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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是时代的脉搏，歌曲是人
民的心声。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
利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70 周年
之际，回顾抗战历史，我们发现有
不少流传至今、脍炙人口的抗战歌
曲。

它 们 或 高 亢 激 昂 、 或 哀 婉 低
沉，在传唱过程中激发了全民的抗
战斗志，鼓舞着多少民众与将士奔
赴抗战战场，成为一种特殊武器。
即使是岁月飘过数十年后的今天，
唱起这些老歌仍令人血脉贲张。

这些抗战歌曲反映了什么样的
时代背景？作者在创作过程中有什
么样的故事？它的传唱产生过什么
样的效果？在此，记者为您探寻歌
声背后的故事，揭示先辈的家国情
怀。

不同歌曲各有侧重

《在太行山上》《救亡进行曲》
《毕业歌》《团结就是力量》 ……这
些抗战歌曲历久弥新，直到现在仍
广为传唱。虽然它们都围绕“抗
日”主题，但每首歌的创作由于具
体的时间、地点等因素不同，因而
反映的背景各有侧重。

1931 年“九一八”事变后，东
北沦陷，不少民众被迫离开家乡，
来到关内流浪。这些流浪者无不怀
念家乡东北富饶美丽的风光，而在
现实里他们却因侵略者而流亡，悲
伤之情油然而生。这样的国恨家仇
在一些抗战歌曲中得到了反映。

例如 《松花江上》 里的“我的
家在东北松花江上，那里有森林煤
矿，还有那满山遍野的大豆高粱”、

《长城谣》里的“高粱肥大豆香，遍

地黄金少灾殃”都讲到了东北物产
丰富的环境，也分别用“九一八，
九一八！从那个悲惨的时候，脱离
了我的家乡，抛弃那无尽的宝藏，
流浪！流浪！”和“自从大难平地
起，奸淫掳掠苦难当。苦难当，奔
他方，骨肉离散父母丧。”描写了流
亡关内时凄惨的心境。

描写苦难是为了唤起更多人加
入战斗，事实上，更多的抗战歌曲
直接反映了中国军人奋勇杀敌的场
面。1933 年，宋哲元率领的第二十
九军“大刀队”在长城喜峰口与日
军展开白刃格斗，英勇壮烈的情景
在 《大刀进行曲》 中得到了描绘。

“我们都是神枪手，每一颗子弹消灭
一个敌人，我们都是飞行军，哪怕
那山高水又深。”这首 《游击队歌》
创作于 1937 年冬，那时共产党领导
的武装力量已经独立自主地开展游
击战争，并取得了一定成果。

此外，还有像 《军民大生产》
反映了上世纪 40 年代陕甘宁边区军
民参与的大生产运动，热火朝天的
劳动场面在“满山川呀么嗬咳，妇
女们呀么嗬咳，都争先呀么嗬咳”
的歌词里得以展现；《解放区的天》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都诞
生在抗战相持阶段，与敌占区、国
统区相比，解放区的朝气蓬勃与中
国共产党中流砥柱的作用让越来越
多人看到希望。

创作灵感来自体验

“那时候，我大约二十五六岁，
已经成为光荣的共产党员了。在工
作中接近了广大的人民，特别是工
人群众，时时刻刻为他们迫切要求

抗日救亡的情绪所激动、所鼓舞，
心中热血沸腾，心头好像有那么一
首歌呼之欲出。于是，我禁不住拿
起笔把它写出来：‘工农商学兵，一
齐来救亡’。”这是 《救亡进行曲》
词作者周钢鸣弥留之际写下的话。
那一年，全国抗日运动风起云涌，
周钢鸣就亲眼目睹了各阶层组织的
运动，心潮澎湃之时写下了这首歌。

