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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位归国华侨青年，成长为
新中国军乐事业里程碑式人物，罗
浪走过抗战的烽火，见证解放的号
角，指挥开国大典激昂的国歌，为
新中国军乐的建设和发展夯基培
土。近日，罗浪之女罗静接受本报
记者采访时回忆，父亲一路走来，
不变的是他为民族创作的初心。
以下是罗静的讲述。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侨胞说·祖国在我心中

1995年，罗浪授衔后拍摄
的肖像。 （受访对象供图）

罗浪在1949年开国大典上指挥军乐队奏乐。
（视频截图）

马来西亚归侨、开国大典军乐队总指挥罗浪之女罗静回忆——

父亲用军乐表达赤子之心
本报记者 林子涵

晋察冀大地走出的军乐人

1937 年，17 岁的父亲从马来亚 （今马来西
亚） 回国求学。可是在日寇燃起的烽火狼烟下，
当时偌大的中国，竟已安放不了一张平静的课
桌。父亲到上海不久，亲历日军炮制的“八·一
三事变”，所在的暨南大学高中部，校舍被炸为
废墟。不得已，他只能乘坐难民船离开上海，此
后又辗转广西、香港等多地求学，但经历都难言
平顺。

1938年6月，父亲和几位华侨青年好友决心奔
赴延安参加抗日。他们历时一个多月，经广州、
武汉、西安，抵达延安南面的看花宫，进入陕北
公学培训。这年底，延安的鲁迅艺术学院 （以下
简称鲁艺） 到陕北公学招生。父亲此前接触过音
乐，考试时凭借一首饱含抗日决心的 《松花江
上》顺利考取了鲁艺，成为音乐系第三届学员。

延安鲁艺的生涯是父亲一生难忘的经历。在
这里，他不仅学习了文艺理论与音乐基础知识，
还师从冼星海、吕骥、向隅、李焕之等音乐大家
学习指挥和作曲，成为冼星海排演 《黄河大合
唱》时的首演队员之一，负责吹口琴和打鼓。那
时，乐队只有3把小提琴是西洋乐器，其余只有少
量二胡、三弦、笛子、口琴，还有一把用汽油桶
自制的低音琴，打击乐只有鼓。在极为有限的条
件下，冼星海却谱出了富有中国气势的雄壮乐
曲，这种洋为中用、因地制宜的音乐理念对父亲
产生极大影响，用音乐表达爱国的方式也深刻启
发了父亲。1939年底，父亲分配到晋察冀军区一
分区，他把这些创作理念都带到了根据地，立足
当地条件创作了大量歌唱抗战的新作品。

在晋察冀敌后抗战的岁月中，父亲一边跟随
部队与敌周旋，一边开展宣传工作，用音乐慰劳
战士、鼓舞斗志。他在一分区担任音乐教员和在
晋察冀军区抗敌剧社担任音乐队队长期间，多次
指挥 《黄河大合唱》《生产大合唱》、《大刀进行
曲》《牺牲已到最后关头》等曲目的演出，并组织
排演话剧、歌剧、活报剧。1941年，为纪念“狼
牙山五壮士”掩护一分区部队转移，父亲为《五
壮士之歌》 谱曲，创作了 《五勇士故事歌》。此
后，还创作了《保卫一分区》《七月小唱》《当兵
谣》等作品，并为歌剧《从军曲》作曲。他创作
或谱曲的歌谣、大合唱及歌剧曲目通俗易唱，许
多作品在根据地的部队和百姓间广为流传。

解放战争期间，清风店战役大捷，聂荣臻率
领晋察冀野战军大败国民党第三军。第三军有一
个军乐队，父亲接到收编并重组军乐队的命令。
他骑着缴获的自行车四处奔波，从各个俘虏营召
集分散的乐队队员，并找到长笛、黑管等20多件
乐器，加上原有的乐队队员，组成了一支数十人

的新乐队。这一时期，父亲开始尝试将革命歌曲
改编为军乐。1948年初，随着晋察冀军区与晋冀
鲁豫军区合并改编，这支乐队重组为华北军区军
乐队，父亲任队长兼指挥。

开国大典奏响中国典礼乐

1949年，三伏已尽，恰至新秋。中国人民历
经艰苦卓绝的斗争，终于迎来新中国的黎明。共
和国的首都定在北平，由华北军区承办开国大
典。指挥开国大典军乐队的职责就历史性地落在
了父亲的身上，这年父亲只有29岁。

