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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是一年“八一”，今年，中国人民解放军迎来了建军 95 周年，在党的领导下，人

民军队披荆斩棘，不断取得胜利，建立了伟大的历史功勋。本版邀请委员名家撰稿，从

不同侧面讲述动人的军旅情怀，以飨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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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曲，最能展现时代精神与民生
风貌，好的歌曲催人奋进、给人力
量，而歌曲中的军旅歌曲，更是一支
部队生命力和战斗力的体现。回望中
国人民解放军95载的光辉历程，军
歌声声，胜利的节奏始终伴随。军歌
嘹亮，系我军魂、壮我军威。

这是一种耳濡目染的精神陶冶，
这是一种无所不在的奋进力量。在一
首首雄浑、高亢、激越、向上的军歌
里，人民军队的顽强意志得到淬炼，
官兵血脉里的红色基因得到传承，从胜
利走向胜利的战斗精神得到升华，人民
军队忠于党的优秀品质发扬光大。不论
在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在和平建设时期，
哪里有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哪里就有鼓
舞人心、振奋士气、令敌人闻风丧胆、
摧枯拉朽，让党和人民群众血脉联系更
加紧密的红色军歌。

战争年代，军歌是用音符铸造的
子弹，是用号角奏响的军魂。

军旅歌曲诞生于烽火年代，扎根
于铁血军营，伴随着人民军队成长壮
大、从弱到强。在每一场伟大胜利的
背景声里，都有军歌飞扬的影子。从
工农革命时期开始，在党政军领导
人、军旅音乐家、广大红军指战员的
共同参与下，中国工农红军的歌曲就
已经呈现出丰富多彩的形态。

我们从《工农兵联合起来》听到
无产阶级政党对普罗大众的召唤；从
《八月桂花遍地开》《当兵就要当红
军》里听到了劳苦百姓对人民军队的
拥戴；从 《上前线去》《打骑兵歌》
里听到人民战士的顽强骁勇；从《三
大纪律八项注意》《会师歌》《横山里
下来些游击队》里听到了军爱民、民
拥军的鱼水深情。无论是“八一”南
昌起义、秋收起义、井冈山，还是工
农政权的建立，中央苏区的反“围
剿”斗争，乃至史无前例的“二万五
千里长征”，军旅歌曲始终鼓舞着红
军英勇无畏地去冲锋、去战斗。

抗日战争时期，反映全民抗战的
《义勇军进行曲》《八路军进行曲》《新
四军军歌》《露营之歌》《在太行山上》，
激励军民团结抗日的《保卫黄河》，描
绘大生产运动的《生产运动大合唱》
《南泥湾》，表现战略战术运用的《游击
队歌》《到敌人后方去》，纪念抗日英雄
的《左权将军》等歌曲，都已经成为党
领导中国军民奋起抵御外侮、谋求民
族独立解放的经典记忆。

解放战争时期，我军培养的大批
专业、半专业以及业余的创作人员深
入到轰轰烈烈的战争环境中，密切配
合战争形势的发展和各个阶段的战略
任务，创作了《战斗进行曲》《说打
就打》《骑兵进行曲》《打个胜仗笑哈
哈》《来一个歼敌大竞赛》《打得好》
等反映作战部队和解放区人民的战斗
与生活的军旅歌曲，在贯彻党的路
线、方针、政策和军事任务中，起到

了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抗美援朝战斗

中，更是孕育产生了《中国人民志愿军
战歌》《我是一个兵》《我的祖国》《英
雄赞歌》等一大批铿锵有力的战歌，振
奋着鼓舞着志愿军的广大指战员赴汤蹈
火、英勇作战，最终赢得胜利。

值得关注的是，在这些展现铁马
金戈、洪流激荡的军旅歌曲中，我们
始终能够看到中国百姓和父老乡亲的
身影，《拥军花鼓》《歌唱二小放牛
郎》《军民进行曲》等经典歌曲的背
后，既是在战争年代惨烈的环境下全
民皆兵、全民参战的缩影，也是
毛泽东关于“兵民是胜利之本”思想
论断的具体体现。

和平岁月，军歌是家国情怀的深
情表达，是抒写豪情的时代强音。

在和平年代，军人是祖国安宁的
忠诚卫士，是幸福生活的坚定保障，
是护卫共和国繁荣的钢铁长城。和平
年代的军歌，不仅是党心、军心、民
心的展现，也更增添了火热的生活情
趣和鲜明的时代特征。

