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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期，晋察冀军区政治部抗

敌剧社组织了文艺轻骑队，向敌后之

敌后展开“政治攻势”，以打破敌人“囚

笼”、粉碎敌人“蚕食”图谋。

我们这一队共 20 个人，有男有女，

还有十来岁的小同志。1942 年春，我

们每个人腰里掖着两颗手榴弹，背上背

包、米袋，提起写标语、画壁画的桶子，

带上随时随地能演出的简便用具，昼夜

行军十多个小时，翻过一道道封锁沟

墙，绕过一座座敌碉堡。天将黎明时，

我们来到了山西省定襄县的南庄村。

这个村庄背靠绮丽多姿的峰峦，面

对蜿蜒奔流的滹沱河。这如画的景色

使我们这些刚从敌人眼皮底下闯过来

的人，恍若来到了“世外桃源”。忽然，

从村口跳出两个拿着红缨枪的娃娃。

他俩仰着小脸，甚是威严地命令我们拿

出路条来。大家不禁愣住了：这里不是

敌后么，怎么还有儿童团？

原来这里距五台山不远，本是晋察

冀军区第二军分区的中心。敌人实施

“囚笼政策”后，在山西、河北两省交界

处制造了一片骇人听闻的“无人区”，并

沿着山势构筑起一道沟墙、碉堡封锁

线，从而把这一带分割包围起来。现

在，这块坚持战斗在敌后之敌后的小小

抗日根据地，被敌人“蚕食”得只剩下十

来个山庄，方圆不过数十里。但它却像

一盏长明不灭的灯，为生活在敌寇铁蹄

下的群众照亮抗战必胜的前程。所以，

当地人们都亲切地呼唤它为“小延安”。

我们的到来，受到当地军民的热烈

欢迎。在欢迎大会上，我们听说敌人最

近要在山那边的白庄村召开“群众大

会”，还特地派来一个有点名气的晋剧

班子，准备连续演出 4 天。我们决定立

即动员起来，全力以赴同敌伪唱对台

戏，把群众拉过来，戳穿敌人欺骗宣传

的鬼把戏。

敌人在山那边的白庄演出，我们在

山这边的南庄演出。双方派出的哨兵，

仅隔一条不太宽的山涧，你瞪着我，我

盯着你，相互警戒着。

敌人的演出剧目，全部是由伪县政

府顾问官最后审定的，除去宣扬封建迷

信的外，就是传播淫秽和逆来顺受的内

容。开戏的头一天，去的观众倒不少。

两出戏唱过，顾问官带着伪县长和翻

译，登台“训话”。每当他提到什么“中

日亲善”“王道乐土”时，伪县长就紧忙

抓起一把糖块撒向孩子群。尽管这样，

到了第二天，戏台下就变得冷清了。顾

问 官 顿 现 原 形 ，大 骂 中 国 人“ 不 识 抬

举”。伪县长慌了手脚，随即喝令喽啰

们跑步到各村去“请”。结果，好不容易

挨门逐户地用刺刀“请”来百八十人，还

多半是些怀抱婴儿的妇女。顾问官火

冒三丈，正准备显示威风，忽然间四下

里响起了我们的侦察员和附近村庄游

击小组的枪声，群众一哄而散。预定 4

天的“盛会”也就到此收场。但敌人向各

村 摊 派 的 开 支 花 费 ，却 是 按 4 天 计 算

的。除了戏班的酬金，还有什么“劳军

费”“维持治安费”“招待军警官员费”“大

东亚圣战献金费”，合计白洋 5千多块。

我们演出的节目，无论是话剧、歌

剧、秧歌剧、活报剧，还是各种说唱，全

部是反映现实斗争生活的。所以，新文

艺虽然在这里是头一次出现，但立即受

到热烈欢迎。“八路军演新戏”的消息像

长了翅膀一样，很快就飞到敌占区。在

我们的观众席里，就有不少是从敌人据

点里冒着生命危险赶来的。当然，敌人

也不会放过机会，企图派遣特务奸细混

进来破坏，但是很难得逞。

就这样，我们在抗日军民的热烈欢

迎和严密警卫下，预定两天的演出一连

延续了 4 天才结束。演出开支包括，舞

台照明用去煤油 20 斤，蜡烛 1 包，火柴

1 盒，仅此而已。这些物品，全部是我

们的侦察员向敌伪合作社“借”来的，没

有向群众摊派一个铜板。

唱完对台戏，我们决定继续深入敌

后之敌后演出宣传，由定襄县的游击队

掩护配合。我们的头一站，是河边村。

这里是阎锡山老家，现在成了敌伪重要

据点。那天，我们正与游击队政委郭继

成聊天，忽然从前面传来了游击队樊队

长的命令：“机枪脱枪衣！步枪拔掉枪

口帽！”