那年，父亲奉命组建联合军乐队，以华北军
区军乐队为基础，联合了受阅部队各军、师的军
乐队，并邀请华北文工团接管的原北平较有名气
的警察局军乐队，从中挑选了100多名乐手，组织
成一支近200人的联合军乐团。

1949年9月召开的一次阅兵训练会上，父亲提
出了开国大典用什么典礼音乐的问题。众人提出
不同意见。有人提议使用当时国际通用的德国典
礼乐，也有人主张使用苏联的乐曲。就在很多人
赞同使用苏联音乐时，父亲提出了第三种方案：
用中国革命歌曲改编的军乐曲作为典礼音乐。会
后，三种方案一起报送中央。

父亲在方案中详细列出了典礼的拟奏曲目：
领导人登上天安门城楼时演奏《东方红》；阅兵式
演奏《解放军进行曲》《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骑
兵进行曲》 等；群众游行演奏 《团结就是力量》
等。毛泽东主席作出批示：“以我为主，以我国为
主”，敲定了由中国乐曲作为开国大典音乐的方
案。这让父亲倍感鼓舞。

典礼音乐方案确立，在阅兵训练中又出现新
问题。参加阅兵式的部队刚经历抗日战争和解放
战争的“硬仗”，战士们习惯了在战场上冲杀，突
然要结合音乐的节奏齐步或正步走，大家一时难
以适应。排练常因军乐队鼓点和部队步伐不同步
而“乱套”。此外，鼓手按惯例站在军乐队后排，
鼓声打在天安门临近建筑的墙壁上，加剧了战士
们听到的不整齐回音。父亲反复思考对策后，把
鼓手安排在乐队最前排，和阅兵队伍距离更近，
让战士们听到的鼓声更大、更清晰，再把乐曲每
小节起始时敲鼓两下改为敲一下，都敲在战士迈
左腿的动作上，鼓点更少更易走整齐。如此一
改，部队和乐队的配合立刻改观。

开国大典前，还出现一个小插曲。1949年9月
27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确
定《义勇军进行曲》为代国歌。然而，两天后父
亲才接到通知。他挑灯赶出和声部分，并让所有
队员连夜抄写分谱。幸而《义勇军进行曲》广为
传唱，军乐队每个队员对曲调十分熟悉，排练时
间虽紧，但效果不打折扣。1949 年 9 月 30 日下

午，在政协会议闭幕式上，父亲指挥军乐队进行
了国歌的首次演奏。

1949年10月1日下午两点，军乐队在天安门
广场指定位置列队完毕。父亲站在军乐队最前
方，身后是两名副指挥各率一个百人方阵。

下午 3 点，开国大典拉开序幕。随着“升国
旗”的一声令下，父亲挥动指挥棒，身后的军乐
方阵立即迸发出 《义勇军进行曲》 的激昂曲调。
当国歌响起时，整个广场一片欢腾。

当天，军乐队上场的195名队员站立了5个小
时，圆满演奏了开国大典的典礼音乐。父亲后来
说，这是他完成得最好的一次任务。

传道授业播撒军乐火种

新中国成立前，父亲曾接到为张家口阵亡烈
士悼念仪式奏乐的任务。父亲说，当他看到烈士
遗体还保持着战斗姿态时，决心对民间流传的

《哀乐》 进行改编，使曲调在哀恸同时增加激昂
之音，意在哀而不悲，化悲痛为力量。1949 年 9
月30日，人民英雄纪念碑奠基仪式上，军乐队演
奏的就是父亲重新编曲的 《哀乐》。新中国成立
前后，父亲还曾对 《东方红》《中国人民解放军
进行曲》《分列式进行曲》《军队进行曲》等数十
首军乐曲和礼乐曲进行创作或改编，许多作品广
为人知。

父亲对中国军乐事业的贡献，还在于对军乐
人才的培养。1951年，父亲负责组建千人军乐团
并担任团长。为了提高军乐团的专业素养，他选
拔队员前往上海参加管乐训练班，请每种乐器的
名家对队员作针对性培训。1954年，父亲被任命
为训练总监部军乐处处长，组织编写了一批军乐
教材，印发全军各军乐队。1956年，他倡议成立
中国第一所军乐学校并担任校长，为全军输送了
大批军乐人才。