《人民军队忠于党》《我为伟大祖国
站岗》展现了人民战士的忠诚；《我爱
蓝色的海洋》《我爱祖国的蓝天》《铁道
兵志在四方》描绘了不同兵种对祖国的
赤诚；《打靶归来》《真是乐死人》等生
动活泼的旋律则表现了绿色军营里生机
勃勃的火热生活；还有《长征组歌》
《英雄们战胜了大渡河》等合唱作品以
矩阵的形式回望历史、为人民军队浴血
奋战的丰功伟绩谱写赞歌。

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指引
和感召下，音乐家们敞开心灵、放飞
翅膀，对军旅歌曲创作的题材角度、
音乐风格等进行了全方位的探索开
拓。《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当兵的
历史》《当兵的人》《一二三四歌》等
歌曲里透着中国军人的热血与担当；
《军港之夜》《小白杨》《说句心里
话》《晚风吹过哨塔》为铁打的营盘
平添了一缕温馨与浪漫；《草原之
夜》《再见吧，妈妈》《十五的月亮》
《为了谁》 等歌曲则注重亲情、爱
情、友情的表达，让军旅歌曲创作的
思想内涵得到深化，情感空间得到拓
展，表现形式更加立体多彩。由于这
些歌曲不仅抒发了战士们对军营生活
的热爱，也传递了千家万户普通人之
间的人间真情，因而引发了社会各界
的自发的广泛传唱。

新时代，军歌伴随新征程，强军
目标再出发。

战旗猎猎、军歌嘹亮。新时代，
伴随着强军实践的进程，军旅歌曲形式
的多样化以及军歌功能的不断拓展，促
使一大批具有深刻思想内涵和鲜明时代
气息、激励军心、民心同时又兼具非凡
艺术魅力的军旅歌曲相继涌现。

党的十八大以来，《改革强军进
行曲》《我要胜利》《我们从古田再出
发》《就为打胜仗》表达了新时代军
人能打仗、打胜仗的信心决心；《跟
我上》《起飞在波涛之上》《有我在》
《新时代的女兵》《列兵》等歌曲聚焦
了备战打仗是新时代军队使命这一主
题；《西柏坡组歌》《战狼》《铁血忠
诚》《火箭军战歌》《请放心吧！祖
国》等一系列军旅新歌则是打造强军
兴军文化价值内涵的具体体现。这些
歌曲成为引领时代的号角，不仅回荡
在军营里，激昂在队列中，也为广大
人民群众家喻户晓、喜闻乐见。

2013年，习近平主席提出了新
时期的强军目标。受此鼓舞而创作的
《强军战歌》唱出了三军将士对强军
目标的不懈追求和践行强军目标的万
丈豪情，迅速在部队官兵中掀起了教
唱学唱热潮 。

而表现解放军在抢险救灾、抗击
疫情等危难险重的紧急关头挺身而出的
歌曲《解放军来了》等，则充分展现人
民子弟兵对党的忠诚和对人民的热爱。

气为兵神，勇为军本。在中国共
产党创建并领导自己的武装力量从胜
利走向胜利的95年历程中，嘹亮的
军歌自始至终与人民军队相伴相随，
为勇者振臂，为士兵鼓气，为战胜前
进道路上的一切风险挑战加油高歌。

军歌声声唱军魂，军歌嘹亮壮军
威。让我们在流淌的歌声中回望人民
军队一路走来的壮阔历程，用不朽的
音乐向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伟大精神和
光荣传统致敬。

（作者系全国政协委员，中国音
乐家协会分党组书记、驻会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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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长、老兵……”，每次听到这
亲切的称呼，连我这个没当过兵的
人都会感动，这是身份、资历、荣誉
的象征，不敢说每一声称呼背后都
会有一段故事，但每一声称呼背后
肯定都会有一段回忆。

我没有穿过军装，没有住过营
房……但这不妨碍我见到军旗时目
不转睛，听见军号时血液奔腾，这是骨
子里对军人、军队、军魂的满心崇敬。

“朔方烽火照甘泉，长安飞将出祁连，
犀渠玉剑良家子，白马金羁侠少年”，
这首隋代诗人卢思道的《从军行》写尽
了守疆护土、戎马卫国的英雄气概。

第一次到部队是19年前腊月
里的新春慰问活动，第一次满眼都
是军绿，行走立坐，一招一式，叹为
观止。置身这种既新鲜又熟悉的环
境中我欣喜异常，我确定自己喜欢
部队，可能跟小时候心中的当兵梦
有关。在我出生的小山村里，穿军装
是顶顶了不起的事情，我6岁那年
在比我家还靠近大山的伍大爷家看
到他小儿子在部队拍的照片。照片
里的青年身形挺拔，笑容腼腆，背靠
军绿色大卡车，手里拿着红色小本
子，我看着照片跟着咧嘴笑，羡慕得
不得了。农村孩子的梦想很小、也很
少，就是太想知道“当兵”的样子了。

