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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博览

“正月里来是新春，赶上了猪羊出呀

了门，猪呀羊呀，送到哪里去？送给那英

勇的八路军。”这首广为传唱的《拥军秧

歌》（又名《拥军花鼓》），诞生于延安时期

开创的双拥运动中。它反映了陕甘宁边

区军民的鱼水深情，也见证了军爱民、民

拥军光荣传统的延续和传承。

一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为加强党政

军民的团结，凝聚夺取抗战胜利的最大

力量，党中央领导开展了“拥政爱民”和

“拥军优抗”运动。

1943 年 1 月 15 日，陕甘宁边区政府

发布《关于拥护军队的决定》，指出：“八

路军是人民自己的军队，是保卫边区、

保护人民利益的军队。如果没有八路

军就没有边区，人民利益也无法保障。

各级政府和人民必须把爱护与帮助军

队当作自己应尽的责任，经常注意尽到

自己的责任。”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在

当日《解放日报》上发表《造成拥军热

潮，增强拥军工作》一文，称“这是边区

人民的一件大事，同时也是巩固边区的

一个重要步骤。”边区政府决定从 1 月

25 日 至 2 月 25 日 为 全 边 区 拥 军 运 动

月，并在《解放日报》上发布《陕甘宁边

区拥军公约》。

1月 25日，八路军留守兵团司令部、

政治部发出《关于拥护政府爱护人民的

决定》，指出：“边区军队与边区人民，像

鱼和水一样，是分不开的。军队脱离了

人民，就无法打胜仗，无法存在。”“边区

政府是革命的政府，边区人民是很好的

人民，这样的政府与人民，我们军队应该

拥护它，保卫它，爱护它。”同日，在《八路

军留守兵团政治部关于拥政爱民运动月

的工作指令》中，特定 2月 5日至 3月 4日

为全边区部队拥政爱民运动月。

2 月 1 日，留守兵团在《解放日报》

上 公 布《八 路 军 留 守 兵 团 拥 政 爱 民 公

约》。这是我军历史上第一个拥政爱民

公约。

1943 年春节前后，一场轰轰烈烈的

双拥运动在陕甘宁边区开展起来。

边区各级政府分别举行邀请驻军

代 表 参 加 的 扩 大 的 政 务 会 议 ，对 于 抗

属，除了减免一定的负担外，还采取捐

献实物或现金等形式予以帮扶。林伯

渠亲自带领慰问团到南泥湾慰问垦荒

部队。

边区政府和群众对军队和抗属的

关爱，给官兵以极大鼓励。官兵以更大

的热忱投入到拥政爱民运动中。按照

《决定》和《公约》的要求，驻军各部队普

遍开展了拥政爱民教育，采取各种办法

帮助人民开展农业生产。解决群众日

常生活困难，如砍柴、挑水、修补房子、

救济难民等。部队自身大规模地从事

生产，做到了完全自给或部分自给，以

减轻人民的负担。一个班长在拥政爱

民大会上讲：“我们是边区的子弟兵，就

是像人民的儿子，我们要做好子弟。”

战士们帮老百姓锄草，锄得又快又细。

有些不大会锄的战士，则虚心向老乡们

学习。老乡们纷纷夸奖八路军：“既能

打仗，又能生产，又能与人民打成一片，

从古到今哪里有过这样的军队？”

