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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屈的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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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中国不会亡，中国不会亡，
你看那民族英雄谢团长”……这
首海内外华人传唱了近 !" 年的
《歌八百壮士》，唱的是八百壮士
坚守上海四行仓库的故事，首唱
者则是有着“中国之莺”美誉的著
名歌唱家周小燕先生。尽管已经
#! 岁高龄，但她对自己在 $#%!

年在汉口第一次唱起这首歌的情
景，仍记忆犹新。

夏之秋连夜谱曲子
周小燕的父亲周苍柏，是被

尊称为“东湖之父”的著名银行
家。虽然身在商界，周苍柏却是个
音乐迷，不仅让自己的子女们从
小接受音乐教育，更有意为国家
栽培更多的音乐人才。有一次，周
苍柏听一位朋友说起，武汉有个
孤儿，小号吹得特别好，便托人带
给他一笔钱，当作助学金。这个孤
儿正是后来成为音乐家的夏之
秋。夏之秋经过一番打听，知道了
这笔钱的来处，立刻上门到周家
来道谢。当时，周小燕正要报考上
海国立音专，就是后来的上海音
乐学院。周苍柏见夏之秋虽然清
贫，但却极有音乐才华，又和女儿
一般大，便鼓励他一起报考。后
来，夏之秋考入了上海国立音专
的作曲系，学习作曲和小号，而周
小燕则考入了声乐系，两人便成
了同学。

$#%&年 &月 &日，卢沟桥事
变爆发，到了 ! 月 '% 日，日本军
队又开始进攻上海。那年 (月，夏
之秋和周小燕刚回到武汉过暑
假，每天都看到报纸上中国军队

和日军激烈交战的新闻，不禁都
忧心忡忡。为了支持抗战，两人便
组织了武汉合唱团，一人专门作
曲、演奏，一人专门领唱，在街头、
田间、医院到处演唱抗战歌曲，希
望用音乐来唤起民众救亡的热
情。当时，武汉已成为了全国的抗
战中心，聚集了一批有才华的作
曲家。但科班出身的演唱者，却只
有周小燕一个。所以，周小燕便当
仁不让地成为了很多新创作的抗
战歌曲的试唱者。

经过 &"多天的战斗，淞沪战
况急转直下。'"月 )(日，中国军
队奉命西撤，只留下谢晋元带领
着一支号称 !""人的孤军，坚守
闸北四行仓库。经新闻媒体一报
道，“八百壮士”的故事迅速传遍
了全国。云南的音乐词人桂涛声，
听到这一英雄事迹后深为感动，
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很快就写
出了《歌八百壮士》的歌词。歌词

一出来，就拿给夏之秋，问是不是
能谱曲。

夏之秋接过歌词，只见上面
写着“中国不会亡，中国不会亡，
你看那八百壮士孤军驻守东战
场……宁愿死不退让，宁愿死不
投降，同胞们起来，快快上战场，
拿八百壮士做榜样”，全篇歌词
慷慨激昂，一气呵成，感觉把心
中的压抑一下子释放出来了。夏
之秋读了一遍后，就觉得特别兴
奋，回到住处后，连夜就将曲子
谱了出来。

救亡曲唱遍海内外
据周小燕回忆，她第一次唱

《歌八百壮士》，是在汉口三教街
上的俄国俱乐部，伴奏的正是夏
之秋。首场那天，台下聚集了很多
观众。结果，台上的歌一唱完，台
下就统统自觉唱起来了。一边唱，
一边不停地爆发口号“抗战到

底”、“中国不会亡”。看着群众的
情绪一下子高涨，周小燕自己也
充满了信心：“有这样的一个谢晋
元团长的带领，四天四夜，宁愿死
也不退让，宁愿死也不投降，要说
什么‘三个月灭亡中国’，我们坚
决不认！”

抗战时的条件很艰苦。歌曲
刚创作出来的时候，连歌谱也没
有。但无论是作曲者，还是演唱
者，都心忧战事，一心考虑到要唤
醒民众，也来不及考虑歌曲做得
好不好、美声不美声，没想到台下
的反应会这样的热烈。后来，这首
歌曲被改编为合唱，唱起来更雄
壮了，激发群众爱国热情的效果
也就更好了。
《歌八百壮士》之外，周小燕

还领唱了《长城谣》等歌曲。武汉
合唱团唱着这些抗战歌曲，到各
个地方去巡演，包括去南洋一带。
当地的华侨，一听到《歌八百壮

士》和《长城谣》，就特别感动，纷
纷慷慨解囊，捐款纡难。渐渐地，
合唱团的团员们的信心起来了，
歌声也更为嘹亮。

寄语学生补历史课
'##*年，抗战胜利 *+周年。

年近八旬的周小燕，被邀请到长
城上，再次领唱《长城谣》。举目四
望长城内外的景色，周小燕无比
自豪，也感慨万千：“多少烈士、多
少年轻人，为了看到一个强盛的
中国，都牺牲了。他们牺牲了自己
的青春，甚至牺牲了自己的生命，
最终却都没看到今天！然而，我却
看到了。”)"年后的今天，说起当
时的那个瞬间，#!岁的周小燕仍
然有些哽咽：“凡是经历过那一段
历史的，他对祖国的爱，对祖国的
感情是不一样的。”

