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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 年的 9 月，在山东曲阜郊外，
我们华野文工一团正在排练苏联名剧
《前线》，济南解放的捷报传来了。10月
初，我们为华野曲阜高干会议演出了
《前线》，那时已听说曲阜会议是带有战
略决策性质的会议。会后没多久，我还
记得那天我们刚刚发下棉衣，沈亚威团
长、李永淮教导员陪华野政治部宣传部
长陈其五来到文工一团驻地。

在凉风瑟瑟的操场上，陈部长向全
团传达了野政指示并布置了工作：“华东
战场即将举行一次规模巨大的战役……
这次战役的特点，不仅在军事上来个包
围圈，还要形成一个文艺包围圈，以有力
的宣传瓦解敌人，鼓舞自己。野指前委
专门研究了对文工团的使用，（你们）要
到火线上去，不但跟部队行进，还要宣
传、鼓动，进行战前、战中、战后各种形式
的演出，发挥所有同志的长处……”

全团上下都很振奋。队伍很快出
发，下到主力部队八纵队。到了八纵，政

治部李耀文主任代表纵队首长看望我
们，对大家表示欢迎，但有一道限令，让
我们只能跟随纵队指挥部活动。大家一
听，都傻了眼。沈团长坚决要求下师，大
家一致喊着“上火线”。李主任只好给师
里打电话征求意见。哪晓得，师部表示
不同意，说他们负不了这么多文工团团
员生命安全的责任。后经反复磨嘴皮，
二十二师只答应让我们去三五个男同志
作战地采访。在这种情况下，沈、李二位
团领导耍了一个“小阴谋”：由李教导员
带一部分人暂待在纵队部，沈团长带了
韦明、李传弟、小邓、艾锐、马旋、陈明、吴
海影和我，一下子到了二十二师师部。
这下，师首长也不好再赶走我们。

部队追击黄百韬兵团，抢占运河
铁桥是最紧急的。跟着战士追击，我
感觉自己的肺都快要从嘴里吐出来
了。我们站在火光闪闪的运河铁桥桥
头，男同志使出全身解数呼口号，马
旋、陈明和我大声呼喊：“六十九团，快
快快……”从这天起，便产生了《淮海战
役组歌》的第一支歌《追上去》（即《乘胜
追击》，章明词、沈亚威曲）。

我们的桥头鼓动，二十二师首长大

为赞赏，政治部曹普南主任十分高兴。
李教导员趁机把在纵队的同志立即带
到二十二师，按照性别、体力、特长把全
团力量搭配成几个组，一下子钻到团、
营乃至连。

黄百韬兵团被歼，沈亚威充满激情
地立刻创作出歌曲《捷报，捷报，歼灭了
黄百韬》。不到半天时间，我们就将这
支歌在淮海战场上唱开了。

淮海战役期间，我们一直处在紧张
演出中。即使是在大雪纷飞、冰天雪地的
日子里，我们身处堑壕、地堡中，也在进行
各种形式的演出。李永淮教导员相当灵
活，利用各种间隙，调配演出时间、场地、
节目，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因人制宜。

我感觉，淮海战役是我华野文工一
团为兵服务最好、创造性最大、火线文
艺最活跃、队伍最成熟的黄金时期。仅
仅 65天，我们便创作出许多丰富多彩的
作品。在音乐方面的代表作，是以沈亚
威同志为主创作的《淮海战役组歌》。
它不仅响彻淮海战场，而且后来唱到了
北京，唱到了上海。在美术方面，有钟
其湘同志的巨幅油画《淮海战场上的胜
利会师》及彭彬同志的连环画《买卖公

平》。在戏剧方面，有石汉同志的《快碾
胜利米》《一样爱护他》。至于我们集体
创作的《淮海战役胜利腰鼓》，则从淮海
战场一直打过长江，打进上海，给江南
人民很大鼓舞。

我在淮海战役中演出场次比较多
的，除《胜利腰鼓》外，便是沈西蒙同志
在开封战役中创作的广场歌剧《买卖公
平》。这部歌剧因深受部队欢迎，每场
必演。因此，淮海战场的战士，给我一
个称呼，见我便喊“卖瓜的小大姐”。战
役结束后，团里给我记了三等功。

在最前沿，在距敌人只有五六十米
的壕沟里活动的，是李传弟、艾锐、吴海
影小组。他们在地堡里蹲了 1个多月，
根据战地实情，即编即演，不知拉了多
少场“活洋片”。李传弟、艾锐合演，吴
海影一人伴奏，深入班、排小组。演出
方式灵活，内容多为当天战报，节目一
日三换，特别受战士欢迎。为此，全团
一致同意为李传弟评记了二等功。这
是全团唯一的二等功。