为 了 推 动 边 区 拥 军 爱 民 工 作 ，有

“小调大王”之称的音乐家安波，选用陕

北民歌《打黄羊》的曲调，填词编曲创作

了《拥军秧歌》。在欢度春节的锣鼓声

中，秧歌队载歌载舞，唱着“正月里来是

新春……”深入部队，慰问子弟兵。很

快，《拥军秧歌》就成为拥军爱民运动中

影响广泛的一支歌曲。

二

陕甘宁边区开展的双拥运动对密

切军民关系发挥了巨大作用。为了促

进 双 拥 运 动 在 更 大 范 围 经 常 性 开 展 ，

1943 年 10 月 1 日，毛泽东在他亲自起草

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减租生产拥政

爱民及宣传十大政策的指示》中指出：

“为了使党政军民打成一片，以利于开

展明年的对敌斗争和生产运动，各根据

地党委及军政领导机关，应准备于明年

阴历正月普遍地、无例外地举行一次拥

政 爱 民 与 拥 军 的 广 大 规 模 的 群 众 运

动。”并明确提出双拥活动“以后应于每

年正月普遍举行一次”。

1944 年 1 月 1 日，中共中央西北局

在《关于拥政爱民及拥军工作的决定》

中，对“双拥”做出统一部署，要求“今年

的拥政爱民和拥军运动，不仅要普遍的

举行，而且要使之更加深入，就是要更

加成为部队中和广大人民中真正自觉

的群众运动，成为广大群众的思想教育

运动。”对“双拥”的方式方法提出要不

限于春节期间的活动，而应该在经常的

军民关系中，随时和切实解决一切实际

性的问题，并在生产、自卫、防奸及其他

工作中发展军民互助。

同一天，八路军留守兵团政治部也

发出《加强拥政爱民工作的指示》。在

当晚举行的延安元旦干部晚会上，朱德

总 司 令 发 表 了 题 为《展 开 拥 政 爱 民 运

动》的讲话，提出要“使拿枪的和不拿枪

的打成一片，进一步结合起来”“一切根

据地的党和军队，必须把拥政爱民运动

当作一件十分重要的任务”。

1944 年 的 双 拥 运 动 ，不 仅 更 加 普

遍，而且更加深入，注重将思想教育和

实际行动密切结合起来。

这一年农历正月的陕甘宁边区，处

处 涌 动 着“ 双 拥 ”的 热 潮 。 2 月 7 日 下

午，秧歌队和一些民众团体，唱着、扭着

《拥军秧歌》到杨家岭，向毛主席献旗。

边区参议员毕光斗代表延安市人民献

词说：“一九四三年过去了，今天是旧历

新春，我代表大家庆祝毛主席健康。我

们陕北在八路军未来前，人民不安，地

方繁荣不起来，自从八路军来后，人民

非常幸福，大家劳动生产。过去人民说

当兵人只是吃粮不生产，在今天我们的

八路军，则不但自己生产，而且还帮助

人民挖地锄草，仅几年的时间内，就改

变了边区这块偏僻地方的面貌，人口多

了，市镇热闹了，这些都是毛主席领导

的功绩。现在我代表大家献旗，敬表谢

意。”

