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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不久，笔者赴延安参观见学。一

周时间里，当年抗战时期的延安歌声不

时萦绕耳畔心间。

歌声承载记忆，也刻录历史。当年

的延安，真可谓“歌咏之城”。从旭日东

升的清晨到夕阳西下的黄昏，甚至月朗

星稀的夜晚，皱折横亘的黄土高原歌声

飞扬，给唱者与听者都注入源源不断的

力量。延安的歌声，是革命的歌声、战

斗的歌声、劳动的歌声，也是极为广泛

的群众的歌声。那悠远而热烈的歌声，

闪耀的是革命精神的光芒，锤炼的是百

折不挠的英雄品格，砥砺的是坚定的精

神信仰。

歌声展现精神气象，也抒发战斗

豪情。在那个国难当头、民族危亡的

年代，延安的歌声唱出了救亡图存的

最强音。歌声与行动同步，歌声和战

斗同行，有的歌曲直接催生着战斗

力。如《到敌人后方去》，把战略思想、

战术动作、战斗任务、战斗目的唱得明

白清晰。大家一边歌唱，一边落实。

《游击队歌》，唱出了游击队员的机警

灵敏和英勇善战。其他紧密配合任务

的战歌、进行曲，如《反法西斯进行曲》

《团结就是力量》等，大都是蘸着炮火

烽烟而写、迎着枪林弹雨而唱。这些

歌曲像节日的焰火装点着天地，像声

声炸雷响彻天空，寄托着无数中华儿

女的热血情怀。

歌声抒发情感，也提振军心士气。

延安的歌声唱出了中华民族优秀子孙

的英勇与担当。一曲曲救亡图存的不

屈战歌，在抗日根据地凝聚起团结人

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磅

礴伟力。

作为抗大传人，当我在抗日军政大

学旧址前，动情领唱“黄河之滨，集合着

一群中华民族的优秀子孙……同学们

努力学习”的那一刻，不禁心头一热，思

绪翻飞。

这首诞生于 1937年，由毛泽东倡

导，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负责人凯丰作

词，青年作曲家吕骥谱曲的抗大校歌，

穿越时空，至今仍然是国防大学的校

歌。激昂的旋律曾使仁人志士从心灵

深处受到震撼，引领着他们义无反顾投

身于抗日救国的行列之中。

抗大的校歌，也是抗大的誓词。

对于有过抗大经历的人来说，黄河之

滨是他们生命记忆中的永恒。当年，

抗大除留下部分师生组成三分校在延

安继续办学，总校连同陕北公学等合

编为八路军第五纵队，由抗日军政大

学总校副校长罗瑞卿率领，深入敌后

办学。离开延安时，学员们背上背包

依依不舍，一边唱着《延安颂》，一边不

停地回望……

那时的延安，是抗日的中心、革命

的灯塔，吸引了无数进步青年来此寻

找救国的真理和人生的光明。当年，

一个19岁的女孩也在这里找到了一种

敞开心扉的方式。她就是《延安颂》的

词作者莫耶。几乎是在同一时间，另

一位年轻人来到这座被歌声环绕的古

城，陪伴他的还有一把用了多年的小

提琴和一本《世界名曲集》。他就是后

来创作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等旋

律的音乐家郑律成。两个年轻人共同

谱写的红色经典歌曲《延安颂》，成为

当时激励千百万抗日志士献身疆场的

精神武器。

抗战歌曲，是抗战精神的载体。

血与火的斗争，催生了一批“标志性”