当年的我，一个十来岁的女孩子，
有幸参加革命，倍感光荣。华东野战军
战绩赫赫，涌现出许多军事家，同时也
涌现出许多文学家、戏剧家、音乐家、美
术家，这是多么值得感悟的历史现象。
（易之根据梁泉1987年12月回忆

文章整理，有删减）

作者简介：梁泉，编剧，1944年参

加八路军，先后在新四军、山东军区、三

野文工团、前线话剧团等单位任演员、

编剧。代表作有电视剧《中山卫士》《七

战七捷》《英雄孟良崮》等。

到火线上去
■梁 泉

万山海战，战斗英雄林文虎指挥
“解放”号炮艇，英勇战斗、不幸牺牲；
八·六海战，舰队官兵发扬“小艇打大
舰”“海上拼刺刀”精神，将敌舰全部
击沉；西沙海战，舰队部队击溃敌方
舰艇编队，官兵用满腔热血捍卫国家主
权……置身于南部战区海军南海舰队
军史馆，英雄先烈那些动人的战斗故
事，激荡参观者的心潮。

近年来，南部战区海军利用战斗史
诗传承英雄气魄，激励官兵铭记历史、
不忘初心、赓续血脉，努力将军史馆打
造成记录部队奋进历程、记载英雄水兵
光辉事迹、传承红色基因的重要阵地。

一

南沙官兵守卫岛礁、水面舰艇战风
斗浪、“水下蓝鲸”隐蔽出击、航母舰载机
一飞冲天……走进南海舰队军史馆大
厅，一个个镜头，记录官兵扎根南海、守
卫南海、建功南海的奋斗历程，再现舰队
从近海走向远海、挺进深蓝的壮丽画卷。
“南海舰队是一支战功卓著、英雄

辈出的部队。其 71年的辉煌历史，如今
便浓缩在军史馆中。”馆长黄胜利，是一
名有着 20多年军龄的老海军，全程参与
了军史馆建设。

去年6月 3日，修缮一新的军史馆迎
来一位特殊的参观者——“八·六海战”
战斗英雄、被毛主席誉为“钢铁战士”的
老兵麦贤得。这是他第二次来此参观。
“八·六海战”展厅里陈列的一块弹

片，吸引了麦贤得的目光——这是从他
头部取出的那块弹片的复制品。展厅
前，麦贤得给大家讲起那场荡气回肠的
战斗：55年前的海战中，麦贤得担任 611
艇机电兵。他在被弹片击中头部、鲜血
粘住眼角睫毛的情况下，凭着早前练就
的蒙眼操作机器的过硬本领，以超人的
意志和顽强的毅力，坚守战位达3个小时
之久，保证了机器正常运转和舰艇安全。

走到英模墙前，年过七旬的麦贤
得，松开老伴的搀护，郑重地向那些为
祖国牺牲奉献的英模们鞠躬。英模墙
上，静静陈列着林文虎、王伟、张超等
177位英烈的照片。
“讲好战斗英雄的战斗故事，是让

红色基因在水兵血脉不断传承的有效
手段，是我们光荣的责任”，黄胜利感慨
地说。该史馆在建设之初，便确定以弘
扬战斗史为布展主基调。他们联系老
英雄撰写回忆录，广泛征集各个战斗阶
段中的历史文物和珍贵照片，充分彰显
战斗英雄的精神境界。如今，数次海战
中使用过的舰炮、信号旗、发报机等珍
贵文物，已充实到各个展厅，成为参观
者零距离打开尘封历史的钥匙。

为生动再现激烈海战场景，该史馆
巧妙使用声光电手段，让平面场景和立
体场景融为一体，视觉体验震撼人心。

史馆红色革命展区以红色为主色调，彰
显革命英烈的赤胆忠心。那高低错落的
展墙，横看恰似起伏的海浪，竖看则是一
面面引领前进的旗帜，构思巧妙，寓意深
刻。原比例复制的南沙二代高脚屋，波
纹灯忽明忽暗，投射出波涛汹涌的画面，
让人得以直观感受当年南海守礁官兵的
艰苦生活……此外，每个展厅都设置了
触屏电脑。参观者只需手指轻点屏幕，
即可深入了解战斗经过和英雄故事。该
史馆还充分利用“南海舰队”微信公众号
平台，制作推广相关Vlog、微视频等，使
军史影响力得到进一步拓展。

二

军史馆内，有 2张图让人印象深刻：
一张驻地换防图，浓缩舰队成立 71年来
的变迁历史；一张战斗历程图，记录着
一次次海战的壮烈激越。

列兵、解说员刘博伟，至今记得第
一次走进史馆的真切感受。一段段战
斗故事、一个个英模人物，让他“很受教
育、受激励”。他立志要将舰队光荣历
史解说得更加立体饱满，让战斗精神影
响更多战友。

