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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 年冬天，我由老家河南邓县参军到

了山东。解放战争期间好几场著名战役都

发生在山东境内。有一次我去歼灭过国民

党军队李仙洲兵团 7 个师的莱芜战役旧址

调研，突然想起了作家吴强的小说《红日》，

继而激动起来：我竟然来到了小说故事发生

的地方！

新中国军事文学史上里
程碑式的作品

《红日》这部长篇小说与《红岩》《红旗

谱》《创业史》等相提并论，是上世纪五六十

年代红色经典的代表作。1957 年 7 月，《红

日》赶在八一建军节前出版，第一次印刷量

就高达数万册，此后连续再版印刷数十次，

读者的阅读热情可见一斑。

我在初中时就读过《红日》，并且在很长

时间里对其故事情节如数家珍，其中一个重

要原因是，《红日》写的是军事战争。作为一

个整天与伙伴们玩打仗游戏的少年，我对战

斗生活充满了兴趣。但《红日》对战争的描写

显然大大超出了一个少年的视野。它以 1947
年山东战场的涟水、莱芜、孟良崮三次战役为

主线，讲述华东野战军英勇歼灭国民党军五

大主力之一的整编 74 师，一举粉碎敌人的

“重点进攻”，扭转华东战局的故事。这场战

争与国家的命运、与人民的解放事业息息相

关，它的胜利给人们带来极大振奋和鼓舞。

三次战役中，孟良崮战役是《红日》中写

得最精彩的部分，也是全书的高潮。孟良崮

战役是一场大兵团对垒之役，敌我双方都投

入了大量兵力，加上双方的外围作战部队，

总数在几十万人之众。要正面表现这场战

役，既写得脉络清楚，又描画得生动感人，对

一个作家来说并不容易，但吴强用他那支笔

做到了。

先是一抑一扬的写作手法。作家对战

前我军的状态是抑写，写大军过河时靠木

排，写军长沈振新在过河时因木排散掉落

水，喝了一肚子浑黄的河水，写指战员们全

靠步行向战地靠近。而对敌方则是扬写，写

他们以逸待劳，写他们上有飞机支援、下有

装备优势。尤其是战役开始前的那个清晨，

国民党军整编 74 师师长张灵甫登上孟良崮，

“立马沂蒙第一峰”，胜券在握、不可一世，用

手杖指画着四周的山头说：“要实现第一个

方案，彻底地毁灭他们！解决山东战局！”一

抑一扬提高了读者的阅读期待。战局的发

展很快超出张灵甫的预想和判断，使原来的

抑扬作了反转。张灵甫做梦也没有想到，孟

良崮竟是他的人生终点。很快，他这个常胜

将军将和他的常胜之师一起，葬身在这座海

拔并不高的山上！

再是栩栩如生的人物刻画。《红日》里的

不少人物，比如指挥华东野战军的陈毅、粟裕

同志，国民党军将领陈诚等，都使用了真名实

姓，给人以强烈的纪实感。军长沈振新、副军

长梁波虽是化名，但也有人物原型的依据。

可以说，在《红日》之前，当代文学中还没有一

部长篇小说以如此高级别的指挥官作为主人

公。小说围绕战争塑造了立体的军人群像，

军长沈振新、团长刘胜、连长石东根，个个生

动可感，人物性格的刻画上尤见功力。

真实全面的历史场景、惊心动魄的战争

场面、脍炙人口的英雄人物，再加上抑扬有

度的叙事手法，凭借这些因素，《红日》成为

新中国军事文学史上里程碑式的作品。

“记住昨天的战斗生活，
对于我，是永远的”

