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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上映的电影《永不消逝的电
波》，是一部红色经典作品，60多年来一
直魅力不减。今天，在不少营区，战友
们仍常能看到影片主人公李侠的英雄
形象。这部电影和《小兵张嘎》《闪闪的
红星》《铁道游击队》一样，影响了一代
又一代的革命军人。

这部电影讲述的故事发生在抗日
战争时期。党中央为了加强上海地下
党的工作，打击日本侵略者和国民党投
降派，把延安优秀的电台通讯战士李侠
派往上海，让他与共产党员何兰芬假扮
成夫妻，保证延安与上海地下党秘密电
台的联络。李侠与何兰芬展开工作不
久，由于日军加强了对电台的反侦听，
李侠不幸被捕。不过，日军怀疑他是重
庆国民党方面派往上海的情报人员，可
加以利用，便将他释放了。出狱后，国
民党上海情报系统也误以为李侠是重
庆国民党派往上海的潜伏者，便威逼利
诱李侠为国民党上海情报系统服务。
李侠面对“日伪蒋”敌人的包围，在险恶
繁杂的环境中巧妙与敌周旋，不断截获
重要情报，有力打击了日本侵略者和国
民党投降派。抗战胜利后，上海的国民
党反动派疯狂搜捕共产党的地下电台，
李侠奉命转移。但此时，李侠又收到一
份极为重要的情报。他中止了自己的
撤离，立即向延安发报。当他镇静地向
延安发出最后的告别信号时，已身陷敌
人的包围中。

在这部电影中，人们从李侠身上看
到了革命者宁死不屈的英雄形象。在
中华民族最危险的时刻，一批又一批像
李侠这样的共产党人，为了民族解放和
新中国的到来，坚守信念、无惧生死。

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主人公李

侠的人物原型是烈士李白。40年前，知
道李白名字的人并不多，知道他英雄事
迹的人更是寥寥无几。作为隐蔽战线
上的一名革命战士，身处敌穴，朝不保
夕，这是要有一种操守、一种信仰、一种
力量才能坚持斗争的。

我对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也有
一份军人的执着。1980年 5月，我在整
理稿件时，看到了一篇署名老红军周维
的手稿《红色电波》。凭借党史、军史研
究工作的经验，以及所看电影《永不消
逝的电波》留下的深刻印象，我立即意
识到周维回忆录中记述的老红军李白
与这部电影的主人公李侠应该是同一
个人。于是，我认真地编辑了这篇文
章，并改名为《永不消逝的电波》。

为准确回顾历史，缅怀先烈，文章
编好后，我用了 10多天的时间在资料室
里查阅档案，在数万篇回忆录里寻找与
《永不消逝的电波》相关的机要通信工
作历史资料。功夫不负有心人，我不仅
查到了老红军周维的人物经历，也找到
了散见在许多资料中有关李白烈士的
基本情况。这些史料，准确说明了周维
《红色电波》文章中的李白，就是电影
《永不消逝的电波》中李侠的原型。

周维，江西南昌人，1933 年参加中
国工农红军。 1936 年加入中国共产
党。1955 年被授予少将军衔。红军时
期曾任无线电台报务员，中央军委无线
电总队报务主任，红五军团无线电分队
队长。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前方指
挥部第三科（机要通信）科长。新中国
成立后，任军事电信工程学院院长兼政
治委员，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副院长。

李白，湖南浏阳人，1925年加入中国
共产党。1930 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
1934年参加长征。曾任无线电台台长、
红五军团无线电队政委。1937年受党中
央派遣，到上海从事秘密电台的机要通
信工作。1942年、1945年和 1948年曾三

次被捕，在狱中经受各种酷刑，始终坚贞
不屈。1949年在上海浦东牺牲。

周维在《红色电波》里是这样回忆
李白的：我在红五军团无线电分队当队
长。在我们分队里，有一个好的带头
人，他就是我们队的政委李白同志。部
队刚过彝族地区，就钻进了深山老林。
我发了一夜高烧，身子更虚了，勉强喝
下半碗糊糊，拄根树棍就随着队伍出发
了。李白同志让指导员带队，自己却又
来照顾我。许多战士想背着我走，那怎
么行呢？几百斤重的机器已经压弯了
他们的腰，电台比人重要，我决不能拖
累他们。“电台重要，人也重要！”他叫两
个战士把我抬到担架上，他和另一个战
士抬起担架就走。昏昏沉沉不知过了
多久，当我醒来时，发现自己躺在一张
床上，军团部的医生和李白同志坐在床
边。我一把抓住李白同志的手，望着他
微笑的脸。李白同志轻轻地替我揩掉
不知是什么时候涌出来的两颗泪珠。
长征胜利结束，到了延安。李白同志后
来奉党的命令，到上海从事地下工作。
1949年上海解放前夕，他被国民党反动
派杀害了。党失去了一个坚强的战士，
我失去了一个可尊敬的战友……