后来，每两年总能到一次部队，
无论是仪仗队的威仪，还是站在甲
板上的海天一色，再或者是雪域军
人的高原红“勋章”，此时的我，反倒
庆幸8岁时拿起了画笔，否则哪有
可能被最可爱的官兵跑前跑后地围
着，争先恐后地展宣纸、置色盘、换
墨水，面对他们高效的工作、嘎嘣脆
的话，总能让情绪被感染的我画力
大涨，“福”字一挥而就，“对联”一气
呵成，山水“重彩立现”，花鸟“亦写
亦工”，比在任何一种笔会场合都更
有幸福感。哪怕我未曾当过兵，未曾
穿过军装，但是我的作品留在了部
队，我的心意留在了老兵身边，彼时
情景，至今不忘。

如果画笔也能圆了军人梦，那
一定是我的心愿被听到。所以我试
着以笔作枪，记录新中国成长路上
的转折与再起航，那是盛夏的韶山、
大渡河的激扬、井冈山的龙潭松柏、
狼牙山的悲壮、娄山关的胜利号角、
四渡赤水的河畔风光。

五年三上韶山，对毛泽东故居
已熟悉非常。1893 年 12 月 26 日
毛泽东诞生在这里，并度过了童年
和少年，1910年的秋天外出求学走
向更广阔的世界，直至 1925 年 6
月，毛泽东同志在这里召开秘密会
议，在房间的阁楼里建立了中共韶
山支部，他与中国革命的故事，是从
这里开始的。

在半个多世纪的革命生涯中，
毛泽东把毕生精力无私奉献给了祖
国和人民。一别故居32年后的1959
年，毛泽东同志回到韶山时想到为
革命捐躯的亲人与乡亲，触景生情，
写下“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
新天”的诗句，其蕴含的精神力量，

激励我们在新时代更要有所作为，让
这片正焕发出蓬勃生机的红色土地，
描绘出更加幸福美好的复兴蓝图。

大渡桥横，铁索寒江，不大的泸定
县城，被湍急的大渡河一分为二，站在
桥上可以感受到它巨大的能量，犹如
千军万马奔流而来，气势滚滚怒吼而
去！这一刻，震撼就已开始。

站在马鞍山垭口，可远眺当年红军
强渡大渡河天险的渡口，混浊的河水在
峡谷里蜿蜒曲折奔涌而去，一路诉说着
这场中国革命史上的奇迹。在这场载入
史册的战斗中，有被永远传唱的强渡十
七勇士，有帮助红军摆渡的77名船工，
还有宽达300余米的汹涌河水也阻挡
不住脚步的工农红军，一举摆脱敌军的
围追堵截，为长征的最后胜利奠定坚实
的基础，成为世界战争史上的神来之
笔，而十三根光溜溜的铁索也成为人民
军队奋勇斗争的最好见证。

“红米饭，南瓜汤，秋茄子，味好
香，餐餐吃得精打光。干稻草来软又
黄，金丝被儿盖身上，不怕北风和大
雪，暖暖和和入梦乡。”这首人人会唱
的歌谣生动展现了井冈山斗争时期，
共产党人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和创业
精神。革命先烈们在艰难困苦的岁月
依然积极乐观，以实际行动帮群众、纾
困难，到处都有感人的故事。

“历史红，山林好”，这是井冈山的
两件宝，英雄的史诗、壮丽的山河、得
天独厚的风光，人文景观和自然景观
并存。若时间宽裕，小住两日，饱游饫
看，对景写生，雄伟的山峦、怪异的山
石、参天的古树……当真“随景畅下
笔，千姿心中意”。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国共产
党万岁！”这是狼牙山五壮士打光最后
一颗子弹、纵身跳崖前发出的最后呐
喊。这里崖高千尺，三面绝壁，一面陡
坡，险不可攀。1941年9月25日，马宝
玉、葛振林、宋学义、胡德林、胡福才为
了掩护部队和群众转移，在两个方向
的岔路口前做出了伟大抉择，放弃通
向山区的纵深，毫不犹豫向着狼牙山
的主峰棋盘坨攀去，为了吸引敌人，他
们边撤边打，500多名日本鬼子在一
名大佐的率领步步紧追，经过5个多
小时的激烈战斗，在毙伤90多名敌人
后，被逼至狼牙山顶峰，弹尽路绝之
时，利用险要地势，用石头抗击进攻，
石头用尽后，五名中华民族的优秀男