上世纪 80 年代，借着一次去山东蒙阴出

差的机会，我特地去看了孟良崮战役的旧

址。站在孟良崮峰顶，望着沂蒙山的远峰近

壑，《红日》里孟良崮战役最后激战的情景仿

佛就在眼前。我悄悄在心里寻找着小说中

写到的我军官兵仰攻崮顶的各个战位，寻找

刘胜团长牺牲的地方。最后，我站在张灵甫

毙命的那个山洞口，陷入了沉思。张灵甫是

能打仗的，抗日战争中曾率领部队对日作

战，多次取得胜利，他在国民党军队内部的

声威也由此而来。他后来所以在孟良崮折

戟死去，美式装备的 3 万多人部队被彻底击

败，并不是因为他的战役指挥能力和战术水

平下降了，而是因为他为之战斗的那个政府

腐败了，失去了民心，被民众所抛弃；因为他

所在的军队腐败了，部属之间、各部队之间

不再同心协力，官兵的心已经在无形中散

掉，整个部队失去了凝聚力。

真正有力的战争书写，往往能让人看到

战场以外的内容。《红日》带给我们的阅读感

受不仅仅是战场上的，还有民心向背，有解

放军的理想信念，有革命英雄义无反顾冲锋

陷阵的牺牲精神。

《红日》中甚至不乏对爱情的描写。如

同在《林海雪原》里读到的少剑波和白茹的

爱情描写一样，《红日》里军长沈振新的妻子

黎青对丈夫的理解与照料，她从后方捎给丈

夫那封动人长信，华静对副军长梁波心生暗

恋，这些章节都让我那颗少年心感到甜蜜而

沉醉。这些情感表现了战争年代人们对和

平生活的向往，表现了对美好人性的永恒呼

唤，也让我们对官兵们勇敢战斗的情感支撑

有了更丰富的认识。

吴强本人是涟水、莱芜与孟良崮战役的

亲历者。1947 年 5 月 17 日，孟良崮战役结束

的第二天，身为六纵宣教部部长的吴强就萌

发了要把这场战役写出来的念头。

但一场接一场的战斗使他不可能去从

容思考文学创作，无论是搜集资料，还是构

思小说提纲，都只能利用行军作战的间隙时

间。直到 1956 年春天，吴强才终于能坐下

来，一笔一画地写作长篇小说，凭着自己的

毅力和苦干精神，将战争生活的记忆和盘

托出。

“我在军队里生活过十多年，艰苦的血

和火的斗争，一步一步走向胜利的斗争，规

模越来越大、胜利也越是辉煌的斗争，喂养

我、教育我、也感动我。”这是吴强拿起笔的

缘由，也是后来很多军旅作家走上创作道路

的缘由。很庆幸，这其中也包括我自己。虽

然我曾经缺乏系统的文学教育，也没有扎实

的文学知识和理论储备，只能在军旅训练、

生活之余写作，但是，难忘的革命历史、宝贵

的战斗精神以及前辈军旅作家们的作为，给

了我取之不竭的灵感和勇气。

吴强之前为自己的这部长篇小说取名

《最 高 峰》，但 总 觉 得 不 够 理 想 ，缺 少 艺 术

性。有一天早上醒来，他一睁眼看见房间洒

满阳光，朝窗外一看，一轮红日金光闪闪。

吴强马上联想到，华东野战军向 74 师发起总

攻时，也是旭日初升的时刻。战士们在红日

照耀下，登上孟良崮山头，插上了胜利的红

旗。书名《红日》由此而来。

那是漫长黑夜之后的黎明，那也是无数

战斗换回的胜利。红日的光辉下，有太多精

神力量值得我们汲取，正如吴强在小说出版

前言中所说的：“记住昨天的战斗生活，对于

我，是永远的；只要还在活着的时候，都是必

要的。因为它已经给了我、今后还将给我以

前进的力量。”

（作者为军旅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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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日》喷薄而出——