为了证实这一情况，我还询问了周
维和李白的老战友、毛主席的机要秘
书、红军时期就开始跟随毛主席做电台
保障工作、1955 年授少将军衔的黄有
凤。黄有凤、周维和李白曾是红军时期
和抗日战争初期的战友，也同为这一时
期中央军委电台通信部门的领导。我
见到黄有凤的时候，他刚从中央保密局
副局长的位置上退下来。他对李白从
延安派往上海，后来又在上海牺牲的情
况全知道。他肯定地告诉我，《永不消
逝的电波》讲述的就是李白的故事。

黄有凤、周维、李白的革命经历相
似，他们在红军时期、抗日战争初期的
战斗经历是重合的。黄有凤、周维、李

白在长征路上和到延安以后都在军委
电台机要部门从事领导工作。李白的
资历比较老，1925年的党员，当时在延
安都是职务比较高的领导干部。把李
白这样的老党员派往上海，可见中央对
上海斗争的重视。把李白从延安派往
上海这一最高机密，知道的人肯定不
多。而作为军委电台的实际负责人周
维和黄有凤是知道的，来自于上海地下
党的电报也都是由周维或黄有凤亲自
译电并直送中央有关部门的。

李白即为《永不消逝的电波》主人
公李侠的原型。随后《星火燎原》杂志
（1980年 8月创刊号）即以《永不消逝的
电波》为题发表了周维的文章。我在周
维文章的结尾处加了一段话：“电影《永
不消逝的电波》描绘的可能不是李白同
志，但他是千千万万个李白同志的缩
影，他就是一个‘永不消逝的电波’。”

后来，北京邮电大学在校园里建立
了由陈云同志题写的“李白烈士”塑像，
邓颖超同志为塑像题词。李白、黄有
凤、周维这些电台工作者，是当时中央
领导同志工作中离不开的人。凡是发
给中央和中央发出去的电报，需要中央
领导传阅的，都是由他们亲送。由于职
业习惯，他们从不和人主动搭话，但当
时的中央领导同志几乎没有不认识他
们的。

在李白烈士塑像石碑上，刻着邓颖
超同志的题词：“像我们大家所熟悉的
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中所写的原型
李白同志，为了党的利益，最后献出了
自己的生命。这些同志是永远值得我
们怀念的。”

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和老红军
周维所写的文章《红色电波》都已经过
去了几十年，但电影和文章所讲述的红
色故事和所彰显的革命精神，就像一束
“永不消逝的电波”，永远光辉灿烂，光
照历史，光照今天，光照未来。

永不消逝的电波
■朱冬生

重温经典 感悟初心

“你总是微笑着，那样有底气。生活

的不容易，从不会提及……”“父亲节”这
天，在海拔 3700余米的雪域高原某驻训
场，“铁骑乐队”正在为战友们演唱新创
作的歌曲《爸爸的心房》。
“‘铁骑’是我们高原汽车兵的特有

文化品牌，寓意朝气蓬勃、一往无前。”
“铁骑乐队”创始人、川藏兵站部某运输
连指导员唐永军介绍说。

唐永军个子不高，满脸“高原红”。
他和战友们常年驰骋在川藏线上。3年
前，爱好音乐的他萌生了组建一支乐队
的念头。他号召身边战友共同参与，组
建了川藏兵站部“铁骑乐队”，乐队成员
中既有干部、文书，也有驾驶员。

三千里川藏线，汽车兵生活的苦与
乐、沿途的风景与艰险、官兵的生死情义
都成了“铁骑乐队”创作灵感的源泉。

高原兵歌

夏日的西藏，正值雨季，川藏线沿线
飞石溅落、泥石流频发。这天，一台运输
车正慢速通过牛塔沟。驾驶员姜海洋透
过刺眼的阳光向远处眺望，发现汽车右
前方 15米处的一个山坡上，突然尘土飞
扬。不一会儿，一块巨石犹如受惊野马
滚落下山。千钧一发之际，姜海洋一把
抓住方向盘，紧盯飞石滚落轨迹，快速调
整方向，同时一脚踩住加速踏板，迅速打
开应急灯。3秒钟！巨石将路面砸出一
个大窟窿。姜海洋驾驶的汽车以不到 5
厘米的距离与“死神”擦肩而过。