儿宁死不屈，毅然跳崖。
新中国成立后，狼牙山五壮士的

故事成了全国小学语文课本中激荡人
心的一篇课文，崇高的爱国主义情怀
和保家卫国的革命主义精神，教育和
鼓舞着一代又一代人。

再登娄山关，与10年前无异，大
尖山高耸苍穹、小尖山鬼斧神工、点金
山巍巍如松，“娄山关”古碑山脚矗立，
呼啸而过的风似低吟讲述，又似重逢
欢呼。因娄山关大捷拉开了长征以来
首个重大胜利的序幕，乘遵义会议“伟
大转折”的蓬勃之势，让这咽喉险要、
黔北钥匙、兵家必争之地见证了党和
红军走向胜利的光辉时刻。

“西风烈，长空雁叫霜晨月。霜
晨月，马蹄声碎，喇叭声咽。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
越。从头越，苍山如海，残阳如血。”

这首气壮山河的诗词，是毛泽东
在娄山关一役后策马扬鞭过山隘时豪
情挥就，浓烈的革命色彩，炽热的民族
情感，连同阳光照射下的娄山关红军
战斗纪念碑一起熠熠生辉。岿然不动
的碑体，状若红军刺刀的两座尖顶巨
柱，直指万里长空，又似万里长征凯旋
的红军战士。

遵义会议后，红军被迫西渡赤水，
为摆脱敌人，挥师东进；二渡赤水，重占
娄山关，再占遵义城；遵义战役后，三渡
赤水，四渡赤水，兵临贵阳，西进云南，
巧渡金沙江，冲出绝境，实现了北上会
师的伟大战略计划。四渡赤水也成为

“长征史上最光彩神奇的篇章”。
回首赤水河畔，天高云淡，入竹林看

竹叶飞舞，入河谷看云卷云舒，山川草木
无言，河流五彩斑斓，酱香弥散两岸，目
之所及，悠然出尘，更似一幅一眼千年的
山水画，只是再大的宣纸，也绘不下这一
个个可歌可泣的感人故事，再大的笔力，
也绘不尽历史魅力与光辉历程。

心有所信，方能行远，新时代的“赶
考”路上，同样有许多“大渡河”“娄山
关”“赤水河”“狼牙山”需要征服和跨
越。相信我们一定能克服前进路上的所
有艰难困阻，继往开来。建军95周年之
际，我们要赓续红色血脉，继承革命先辈
的英雄精神，在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
标的赶考路上接续奋斗，挑起时代重担，
以奋斗者姿态书写伟大复兴新篇章。

（作者系全国政协委员，吉林省政
协书画院副院长）

伟大的历史脉搏
刘 广

“八一”，对于我和我的家人来说，
是一个特殊的日子。因为我出身军人
家庭，我的祖辈、父辈乃至同辈、后辈，
很多人都是军人。

小时候，我经常听到的，就是关
于祖辈与父辈所亲身经历的抗敌奋
战故事，以及他们那个年代的革命
英雄故事。

在抗日战争时期，我的祖父参加了
铁道游击队，在当时的微山湖（现徐州）
做站长，一边打鬼子，一边给八路军送
情报。我祖母也是翠微湖送情报大军中
的一员，虽然缠着小脚，却动作迅速以
各种各样的方式将情报传送出去。

我的外祖母在山东烟台胶东地
区，那是日本侵略军进行经济掠夺、以
战养战的必争之地。当时她负责在抗
敌后方救助伤员，曾救过一名参加过
东北抗联的八路军女战士，当时这位
女战士只有18岁，是在送情报途中被
敌人发现的，在被追捕过程中中枪感
染，后来被外祖母救回了家。外祖母对
我母亲说，这是你的姑姑。母亲也回忆
说，那时就知道家中突然多了一位漂

亮而且多才多艺的年轻姑姑。家里穷，
每天只能给伤员吃米糊、面糊，但他们
都不觉得苦。母亲至今还记得这位漂
亮姑姑现编现唱的一首歌：“哎呀哎呀
呀，大姑娘挂彩头一回呀……”在那样
艰苦的环境中，革命先辈的积极与乐
观，感染了我。抗战中，我家里也有牺
牲的亲人，我母亲的二叔是中共地下
党，曾因为他递送的情报，敌人损失惨
重，但还是在这一过程中被捕了，后来
宁死不屈而牺牲。

