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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战争年代人民军队军歌回眸!!"

! 何立波
! 高 辉

成为新四军指战员
的必唱歌曲
集体改词后同原词相比，有两

个很大的不同：一是内容更为精练；
二是突出了向敌后进军的思想。增
加了“扬子江头淮河之滨，任我们纵
横的驰骋”，“东进，东进！我们是铁
的新四军！”从而使向敌后进军的思
想更加具体化。为了集思广益，他们
还将原词《十年》和集体改的词一起
在《抗敌》杂志上刊出，以听取各方
意见。稍后，陈毅从苏南来到云岭，
对集体改词也表示同意。

新四军军歌歌词确定下来后，
交给教导总队文化队队长何士德谱
曲。何士德意识到这是党组织、军首
长对他的信任和重托，抓紧时间，很
快谱出第一稿。袁国平和朱镜我听
了试唱后，认为第一稿曲调流畅，好
听易上口，可是战斗的劲头不足。他
们要求：歌词第一段“东进，东进！我
们是铁的新四军！”和第二段最后一
句“前进，前进！我们是铁的新四
军！”均应重复两遍。袁国平向何士
德提出：“现在这个曲子劲头还不
足。抗战时期的新四军，军歌的曲调
应高昂雄伟，要有一往无前的进军
气魄。”这对何士德修改军歌的曲子
很有启发。何士德根据袁国平和朱
镜我的要求，很快谱出第二稿。!"#"
年 $月 %日，在文化队驻地新村试
唱时，项英、袁国平、周子昆、李一
氓、朱镜我、黄诚等均到场，听后一
致认为符合要求，当即定了下来。就
这样，由陈毅原词、集体改词、何士
德谱曲的《新四军军歌》，只用 &个
多月时间就正式诞生。
一个多月后，陈毅回军部出席

新四军第一次党代会。$月 %日，新
四军指战员千余人齐集在军部大礼

堂，举行庆祝党的 %'周岁生日晚
会。就在当天，日军派出十余架飞
机，轰炸云岭、中村一带。敌机过后，
大家观看了文化队和战地服务团演
唱的《新四军军歌》。当何士德的指
挥棒一落，全场响起了经久不息的
掌声，热烈祝贺军歌的诞生。演唱结
束后，陈毅找到何士德，同他交换意
见，认为军歌结尾唱三遍效果很好，
有气魄和鼓动力，“我在写词时也曾
有过这样的想法，但没有写出来，不
曾想被你完满地表现出来了。打仗
是我们指挥，唱歌还是你指挥得好
嘛( ”一席话令何士德十分感动。
这次晚会结束后，同志们都希

望军歌早日在全军传唱。何士德和
杨帆遵照军政治部的指示，派文化
队的童紫、林晖、王绍华三人先在新
四军第一次党代表大会上教唱《新
四军军歌》。从此，《新四军军歌》成
为新四军指战员的必唱歌曲。

解放战争时期的军歌
解放战争时期我军的军歌已发

展到成熟阶段，并且有了新的特色。
军歌的题材及内容涉及方方面

面。主要有：直接反映人民解放军战
斗生活的歌曲，如《练兵》、《解放军
大反攻》、《全国大反攻》等；歌颂和
塑造人民军队形象的歌曲，如《野
战军好威风》、《人民的战士》等。这
方面歌曲有的内容独立，有的则和
其他内容交织在一起控诉了国民
党反动统治给人民带来的深重灾
难，如《靠我们打胜仗》、《起来，穷人
们》、《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等；
反映我军官兵革命乐观主义精神
的歌曲，如《打》、《换枪歌》等；反映
军民鱼水关系的歌曲，如《解放军
老百姓是一家》、《军爱民民爱军》
等；鼓励战士杀敌立功的歌曲，如

《立功歌》、《刺刀见红更英雄》；缅
怀英雄和革命先烈的歌曲，如歌曲
《战斗英雄任常伦》。

解放战争时期的军歌中，《解
放军进行曲》是具有代表性的一
首。解放战争期间，《八路军军歌》
经修改部分歌词后，改名为《中国
人民解放军进行曲》。该歌曲的歌
词、曲谱同《八路军军歌》的词、曲
作者一样，也是公木、郑律成，为 )

调，*+, 拍子。全篇歌词如下：“向
前，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向太
阳，脚踏着祖国的大地，背负着民
族的希望，我们是一支不可战胜的
力量。我们是工农的子弟，我们是
人民的武装，从无畏惧，绝不屈服，
英勇战斗，直到反动派消灭干净，
毛泽东的旗帜高高飘扬。听！风在
呼啸军号响；听！革命歌声多嘹亮！
同志们整齐步伐奔向解放的战场，
同志们整齐步伐奔赴祖国的边疆。
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向太阳，向
最后的胜利，向着全国的解放！”