夜晚，车队抵达兵站。白天战友经
历的惊险仍深深触动着唐永军。他顾不
上疲惫和缺氧，连夜创作了歌曲《出征》。
“军号声声催征程，军旗猎猎士气如

钢。吼一腔挺起钢铁脊梁，奏一曲豪情

万丈。英雄的钢团将士，一往无前不可

阻挡。”第二天车队出发前，唐永军利用
车载电台，唱响这首旋律激昂的新歌，为
战友们加油鼓劲。

像这样有感而发的即兴创作，是“铁
骑乐队”创作的常态。坐落在海拔近
5000米怒江山风口的邦达兵站，是川藏
线上海拔最高、冰冻期最长的兵站。一
年春节，一场暴雪过后，兵站四周白茫茫
一片，从山上引入炊事班的水渠被厚厚
的冰块冻住。官兵拿着铁锹、踩着冰雪，
沿路凿冰取水，准备年夜饭。

得知这顿特殊的年夜饭后，乐队成
员饱含深情地创作了歌曲《战位上的
兵》，将边关将士卫国戍边的真挚情感化
作音符、融入歌中。歌曲在网络上发布
后，感动了许多网友。

金珠玛米

川藏线不仅是一条国防运输线，也
是藏汉民族团结的纽带。“我们行驶在路
上，常能遇到藏族儿童向车队行少先队
队礼、藏族阿妈亲切地招呼……”乐队歌
手银明超介绍说。

去年，然乌等地普降暴雪，道路能见
度不足20米。受降雪影响，然乌沟发生雪
崩，道路中断、车辆受阻，数百名群众被
困。深夜，气温骤降至-10℃，路面积雪厚
度超过15厘米。接到驻地政府求助信息
后，兵站官兵冒着风雪，一边协助地方政府

疏导交通，一边为群众发放食品、药品等物
资。经过连夜奋战，受困群众转危为安。

这些年，官兵在任务途中帮扶遇险
受困群众、抢修地方抛锚车辆等情况不
胜枚举。也为“铁骑乐队”的创作提供了
丰富素材。“你是我的姐妹兄弟，是我心
中圣洁的雪莲花……你是高原的守护

神”，他们创作的歌曲《金珠玛米么么
哒》，展现的就是解放军与藏族同胞心连
心的深厚情意。

带不走的思念

每年高原再起风雪时，总会看到即
将告别军营的老兵依依不舍抚摸战车的
情景。这条生死线上，不仅有他们的青
春记忆，更有带不走的思念。

老兵汪胜至今仍清楚地记得新兵那
年，一天，当车队行至雀儿山时，由于雪
大路滑，车子一下子侧滑到悬崖边，右后
侧的车轮几乎悬在崖边上。坐在副驾驶
座位的汪胜瞬间惊出一身冷汗，失声喊
了出来。幸亏驾驶员经验丰富，换挡、踩
油门、转动方向盘……随着车身一阵剧
烈地晃动，汽车最终脱险。

汪胜怎么也没想到，当一名汽车兵
竟会如此危险，甚至有战友献出了宝贵
的生命。

退伍后，汪胜再一次回到川藏线，当
遇见熟悉的车队时，他不停地重复着同一
个动作——举起右手向每一辆军车敬礼。

眼前的这一幕感动了车队的官兵。
唐永军也深受触动，他带领车队抵达营区
后，利用有限的设备，经过几天努力，赶在
老兵们离队前，创作完成《祝福你老兵》，
作为送给战友们的特殊礼物。

一路行来一路歌，组建 3年来，“铁
骑乐队”已先后创作了《不能回家过年的
兵》《感动路上你和我》《世上谁最美》等
10余首军旅歌曲，被战友们亲切地誉为
“流动的乐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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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春之歌

