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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世纪初，帝国
主义列强入侵，军阀
割据混战，民众贫苦
离乱……中华大地一
派苍茫悲歌。

苟 利 国 家 生 死
以，岂因祸福避趋之。
以振兴家国为己任，
无数仁人志士踏上了
寻求救国“药方”的道
路。他们勇敢地走上
街头宣传反帝反封建
的思想，把黑暗冰冻
的旧中国撞裂开一
角，让光明的种子播
撒进来。伴随着新思
潮的风起云涌，国民
革命的洪流也滚滚而
来。

“打倒列强，除军
阀！”1926年，广州，国
共两党的将士并肩北
伐，为国家统一而奋
斗。

百年风云迭转，
照亮了一代代中国人
的家国梦。

其 实 ，“ 打 倒 列
强，除军阀”不仅是北
伐的口号，也是一首
歌的歌词。这首歌，就
叫《国民革命歌》。

■ 革命“最强音”

“咦，这不是《两只老虎》吗？怎么变成革命歌
曲了？”

6月22日，在北京市房山区“没有共产党就没
有新中国”纪念馆内，当听到讲解员的讲述，两名戴
红领巾的小观众有点儿吃惊。

儿歌《两只老虎》家喻户晓，每当轻快的乐声响
起，不管大人孩子，都能跟着哼唱几句。

然而，许多人不知道的是，这首儿歌在我国曾有
另一个版本，即20世纪20年代全国流行的革命歌曲
《国民革命歌》——“打倒列强！打倒列强！除军
阀！除军阀！国民革命成功！国民革命成功！齐奋
斗！齐奋斗！打倒列强！打倒列强！除军阀！除军
阀！国民革命成功！国民革命成功！齐欢唱！齐欢
唱！”

这首歌曲创作之时，正值列强割据，军阀纷争，
山河飘摇，古老的国家和人民一起在黑暗的泥潭中苦
苦挣扎。

1922年，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
海召开，明确提出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通
过了《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议决案》，这是中
国共产党关于统一战线的第一个专门文件。

统一中国是全国人民的共同要求，也是中国民主
革命的伟大先驱孙中山多年的愿望。1924年，孙中
山先生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召开了国民党第一次
全国代表大会，确认了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
民党的原则，第一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1924年 6
月，陆军军官学校黄埔军校组建，力主北伐。

楼船夜渡风涛急。1926年 7月，国民革命军十

万大军高唱着《国民革命歌》誓师北伐。“北伐战争
的目的，是推翻帝国主义支持的北洋军阀的反动统
治，实现中华民族的独立、自由、民主和统一。关于
北伐战争的起始时间和战争目的，国共双方是没有争
议的。”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军史专家陈宇说。

事实上，《国民革命歌》就是黄埔军校为了鼓舞
士气动员民众而作，经当时的政治部主任邓演达、副
主任郭沫若同意，这首歌被作为国民革命军军歌和黄
埔军校校歌。关于具体作者，一说为国民革命军政治
部宣传科科长邝鄘，一说为黄埔军校特别党部执委罗
振声，二人皆是中共党员。

《国民革命歌》借用了法国儿歌《雅克兄弟》朗
朗上口的曲调，以平实的歌词一举点燃了国民的心
声，成为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最强音”。正
如已故中国文联前主席周巍峙所言，“国民革命高潮
时期，《国民革命歌》非常流行。大家都会唱，尽管
歌曲很简单，但是非常能表达对帝国主义的仇恨和打
倒列强军阀的决心。”

■ 当年烽火

国民革命军只用了几个月的时间，就以少胜多，
击败了吴佩孚、孙传芳几十万军队，一路北上。由于
中国共产党人在战斗中发挥了骨干作用，并组织广大
工农群众积极支援北伐，革命势力迅速发展到长江、
黄河流域。

“北伐战争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在
中国的统治，结束了长达16年之久的北洋军阀集团
统治。这场战争加速了中国革命历史的进程，为以后
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发展开辟了道路。”陈宇概括
道，北伐战争是在国共合作基础上以国民革命军为主

力的国家统一战争。
1937年 9月，毛泽东在《国共合作成立后的迫

切任务》一文中指出：“中国的革命，自从一九二四
年开始，就由国共两党的情况起着决定的作用。由于
两党在一定纲领上的合作，发动了一九二四年至一九
二七年的革命。……这是两党结成了统一战线的结
果。”

2013年仲夏的一天，细雨微蒙。
河北保定军校纪念馆。一辆大巴车在门前停下，

从车上缓缓走下几位老人，他们的神情或肃穆，或欣
喜。

这几位老人，是来自台湾中华黄埔四海同心会的
退役将军们。细雨濡湿了他们的脸庞，不过他们却顾
不上拭去雨水，而是睁大眼睛仔细瞻仰着展馆里的照
片：叶挺、张治中、傅作义、白崇禧……

这时，“打倒列强，打倒列强，除军阀，除军阀
……”《国民革命歌》的旋律在馆内响起，几位老人
不禁跟着唱起来。

“保定军校和黄埔军校的学生为除军阀、抗日战
争等作出了重要贡献，挽救了民族危难。现在两校
的学生及后代分布在两岸各地，成为两岸情感的纽
带与基础。”在史料的徜徉中回望当年烽火，其中
一位老将军萧笕民感慨道。

“以党的二大通过《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议决
案》为开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到现在已有百
年历史。它跨越了革命、建设、改革和新时代各个时
期，贯穿于中国人民站起来、富起来到奔向强起来的不
懈奋斗过程。”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共中央统战
部原副秘书长张献生告诉本报记者，在中国共产党成
立100周年之际，认真总结党对统一战线领导的历史
经验和特点规律，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
凝聚磅礴力量，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 统一战线

