见的物品，

演化成在情节中展示翻腾技艺

的 辅 助 道 具 ，营 造 日 常 生 活 气

息，接地气有活力。富有山东地

域特色的民间小调、民族特色的

打击乐与西洋乐器的演奏融为

一体，并适当穿插一些简短的人

物对话和人声，可见其音乐构成

的特色和丰富性。

内容和形式有机融合并相

得益彰，进一步提升文化内涵和

审美价值，是该剧探索的有益创

作经验。

（作者为山东师范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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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由北京民族乐团、北

京大学民族音乐与音乐剧研究

中 心 出 品 的 民 族 音 乐 剧《刘 天

华》在北京天桥剧场上演。

该 剧 分 为“ 闲 居 吟 ”“ 歌 舞

引”“悲歌”“良宵”“光明行”五

幕，以民族音乐大师刘天华在北

京大学任教的 10 年为叙事时间

轴，讲述刘天华、杨仲子、梅兰芳

等艺术大师传承发展民族艺术

的故事。剧中，以 27 岁的刘天

华来到北京大学音乐传习所任

教为开端，北京大学教授、刘天

华兄长刘半农的扮演者为旁白

讲述者，二胡演奏家宋飞演奏二

胡为全剧引线。

一部音乐剧的成功，在于叙

事和诗意的结合。演奏家宋飞

以二胡演奏拉开全剧帷幕。从

序幕到五幕结尾，《音乐是什么》

《颂师》《徒弟》《悸动》《两根弦与

四根弦》等段落，既有情感表达，

也富戏剧意蕴。二胡乐曲和剧

中音乐交融互补，民族器乐与音

乐戏剧表演相结合。

比如《悸动》，旋律耐听，动

人心弦。宋飞演奏并演唱：“一

曲《悲歌》，百年前的苦难笼罩我

心 头 …… 教 书 育 人 ，教 的 是 精

神，育的是灵魂。”一方面表达宋

飞对先师刘天华的追忆，另一方

面，悠扬的乐曲化为刘天华对后

辈的嘱托。“一曲《悲歌》，温暖在

我们心中。”《悲歌》没有带来悲

伤，而是带来希望，带来力量。

宋飞的演唱风格舒缓柔和、起伏

有致，旋律饱含深情。

再 如 ，《两 根 弦 与 四 根 弦》

通 过 二 胡 与 小 提 琴 的 观 照 对

比 ，诠 释 刘 天 华 对 民 乐 与 西 洋

音 乐 的 深 刻 认 识 ，让 观 众 充 分

体会新文化运动中为中国民乐

发展做出贡献的前辈艺术家的

精 神 境 界 ，加 深 当 下 观 众 对 民

族音乐的理解。

该剧还通过刘天华与梅兰

芳的人物关系描写，充分挖掘和

表现刘天华的文化精神。梅兰

芳去美国演出，希望那里的观众

能听懂、看懂中国戏曲，便登门

造访，希望刘天华采用五线谱记

谱法编辑京戏曲谱《梅兰芳歌曲

谱》。刘天华一句一句地听着梅

兰芳演唱《贵妃醉酒》，又一笔一

笔记录着琴师演奏的曲调，翻成

五线曲谱，为中国戏曲走向世界

发挥了积极推动作用。

图为音乐剧《刘天华》剧照。

生动演绎民乐大师形象
羊 驰

图片自上至下分别为长城、北

部战区陆军某边防旅官兵戍边执

勤、上世纪 70 年代出版的《团结就是

力量》唱片、上世纪 40 年代西北战地

服务团在河北平山县演出剧照。

制图：赵偲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