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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 方 红 ， 太 阳
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
……” 20 世 纪 40 年 代
初，这首诞生于黄土高
原 的 民 歌 用 朴 实 的 语
言，唱出了人民群众对
毛泽东主席及其领导的
中国共产党的深情。几
经改编和广为传唱后，

《东方红》 不仅创造了
演唱人数和演唱次数的
纪录，还曾搭乘中国第
一颗人造地球卫星飞向
太空，唱响世界。

一曲 《东方红》唱
出了共产党人“为人民
谋幸福”的初心、带领人
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中国梦永续奋斗
的信念和决心。时至如
今，每每响起，仍能激荡
你我心绪，历久弥新。

1970年4月29日，新加坡《民
报》刊登了一篇关于中国“东方红
一号”发射的特稿。其中有这样的
一段描写：“这颗一百七十三公
斤、播放着《东方红》音乐的中国
人造卫星，飞遍了全球，自然，
也飞过了白宫、五角大楼、华尔
街、克里姆林宫的上空，也在尼
克松、勃列日涅夫、柯西金的头
上飞过，它打破了美苏在太空科
学方面的垄断。”

就在这篇文章发表的5天之前
——1970年4月24日，我国自行研
制的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
一号”，在“长征一号”火箭的运
送下，准确地进入预定轨道，并向
全世界播放歌曲 《东方红》。当这
段中国人最熟悉旋律的前4个小节
共27秒长的乐音，以20.009兆周的
频率被地面接收站接收后再通过广
播电台转播到世界各地时，中国成
为继苏、美、法、日后，世界上第
五个独立研制和发射卫星的国家。
而这段从天外传来的《东方红》音

波，就这样成了中国进军太空科学
的独特宣言。

“当时没有先进的计算机，我
们就用手摇计算器算，用手一笔笔
地记；在纸上画图纸、爬格子，是
设计师的必修课；没有低温实验
室，我们就去海军的冷库做，出来
的时候，塑料鞋子都被冻裂了。”
不久前，已经88岁的第九、十、十
一届全国政协委员，“神舟之父”
戚发轫在录制一档致敬建党百年的
纪录片时向人们讲述了那段刻骨铭
心的经历。

上世纪 60 年代，30 出头的戚
发轫接到任务，加入“东方红一
号”卫星设计团队，主抓地面实验
方案。当时，由于国外的严密封
锁，中国的研制人员连卫星长什么
样都不知道，最基本的研制条件也
不具备。为实现航天领域“零”的
突破，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戚
发轫与老一代科学家们攻坚克难，
想尽一切办法战胜困难。

为了完成卫星“上得去，抓得

住，听得到，看得见”的发射任务，
科学家们绞尽脑汁。其中，怎么样实
现“听得见”、用哪种乐器演奏《东
方红》就颇费心思。当时特殊的时代
背景下，在排除了钢琴、小提琴等西
洋乐器和胡琴、琵琶、扬琴等民族乐
器演奏效果不理想的情况下，音乐家
们最终决定用国宝级乐器——为乾隆
皇帝80岁寿辰祝寿而铸的黄金编钟演
奏试试。这一试，竟收到了出乎意料
的效果。由此，在中国乃至全世界，
那曾奏响中华文明之音的乐器发出的
乐音在太空回响……

时至今日，“退役”多年的“东
方红一号”卫星仍在围绕地球飞行。
在 天 气 晴 好 的 日
子，许多天文爱好
者还会拍摄这颗卫
星经过祖国上空的
照片。而它就像一
个 精 神 坐 标 ， 指
引 着 一 代 又 一 代
的 中 国 航 天 人 接
续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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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最朴实的生命之呐喊，吼
出了陕北大地的心声