受到激励的，不止是解说员。在这
里，军史的生命，正在薪火相传、生生不
息；军史的价值，正被不断挖掘，化为力
量的源泉。
“印象最深的就是军史馆中那一件

件陈旧的武器，它们既见证着战争的残
酷和英雄的壮烈，又真实还原了当年战
争的氛围和场面，让人特别震撼，特别受
感染。”南沙守备部队赤瓜礁中士赵皓
程，回忆起刚下连时参观军史馆的情景。

赵皓程新兵下连分配到条件艰苦
的南沙守备部队，为此曾一度产生抵触
思想。后来，他主动申请到守礁一线工

作，还被推选为某型火炮班班长。谈起
这种转变，他说：“那次到军史馆参观对
我触动很大。革命先辈浴血奋战的战
斗故事，在我心底激起了一股英雄气。”

在英雄精神的不断传承中，英雄的
面貌依旧、青春犹在；英雄的精神不灭、
历久弥坚。每当新兵入营、新毕业学员
分配之时，该军史馆都成为传承红色基
因的教育平台。一茬茬年轻官兵在这
里接受精神洗礼。他们在与英模穿越
时空的心灵对话中，触摸战斗历史、读
懂英雄故事，汲取历史营养、补足精神
钙质。每逢重大纪念日，很多部队官兵
自发来到史馆，回顾历史、重温誓词、叩
问初心。铿锵的誓词在军史馆中回荡，
新一代海疆卫士正在成长。

三

黄馆长骄傲地介绍道：“去年军史馆
接待参观人数创新高。军史馆已经成为
彰显部队功勋、弘扬光荣传统、展示良好
形象的窗口。”

参观人数的增加，带来工作量的增
加。去年的一个下午，他们曾接待 3所
学校共 15批学生。那天，馆里的领导、
编审、讲解员齐上阵，有人忙得甚至连一
口水都顾不上喝。但大家都说，“不觉得
辛苦，因为我们做的是很有意义的事”。

军史馆工作人员口中“有意义的
事”，便是给一批批中小学生，解说南海
历史、海军发展、海洋知识，开展“带你
认识海军舰艇”知识竞赛，组织打绳结、
信号旗语等海军特色课目练习。每当
看到一张张青春稚嫩的面孔上，时而兴
奋好奇、时而略带沉思的眼眸，他们都
有一种说不上来的神圣感。

距离湛江市1200多公里的重庆市云
阳县，有一所海军希望小学，是由该战区

海军援建而成。每年暑假，这所学校都
要举办“海军夏令营”——挑选一批优秀
学生，到海军部队体验军旅生活。

去年，5年级学生谭然终于如愿参
加了夏令营。“爷爷参加过海战，经常给
我讲打仗的事。”她记得爷爷说过，“打
起仗来，那炮弹像雨点一样”。当谭然
走进军史馆，听讲解员详细地讲述海战
的经过，看到那些珍贵的图片和视频资
料，以及墙上悬挂的烈士遗像，她真正
体会到爷爷口中的“海战”是什么样，也
明白了那些战斗背后的意义。
“航母太帅了！”在舰艇装备模型

前，5年级学生张成被迷住了，久久不愿
离开。就像带队老师刘世琼所说的，
“好的国防教育就应该是这样，走出教
室，走进孩子心里”。在这座被教育部
评为“全国中小学生研学实践教育基
地”的史馆里，或许就是某一件展品、某
一张照片、某一个故事，让孩子们心灵
萌发强军报国的梦想之芽。

如今，湛江市国防教育办公室与南
海舰队军史馆联合主办的军营开放日
活动，已成为部队驻地开展国防教育的
重要途径。这座浓缩南海舰队光荣征
程的军史馆，像是一座精神殿堂，拉近
了红色历史与部队官兵、地方群众的距
离，正不断让参观者从中获得文化滋
养、历史启迪和精神动力。

让战斗史诗走入心底
■徐苗波 张懋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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硝烟中的灯火

我的大哥叫杜富国，是“排雷英雄战

士”。2018年10月11日下午，云南省

麻栗坡县某扫雷现场。大哥和战友发现

一个部分裸露于地表的弹体，初步判断

是一颗当量大、危险性高的加重手榴弹，

且下面可能还埋着一个雷窝。接到“查

明有无诡计设置”的指令后，大哥对同组

战友艾岩大声说：“你退后，让我来！”正

当他按照作业规程，小心翼翼清除弹体

周围浮土时，手榴弹突然爆炸。大哥被

炸成血人，从此失去双手和双眼。

去年7月31日，当在电视上看到

习主席亲自为大哥佩挂英模奖章、颁发

证书时，我心里激动不已，泪水模糊双

眼。大哥的英勇事迹感动很多人，更激

励鞭策我成长进步。

今年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我的二姐

杜富佳和三哥杜富民，白衣执甲、冲锋

在抗疫一线。二姐杜富佳更是主动报

名驰援武汉。在抗疫斗争中，他们是医

护人员，也是不折不扣的战士。

哥哥姐姐的英勇，让我既自豪又深

感压力。“国家（佳）民强”，杜家四个孩

子中，我最小。我暗暗发誓，一定要像

哥哥姐姐那样去战斗。

其实，我从小就把哥哥姐姐视为偶

像。那年，大哥春节休假，带回一套春

秋常服。我心里别提有多羡慕了，央求

穿着军装拍照留念。大哥笑呵呵地对

我说：“你想穿，以后当了兵，天天都可

以穿。”