从红色记忆中汲取前进力量
周大新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之

际，一批专门为少年儿童创作的文

艺作品问世，引导孩子们学习英雄

事 迹 ，赓 续 革 命 传 统 ，树 立 远 大 理

想，勇做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

新人。

百年对话激发奋斗精神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童心向党

茁壮成长》晚会以当代少年小明的

时空之旅为主线，打造了一场跨越

百年的“童心联欢”。晚会通过小明

与几代少年的时空对话，带领观众

一起重温波澜壮阔的百年党史，感

受翻天覆地的百年巨变，鼓舞少年

儿童立志奋斗。

晚会汇集情景剧、联唱、科技视

觉秀等多种表现形式，展示不同时

期的童年记忆。主角少年名为“小

明”，寓意“光明未来”。小明每遇见

一位榜样，就开启了一段百年党史、

中华民族历史中的重要故事，生动

阐释红岩精神、雷锋精神、女排精

神、探月精神等精神内涵，令观众为

之动容。同时，晚会展示了当代少

年的美好生活：《摘星少年》歌唱翱

翔宇宙的瑰丽梦想；来自十八洞村

的学生合唱《春天在哪里》，唱出脱

贫致富后的山区春色……在历史和

当下的接续讲述中，激发观众继往

开来的使命担当。

4 段时空之旅中，最感人的当

数《小萝卜头 很高兴认识你》。烈

士小萝卜头仅 8 个月大就随父母被

敌 人 关 押 在 监 狱 ，牺 牲 时 年 仅 8
岁。小明来到重庆白公馆监狱，看

见黄显声将军正在教小萝卜头学

习。晚会艺术地呈现出令人心酸的

历史场景：小萝卜头用的本子，是牢

房里的叔叔阿姨千方百计省下的

纸订成的；用的墨水，是棉花烧黑了

加水调制的；接过黄显声将军赠送

的铅笔后，小萝卜头开心地称之为“最最最珍贵的礼物”。晚

会还邀请小萝卜头事迹的见证者、86 岁高龄的李碧涛来到现

场，深情告慰牺牲的“小狱友”，鼓励人们将小萝卜头积极乐观

的精神传承下去。

“少年强则国强”。当代少年儿童既是实现第一个百年奋

斗目标的经历者、见证者，更是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建

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生力军。《童心向党 茁壮成长》晚会

面向少年儿童，勾勒苦难辉煌的记忆，展示代代少年昂扬向上

的风采，奉献了一份意义非凡的礼物。

少年之声致敬伟大时代

北京广播电视台《花儿向阳 童心向党》晚会以少年之声

献礼建党百年，致敬伟大时代。晚会兼具主题性与趣味性，为

观众呈现了一场有看点、有温度、有意义的文艺盛宴。

晚会以新技术赋能舞台创新。通过舞台空间的创意使

用，放大了 3600 平方米演播室的承载能力。舞美主体采用同

心圆结构的升降舞台，舞台上空的升降屏可以变换成太阳、花

朵等不同形状。屏幕根据节目氛围变化舞美造型，与“花儿向

阳 童心向党”主题紧密契合。增强现实等新技术的使用，营

造出跨越时空之感，给小观众们带来沉浸式体验。比如故事

讲述节目《梦想星光》，运用增强现实技术营造无垠宇宙，带领

观众在歌声中，感受“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郭永怀烈士

献身国家科技事业的奉献精神。

晚会以艺术表达传递精神力量。整场晚会以一家四代人

情景剧的形式串联。家庭场景为主题表述增添了亲和力。晚

会围绕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实现站起来、富起来到

迎来强起来的历史主线，以“致敬经典”“百年圆梦”两条线索

组织节目内容，用儿童听得懂、喜欢看的视听语言，情感化、情

境化的方式艺术呈现。其中，赵一曼烈士的孙女陈红，现场朗

读赵一曼 1936 年写给儿子的绝笔信，催人泪下；影视经典形

象潘冬子借助技术“来到现场”点亮红星，感人肺腑。

来自各地的 40 多个团队、2000 余名儿童演员齐聚北京参

加录制，最小的孩子仅 4 岁，最大的也不过十来岁。小演员们

在排练厅、演播室积极学习、相互配合，迅速成为朋友。他们

共同演唱《唱支山歌给党听》，在歌声中凝聚爱党爱国情怀。

整场晚会的创作过程，对参加演出的孩子们也是一次独特而

生动的党史教育，相信这段经历将成为他们难忘的人生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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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篇小说《红日》一经面世，就受到读者