以陕甘宁边区为榜样，全国各个根

据地遵照党中央的指示，都先后开展了

双拥运动，《拥军秧歌》也随之唱到了各

根据地。

三

双拥运动以多种形式的军地互助

活动，最大限度地激发了根据地军民共

同奋斗的积极性，对坚定军民战胜一切

困难的信心，激发和振奋全党、全军的

士气和斗志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此后，

党中央更加重视推进双拥运动向经常

性工作的转变。

在毛泽东《一九四五年的任务》的

报告中，拥政爱民和拥军优抗被确定为

十五项任务之一。他号召各根据地和

敌后部队，应普遍推行这个运动，并做

出显著的成绩出来。

1946 年和 1947 年连续两年的春节

正月初三，毛泽东和朱德等领导人宴请

延安地区群众，共度春节。参加宴会的

群众既有当地百姓，也有劳动模范和驻

军干部代表。毛泽东在宴会上发表讲

话，号召军民积极生产，改善生活，丰衣

足食，婚丧嫁娶不要铺张，并强调军民

之间、乡邻之间要和睦团结，争取和平

光景的早日实现。

春 节 期 间 的 延 安 ，人 民 群 众 唱 着

《拥军秧歌》，赶着猪、牵着羊，抬着衬

衣、鞋袜、毛巾、肥皂等，到部队联欢慰

问。在留守兵团机关门口的操场上，高

跷队、秧歌队，舞狮子的、耍杂耍的，整

日不断，锣鼓声、鞭炮声、唢呐声、欢笑

声，响彻一片。

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双拥运动

把集中性工作和经常性工作结合起来，

成为中国共产党人在中国革命史上一

项崭新创造。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和

新中国的成立，双拥工作在全国各地全

面开展，续写出一首首军民团结一心、

夺取胜利的恢弘交响。《拥军秧歌》也成

为其中常唱常新的保留曲目。

久久传唱的鱼水深情
■魏新玲 钱均鹏

回味过去一年来的点点滴滴，我的

记忆不由定格在去年 8 月，想起第 81 集

团军某旅那片满是青春活力的热土，想

念那些朴实坚毅的战友们。

为了使我们的教学更加有兵味、战

味，更加突出“教战研战、为战育人”的鲜

明治学方向，国防大学军事文化学院于

去年暑期安排文职人员到第 81 集团军

某旅当兵锻炼。

部队驻地离坝上草原不远，我们出发

那天正值八一建军节。当军车缓缓驶入

营区大门，艳阳下整洁的军营映入眼帘，

坝上特有的清爽空气扑面而来。官兵以

庄严的入营仪式迎接我们的到来。

那一天的军营，对我来说，既熟悉亲

切又有些陌生。熟悉的是整齐划一的营

区环境和人民军队永恒不变的严明纪

律。陌生的是军队院校与基层部队的些

许区别，我们和战士们相互都要有一个适

应的过程。起初，突然来了这么多位老

师，战士们既兴奋又有些拘束。我们也把

自己从教研室、讲台上的状态，拉回到战

士身边，与他们朝夕相处，一起工作、训

练、生活和学习。20天的时间里，战士们

与我们谈天说地，聊知识、聊训练、聊人

生，从最初的拘束到把我们当成信任的老

师和朋友。而我们也备加珍惜这次难得

的回到基层部队、回到战士身边的生活，

感受他们的淳朴善良、侠骨柔情；感受这

一群沐浴在共和国温暖阳光下长大的年

轻人，甘于寂寞、坚守战位的执着；感受他

们对国家和人民深沉的爱，和对我们发自

内心的敬重与无微不至的关怀。这种温

暖与感动是独特而动人的。

训练场上，他们生龙活虎、敢拼敢

赢，流血流汗不流泪，掉皮掉肉不掉队，

苦练过硬本领。宿舍楼道的墙上挂满了

闪亮的龙虎榜，记录着他们从一个个普

通男孩脱胎换骨、淬炼成长的闪光历程。

生活中的他们，无微不至，还很幽默

风趣。每天温暖的声音时常萦绕耳畔：

“教员，有什么需要帮您做的吗”“这事不

用您来做，我们来”“我最喜欢唱歌，可是

我一唱歌他们就跑开”“教员，我喜欢弹

吉他，你帮我听听，我这个小曲弹得对不

对”……写到此，我的鼻子不由一酸，眼

泪不知不觉滚落脸颊。那一张张青春面

孔，憨厚朴实，他们认真学习的样子又浮

现在眼前。

食堂里，老师们这边总比其他班多一

个大汤桶，里面是满满一桶滚烫的红糖姜

水，上面漂着一层又甜又大的红枣。这些

军营里的大男孩们，虽不善言辞，还有些

羞涩，却善良温暖，他们给你的关爱都融

进点点滴滴的细节中，让你猝不及防地感

动。我默默在想，哪个女孩子要是将来嫁

给他们定是幸福的，因为他们的心灵世界

写满了忠诚、责任与担当，他们的感情又

是如此充沛细腻。

平日忙忙碌碌，与大家一起训练的

闲暇之余，为了丰富基层文化生活，我们

充分发挥自身专业优势，奉上一堂堂经

过精心准备，内容深入浅出、丰富精彩的

课程，让官兵畅游在不同领域和专业的

知识海洋中。战士们对知识的渴求，使

我们不敢有任何放松，并不断深思，我们

还能为这些可爱的官兵多做些什么？我

们在未来的教学和科研中要更为关注些

什么？

在一次结合课题任务的心理访谈

中，所在连队指导员特意为我找来 4组不

同年龄段、不同兵龄的战士。那天下午，

我 分 组 与 战 士 们 交 流 ，倾 听 他 们 的 心

声。有个入伍 8 年的老兵，这样对我说：

“教员，我觉得不公平。”我问：“是什么让

你觉得不公平？”他说：“我觉得像今年这

样百年一遇的洪涝灾害，各部队都应该

轮着上去。我也想去现场救灾帮帮灾区

的老百姓，就是类似这样的救灾任务，我

们都想去……”看着眼前这位 26 岁的战

士，我肃然起敬。比起常人的惯有思维，

战士们早将自己的利益置于身后。他们

的赤胆忠诚，皆为国家。这种爱，无关年

龄，都是一份“只要有我在，祖国请放心”

的使命担当！

访谈结束后，我独自往宿舍方向走，

脑海里不由自主地响起一首首温暖的旋

律。“人海茫茫，你不会认识我，我在遥远

的路上风雨兼程。霓虹闪闪，你不会发现

我，我在高高的山上戴月披星”“不需要你

认识我，不渴望你知道我。我把青春融

进，融进祖国的江河。山知道我，江河知

道我，祖国不会忘记，不会忘记我……”