在大哥的鼓励下，2016年9月，我

如愿穿上军装，踏上高原。大哥和我先

后披红戴花参军入伍，一时间在贵州湄

潭老家传为美谈。上高原前夕，大哥千

叮万嘱：“到了部队好好干！”

我所在的边防六连，担负着繁重的

巡逻任务。其中一条巡逻路叫“阿相比

拉”，在西藏珞巴语意为“魔鬼都不愿去

的地方”，是西藏军区颇为艰险的巡逻

路之一。这条巡逻路高悬于绝壁之上，

战友们需负重70多斤攀行2天1夜，途

经 10余条冰河，26处崖壁需架设悬

梯。刀背山、一线天、绝望坡……这些

巡逻路上的地名惊悚而又形象。受伤、

牺牲的危险，一路跟随巡逻官兵。2005

年7月的一次巡逻中，时任3班副班长

的古怒，为救战友被落石击中，坠崖牺

牲，年仅19岁。

巡逻虽苦虽险，但战友们都极力争

取。在我们连队有这么一句话，“没走

过巡逻路的人，算不上真正的六连

人”。巡逻同样也是战斗。新兵下连不

久，我就主动申请参加巡逻。可指导员

母科见我个子较小、身体单薄，担心我

体能跟不上、吃不消，没有同意。

为了能参加巡逻，我选择加倍苦

练。扛人下蹲，我专挑身材魁梧的战

友；负重越野，偷偷给自己“加餐”，往背

囊里塞上石块。最开始，单杠引体向上

课目，我只能拉5个。我决定采用笨办

法，从吊杆开始练起，直至达到良好标

准。我的努力，母指导员看在眼里，喜

在心里。之后，我第二次递交巡逻申

请，终于如愿以偿。

但是，初征“魔鬼之域”，我便吃尽

苦头。恰逢雨季，泥泞湿滑让原本艰

险的山路行走更加困难。身边便是万

丈悬崖，让人步步惊心。雨水浸湿背

囊，重量剧增，压得我快喘不过气来。

出发前，我还特意用塑料薄膜将物资

包裹得严严实实，可雨水仍然渗进了

背囊。负重前进，我的脚底很快磨出

血泡。过一处独木桥时，走在我前面

的副班长李守杰一个趔趄摔倒，一下

子骑坐在独木上。桥下就是深谷幽

幽、激流拍岸。这种险象，顿时惊出我

一身冷汗。

终于到达终点，展开五星红旗，我

和战友们齐举右拳，高呼：“我站立的地

方是中国！”那感觉，真自豪！

还有一次，我们巡逻，攀爬至刀背

山。行至一半，我脚底踩滑，一下摔出

1米多远。幸亏一根松树枝挂住我的

背囊，这才化险为夷。

有人说，戍边西藏，躺着就是奉

献。这句话，我并不完全认同。

在我们连队荣誉室，摆放着一面

“二等功臣连”的锦旗。老连长余刚，因

为戍边工作突出，荣立一等功。“尖刀

班”班长、卫国戍边英模杨祥国，80余

次勇闯生死巡逻路，47次历险，身上留

下22处大大小小的伤疤，被誉为“雪域

巡逻王”。

“躺着永远换不来沉甸甸的荣誉。”

我时常以此给自己加油打气。如今，我

已16次出征阿相比拉，在同年兵里次

数最多。

“拥有英雄的哥哥姐姐，身处英雄

的连队，更要做英雄的自己。”我给自己

定下军旅目标：当个好兵，用坚实的脚

步守卫祖国的领土。

像
哥
哥
姐
姐
那
样
去
战
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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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武警兵团总队执勤第五支队文艺轻骑队，来到驻守在古尔班

通古特大沙漠边缘的某中队，开展为兵服务活动。民族舞蹈《黑走马》、

舞蹈《铁脚板》、相声《如此有文化》……精彩纷呈的节目受到官兵好评。

图为文艺轻骑队队员正在表演歌伴舞《把青春压进枪膛》。

周子军摄

长期以来，该军史馆成为官兵传承红色基因的重要教育平台。图为某部官兵在五四青年节时到该馆参观，自觉接受

精神洗礼。 刘 健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