新中国成立不久的20世纪50年
代，我的父亲参与了西藏平叛，因为作
战英勇，他在当时还有个外号叫“刘大
炮”。只是，从他口中，听到的更多的是
他身边战友们的英勇与牺牲。他说，最
为残酷的，不是当时西藏海拔高、地形
复杂的环境，而是战友在自己眼前倒
下。我还记得他曾经讲到一位战友牺
牲时的场景，那是一个普通的毫无预
兆的早晨，他们在倒水途中，这位走在
前边的战友突然中弹牺牲了。讲到这
里时，一向刚强的父亲再三哽咽。他常
常叮嘱我的一句话就是，好好珍惜现

在的和平美好生活啊。
我喜欢读书，也是受父亲的影响。他

给我阅读的启蒙书，就是《红灯记》《小兵
张嘎》《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红色娘子
军》《草原英雄小姐妹》等，铁梅、张嘎子、
刘胡兰等英雄人物形象，从小就深深地
烙印在我的脑海中，因着家庭的熏陶与
感染，军人的职责与担当，在我内心留下
永不磨灭的印象。对于他们，我始终心怀
崇敬。

长大后，我成为一名文艺工作者，进
入石家庄河北梆子剧团工作，创作与演绎
红色题材作品，也成为我的一个追求。我
所在的城市石家庄，是解放战争时期中国
人民解放军攻克解放的第一座较大城市，
并建立了新中国第一个以城市为中心的
人民政权，许许多多的红色故事在这里演
绎。如何传承红色基因、弘扬红色文化，挖
掘、整理、传播这些红色题材故事，成为我
的使命。近年来，石家庄河北梆子剧团根
据真实历史故事原创了《石门风萧萧》《黎
明前的星光》等多部革命题材剧目，其中
《黎明前的星光》就反映了石家庄中共地
下党员为获取石门城防情报与日寇进行

艰苦卓绝斗争的故事。
但是，我做的事情还不够，还应该多

创作一些，多表现一些，真正把红色文化
传承下去。就像我母亲所教育我的那样：
艰苦朴素，刻苦学习，干一行爱一行，多
多长本领。因为在曾亲历那个残酷年代
的他们心中，和平美好的生活是用无数
先烈的生命与鲜血换来的，生于和平年
代的我们应珍惜与守护好这份美好，时
刻感恩祖国，感恩革命先辈，只有长本
领，才能真正地报效祖国。而这，也成为
鞭策我不断前进的动力。

（作者系全国政协委员，石家庄河北
梆子剧团团长）

我听过的英雄故事
刘莉沙

把嘱托担当起来
把期望担当起来
建成世界一流军队
我们阔步新时代

奔向一流，激情豪迈
嘹亮号角响彻天外
奔向一流，步伐铿锵
雄风呼啸铁流澎湃

奔向一流，传承血脉
勇往直前闯关夺隘
奔向一流，能战胜战
强军之路星辰大海

把光荣担当起来
把神圣担当起来
向着第二个百年进军
我们高歌向未来

（作者系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著
名军旅作家）

奔向一流
胡宏伟

井冈山
你是一座革命的山
革命的星星之火在这里点燃
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在这里凤凰涅槃

“农村包围城市
武装夺取政权”
中国革命的道路
在这里艰辛开创
向全国向未来延伸拓展
井冈山
你就是中国革命伟大的摇篮！
井冈山
你是一座英雄的山
四万多烈士的鲜血
化作满山遍野的红杜鹃

“为有牺牲多壮志
敢教日月换新天”
无数人前仆后继
无数人奋勇向前
革命理想高于天
井冈山
你是当之无愧的“天下第一山”！
井冈山
你是一座胜利的山
一次次强敌围困
一次次克难攻坚
一次次面临生与死的抉择
一次次历经血与火的考验

“从这里革命才走向成功”
胜利属于你——
井冈山
你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经典！
井冈山
你是一座精神的山
巍巍罗霄
高耸起共产党人坚定执着追理想的伟大信念
漫漫征途
检验着共产党人实事求是闯新路的正确路线
道道险关
砥砺着共产党人艰苦奋斗攻难关的伟大精神
峥嵘历史
展示了共产党人依靠群众求胜利的壮丽画卷
走进井冈山
接受一次共产党人的精神洗礼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井冈山
你永远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

（作者系山西省政协常委，山西省
政协党组成员、副主席）

井冈山
李正印

《《娄山关娄山关》》 刘广刘广 作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