父亲关注教育事业，去世前曾叮嘱我们子女7
人，要把自己10万元左右积蓄捐给家乡福建省泉
州市德化县雷锋镇潘祠村，资助贫困生上学。
2019年，当地教育部门宣布以这笔捐款设立专项
基金后，在乡亲中引发强烈反响，大家纷纷为基
金捐款。如今，原本10万元的基金已扩充为20余
万元的“罗浪乡亲奖学助学基金”。也是在近年回
乡参与奖助学金颁发的过程中，我才得知，早在
新中国成立后不久，父亲就曾多次捐助过家乡学
校购买图书。

2015年7月，父亲去世。八宝山殡仪馆兰厅挽
联上写着“游子赤子学子五线谱中弹指金钟迴响
军乐军影军教开国典上挥棒哀乐流芳”，此言不
虚。自回国前往延安学习时起，父亲就始终坚持
为中华民族进行音乐创作，这种坚持充分体现了
父亲的深深爱国情、拳拳赤子心。

2022年北京冬奥会正在向我们走来，这是海内外
中华儿女的一件盛事。北京冬奥会牵动着海内外侨胞
的心。讲好北京冬奥会故事，提升冬奥会全球影响
力，全球华侨华人正成为北京冬奥会的见证者、宣讲
者和助力者。

全球华侨华人是北京冬奥会的见证者。海内外侨
胞通过多样方式迎接北京冬奥会，表达对北京举办冬
奥会的热情与祝愿。北京冬奥会开幕式倒计时100天
来临之际，全球70多个国家和地区共110多个侨团的
侨胞代表，通过网络视频会议平台“云相聚”，齐迎冬奥
百日。此前，北京国家游泳中心水立方，数十名世界知
名华侨华人艺术家在举行迎冬奥快闪活动。“北京冬奥
会带动3亿人参与冰雪运动的愿景正逐步走向现实，
也牵动着海外侨胞的心。”“希望北京冬奥会能作为桥
梁联系起五洲四海的朋友，带动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
经济文化的交流和发展。”华侨华人的殷殷寄语，传
递着海外中华儿女对北京冬奥会的热切期盼。

全球华侨华人是北京冬奥会的宣讲者。自从北京
申办冬奥会成功以来，海外华文媒体密切关注北京冬
奥会筹办进展，用文字和镜头向华侨华人及当地社会
讲好北京冬奥故事。瑞士《欧亚时报》在报社网站、
新媒体及社交媒体平台上进行预热报道。加拿大维多
利亚传媒在网站、微信等平台，持续介绍北京冬奥会
筹备情况，并专门派记者到中国采写场馆建设消息。
海外华文媒体还运用报纸、杂志、广播、电视以及各
种新媒体形式，放大传播效应，紧扣北京冬奥会主
题，共同讲好中国故事、北京故事、冬奥故事。

全球华侨华人是北京冬奥会的助力者。海外华侨
华人积极开展北京冬奥会相关民间交往活动，多场
合、多形式开展北京冬奥会推介会和讲解会，在侨团
活动中融入北京冬奥议题，开展主题突出、形式多样
的北京冬奥会相关系列活动，争取更多住在国民众支
持北京冬奥会。加拿大华人联合总会主办迎接 2022
北京冬奥系列活动，华侨华人和当地民众百余人相聚

温哥华冬奥会火炬广场，合唱奥运歌曲，举办庆祝活
动，传递奥运精神。此外，海外华侨华人为北京冬奥
会建言献策，引荐高水平赛事组织管理、技术支撑、
服务保障等方面专家人才，参与北京冬奥会志愿服
务，配合侨界参与冬季奥运会实物资料的征集、展览
工作。全球华侨华人为北京办好冬奥会尽心尽力，为
北京冬奥会走向世界千家万户再添助力。

“团结统一的中华民族是海内外中华儿女共同的
根，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是海内外中华儿女共同的
魂，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海内外中华儿女共同的
梦。”北京冬奥会不仅是奥运精神不断传承弘扬的生
动体现，也是全球华侨华人团结共圆奥运梦的热血时
刻。北京冬奥会有“纯洁的冰雪”，更有“激情的约
会”，全球华侨华人共同期待奥运健儿一展英姿，热
切期盼北京冬奥会再创辉煌！