近日，由中央宣传部、中共北京市

委、中国文联、中国作协主办的《奋进新

时代 礼赞奋斗者》音乐诗歌咏唱会，正

在全国20多家卫视轮流播出。咏唱会

以诗歌的艺术形式，生动诠释了“幸福

源自奋斗、平凡造就伟大、成功在于奉

献”的奋斗者精神。

诗歌记录时代，也承担着传递时代

情感的使命。《毛诗序》中曾对诗做过描

述，“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

为诗”。诗所表现的是诗人对时代和事

件的感知，也是诗人心中对时代精神的

理解与呈现。奋进的时代，需要有人将

那些伟大的名字铭记，成为先行者之慰

藉、同行者之动力、后来者之楷模，诗人

则义不容辞地承担起了这个使命。

诗歌的语言是凝练的，最适合呈现

时代的各个侧面。那一个个呈现在诗

句中的片段，正是中华民族最美的、最

催人奋进的瞬间。例如在诗歌《十三个

月》中，诗人虽然只是将焦裕禄来兰考

县工作的十三个月各截取了一个标志

性的场景，却将“人民的好书记”一生中

最为辉煌的身影呈现在诗中。作品以

月份的更迭串起焦裕禄在兰考鞠躬尽

瘁的日子，时时传达出一种时间的焦

虑。在时间无情的催促下，焦裕禄走

了，但他却将幸福的生活带给了兰考县

群众。

文艺是时代的号角。《奋进新时代

礼赞奋斗者》中的诗句，处处澎湃着催

人奋进的时代情感，令闻者动容。例如

在《致敬，共和国最美的身影》中，诗人

直抒胸臆地为这次创作点题，“为奋斗

者引吭高歌/给奋斗者至高荣誉/这是

祖国向他们发出的/最崇高的致敬和礼

赞”，这宣告式的诗句直接点燃了聆听

者的情绪。人们的情感被一个个令人

热血沸腾的名字激励着，无论是黄继

光、焦裕禄还是廖俊波、南仁东、八步沙

“六老汉”，他们通过诗句走进聆听者的

心中。作为时代的见证者与建设者，每

个人心中都有奋斗者的身影，每个人都

是奋斗者的化身。

在诗作中，诗人们表达了与那些最

美奋斗者一起《奋斗向未来》的信念，他

们向所有人呼唤，“我，我们/愿意接下

这庄重的接力棒/沿着人间正道/以十

四亿奋斗者的名义/以十四亿追梦人的

名义/让中国的加速度/跑出民族复兴

的节拍/跑向中国梦/跑向两个一百年

的伟大目标”。辉煌的历史已成丰碑，

无限的未来等着我们去奋斗。

“诗言志，歌咏言”，诗歌与咏唱自

古以来就是不可分割的。在这场咏唱

会上，艺术家们的咏唱与诗歌文本一

起，构成了对奋斗者们的最高礼赞。

时代的诗歌不需要晦涩的象征，不需

要复杂的文字游戏，它需要的是一种

自豪感和责任感。这份自豪和责任化

作铿锵有力的节奏和催人奋起的韵

律，从诗人的笔尖一路奔流，借由艺术

家们的咏唱传给观众。咏唱极大地拓

展了诗歌文本的情绪，增加了艺术表

现力和感染力。

值得一提的是，咏唱会为诗作呈现

出新的场景化形式。在节目设计上，以

三节课的形式串连起来。课堂上，老师

带着同学认识着那些在共和国历史上

熠熠生辉的名字，重温着那令人感动的

回忆。在细节处理上，导演组也为每一

首诗歌、每一位奋斗者的故事找到了适

合的表现场景。如诗歌《毛泽东号》中，

导演就将“毛泽东号”机车的形象搬上

了舞台，车轮的铿锵行进与朗诵交相辉

映，构成一首奋斗的进行曲。

每一位奋斗者都有自己为之奋斗

的领域和愿景。虽然身处不同行业，但

他们共同的奋进精神却编织出一幅宏

伟壮阔的时代长卷。

礼赞最美奋斗者
■吴 辰

艺 境

炽 热
作者：周凯威

这幅作品展现的

是，新疆军区某部官

兵进行战术基础动作

强化训练的场景。拍

摄者利用低角度、大

光圈进行拍摄。熊熊

火焰下，战士坚毅的

眼神和向前冲锋的

姿态格外醒目，生动

彰显出军人的血性

虎气。

点评：孙常明

阅图

军考“小锦囊”
■建 龙绘 郑海鸿文

兵 漫

5.查漏补缺，归纳总结。 6.把握时间，注意休息。

1.执着追求，永不言弃。 2.日日计划，坚决完成。

3.劳逸结合，释放压力。 4.合理膳食，营养均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