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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河北邢台市市区往西行70多公

里，在太行山幽深山谷与苍翠山林之

间，有一个村落——被誉为“江北第一

古石寨”的英谈村。一座座用太行山特

有的红石建筑的房屋，依山就势，高低

错落。村落里树木繁茂，风光秀丽，引

人入胜。

此寨位于一条东北西南走向的大山

沟内。据《邢台县志》记载：唐朝末年，黄

巢起义军来此安营扎寨，留下营盘；明永

乐二年，有一户路姓人家从山西迁来此

地，建房安家，繁衍发展。后来，人们就

地取材，用太行山上的红石头作为建筑

材料，建起了这个独具特色的村寨。历

经悠长岁月，原来的“营盘”被乡民慢慢

叫成了今天的名字——“英谈”。

“外看三层楼，近看不是楼，一层一

个院，无梯能上楼”，这是古寨房屋建筑

的真实写照。因山谷空间狭小，村中的

房屋多拔高地基，盘山而建，具有典型

的古太行建筑风格。英谈古寨筑有寨

墙，墙上留有四门。寨墙蜿蜒起伏，绕

村两千余米。

太行山素有“天下之脊”之称，山高

势险，为历代兵家必争之地。抗日战争

期间，日寇把精锐部队调到太行山，妄

想用3个月时间把八路军消灭在太行

山中。八路军则化整为零，利用熟悉的

太行山地形，与敌人展开游击战争。

英谈村隐藏于山垴下的丛林中，四

周有高大的石头寨墙，成为游击战争一

个重要据点。八路军总部机关部队曾

多次来到英谈村，彭德怀、刘伯承、邓小

平、左权、罗瑞卿等人都曾在村中居住，

曾经的冀南银行也在这里诞生。

1938年1月，白求恩率领加、美援

华医疗队来到中国。他曾两次来到英

谈村，住在村内中和堂后院的一座石楼

里。在这座古寨里，白求恩建起临时救

护所，冒着敌人的炮火，救治了很多受

伤的八路军官兵。

英谈村先人曾留下“积善重德、孝

信天下”八字祖训，英谈人代代传承，民

风淳朴向善。面对民族大义，他们更是

义无反顾。

抗日战争时期，村里三分之一的青

年走上了抗战前线。村里第一批党员、

第一任村主任路纪秀，作为英谈村与八

路军主要联系人之一，与党员路凤翠、

路凤阳建立英谈村党支部，支援八路军

开展游击战争。八路军军粮储备不够，

英谈村民便肩扛车推，将自己积攒下的

粮食送给抗日战士；知道八路军战士衣

物缺乏，数百名英谈妇女立即集结，连

夜做棉衣、纳鞋垫、织棉袜……

“爹妈前线打鬼子呀，我的奶娘、我

的奶娘，你就是那遮风挡雨的墙……”

这首歌颂“太行奶娘”的“左权开花调”，

同样唱响在英谈村。

路昭玲，是抗大总校卫生处政委尹

斌和抗大医院护士杨虹夫妇二人的后

代。由于当时战事紧张，尹斌夫妇不得

不把 7个月大的女儿托付给老乡抚

养。后来，这个孩子被辗转送到英谈村

村主任路纪秀、陈新妮夫妇家中，路纪

秀给她起名路昭玲。多年后，路昭玲与

生母取得联系，但她依然选择留在了英

谈村——她割舍不了奶娘一家人。

红色尽染英谈村，古寨沐风越百

年。如今，那些石头院落和绵延的寨

墙，历经数百年的风雨侵蚀，仍保存完

好。山间传来悠扬清脆的笛声，伴着潺

潺的溪流声形成古寨特有的音韵。一

块块承载着红色记忆的红石，仿佛音韵

中跳动的音符，正把这座古寨唱给世人

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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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去年以来，武警安徽总队合肥支队

整合资源建设军史长廊，打造以史育人的
“开放课堂”，变“史存馆中”为“史在官兵
身边”，让红色文化不断滋养官兵心田。

一

“让光辉历史走出史馆，让英模典型
走近官兵”，建设伊始，该支队党委便对
军史长廊建设目标有清晰定位。他们向
全体官兵征求建设意见，最终制定了翔
实的《军史长廊建设方案》。这一方案根
据营区道路、场地、绿化、建筑等布局实
际，因地制宜，计划打造包含主体、专题、
辅助三大展陈区的军史长廊，涵盖党史
军史、支队建设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和涌
现的英模典型等10余个板块。