“东方红，太阳升，
中国出了个毛泽东，
他为人民谋幸福，呼儿咳呀，
他是人民大救星……”
《东方红》，中国人最熟悉的旋律

之一。
这首中国人家喻户晓、激昂雄浑

的经典革命老歌曾激励了几代人。对
于出生于上世纪60年代初的陕西省
政协委员、延安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
授张小兵而言，这是沁入血液的记忆。
在那个大多数人捧着广播听世界的年
代，晨间一曲《东方红》、暮色下《国际
歌》奏罢后再关上那个方匣子，这颇具
仪式感的一天才算完整，“对我们那代
人来说，《东方红》是最熟悉的旋律。”
张小兵说。

关于《东方红》的创作起源，说法
众多。有说法认为它的最初原型是一
首叫做《你叫妹妹不放心》的陕北民
歌，有人则认为，它其实起源于另一首
流传于陕北和晋西北的民歌《芝麻
油》。然而，对比这两首歌曲不难发现，
歌词虽然大不相同，曲调却相差无几。

没有人说得清，这曲调诞生于何
时、创作者是谁、它的第一版歌词是什
么。这首曲子已经在黄土高原的山坳
坳里，在黄河两岸，流传了几个世纪。
晋、陕大地上的一代代后生，在贫瘠的
土地上，在黄土高原的梁梁峁峁上，吊

起嗓子唱着那一句句亲昵的歌词，抒发
着心中的情爱喜乐。

1935年，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共
产党领导农民打土豪、分田地，穷苦人翻
身做了主人，世世代代生活在这片黄土
地上的老百姓开始过上了好日子。而以
信天游为代表的陕北民歌开始融入革命
色彩，讴歌火热的边区生活，纷纷用歌声
表达对共产党和毛主席的拥护。

1938年，音乐家安波等人为这曲小
调重新填词创作了一首反映抗日内容的
《骑白马》：“骑白马，挎洋枪，三哥哥吃了
八路军的粮，有心回家看姑娘呼儿嘿哟，
打日本就顾不上”。几年之后，以《骑白
马》为范本，日后唱响全中国的那首《东
方红》在延安以北200多公里外的一个
小县城里开始萌芽。

半个多世纪以来，佳县农民李有源、
李增正两叔侄的创作故事流传已广。七
八十年后，李有源的孙子李锦鹏在采访
中这样描述这首歌的诞生：“1942年的
一天早晨，我爷爷起身掏粪，当他走到一
个山峁上时，一轮红日从东方升起照到
他身上，照亮了佳县古城，照亮了黄土高
原，照得他身上暖洋洋的。他突然停住脚
步，自言自语地说‘把毛主席比作太阳，
不是最恰当吗？’因此他就即兴唱到：‘东
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

李有源是个苦水里泡大的庄稼汉，
直到家乡“闹红”，他和其他穷苦人才真
正翻了身做主人。因此他打心眼里感激
中国共产党，感激党的领袖毛泽东。不断
充实后，李有源将歌曲唱给了侄子李增
正，后者在春节闹秧歌时，把这首歌唱响

了整个佳县县城。翻身做主人的劳苦大
众，用最朴实的生命之呐喊，吼出了陕北
大地的心声：“共产党像太阳，照到哪里
哪里亮。哪里有了共产党，哪里人民得解
放……”

“他和人民之间有一种亲切的
感情上的交流，他好像永远生活在
群众之中”

1943年冬天，边区政府在佳县县城
附近组织起一支移民队，到延安一带垦
荒，陕北人把这叫“走南路”，作为移民大
队的副队长李增正领着乡亲们一路唱着

“东方红，太阳升”南下，将这首歌传唱开
来。

歌者唱的起劲，听者听的入神，文艺
工作者听到后更是如获至宝。鲁艺民歌
研究会收集到的《东方红》，在1945年被
鲁艺组织的“挺进东北干部团”带到了沈
阳，在刘炽、王大化、高阳、田方、公木的
修改完善下在沈阳正式演出，一曲《东方
红》天下尽知。

在张小兵看来，《东方红》以朴实的
语言，唱出了人民群众对毛泽东和中国
共产党的深情。“为什么陕北群众会如此
拥护共产党？这是因为共产党心中同样
装着群众。”