与周钢鸣一样，许多抗战歌曲
的诞生都离不开创作者身临其境的
感受，灵感也正是在这样的氛围下
得到迸发。在太行山区，音乐家桂
涛声看到敌后抗日根据地青年踊跃
参军的场面，他写下了“母送儿，
妻送郎”；在随游击队转战陵川的过
程中，他目睹了太行风光与抗战军
民的坚强斗志，写下了“千沟万
壑，铜墙铁壁”，一首 《在太行山
上》 就这样诞生了。还有 《二月里
来》《抗敌歌》《黄河大合唱》 系列
等等，歌曲都描写了创作者亲身体
验的场景。

此外，由于灵感的出现往往转
瞬即逝，创作者们需要及时把它们写
下来，因而无论条件如何艰苦都不影
响他们的创作热情。例如《在太行山
上》的歌词写在香烟包装纸上，《八路
军进行曲》创作于昏暗的窑洞里。“那
是物资匮乏的年代，更不用说乐器
了。没有钢琴、小提琴，连手风琴也没
有。我们就是绕着桌子踱步，敲着盆、
拍着腿写出来的。”《八路军进行曲》
词作者公木这样描述他和曲作者郑
律成的合作过程。

歌声激起抗日斗志

毛泽东同志曾经这样说过，一

首抗日歌曲抵得上两个师的兵力。
这句话形象地表达了歌曲在鼓舞中
国人民投身抗日、奋勇杀敌方面的
作用。

据史料记载，西安事变前夕，
西安爱国青年在去临潼请愿的路上
遇见驱车赶来的张学良。这时，有
人唱起了 《松花江上》，悲壮的歌
声令人断肠。张学良听后，沉痛地
说：“请大家相信我，我是要抗日
的……我在一周之内，用事实来答
复 你 们 。” 后 来 ， 每 到 义 演 、 演
讲、游行的场合，这首歌都迸发出
强烈的感染力，令在场者尤其是东
北籍军人动容，呼喊着要“打回老
家去！”

还有不少作品反映了解放区积
极向上、团结抗日的面貌，令很多
有志之士奔赴解放区。“啊！延安！
你这庄严雄伟的城墙，筑成坚固抗
日的阵线，你的名字将万古流芳，
在历史上灿烂辉煌。”这首 《延安
颂》 抒发了革命豪情，让千千万万
青年人在抗日战争潮流冲击下，如
同奔向太阳一般奔到了延安。《二月
里来》、《解放区的天》 等等也都起
到了类似的作用。

当然，具有感染力的歌曲既需
要琅琅上口的歌词，也要有铿锵有
力的曲调。而不论哪一种因素的实
现都是为了让群众易于接受。在一
些抗战歌曲中，吸收了不少地方曲
调。比如 《军民大生产》 就是以华
池民间小调 《推炒面》 为基调创作
而成，其中多次出现的“嗬咳”仿
佛劳作时发出的呼喊声，铿锵有
力，让人干劲倍增。而 《弹起我心
爱的土琵琶》《长城谣》等也都具有
民歌风格，易于传唱。

苏绣 《红楼梦》 人物图册选用
了35幅《红楼梦》人物图，用苏绣
工艺绣制而成，其图选自著名红学
家冯其庸先生的 《瓜饭楼重校评说
<红楼梦>》中的插图，画家谭凤嬛
所画，刺绣由苏州刺绣研究所李娥
英监制。

冯其庸先生亲自选画，指导图
册版式设计，并为图册题写书名，
作两首诗为序。

《红楼梦》是中国古典小说四大
名著之一；苏绣乃中国四大名绣之
冠，是中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其
特 色 是 “ 平 、 齐 、 细 、 密 、 匀 、
顺、和、光”，以针作画，巧夺天
工。苏绣 《红楼梦》 人物图册集中
了中华民族文化的多种元素，其中
包涵古典小说、红学研究、中国绘
画、中国书法、中国刺绣工艺、中
华诗词、中国装帧艺术等。

今年，北京市通州区漷县镇漷县书
院，迎来了 3200 块古代牌匾。与文物打
了一辈子交道的通州博物馆老馆长周
良，仔细观察半天以后说：货真价实！
这么多古代牌匾汇聚一起，是文物界的
一大盛事！