歌曲。比如著名的《黄河大合唱》。

1939年 2月 26日，时任鲁迅艺术学院

音乐系主任的冼星海到边区医院看望

诗人光未然，并表达了再度合作的愿

望。于是，光未然放弃了创作长篇诗

歌《黄河吟》的想法，仅用5天时间就创

作出《黄河大合唱》的歌词。3月26日

至 31日，冼星海在鲁迅艺术学院的一

个小窑洞里完成了这部旷世之作。这

首气势磅礴、写实性极强的歌曲，唱红

了延安，传遍了敌后，曾感动和激励了

无数人投身抗日战场，以血肉之躯捍

卫了民族尊严。

延安歌声还有着深厚的地域文化

传统，那就是陕北民歌。“信天游”唱起

来粗犷快意，“蓝花花”唱起来悠扬柔

美。这些民歌多半是歌唱爱情，诉说别

离，控诉旧社会的剥削压迫的，如同一

种精神的高蹈和心灵的寄托，在演唱里

闪烁着异彩。在那个激情飞扬的年代，

许多文学艺术作品都能在这块黄土地

上找到共鸣。歌剧、话剧、京剧伴着当

地的“信天游”，让延安沉浸在蓬勃乐观

的革命氛围之中。

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

作。回味延安歌声，让我们启示良

多。那些拥有家国情怀的作品，最能

感召中华儿女团结奋斗的精神。不

辜负时代召唤、不辜负人民期待，文

艺创作者只有担当起传承民族精神

的责任，深入生活、扎根人民、潜心创

作，才能不断发掘音乐艺术的独特魅

力，谱写出情感饱满、恢宏壮阔的时

代经典。

延 安 歌 声
■褚振江

在西藏东南边陲的一个小村庄，驻
守着西藏军区某边防团的一个哨所。
在这哨所里有位“宅男”，终日守护着营
地，时刻严阵以待。

究竟“宅男”在哨所里宅了多久，没
有人能说得出准确时间。不过有一点
是可以确定的，现在哨所里的所有老兵
在它面前都算新兵。

也许你已经猜出来了，这位“宅男”
其实是一条军犬。它有个响亮的大名，
巴蒂。为什么叫巴蒂？现在大家也没
有权威说法，只知道从来到哨所，大家
就这么叫它。
“其实你并不在意，有很多机会，像

巨人一样的无畏……”吃过晚饭，“00
后”列兵陈俊君一屁股坐在哨所的台阶
上，声情并茂地唱起自己改编的歌曲
《丑八怪》。他的身边还坐着位热心听
众，巴蒂。
“打住！你就不能换首歌唱给巴蒂

听啊！本来就天天守在深山，还偏唱
《丑八怪》打击它……”副班长张合武笑
着嚷嚷，“小心它生气不理你！”

陈俊君想把嘴角的笑意咽下去，
可那笑意又诚实地荡漾在亮晶晶的眸
子里。他继续投入地唱，歌声未落，只
见巴蒂摇摇尾巴走开了。“巴蒂，友谊
的小船怎么说翻就翻了呢？”巴蒂一
听，立马转头，对陈俊君晃晃脑袋、摇
摇尾巴，顿时引得战友们一阵大笑。
确实，这是哨所每天晚上最为闲暇欢
乐的一段时光了。
“出门一片山，进门十张铺，白天兵

看兵，晚上数星星。”这里有着常人难以
想象的孤独与寂寞。每遇到大雪封山，
哨所就成了“孤岛”。在这深山僻壤里，
战士们有时会对着大山高喊几声，听那
不绝于耳的回响，有时也会和巴蒂说说

悄悄话。
每年新兵初到哨所时，巴蒂都不咬

不叫。它会围着新兵摇头晃脑，慢慢踱
步，很有几分“老兵”的神气范儿。可若
是平日里，哨所来了陌生人，它就会马
上警觉起来。

有一年，团政委黄兴国刚上任，第
一站就来到这个团里最边远、艰苦的哨
所。巴蒂见到他后，立刻瞪大眼耸着肩
狂吠。“巴蒂，不许没礼貌，这是黄政委，
来哨所看望我们的。”班长何旭赶紧拉
住巴蒂。总归是一回生二回熟，以后黄
政委再上哨所来，巴蒂就像对待老朋友
一样热情了。

邮局送报纸的老周就没那么幸运
了。即便他一月来一次，巴蒂的警惕性
依然很高。老周百思不得其解，也曾想
缓和一下关系，用肉骨头、火腿肠等美
味“贿赂”巴蒂，可巴蒂根本不理睬，还
是不许老周跨进营区半步。

一年冬夜，战士们正围坐在牛粪火
旁，观看着上级配发的卫星电视，突然
听到巴蒂带着哨所里的几条狗狂吠不
止。大家急忙奔出来，顺着巴蒂狂吠的
方向看，只见几个绿莹莹的亮点在远处
晃动。“山上的狼下山了，快抄家伙！”经
验丰富的四级军士长唐朗机警地高
喊。当大家严阵以待时，那几个绿莹莹
的亮点伴随着巴蒂们的怒吼，渐渐消失
在茫茫黑夜中。