方案确定后，该支队发布“招贤令”，
鼓励热爱党史军史的官兵积极参与到设
计工作中。有平面设计特长的士官邓绍
祥毛遂自荐，担负起版式设计的主要任
务。“军史长廊要突出‘军味’和厚重历史
感，同时又要精心设计、符合年轻官兵的
审美特点。战友们对军史长廊期待值很
高，我只能是努力再努力。”在进入设计
工作之初，邓绍祥查阅了大量资料，多次
向军校教员和地方设计师请教。设计方
案一次次被推翻，他又一次次重来……
“每一次参观，都仿佛接受了一次心

灵的洗礼”“缺乏干劲的时候，我就喜欢来
这里转转”……一句句写在参观意见簿上
的话，说出了该支队官兵对军史长廊的肯
定。这让邓绍祥的心中充满成就感。

去年底，机动一中队班长汪正宏荣
立个人三等功。表彰大会开完后，他胸前
挂着金灿灿的军功章，和来队探亲的妻
子、女儿漫步在军史长廊。中队报道员朱
立见状拿起相机，给汪正宏一家在军史长
廊主题墙前定格了一张全家福，让他们欣
喜不已。朱立说：“军史长廊主题墙已成
为官兵在重要时刻的‘打卡点’，新兵下

队、老兵退伍、家属来队、比武凯旋等时
机，总有官兵在这里拍照留念。”

一个训练间隙，战士们围绕在军史
长廊“国庆阅兵”板块席地而坐。特战
中队战士董家宾，按下长廊语音播放按
钮，播放器中便传出了解说声，将新中
国成立后历次国庆大阅兵的情况娓娓
道来。该支队宣传科科长尹金介绍说，
他们以历史解读的方式录制了军史长
廊各板块的语音信息，实现“一键即可
听历史”。这比起以往单纯地念解说
词，更有代入感和感染力。

二

一支部队的发展，离不开精神旗帜
的引领。该支队利用建设军史长廊的
契机，将支队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和红色
故事，按照历史发展脉络串联起来，打
造一张张内涵丰富的“精神名片”。

位于专题展陈区的“特色部队”专

栏，涵盖了该支队组建以来提炼总结出
的“红二连精神”“江淮第一哨精神”“王
铁精神”3种精神。“连续 23年被总队表
彰为基层建设先进中队”“荣立集体一
等功 1次”……专题展陈区的一张张图
片、一段段文字，讲述着这些“精神名
片”所代表的光荣历史与骄人成绩。
“远学英雄模范，近学身边典型”，

在军史长廊辅助展区，勇士勋章获得者
余金龙、矢志打赢的“兵参谋”徐伟、轻
武器高级修理工权笑乐等 20多位官兵
身边典型的事迹被生动呈现出来，不断
激发着官兵争先创优的热情。

三

“指导员，古田会议和古田全军政
治工作会议之间有什么联系？”根据战
士王远征的提问，执勤十八中队指导员
赵及围绕军史长廊“红色基因”板块，给
战士们就地上了一堂8分钟的“微课”。

该支队领导介绍，他们依托军史长
廊，灵活机动地实现了微课堂、宣誓、军事
日等多功能运用拓展，军史长廊已经成为
该支队官兵开放式自我教育的重要阵地。

今年年初，特战中队 32名特战队员
受上级表彰。该支队把军史长廊主干
道设计成迎接“极限训练勇士”的“星光
大道”，官兵在军史长廊两侧整齐列队、
敲锣打鼓迎接 32名特战队员凯旋。浓
烈的仪式感，强化了“训练有为、勇士光
荣”的鲜明导向，让不少一向坚强的特
战队员热泪盈眶。

此外，军史长廊还成为驻地开展国
防教育的重要资源。去年底，该支队组
织“军营开放日”活动，300余名中小学生
沿着军史长廊探访军营。伴随宣传科干
事何阿芳的耐心讲解，一个个感人至深
的军史故事给孩子们留下真切记忆。

上图：受邀来队参加新老兵交流活

动的新四军老战士孙德才，与官兵一同

参观军史长廊。 徐 伟摄

“开放课堂”催生多重效益
■徐 伟 韩 冬

作品背后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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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新时代军史场馆如何建设”

由西藏军区创作的歌舞《洗衣歌》首
演于 1964年。去年底，这部作品的创作
者、首批进藏女兵李俊琛，与当年参演
《洗衣歌》的周令西、黄玉茹、谭丽、黄湘
临、于德华等姐妹走上中央电视台《回声
嘹亮》栏目舞台，再唱《洗衣歌》，深情歌
颂军民鱼水情。节目播出后，这几位 80
多岁老人的演出，感动了众多观众。