这些古代匾额是从全国各地收集而
来的。年代最早的是宋代嘉定庚辰科

（1220 年） 状元刘渭题写的“进士”匾，
最晚的是原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费
孝通先生上世纪 80 年代作为社会学者，
为广西金秀瑶族自治县题写的“瑶王
殿”匾。

说起牌匾，旅居漷县的收藏家李烈
钧女士如数家珍：有清朝民国皇帝总统
题匾 10多块、六部尚书题匾 80多块、一
省和几省及直隶总督题匾 60 多块、各省
巡抚和布政使及民国省长题匾 100 多块、
翰林题匾500多块……

这里面，还有两类特殊的匾。一类
是古代状元、榜眼、探花题匾128块，且
有历史上最后一个“三元及第”陈继昌
的题匾。周老馆长太清楚了：状元、榜
眼、探花是中国科举的象牙塔尖，在古
代考中进士已十分难得，状元更为稀
奇，状元、榜眼、探花属于一种地域性
的荣耀，收集128块状元、榜眼、探花牌
匾，是“蜀道难，难于上青天”！

另一类是百岁和五代同堂牌匾 30
块，其中夫妻双双超百岁的牌匾两块。
周老馆长觉得不可思议：清代人平均寿
命33岁，民国至1949年平均35岁，五代
同堂是指一个家族五代，比如爷爷奶
奶，父母，本人夫妻，儿子儿媳，孙子

均健在，无一人离世，在人均寿命不到
40岁的时代，五代同堂太不容易了。

牌匾，是中华民族特有的文化产
品，它能见证家族的兴衰、士子的荣耀。

周良说，在封建社会，立匾是很有
讲究的。每逢喜庆事、重要的大事，如
中举、考取进士，获得奖励，朝廷诰
封，升迁、乔迁、寿庆等，要由有官职
的人题匾。赠送牌匾的仪式十分隆重庄
严，最起码要张灯结彩、鸣鼓舞狮、鞭
炮齐响。

这些经历历史风雨的老匾背后，有
什么故事呢？李烈钧举了两例。

一块来自广西桂林全州县的“祖孙
叔侄兄弟登科”牌匾，记录的是清代全
州县桥渡乡谢氏家族“一家三解元”的
科举荣耀。清初的谢明瑛为广西乡试解
元，侄子谢赐履以举人身份官至山东巡
抚，孙子谢济世 （康熙
五十一年三甲八十八名
进士，庶吉士）、谢庭琛
皆为广西乡试解元。谢
赐履子谢庭琪（雍正五
年三甲六十七名进士）、
庭瑜（乾隆二年三甲一
名进士）双双殿试进士。
其中，雍乾年间谢济世
嫉恶如仇，为民请命，一
生四次被诬陷，三次坐
牢，两次丢官，一次陪
斩，一次充军，是清中期

“文字狱”下文人经历的
缩影。

另一块由民国大总

统徐世昌褒奖某姓官人的“慈孝杨府”
牌匾，则让大官人后人丢了祖先的脸
面，大总统若泉下有知也会“不好意
思”。某姓官人四子分家，长达 5.18 米、
高达 1.58 米的巨型牌匾，也分为四份，
锯掉1/4后，另三兄弟觉得愧对祖宗，没
有再分拆下去……收藏者费了大量功
夫，也无法消除锯去的痕迹。

喜爱传统文化的李烈钧，最初收集
这些牌匾的目的，就是为了保护这种中
华特色的文物。这些牌匾一度成为农家
的猪圈挡板、猪菜剁板、农产品储藏垫
板等，现在能够回到文化的殿堂，只是
找到了安身之所，下一步还需要修补、
分类，挖掘其文化内涵，让它们发挥更
大的作用。比如建设专题博物馆，还可
以借助牌匾实物，研究中国古代书法、
雕刻、礼仪，光大中华传统文化。