回到屋里，在哨所待了 14 年的唐
班长给大家讲起往事：以前哨所周围
曾有一大群狼，少说也有几百头。狼
群出动时嗷嗷嗥叫，声震四野。它们
在草原上不时袭击游牧民的牛羊，成
为一大祸害。哨所官兵巡逻时也曾
多次遭遇狼群，战士们驱狼的办法是
点火，狼见烟火就溜之大吉。近几

年，狼群数量骤减，都是零星活动。
哨所里养的狗多起来，而且都很凶
猛，每当发现山上有狼过来，都毫不
畏惧地群起而攻之，群狗逐狼的场面
相当壮观。

初到哨所的战士多少会有些“水
土不服”。最典型的当属一心想考军
校的上等兵余小双。经过一番刻苦备
考，他却名落孙山。受到打击的余小
双一蹶不振。周末休息，余小双坐在
宿舍里发呆，巴蒂突然蹿进来，还叼
着一个装着学习资料的书包。余小双
心想：“这狗神了，难道它能读懂我的
心思？”

拿过书包，余小双想起自己两次考
试均失败的经历，烦躁地一把将书包扔
出门外，带着哭腔冲巴蒂吼：“不再学
了，你怎么也来刺激我！”

巴蒂“呜呜”地轻声叫着，跑出去又
把书包叼回来。余小双的眼泪忍不住
冲出眼眶。

此刻，一直躲在门外的哨长阿旺
丹增走进屋里，轻声对余小双说：“失
败不可怕，可怕的是失去战胜失败的
勇气。”这时，余小双才明白，原来是哨
长让巴蒂叼来的书包。阿旺哨长鼓励
余小双，不要放弃学习，再拼一次，虽
然军校没考上，退伍后仍然可以报考
地方大学。

在哨长的耐心开导下，余小双重
新拿起了书本。退伍时，余小双终于
拿到了梦寐以求的西藏大学录取通
知书。他兴奋地把录取通知书拿给
哨长看，拿给战友看，甚至还给巴蒂
看了看。

夕阳西下，幽蓝的天空中燃烧着一
片橘红色的云。在橘红暮霭的映衬下，
哨所里又传出战士们爽朗的笑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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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瞧！这个石头上头尖、下面圆，画
个‘使命如山’真是巧妙……”在武警南
阳支队执勤一中队，一场别开生面的石
头文化展吸引了大家的关注。一块块
绘画精美、设计巧妙的石头，赢得官兵
啧啧称赞。看到自己的作品得到战友
们认可，执勤一中队应急班副班长李尉
锦开心不已。

入伍前，李尉锦就对绘画特别感兴
趣。下连后，他对绘画的热爱丝毫未
减，一有时间就会拿起画笔。中队地处
伏牛山脉深处，五颜六色的小石头随处
可见。这些在别人眼里普普通通的石
头，在李尉锦心里却是宝，他萌生了在
石头上绘画的想法。
“指导员，我能让咱中队的石头开

口说话……”李尉锦向指导员杨济瑞吐
露了想法。中队对他的想法给予了大
力支持，并让他组织有绘画特长的战友
成立了绘画小组，共同为中队的石头
“添彩”。

李尉锦利用休息时间从营区寻找
合适作画的石头，或取其形，或赋其意，
再与小组成员一起对石头进行艺术创
作。他们结合中队官兵开展练兵备战、
主题教育活动等内容，以绘画和标语的
形式在石头上呈现，制作成“石头艺术
品”，点缀在营区的各个角落。

扎根深山，独具特色的“石头文
化”，丰富着官兵的业余生活。为充分
发挥“石头文化”育人功能，中队每逢
“五四”“八一”等节日，还会组织官兵开
展“石头故事会”等文化活动。