（作者为华中师范大学国际移民与海外华人研究
中心主任、教授）

全球华侨华人共盼冰雪之约
□ 李其荣

龙舟竞渡龙舟竞渡
12月5日，浙江省金华市举行第五届中国·金华龙舟邀

请赛。来自浙江省各地的14支男女代表队展开激烈角逐。图
为三江六岸燕尾洲段水域，龙舟竞相追逐，向终点冲刺。

胡肖飞摄（人民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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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尔七，原名沈庆炬，1914 年
出生于福建晋江。

1930 年，沈尔七前往菲律宾谋
生。他白天工作，晚上参加菲律宾
华侨总工会属下的青工俱乐部活
动，积极接受进步思想，在工运中
表现出宣传、组织的才能。

“九一八”事变后，沈尔七积极
投身抗日救国的洪流，和马尼拉华
侨学生一起创办宣传抗日救亡的文
艺刊物《旗声》。1934年，沈尔七被
推选为菲律宾华侨总工会组织部
长，负责建立基层组织、发动工
人。1936 年初，他又参与在菲律宾
华侨中组织成立中华民族武装自卫
会 菲 律 宾 分 会 （简 称 “ 民 武 分
会”），并被推举为秘书长。该会是
当时旅菲华侨中最大的抗日救亡团
体。中国全面抗战爆发后，沈尔七
主持出版该会会刊《民族战斗》，撰
写多篇战斗檄文，呼吁团结抗日，
一次又一次吹响了抵御外敌的号角。

陪伴沈尔七革命生涯的钢笔，
藏于泉州华侨历史博物馆

1938 年初，沈尔七率领由华侨
青年组成的“菲律宾华侨救国义勇
队”回国参战，编入张鼎丞、邓子
恢等领导的新四军二支队，这是新
四军中的第一支华侨队伍。该支队
后改名为“菲律宾华侨回国随军服

务团”，沈尔七任团长。队伍随军一路到达皖南，接收军政
训练。后沈尔七奉调至新四军政治部下属的民运部 （处）
工作，在皖南期间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38年和1940年，为进一步扩大新四军影响，更广泛
地争取海外侨胞在人力、物力、财力等方面的支持和援
助，沈尔七受组织派遣，两度返回菲律宾开展宣传动员活
动，揭露日本侵略者在中国的暴行。在沈尔七的感召带动
下，又一支菲律宾华侨热血青年组成的抗日队伍毅然追随
他回国参战。

战火纷飞的岁月里，沈尔七无暇顾及家中。1938 年 5
月，他在皖南接到母亲的信后，写了一封回信：“儿为了革
命——抗日救国，多年未寄分文到家，致母亲生活更苦，
心殊不安。惟今如不抗日救国，民众将永无翻身之日，故
儿愿牺牲一切，奋斗到底……”笔墨之间饱含血脉亲情，
又充满革命斗志，表现了他为民族解放事业奋斗到底的豪
情壮志。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沈尔七再度从菲律宾回
国，进入广东省东江游击区，投身抗日战场，历任东江抗
日游击纵队第二中队指导员兼党支部书记、“与成中队”
（为纪念何与成烈士命名）指导员。1942年，沈尔七因负伤
并积劳成疾，染上肺结核住院治疗。同年11月，国民党反
动派趁新四军主力转移之机偷袭了他接受治疗并兼任政治
指导员的铁岗医院，残杀数十名伤病员和医护人员，制造
了“铁岗事件”。面对数十倍的敌人，沈尔七临危不惧，为
掩护其他伤病员撤退而不幸中弹身亡，时年仅28岁。

投身革命即为家，血雨腥风应有涯。从1930年离家到
1942年牺牲的12年间，沈尔七三度归国抗战，迫于严酷的
战争环境，他未能踏入家门一次。他写下的那些抗日救亡
的战斗檄文，激发鼓舞了无数海外华侨同仇敌忾抗日斗
志；他那封充满家国情怀和革命激情的信笺，彰显了共产
党人牺牲小家为大家、舍身为国的崇高精神；他用短暂的
青春与生命践行了“为光明事业努力”的誓言。

（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泉州华侨历史博物馆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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