军营也有属于军营的浪漫。一个周

末，炊事班通知晚上有烧烤晚会，大家都

特别高兴。下午 4 点多，烧烤活动正式

开始。这是我们平时很难见到的热闹场

面：几百个人一起切肉、切菜、穿串儿；几

十个烤炉支起来，陆续冒出炊烟。

天渐渐黑了，一场别样的战地晚会

拉开序幕。平日不苟言笑的干部们拿起

麦克风高歌一曲。教员们则充分展示特

长，各种精彩小节目轮番上演，惹得现场

不断传出掌声。最后环节，大家一起联

欢。重装备运输车，平日那么威严地停

靠在那儿，这会儿已变身为战味十足的

临时舞台。车上站满了战士，挥舞着手

电筒映射出璀璨的光，好像黑色天鹅绒

幕布上点缀的钻石。

美好的时光总是匆匆而过，离队的

日子转眼就到了。回京那天，当地下起

大雨，战士们说：“老师，你看天都不愿让

你们走。你们什么时候再来？我们会想

念你们的。”他们列队敬礼送别。那一

刻，我再也无法抑制满心的不舍，泪如雨

下。你们真诚可爱的样子会永远留在我

心里，让我在未来的日子里，内心更加纯

净，脚下更有力量。你们是我记忆深处

最动人的歌。

我
记
忆
深
处
动
人
的
歌

■
林
国
宏

迷彩芳华

日前出版的《中国书法大字典》将长

期流失海外的李白《嘲王历阳不肯饮酒》

诗帖中的“酒”“嘲”“风”等 6 个字收入，

意义深远。李白书法神传气古，善楷隶

行草之风，堪称书法之经典。

唐 天 宝 十 二 年 ，历 阳 县 令 招 待 席

间 ，李 白 创 作 了《嘲 王 历 阳 不 肯 饮 酒》

诗 帖 。 据 日 本 学 界 资 料 显 示 ，该 帖 曾

收藏于日本福冈县太宰府市的筑紫观

音寺，后归入小仓藩藩主细川家族，明

治 维 新 后 几 经 辗 转 ，被 日 本 古 笔 收 藏

家 明 日 香 宁 范 购 得 ，藏 于 京 都 的 书 木

文库中。

该帖纵 26.4 厘米，横 67 厘米，全帖

共 50 字，包含了《嘲王历阳不肯饮酒》全

诗，诗曰：“地白风色寒，雪花大如手。笑

杀陶渊明，不饮杯中酒。浪抚一张琴，虚

栽五株柳。空负头上巾，吾于尔何有。”

落款为“李白”。

该帖书写自然流畅，气韵生动，用笔

拙朴挺拔，笔力遒劲洒脱。观察文字的

墨迹笔风可以看出，书写用笔是唐代独

特的“有心笔”（鸡距笔），所用纸张为当

时出产于四川的麻纸。由于传世经年，

整体色泽发黄黑，从纸面折痕可以看出

纸质偏脆、纤维较细。作品整体纸色醇

古、书风刚健、气势遒迈，流露出浓郁的

豪放粗犷之气。

中国书法不仅承载着汉字独特的

造型符号和笔墨韵律，更融入了中国人

特 有 的 思 维 方 式 、人 格 精 神 与 性 情 志

趣。我们学习书法艺术，于方寸之间感

悟文化之深、艺术之美，是不可多得的

修养之途。

李白《嘲王历阳不肯饮酒》诗帖，作

为一件与诗仙李白相关联的唐人墨迹，

是漫漫历史长河中遗留下来的书法珍

品，也是研究唐代历史、文学、艺术的重

要文物。提炼该帖中的李白书法精华，

编入《中国书法大字典》，为传承中国书

法艺术，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出了

积极贡献。

方寸之间感悟文化之美
■武兵川

七 彩 风

“冬九九”歌是我国劳动人民在长

期 生 产 实 践 中 积 累 总 结 的 智 慧 结 晶 。

它简单顺口，通俗易懂，富有情趣，又蕴

含科学道理和使用价值。

“ 九 九 ”指 冬 至 后 的 八 十 一 天 ，称

“冬九九”。每九天为一个“九”，按次称

为头九、二九、三九，直至九九，即所谓

“数九寒天”。

“ 数 九 ”最 早 的 文 字 记 载 ，相 传 为

南朝梁宗懔著的《荆楚岁时记》：“俗用

冬至日数及九九八十一日，为寒尽。”

在 长 期 与 大 自 然 的 接 触 和 生 活 实 践

中，人们还编出不同版本的“冬九九”

歌，以反映气候、物候的变化。如流传

于我国南方某些地区民间的“冬九九”