官兵把理想画在石上，石头也见证
着官兵的成长。多彩的“文化石”旁，成
为官兵在业余时间谈心交心的好去
处。中队列兵方贵喜刚下队时，难以适
应中队的艰苦环境，整日无精打采。李
尉锦看出了他的心思，经常主动找他谈
心，给他讲述老兵们扎根深山、奉献青
春的故事。渐渐地，方贵喜心里的彷徨
失落打消了，工作训练变得积极主动，
去年还被中队评为“优秀士兵”。
“扎根深山不言苦、甘愿奉献尽义

务”，一代代官兵以不负韶华的热情，不
断为“石头文化”续写着新的内容。

让石头说话
■刘俊耀

连队文艺范

在中华传统文化的宝库中，诗词是
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诗词创作源于
火热的生活。社会环境和个人遭际投
射到作者内心，激发出丰富的情感和想
象，使作者产生出一种不可遏制、不吐
不快的情绪，诗词创作的冲动和灵感往
往就这样产生了。

读军旅词作家白凌云的作品，这种
感受尤为深刻。他的词作“情动于中而
形于言”，抒发着军旅生活的豪迈，情感
真挚、引人共鸣。例如，《卜算子·太行
抗日纪念碑存照》一词充满了阳刚浩然
之气。

绝壁立森严，叠嶂苍岩雪。百万青

山百万兵，将士同宵猎。

巍耸记春秋，号角平型夜。不破楼

兰誓不还，到死心如铁。

这首词从太行抗日纪念碑感发，赞
扬了抗日将士浴血奋战、保家卫国的精
神。词开篇描写纪念碑的“森严”，一种
肃穆之情油然而生。“苍岩雪”，以自然
环境暗示十四年抗战的艰辛。接着以
“百万青山”喻“百万兵”，抗日将士的形
象如青山不倒；词的下片，选择“平型关
大捷”进行书写，极具代表性。“不破楼
兰誓不还”化用唐代诗人王昌龄的名句
“不破楼兰终不还”，塑造了抗日将士
“到死心如铁”、誓死卫国的形象，铿锵
有力、掷地有声。

再如《卜算子·野营夜宿西山》
夜半未能眠，且捂鼻尖雪。帐外山

风冷似刀，被褥凉如铁。

起坐望京城，恬美寻常夜。万户团

圆好梦中，我挽相思月。

这首词叙述了作者的真实生活，
语意顺畅，情感真挚。词以“夜半未能
眠”起，然未道其因。继而以“鼻尖雪”
间接写出野营环境，再由外而内地进
行环境描写，“山风冷似刀”“被褥凉如
铁”连用两个比喻，道出野营环境的艰
苦。因“未能眠”，故“起坐望京城”，很
自然地勾画出京城的“恬美寻常夜”，
想到京城正是“万户团圆好梦中”，而
“我挽相思月”，思家之情油然升起。
这是一位军人很自然的情感，没有矫
饰。此词章法有致，上下片相互对比，
衬托出军人野营生活的艰辛，表现了
军人舍小家为大家的精神。全词没有
豪言壮语，仅通过野营生活的真实写
照，即反映了深刻主题。

在他的军旅题材词作中，《浣溪
沙·抗击台风利奇马》借写抗击台风之
事表达自己不惧狂涛、勇往直前的军
人气概：“暴雨此来海欲倾，天黑日暗
水横行。墨云动地卷危城。人俱胆寒

听骤雨，我独长啸斗狂风。惊涛万里

取长缨。”

词作离不开词心。作者只有从心
出发，融入自己的真实感受，才能创作
出引起读者共鸣的优秀作品。白凌云
的词，有军人的浩然之气，有人生的慷
慨之音，有军旅岁月的豪迈之味。

词作与词心
■张金英

阅读时光

兵 漫

青春力量
■徐金鑫

1.战术训练。 2.强化体能。

3.勇攀高墙。 4.图上作业。

5.机降作战。 6.士气高昂。

这幅摄影作品展现

的是，新疆军区某团战

士业余时间在足球场

上竞技的场景。拍摄

者用仰拍的视角，抓拍

了上等兵唐小虎传球

的精彩一瞬。画面具

有 较 强 的 视 觉 冲 击

力。蓝天、绿草、年轻

的战士在画面中结合，

给人以青春蓬勃的力

量感，为读者展现出军

营文化生活丰富多彩

的一面。

点评：果志远

足球小将
作者：翟安成

阅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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