如今，周小燕虽然年近期颐，
但仍不断督促学生们，一定要坚
持读书、看报，要与时俱进，不能
落后。有一次，一个学生就跟她开
玩笑，“老师，你没有与时俱进。”
“我怎么没有与时俱进？”学生说，
“你到现在还不会玩电脑。”“是
啊，这方面我也要补课”，听到这
一回答，周小燕先是笑了，随后又
正色道：“不过，你们也要补课，要
补的是历史课。历史是存在的事
实，无论中国人还是日本人，都必
须知道、了解。现在日本有些人，
教人民不要知道那一段历史，这
是不对的。只有了解那一段历史，
才不会再走侵略的老路。”

通讯员 金琳

本报记者 江跃中

台上一唱完，台下就唱起来了
!"岁的周小燕深情回忆第一次唱!歌八百壮士"的情景###

! ! ! !车来车往，途经浦东新区川
沙新镇南六公路的市民总会被路
边一座高大挺拔的纪念碑牵引目
光。&)年前，当这里还是一片荒
野时，发生过一场激战———朱家
店抗日伏击战，这场日军 %,人被
歼灭、我军零伤亡的著名战斗还
被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军训
部、军事科学院战史部作为步兵
连第一优秀进攻战例选编入教
材，作为以弱胜强的经典案例广
泛介绍。时过境迁，朱家店已改名
为会龙村，这里的面貌发生了天
翻地覆的变化，车流熙攘的南六
公路从昔日战场中穿过，北侧，宽
阔的五灶港依然在静静地流淌，
注视着浦东儿女昔日奋勇杀敌，
今日建设家园。

'#!(年 *月 '*日，六灶乡
曾在此建立一块高 )-*米、宽 +-!

米的纪念碑。)++,年 (月，为纪
念此战胜利 (+周年，当时的南汇
区六灶镇政府重建纪念碑，原抗
日武装浦东支队长朱亚民亲自题
写“朱家店抗日之战纪念碑”十个
大字。)++*年，此处被定为南汇
区首批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因为
就在主干道边上，不少市民途经
时会停车下来瞻仰一番，一些网

友上网发表感想后，还引来许多
人为昔日战斗英雄点赞。

在抗日战争胜利 &+ 周年之
际，记者来到战斗原址瞻仰。只
见，纪念碑犹如一面迎风飘扬的
胜利旗帜，碑前有两名战士斗志
昂扬高举长枪和拳头的雕塑，碑
上则有“廿世纪卅年代，日寇入侵

中华，大片国土被占，淞沪相继沦
陷。富饶的浦东大地，惨遭敌军铁
蹄之践踏……中国共产党率领民
众，开展敌后之战……”碑文。据
了解，邮政部门还曾专门发行过
“朱家店抗日之战纪念碑”纪念封
及“上海浦东红色之旅（$+）———
朱家店抗日之战纪念碑，川沙新

镇六灶社区会龙村”纪念戳。日
常，村里的保洁人员会经常来打
扫纪念碑，每逢清明，党员、学生
等团体还会前来瞻仰，向革命前
辈学习。

朱家店伏击战是一场令浦东
人扬眉吐气的战斗。

$#,%年 #月，新四军浙东纵
队司令部将浦东的“五支队”番号
改为“新四军浙东纵队浦东支
队”，任命朱亚民为支队长，姜杰
为政治委员。

$#,,年 !月 )$日，浦东支队
和三个主力中队驻扎在朱家店以
南的几个村里，侦察员获悉，周浦
镇据点的日军要到六灶、新场等
地“清剿”。接获情报，朱亚民马上
研究，想打一场伏击战，歼灭日
军。当时的朱家店是个小集镇，位
于六灶之南、五灶港北岸，正是日
军必经之路。此地既可藏又可追，
再加上浦东支队曾在这里打过一
仗，消灭过四名日军，大家对在这
里打伏击比较有信心。因此，伏击
地点就选在朱家店，战士们纷纷

按照作战方案各就各位。
这天，来“清剿”的日军是一

个 ,&人组成的小队。在翻译陪同
下，日军在 $+时许到达六灶镇，
吃了一顿美餐后，大摇大摆地穿
过朱家店小镇，准备前往五灶港
石桥。一进入游击队的伏击圈，只
听得一声下令“开火”，枪声、步枪
声、地雷声顿时轰轰响起。子弹呼
啸，枪声震耳，硝烟弥漫，日军不
知所措，乱作一团。此次伏击战从
打响到结束不到 $小时，歼灭日
军 %,名，缴获掷弹筒 $具，机枪 )

挺、“九九式”新步枪 $+余支，其
它枪支 )+余支，弹药 ,++余发，
还有太阳旗、望远镜等若干。而
且，新四军战士无一伤亡。

朱家店战斗是日军占领浦东
后，被浦东支队歼敌数量最高的
一场伏击战，此次战斗沉重打击
了日军的嚣张气焰，在浦东具有
很大影响力。中共浦东区委对这
次伏击战评价很高，在《新浙东
报》上专门作了报道。

本报记者 孙云

“胜利旗帜”记录浦东胜仗

! 朱家店抗日之战纪念碑 朱泉春 摄

! 周小燕和夏之秋组建的武汉合唱团在演唱抗战歌曲 （资料照片）! !"岁的周小燕依旧神采奕奕

朱家店抗日之战纪念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