气氛立时紧张起来。女同志扔掉手

中采集的山花，拔出了别在腰间的手榴

弹。随后，我们快步地向山脚下奔去。

一位侦察员迎面跑来，说：“敌人的‘宣抚

班’到了青石村，正在搭戏台，说是要演

什么‘文明新戏’。”

青石村距河边村仅有 3 里路，是我

们今天的目的地之一。没想到敌人抢

先到达，看来我们只有转移阵地了。

又一个侦察员跑来报告：“定襄县

伪警备队两个中队的敌人，来了个拂晓

包围，乡亲们全被捂在村里了。眼下伪

县长正站在戏台上胡说八道。河边村

的敌人没有动静。”

樊队长着重问了问附近几个大据

点的敌情，然后跟郭政委简短交谈了一

会儿，就听他斩钉截铁地命令道：“打！

叫敌人滚蛋，我们来演出。”

“敌人好不容易为我们搭好了戏台，

不演出对不起人家！”郭政委也笑着说。

部队利用沟渠、麦田的掩护，迅速

运动到村沿。随着激动人心的冲锋号

声响起，游击队员们一阵风地猛冲到街

心，不到个把钟头，就胜利结束战斗。

我们大白天的光临，完全出乎敌人意

外，他们还以为是我们的大部队杀出山

来，所以附近几个据点里的敌人，缩在

乌龟壳里动也不敢动。当我们走进敌

人布置好的会场时，伪县长扔在桌上的

半截香烟还在冒烟，敌人逃窜时的惊慌

狼狈，不难想见。

登上敌人搭好的台，敲起敌人扔弃

的锣鼓，就在敌人的眼皮底下，我们的

演出开始。节目全是我们根据这一带

的真实事件和群众的思想动态，几天来

日夜突击编写排练出来的。节目虽然

难免简单粗糙，但形象地揭露了敌伪的

残暴欺诈，倾诉了群众的心声，解答了

群众的疑虑，指明了抗战必胜的前景，

因而引起群众强烈共鸣。

随着演出的进行，观众越聚越多，

就近村庄里的人也赶来不少。演出完

毕，妇女们紧紧围住我们的女队员，娃

娃们争抢着拽住“小八路”的手，思想敏

感、活跃的青年们刨根寻底地要我们解

答问题，有把年纪的人羡慕地追问着边

区里人民当家作主的情况……一位古

稀老人，感慨地说：“听了你们的戏，我

这颗早已死掉了的心，又还阳复活了！”

有些伪军家属，还向我们表示，要

劝说自己的亲人，叫他们走戏里边指出

的那条道——改邪归正、弃暗投明。一

位怀抱婴儿的母亲悄声而惭愧地说：

“我男人不是那糊涂人，我就去找他说

明白。他要是再不回头，我娘俩不能陪

着他到东洋大海里喂王八。”