共产党治理下的延安，与当时的
中国有着太多的不同。一位作家写道：

“那是一个奋发的时代，一个朝气蓬勃
的年代。一个党和人民、领袖和群众同
甘共苦，相濡以沫，共同创造英雄史诗
的年代……”

“中国共产党的根基在人民、血脉在
人民、力量在人民。”张小兵认为，在半个
多世纪的流传中，这首歌之所以能成为
刻在国人细胞中的红色基因，就是因为
中国共产党将人民的利益视作党的最高
利益。

“我们党中央在陕甘宁边区局部执
政的十多年时间里，始终把人民放在心
中至高无上的地位，始终为老百姓谋福
利。老百姓得了实惠、得了好处，自然觉
得共产党好，自然心甘情愿听党的话、跟
党走。”张小兵说，“真正赢得老百姓的，
就是中国共产党恪守了自己的群众观点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切为了群
众，才可能一切依靠群众。”

张小兵经常给来延安学习培训的学
员讲述一个故事：1944年，毛泽东得知
侯家沟有两个村庄的妇女不能生育孩
子，便找来当时的中共延安市委书记张
汉武询问情况并建议请中央医院去化验
一下水。张汉武回答：“好是好，只怕这种
小事医院不愿干。”对此，毛泽东严肃指
出，对于共产党员来说，人民的疾苦绝非
小事！应当让医院派人去。经过化验，果
然发现村里的水中有大量有害物质，影

响了妇女生育，医院很快帮助群众解决
了饮水问题。

张小兵说，毛泽东在陕北延安时期，
虽然工作很忙，经常通宵达旦地工作，但
总要抽出时间或利用一点一滴的空闲，
深入群众，与他们交往，询问他们的生产
生活情况；虚心听取群众的意见，与群众
建立起深厚的友情。在张思德追悼会上，
毛泽东用一篇通俗易懂的演讲，生动诠
释了共产党人的宗旨：为人民服务！

正如英籍华人女作家韩素音在《早
晨的洪流：毛泽东与中国革命》一书中的
评价：“他和人民之间有一种亲切的感情
上的交流，他好像永远生活在群众之
中。”

必将穿越时空，成为永恒的
经典

新中国成立后，《东方红》演变为响
彻中华大地的经典圣歌。1949年10月1
日，当毛泽东主席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向
全世界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
政府成立了”的庄严时刻，奏响的背景音
乐就是《东方红》。

进入上世纪60年代，《东方红》迎来
了一个新的高潮。为纪念新中国成立15
周年，由周恩来总理亲自策划和指挥的
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不仅以《东方红》命
名，而且将这首歌改编成交响合唱曲，用
于全台戏的序幕。1964年10月2日，大
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第一次在人民
大会堂演出，成就了那个时代文艺界空
前的盛举。

80多年前，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
央在延安战斗和生活了13年。在那个积
贫积弱、战火纷飞的年代，延安保留住了
红色中国的火种。80多年以后，这片“红
色圣地”的故事又不止于历史，它也在用
自身经济的发展和产业转型书写着当下
和未来。张小兵告诉记者，如今，“延安苹
果”“洛川苹果”已经发展成家喻户晓的
品牌。苹果也成为全市覆盖面最广、从业
人数最多、持续效益最好、对农民增收贡
献最大的特色产业。

此外，延安充分利用当地的445处
革命旧址，依托景区旅游资源优势，大力
发展旅游配套产业。从对矿产资源的依
赖，到走现代农业之路，加上红色旅游带
动生态旅游发展，一个多元化发展的革
命老区正在焕发新机。

走进新时代，这首诞生于黄土高原
民间音乐沃土，表达人民朴素心声的
歌，又通过民歌新唱等形式被演绎为多
种版本。《东方红》 唱出了共产党人

“为人民谋幸福”的初心、带领人民为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永续奋
斗的信念和决心，必将穿越时空，成为
永恒的经典。

“他为人民谋幸福，他是人民大救星”
本报记者 王慧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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