这首军歌伴随着解放军相继
击退蒋军对解放区的全面进攻、对
西北、山东两个解放区的重点进
攻，又跟随解放军挺进中原，接着
又伴随解放军进行济南战役揭开
战略大决战序幕，进行辽沈、淮海
和平津三大战役，最后进行渡江战
役直至迎来新中国的诞生。%"''年
$月中央军委决定将《解放军进行
曲》定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
至今，这首雄壮激昂的军歌继续响
彻在祖国的大地。

此外，解放战争期间各解放
区、各野战军也都创作了各自有代
表性的军歌，如东北野战军的《说
打就打》、华东野战军的《人民军队
不忘本》、第四野战军的《我为人民
扛起枪》等。

朝鲜战场上的军歌
%"-.年 /月，朝鲜战争爆发。

%"-.年 %.月，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
作战。《中国人民志愿军》歌词最早出
现在 %"-.年 %%月 *-日新华社电讯
稿中，是中国人民志愿军炮兵某部
连政治指导员麻扶摇所写的一首出
征诗《打败美帝野心狼》。作曲家周
巍峙受到其中的英雄气概所感染，
也迅速根据这首短促、铿锵的诗，谱
写下了同样激昂、豪迈的曲调，并最
终改名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军歌》。
这首歌也成为和电影《英雄儿女》、
《上甘岭》、报告文学《谁是最可爱的
人》一样，生动再现那段历史的文学
和艺术作品，永远留在人们的记忆
里。这首被人们广为传唱的军歌，堪
称新中国军歌中的经典之作。

和《中国人民志愿军军歌》一
样，歌曲《我是一个兵》也是因朝鲜战
争而作，同样创作于 %"-.年，同样在
朝鲜战争中起到了鼓舞士气的作
用，“我是一个兵，来自老百姓……”
的音词久久铭刻在中国人民的脑海
深处。朝鲜战争期间，《中国人民志
愿军军歌》、《我是一个兵》被西方舆
论界称为“中国在朝鲜的两颗重磅
炸弹”，它们以磅礴的气势、激昂的
旋律和铿锵有力的战斗性，在人民
军队中传唱了半个多世纪，成为中
国军歌的经典之作。

歌曲从来都是生活的反映，从
这两首军歌里所呈现出来的，恰恰
就是当时中国军民同仇敌忾、团结
一致的必胜信念。它们最大的共同
点，就是歌曲都不是由上至下的宣
传工具，而是上下合一的心声共鸣。
不过，两首军歌在分工上倒是略有
不同，如果说《中国人民志愿军军
歌》代表的是一种团结一致的集体

主义，尤其适合大合唱的话，那么
《我是一个兵》则更是具体到战士个
体的精气神，最适合以独唱的方式
来演绎。
追溯《我是一个兵》的创作过

程，词作者陆原曾回忆说：“《我是一
个兵》这首歌，完全是在战士所想、
所言及他们所写的基础上，进行提
炼、加工、编写而成的，实质上它是
一次大的集体创作。”《我是一个兵》
写出后，当天下午战士们便试唱。这
首歌一问世，旋即唱遍全国。在饮誉
歌坛的部队歌曲中，它是影响最大、
获奖最多的歌曲之一。
从 *.世纪 -.年代至 '.年代，

总政治部曾先后四次通知，将《我是
一个兵》同《国歌》、《军歌》等，并列
为全军必唱歌曲。%"/,年，在全军
第二次文艺汇演闭幕式上，周恩来
总理当场提议并亲自上台指挥三军
文艺代表队，高唱《我是一个兵》。
*.."年“八一”期间，中央电视台播
出了系列片《我是一个兵》。《我是一
个兵》在祖国人民心中的意义绝不
仅仅是一首经久不衰的歌曲，它更
是一种民族精神的象征，影响着一
代又一代的爱国青年、志士仁人。

建国 /.多年来，也是新中国
军歌创作的繁荣时期，这些歌曲涉
及到军队生活的方方面面，如反映
部队生活与训练的《打靶归来》、
《军港之夜》；歌颂为捍卫祖国边疆
不惜流血牺牲的《血染的风采》、
《再见吧！妈妈》；颂扬军人无私奉
献精神的《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
《十五的月亮》、《望星空》、《咱当兵
的人》等等，它们都从不同方面反
映出人民军队在继承革命传统的
基础上，向着正规化、现代化大步迈
进的光辉历程。
摘自 !"#!年第 $期!党史纵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