1927年4月12日和7月15日，蒋介石、汪精卫
先后在上海、武汉发动反革命政变，北伐战争的胜利
果实被篡夺，李大钊、陈延年、赵世炎等一批中共党
员英勇就义。第一次国共合作全面破裂，持续了三年
多的大革命以失败告终。

“北伐战争既有成功经验，也有历史教训。大革
命后期，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不要领导
权，认为既是资产阶级革命，领导权就是资产阶级
的，无产阶级顶多是抬轿子，把领导权拱手送给了资
产阶级。历史证明，什么时候放弃党对统一战线领
导，或不能实施正确领导，统一战线就会失败，革命
事业就会遭受严重损失；什么时候坚持党对统一战线
的领导，并实施正确的领导，统一战线就发展壮大，
革命事业就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张献生说，
统一战线百年历史形成的宝贵经验中，最根本的就是
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对统一战线的政治领导。

目前，国内尚没有专门以统一战线历史作为展览
主题的博物馆类机构。为此，全国政协委员、华东师
范大学历史系教授章义和建议设立国家级的统一战线
博物馆，全面系统地展现中国统一战线历史、内涵和
文化。在他看来，无论是国共首次合作并建立革命统
一战线的发源地广州，还是中国共产党首次提出建立

“民主的联合阵线”思想的上海等地，都有着丰富的
史料和展品，能够成为深入解读城市红色文化根脉、
挖掘红色文化资源、进一步提炼红色文化精神的重要
窗口。

记者注意到，除了前文提及的两个纪念馆外，云
南陆军讲武堂历史博物馆、武汉革命博物馆等博物馆
的展陈物品中均有《国民革命歌》的词谱。“一查资
料，发现太颠覆想象了！”“我想和历史重新认识一
下！”在展馆的留言簿里，不乏这样的感叹。正如今
天的生活正是《觉醒年代》的续集一样，孩子们能唱
着《两只老虎》无忧无虑地玩闹，也是《国民革命
歌》最好的注脚吧！躬身返照，审视百年波澜壮阔的
征程，热血与家国从来紧紧相依。

统一，全国人民的共同夙愿
本报记者 司晋丽

青山绿水，云海烟波。北京市房山区霞云岭森林公园，
如同一颗藏于深山的明珠。以往的夏天，许多人将这里作为
避暑胜地。但是，这个夏天，大家却奔着一个别样的目标
而来。

6月16日，“人民的心声 历史的旋律”主题展在霞云岭
乡堂上村“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纪念馆开幕。在苍山
青翠的怀抱里，一面鲜红的党旗巍峨屹立着，昭示信仰的
力量。

“我们从通州来，坐了三个多小时的车，大家本来有些疲
劳，但是一下车就看到这面巨大的党旗，精神也随之振奋起
来。”付莉是北京物资学院的教师，下车后，她先同大队伍一
起，在鲜红的党旗下重温了入党誓词。

本次主题展以时间和歌曲为主线进行党史展示，分“党
的创建和大革命洪流中的歌声”“土地革命风暴中的歌声”

“为全民族抗战呐喊的歌声”“循着解放战争进程的歌声”四
个主题部分。走进馆内，科技的力量扑面而来——液晶屏结
合红外感应定向音罩循环播放着《壮烈歌》，触摸屏链接刘绍
南高唱《壮烈歌》英勇就义的画面；运用270°沉浸空间展现
《长征组歌》的宏大场景，《山丹丹开花红艳艳》采用双屏转
移技术，增强展览的互动性与趣味性……

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房山区委宣传部副部长武玉章
介绍，纪念馆于去年启动了展陈提升改造，重新开馆后，进
行了不少探索创新。此次展览中展示的主题歌曲有15首，上
版展示歌曲有71首，多媒体链接歌曲123首，共209首。

“我们希望通过沉浸式党史教育的方式，增强互动性、体
验性，让观众能够看进去、融进去，让更多的人在歌声中感

悟党史，坚定信仰、汲取力量。”武玉章告诉记者，开展一周
时间来，每天参观者500余人次，有老人和中青年，也有学生
和少先队员。

《黄河大合唱》使用了大幅油画创作，《淮海战役组歌》
运用了沉浸式影院再现淮海战役全过程。这123首链接歌
曲，通过多媒体播放、电子触摸屏、扫码链接等多种形式，
使参观者获得更多的信息。

据悉，这209首歌曲都是由党史专家和音乐史专家共
同研究、精心筛选的。“难点在于我们不仅重点突出歌曲与
党史的关联，还要深入挖掘党史和歌曲背后的故事，依托
这些歌曲和革命故事所承载的历史及思想内涵，来展示中
国共产党领导中华民族站起来、富起来到奔向强起来的光
辉历程和历史贡献。”霞云岭乡党委宣传部部长孙佳炜对记
者说。

由于一些歌曲年代已经久远，收集起来并不容易。孙佳
炜说，“有一部分革命歌曲是在目前的网络音乐平台找不到
的，我们通过征集渠道，找到了部分歌曲老唱片，还有一部
分歌曲对版本和演唱者、合唱团有指定要求，我们辗转联系
到北京音像公司，找到了《长征组歌》等
33首歌曲，另外还有30首歌曲最终在中
央唱片公司曲库里找到的。”据记者观
察，在这些展示的歌曲中，《没有共产党
就没有新中国》一曲吸引了最多观众驻
足，一些观众在《国际歌》《七律·长
征》等歌曲前停留的时间也较长，而跟着
歌曲高唱成为不少观众自发的举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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