的热烈欢迎。1960 年初，上海天马电影制片

厂决定将《红日》搬上银幕。这是继《南征北

战》之后新中国拍摄的第二部大型战争故事

影片，执导这部影片的也是《南征北战》的导

演之一汤晓丹。

汤晓丹擅长战争题材创作，并且深知音

乐对于一部电影的意义，所以摄制组一成

立，汤晓丹就“点将”上海电影制片厂吕其明

为影片作曲。吕其明是新中国培养的第一

批电影作曲家。1956 年，年仅 26 岁的他接

到为上影厂影片《铁道游击队》创作插曲的

任务，结合自己之前在抗日根据地的生活

经 历 ，采 用 山 东 民 歌 的 典 型 元 素 ，创 作 了

《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这首深情明快又

充满着浓郁乡韵的歌曲，随着电影的上映

被广为传唱。

巧得很，这一次影片《红日》的故事发生

地也是在山东。

吕其明经历过山东解放战争，也学习过

大量山东民间音乐，再加上此前创作《弹起

我心爱的土琵琶》的经验，所以对完成作曲

任务抱有信心。他认真读了吴强的小说原

著，做了充分的案头工作，把整个创作计划、

音乐设计等都安排妥当。

在和导演汤晓丹反复研究的过程中，他

建议，中间要增加一首歌曲。因为这部电

影围绕战争叙事，从头到尾非常紧张，都是

战斗的大场面。写一首插曲，能让电影起

承转合得更从容一些，有张有弛，这样才有

味道。

汤导接受了吕其明的建议。对于歌曲

应该写什么，吕其明也有了初步设想：要写

就写对家乡的感情。不仅是反映孟良崮人

民对家乡的热爱，也要反映出解放军战士热

爱家乡、保卫家乡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在

音调与节奏上要与后面表现孟良崮战斗场

面的音乐形成强烈对比，给人以更加深入的

艺术感受。

这就是《谁不说俺家乡好》这首歌了。

当 时 ，吕 其 明 正 担 任 上 海 电 影 乐 团 团

长。在接受《红日》任务半年后，作曲家肖培

珩被调来任他的助手，并准备一起去深入生

活。刚刚从上海音乐学院毕业的杨庶正被

分配到上影厂任作曲，临时借住在乐团的集

体宿舍里。应杨庶正的要求，吕其明带上他

们一起去《红日》的拍摄地深入体验生活。

到了胶东，他们住在剧组里。有一天，

三人在路上看到前面有个山头，树木郁郁葱

葱，问老乡那是什么地方，原来是胶东人民

为纪念革命烈士修建的一座烈士陵园。他

们就走过去，大汗淋漓爬上山顶，放眼四望，

激动得不得了：天上飘着白云，青山葱绿，一

层一层的梯田尽收眼底，朴素而又让人沉

醉！就在这个情境下，三人你一言我一语，

你一句我一句，歌词出来了。“一座座青山紧

相连，一朵朵白云绕山间。一片片梯田一层

层绿，一阵阵歌声随风传。哎，谁不说俺家

乡好，得儿呦依儿哟……”

词定稿后，吕其明对曲调怎么写提出了

具体的构思和要求，三人商量后分头作曲。

杨庶正写得比较快，最早拿出来，基础也很

不错。于是在这个基础上，合作进行了细节

修改，最终把曲子定了下来。《谁不说俺家乡

好》这首歌从策划到银幕歌声都凝结着集体

的智慧。

这首歌在胶东拍摄地给摄制组主创人

员试唱时，就受到大家的喜欢，但也有人觉

得太长了，3 段词在电影里最多唱一段。摄

制组的心情可以理解。当时，《红日》的拍摄

非常艰苦，演员穿着棉衣在烈日下暴晒拍

戏，汗水浸湿棉衣裤。在这样的条件下完

成的镜头，每一寸胶片都非常珍贵。而这

首 歌 要 把 3 段 歌 词 完 整 唱 完 ，需 要 4 分 钟

左 右 ，配 合 歌 词 的 场 景 就 有 几 十 个 镜 头 ，

如果保留这些镜头，不少战争镜头就必须

剪掉。

然而，对词曲创作者来说，这 3 段歌词已

形成一个完美的整体，表现了战士们对家乡

的热爱，以及保卫胜利果实的决心，裁去哪

一段似乎都不合适。意见不一和艰难取舍

之下，最后还是导演汤晓丹拍板，从艺术效

果出发，3 段全用。最终，《谁不说俺家乡好》

完整呈现在电影中，为战斗最后的进攻高潮

和胜利酝酿了情绪，为解放军英勇无畏的拼

杀铺就了一层情感底色。

2007 年我国第一颗人造月球卫星嫦娥

一号飞上太空，《谁不说俺家乡好》作为由大

众选出的 30 首歌曲之一，伴随嫦娥一号响彻

太空。保卫家乡、建设家乡的感情代代传

承，这首热爱家乡、赞美家乡的歌曲也会被

久久传唱。

保卫家乡建设家乡的深厚情感
本报记者 曹玲娟

上图为小说《红日》封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