从前的灵宝县不是今天的这个名字，
叫做桃林，又叫桃林县。桃林县西有座夸
父山，这里一直流传着“夸父追日”的故
事。

上古时候，我国北方高高的“载天
山”上，住着一个巨人族叫夸父族。这个
部族的头人夸父，身高无比，力大无穷，
有不平凡的意志。

那时候，世界上很荒凉，毒蛇猛兽横
行。夸父为了本部族的人们能活下去，每天
跟洪水猛兽搏斗。夸父率领本族的男女，在
斗争中取得了一次又一次胜利。

有一年，天大旱。火一样的太阳晒焦
了地上的庄稼，晒干了河里的流水，使人
热得难受，实在无法生活。夸父就立下雄
心壮志，发誓要赶上太阳，把太阳捉住，
让它听从人们的使唤。

一天，太阳刚刚从海上升起，夸父就
从东海边上迈开大步去追赶它。夸父身高
力大，一迈步，震得大地直摇晃。他一脚
踏下去，就在浙江临海县的复釜山上，留
下一个长长的巨人脚印。太阳在空中飞快
地转，夸父在地上疾风一样地追。中午，
夸父追赶太阳来到湖南沅陵县一带，他跑
得又饿又累，就停下来用三块石头支起锅
来做饭。他吃完饭，见太阳已经偏西了，
就赶紧迈开大步又追了上去。后来，这三
块支锅石就成了辰州东面的三座大山。

太阳快落山了，夸父离太阳越来越
近。到了甘肃东部的泾川县，他停下来歇
一会儿，把鞋里的土块、石子往外一倒，
就成了一座小山。现在人们叫它“振履
堆”。夸父跨过一座座高山，穿过一条条
大河，在禺谷眼看快要追上太阳了，这时，

别提他心里多高兴了。当他伸手就要捉住
太阳的工夫，突然，感到头昏眼花，竟渴得
晕过去了。他醒来时，太阳早已不见了。他
站起来走到东南方的黄河边，伏下身子，猛
喝黄河里的水，黄河水被他喝干了，又喝渭
河里的水。谁知道，渭河里的水也被他喝干
了，还是不解渴。这时，他又打算去山西雁
门山一带，去喝大泽里的水，可是，夸父实
在太累太渴了，当他走到华山以东、灵宝以
西不远的地方，身体再也支持不住，就倒下
去死了。夸父死后，他的身体变成了一座大
山。这就是现在灵宝县西三十五里灵湖峪
和池峪中间的夸父山。夸父死时扔下的手
杖，也变成了一片五彩云霞一样的桃林。桃
林的地势险要，后来人们就把这里叫做“桃
林寨”。

点评：
夸父山和桃林寨，不过是神话故事留

给现实的地名，却印证了夸父追日这个神
话故事存在的价值。夸父追日，是上古先
民在懵然无知的世界面前，渴望战胜自
然，彰显人类勇气和雄心壮志的纯真情感
流露。就如愚公移山，道理是一样的。虽
说结局迥异，后者是喜剧，而前者无疑是
一个悲壮的故事。

其实，这并不是夸父追日神话故事的
全部。夸父逐日，追求光明，虽说自不量
力，就如飞蛾赴火，但体现了顽强不息、
勇于献身、追求光明的人类崇高价值观。
这也是我们中华民族几千年来不倦追求的
核心价值之一。

——选自《中国传统故事百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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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谭画红楼十二钗，

传神个个下兰阶。

苏娘妙绣人人赞，

的的金郎与玉娃。

二

谭画红楼妙入神，

苏娘精绣希世珍。

写真妙手天作合，

顾绣观之要卜邻。

题谭画苏绣

红楼梦人物
冯其庸

嘹亮抗战歌声背后的故事
本报记者 柴逸扉

《大刀进行曲》雕塑

歌曲《在太行山上》演出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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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千古匾进京来
赵兴林

三千古匾进京来
赵兴林

姜千超姜千超摄摄

雁字横陈燕嶂秋，峰峦峭处数碉楼。
苍苔斑驳秦砖冷，紫叶依稀戍卒愁。
欲把狼烟锁边外，岂知鼙鼓起城头。
雄关空作鞭长势，几度北来胡马稠。

过山海关
李葆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