几十年来，《洗衣歌》都是公认的
“双拥主题曲”之一，时常出现在我军重
要文艺演出活动的舞台上。作品饱含
“藏汉一家亲”的动人乐章，其创作排演
过程也凝聚着大爱与大美。
《洗衣歌》是伴随着解放军筑路进

藏、百万农奴翻身得解放的历程向我们
走来的。

当年，不满 15岁的“女娃儿兵”李俊
琛，被分配在修筑公路的后方部队文工
团。当时，筑路部队要边修路边向拉萨
挺进。一路上，文艺兵和筑路部队官兵
一样挥汗如雨地工作着。他们还要在
业余时间收集创作素材，创演文艺节
目，歌颂英雄模范，激励官兵斗志。

解放军进藏之初，为了加强与藏族
人民的沟通，文工团的战士们就在山坡
空地演出，敲锣打鼓吸引群众。刚开始，
只有几个小孩偷偷跑来观看演出。孩子
们一来，妈妈们也悄悄跟来。慢慢地，村
里人都来了。李俊琛和文工团的战友们
为藏族群众唱藏族歌、跳藏族舞，宣讲党
的政策、宣传修路的意义，还到藏族老乡
家中帮忙背水、收青稞、打扫卫生……

历史终将记录下在解放西藏、建设
西藏的过程中，军队文艺工作者的重要
价值。不少藏族同胞认识共产党、解放
军，最初就是从认识文工团、看部队的
节目、和文艺兵交朋友开始的。

1964年，全军文艺汇演已经举办到
第三届。此前，西藏军区因为筑路及平

叛任务错过了前两届。这一次，西藏军
区文化部部长朱流亲自坐镇，筹划编排
参演节目。创作会议上，朱部长说起了
一段经历——某年春节，藏族姑娘到部
队慰问，提出为战士洗衣服，结果就出
现了战士们藏衣服、姑娘们追着找衣服
的热闹又感人的场景。

这件事情激发了李俊琛的创作灵
感。她很快便拿出了提纲——一群藏族
姑娘到河边背水，巧遇炊事班长为战友洗
衣服，姑娘们施巧计骗走了班长，帮班长
把衣服洗完；姑娘们边洗边唱出心中的
歌：“是谁帮咱们翻了身，是谁帮咱们得解
放，是亲人解放军，是救星共产党……”

第二天，李俊琛把提纲交给文工团
创作员罗念一，让他为之谱曲。同样徒
步进藏、见证了西藏巨变的罗念一，对
提纲连连称好。罗念一，就是与王洛宾
齐名的“南罗北王”中的“南罗”，被誉为
“藏汉和声第一人”。李俊琛笔下这通
俗却深情的歌词，拨动了罗念一的心
弦。他充分汲取昌都、巴塘民歌等藏族
音乐元素，为《洗衣歌》创作了民族风味
浓郁、节奏欢快的曲调。

随后，李俊琛跟舞蹈队姐妹们走进
排练场，开始排演舞蹈。她们吸收锅

庄、弦子和现代踢踏舞等元素，结合藏
族同胞的洗衣样貌，创造出泼水、踩衣、
荡衣、搓衣等舞蹈形象，充分表现了藏
族姑娘活泼热情的性格。排练中，藏族
演奏员白珍提出，不如让大家用藏语喊
“洗呀洗呀快快洗”。于是，后来节目
中，就有了演员们边踩衣服边喊“出打
出打、久波出打、嗨来萨”藏语劳动号子
的一幕，节目更显生动、有趣。

歌曲婉转动听、舞蹈活泼轻盈、戏
剧情节有声有色，加之歌颂军民鱼水情
的深刻主题，这个饱含时代新意与民族
特色的节目，让首次亮相全军文艺汇演
的西藏军区文工团，一举获得了编导、
作曲、演员、舞美4项大奖。

优秀的艺术作品来源于生活，也在
生活中广泛传播。李俊琛曾回忆说，头
天晚上演出后，第二天就有“几百人来
排队学跳《洗衣歌》”“抄谱子的人太多，
就借了个油印机来油印”。

李俊琛在西藏工作了21年，罗念一在
西藏一待就是46年。他们有共同的感慨：
这个节目不是一下子就创作出来的，它饱
含大家在西藏多年亲身经历的感悟，来源
于解放军和藏族人民鱼水深情的启示。