民谣：“一九二九不动手，三九四九寒

气流，五九六九河垂柳，七九雨水至，

八 九 始 惊 蛰 ，九 九 再 一 九 ，遍 地 耕 牛

走。”由于我国土地辽阔，南北气候差

异较大，所以流传在北方民间的“冬九

九”歌与南方不同：“一九二九不出手，

三 九 四 九 冰 上 走 ，五 九 六 九 ，沿 河 看

柳，七九河开，八九雁来，九九加一九，

遍地耕牛走。”歌谣中的“不出手”“冰

上走”“沿河看柳”“河开雁来”都是物

候 ，就 是 从 人 的 冷 暖 感 觉 ，江 河 的 冰

冻，柳树的报春，鸿雁的北飞，来确定

季节的交替变化。在没有天气预报的

情况下，人们据此以掌握农时、搞好农

业生产。“冬九九”歌形象生动的景物

描写，把“九九”期间的气候变化情况

及 民 风 民 俗 刻 画 得 淋 漓 尽 致 ，跃 然 纸

上。

“冬九九”歌是人民群众世世代代

在生产、生活实践基础上总结出来的，

具有一定科学性，至今仍对人民群众的

生产、生活安排起着一定的指导作用，

所以一直盛行不衰，广泛流传。

冬至日是“阴盛至极之日”，应是一

年中最冷的时刻，也是寒冷期的开始。

谚语说：“冷在三九”，有的地方“九九

歌”中说：“三九四九，冻死猫狗。”三九

四九常在农历腊月初，所以又有“腊七

腊八，冻掉下巴”的说法。

古 人 认 为 ，“ 九 九 ”期 间 的 气 候 变

化 ，对 农 作 物 的 生 长 有 着 重 要 影 响 。

如有谚语：“四九雨雪杀虫儿，七九雨

雪 养 虫 儿 。”如 果 在“ 四 九 ”期 间 天 下

雨 雪 ，可 杀 死 各 种 虫 儿 ，有 益 庄 稼 生

长 ；若 是 在“ 七 九 ”期 间 下 雨 雪 ，各 种

虫 子 会 很 快 生 长 起 来 ，预 示 着 庄 稼 会

歉收。

更 有 趣 的 是 ，我 国 民 间 还 流 传 着

各 种 形 式 的“ 冬 九 九 ”文 化 活 动 。 如

“写九”：用“庭前垂柳珍重待春风”或

“春前庭柏风送香盈室”九个字，先双

钩成幅，于每年冬至前挂在室内，届时

由室主人从头九第一天开始填写。每

个字九笔，每天写一笔，每填写完一个

字 便 过 去 了 一 九 ，九 个 字 填 完 则 九 九

八 十 一 天 尽 。 有 意 思 的 是 ，每 天 填 完

一 笔 ，还 要 用 白 色 细 笔 在 笔 画 上 记 录

当日天气情况。因此，当“写九”完毕，

便有了一份这一年冬季天气情况的档

案。还有一项活动，画九：画“九九消

寒 图 ”，画 素 梅 一 支 ，花 九 朵 ，八 十 一

瓣。从数九那天起每日用红笔涂染一

瓣，素梅红遍，九尽天暖。也有画一表

格，九行八十一格，交九后每日画圈一

格，上阴下晴，左风右雨，格满寒消，谓

“九九消寒表”。还有写九体对联的：

“故城秋荒屏栏树枯荣，庭院春幽挟巷

草重茵。”把这些字描成空格，每天上

下联各填一笔，全联填完寒尽春来，叫

做“九九迎春联”。这些有趣的活动，

在 寒 冷 天 气 中 ，增 加 了 人 们 的 生 活 情

趣 。 挨 走 了 九 九 八 十 一 天 ，就 快 到 春

暖花开之时，到那时万物复苏、透露出

勃勃生机，所以“数九”也是人们对美

好生活的一种期待和向往。

三九四九是北方最寒冷的日子，也

是解放军指战员练兵的好时机。他们

通过苦练三九，磨练意志，增强本领。

歌曲《冬练三九不怕寒》就是官兵苦练

三九的生动写照。歌词中写道：“摸爬

滚打我不怕，身手流血我不苦。不经一

番寒彻骨，哪得梅花扑鼻香……冬练三

九不怕冷，夏练三伏不怕热，要问我们

为什么，为了大地春常在。”

漫话“冬九九”
■丁贵林

这幅作品拍摄的是火箭军

某部骑兵连官兵策马巡逻、跨越

河谷的情景。拍摄者采用长焦

镜头结合高速连拍的方式，记录

下官兵策马奔腾的景象。广阔

高原上，骑兵英姿飒爽、战马一

往无前，气势如虹。作品展现出

独具特色的高原骑兵风采。

（点评：赵丽丽）

策马奔腾
■摄影 王 静

阅 图

重温经典·感悟初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