的确，创作者博观约取、厚积薄发

的视角，让作品迸发出绵长的艺术魅
力。《洗衣歌》来源于最真切的生活场
景，得益于战斗岁月的精神滋养，可谓
高原军旅文艺一颗不落的红星，具有恒
久的艺术价值。

今天，歌舞《洗衣歌》依然是西藏军
区文工团的演出保留节目。不管在什
么年代，能够演出《洗衣歌》里“班长”角
色的，都是团里的“台柱子”。第五代
“班长”陈果就是其中一位。长达 15年
的舞台经历，也让他成为排演这个节目
时间最长的一任“班长”。

陈果曾亲身体会过《洗衣歌》有多
受高原人民的喜爱。那一年，文工团
要去某边防部队慰问演出。演出后的
一幕让大家意外又感动：一位藏族小
战士找到陈果，用磕磕绊绊的普通话
说，自己就是农奴的后代，从小看着老
乡唱跳《洗衣歌》长大，这次演出让他
看得热泪盈眶……

2012年，陈果和三代《洗衣歌》里的
“班长”来到中央电视台《舞蹈世界》栏
目。他们相聚一堂，同台表演，让人感
慨不已。一个文艺节目长达几十年的
传帮带，背后是军民团结、民族团结的
深远主题凝练起的穿越时空的艺术力
量。一代代高原文艺工作者扎根雪域、
歌颂军民情深，塑造着舞台上的经典，
也演绎着永不落幕的情感剧集。

这个春天，陈果把接力棒交给了新
一代《洗衣歌》演出队伍，李俊琛和罗念
一也已经分别在北京和成都安享晚
年。他们都期待着更多观众被这支歌
舞带领着，去回望一段团结奋进的往
事。

下图：西藏军区文工团演出《洗衣

歌》。 蒲 津摄

歌舞《洗衣歌》——

艺术魅力因何历久弥新
■陈 鹏 本报记者 郭丰宽

第一次邂逅“红色基因”乐队和许
义博，是在去年初春的一个周六傍晚。

西北的晚风裹挟着黄沙，带来阵阵
寒意。操场上飘扬的军旗下，官兵席地
而坐，围出一个不大的“舞台”。“舞台”
中央的主唱许义博有些兴奋，笑容灿
烂，仿佛还是大学时代草坪音乐节上的
那个少年。

读军校时，许义博就曾参加过乐队
演出。毕业分配到陆军某旅当排长后，
他对音乐的热爱始终未变，试图将流
行、摇滚等元素融入军旅音乐创作，还
组建起一支属于基层官兵的乐队。乐
队成员中有机关干事、基层排长、连队
文书、装备技师……

乐队最初名为“无名高地”，寓意部
队文化工作者甘愿无名、默默奉献。他们
的第一首作品《雄关朝阳》，朝气蓬勃，活

力四射，抒发官兵像骆驼刺般扎根西北大
漠、戍边卫国的豪情，一下子让很多战友
记住了这支乐队。2018年4月，乐队更名
为“红色基因”，并创作了同名单曲。

群众性岗位练兵比武运动会、野
外驻训期间合唱比赛、迎新春文艺联
欢晚会……这支乐队珍惜每一次为官
兵登台演出的机会。武器装备换季保
养，他们直接把舞台搭到车库、训练
场，坦克大炮当背景，唱起歌来雄赳
赳、气昂昂。去年，为了在“精武
2019”赛场上夺得好名次，全旅上下
的练兵热情如火如荼。乐队顺势创作
歌曲《精武英雄》，用铿锵音乐展现官
兵追求荣誉、奋力拼搏、攻坚克难的
精神，为大家鼓劲加油。这首歌一经
演出，便受到很多官兵的喜爱，一时
间成为旅里的“流行曲”。许义博说：
“战友们的肯定是最高的褒奖，我始终
相信我们这支小乐队也会有大舞台。”

舞台上，“红色基因”乐队每次演
出都充满激情。在台下，乐队的排练
却是曲折坎坷。乐队成员平时都在各
自岗位上工作，接到演出任务后，基
本只能利用熄灯后的时间进行排练。
但大家都说，看着战友们脸上的笑
容、听着那阵阵热烈的掌声，这些苦
累都是值得的。

又是一个周末的傍晚，熟悉的旋律
伴着晚风在夜色中弥漫开来。“红色基因”
乐队又在操场唱响了那首《精武英雄》：
“青春赛场号角吹响，子弹已经上膛。陆

军英雄即刻出击，利刃彰显锋芒……”

左上图：许义博在演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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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地舞台
心中的歌
■严 信

今天我出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