太阳落了山，西天一片红。我们正

准备转移，一位白发苍苍的牧羊老人气

喘吁吁地跑来找游击队报告，说是敌人

在南山口设下了埋伏，等我们往回返的

时候，妄想来个一网打尽。

让敌人在南山口恭候吧！我们绕

着青石村兜了个大圈子，然后调头北

上，穿过同蒲铁路支线，渡过奔流东去

的滹沱河，最后平安地越过了遍地是敌

伪据点的忻定盆地，又活跃在敌后之敌

后的纵深地带。

（本文根据杜烽回忆文章整理，原

文刊于《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史料选

编·抗日战争时期》）

作者简介：杜烽，著名剧作家，1920

年出生，1937 年参加八路军，曾任晋察

冀军区抗敌剧社戏剧队队长、创作组副

组长，原北京军区政治部创作室主任

等。创作有话剧《李国瑞》《英雄万岁》、

剧本《决胜千里外》等。

到敌人后方去演出
■杜 烽

硝烟中的灯火

作为共和国早期成立的战略导弹

部队之一，火箭军某旅在 50 多年征程中

积淀形成以“特别听指挥、特别能战斗、

特别讲奉献、武器用到极致”为主要内

涵的“赤火精神”，成为官兵忠诚维护核

心 、矢 志 奋 斗 强 军 的 精 神 支 撑 。 近 年

来，该旅党委注重抓好“赤火”文化品牌

建设，面向战场、面向基层、面向官兵，

在实践探索中不断发挥强军文化的重

要作用，在以文育人、以文促战中持续

激发练兵动力。

一

大漠戈壁，发射架下，一场战地读书

分享会正在进行。该旅“赤火”理论讲习

队 宣 讲 员 、“00 后 ”上 等 兵 宋 济 来 登 上

“赤火”微讲台：“入伍之前，长征在我脑

海里是一个遥远的故事。入伍后听党

课、看《长征》等书籍，我才真正认识了这

场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伟大远征。革

命先辈能在困境绝境中坚持到底、追求

胜利，靠的正是信仰的力量……”

宋济来的读书分享，赢得台下战友

的热烈掌声。一级上士邓云说：“上次训

练考核中，在班长、队友相继‘阵亡’的情

况下，宋济来是卫勤救护组的最后一员，

他咬紧牙关坚持到底，保证了任务完成，

我们非常受鼓舞。我相信，面临考验，我

们都会像他这样做。这就是用实际行动

传承长征精神。”

“一个个思想碰撞的火花，会产生强

大能量。”该旅政治工作部领导介绍，党

的十八大以来，他们遴选基层理论骨干

组成“赤火”理论讲习队，围绕党的创新

理论和现代战争制胜机理、备战打仗突

出问题等进行宣讲解读，从官兵视角说

经历、谈体会、话感悟，增强了官兵理论

素养，收到良好效果。

他们还借助《赤火画册》《赤火故事

集》、“赤火先锋”颁奖典礼、强军网“赤火

在线”教育平台等载体，持续宣扬“全国

巾帼建功标兵”刘杉、“火箭军好班长标

兵”朱纪华、“军体之星”刘国振等在“赤

火精神”影响下成长起来的官兵典型，用

他们的先进事迹和打赢故事引导官兵成

长成才、建功军营。

“走进军史长廊，官兵可以利用电

子屏幕浏览旅队历史，可以亲身体验以

声光电效果生动还原的实弹发射的激

动 瞬 间 ……”行 走 在 该 旅 正 在 建 设 的

“赤火长歌”文化教育园，该旅政治工作

部宣传科科长徐大权向我们介绍。他

们按照“好传统+”“新媒体+”思路，将

军史长廊、缅怀先烈场所、廉政文化园、

安全文化园等一体设计建造。这座文

化教育园将依托大数据、虚拟现实等科

技手段，提升文化教育场所的体验感和

适用度，助力思想政治教育提质增效。

二

线上书籍精彩纷呈、VR 游戏激战

正酣、“撸铁”健身大汗淋漓……某“地下

龙宫”内，周末时间的“赤火”野战文化俱

乐部，人头攒动，好不热闹。

“我们野外驻训时间长、任务重，训

练地域多在‘龙宫’深处、偏远地区。这

种整合了学习阅读、游戏娱乐、强身健

体、教育集会等多功能为一体的心理服

务场所，能有效提升官兵的心理适应能

力，受到官兵欢迎。”正在“地下龙宫”担

负值班任务的某发射营政治教导员刘

冬说。

走进这个特殊的俱乐部，只见“悦智

区”内存有大量图书和可供扫码观看的

红色影视、纪录片，“悦心区”里军营唱

吧 、VR 游 戏 机 、体 感 游 戏 机 等 一 应 俱

全，“悦身区”摆放有跑步机、划船机等健

身器材，满足了官兵在密闭条件下的多

样化学习娱乐和体能训练需求。

三

“尖兵一杀出，就让敌人哭……”炎

炎夏日，某驻训场训练间隙，两名“赤火”

文艺小分队队员，拿起快板，现场来了一

段《赤火精兵显神威》，生动活泼，赢得官

兵喝彩。

近年来，该旅组建文艺小分队，积极

开展战地文艺创演活动，通过兵说兵、兵

演兵、兵唱兵，用富有战味兵味的文艺作

品，激发官兵练兵备战热情。

战车硝烟当舞台背景、典型故事为

创作素材、兵言兵语作主持台本……去

年以来，小分队跟随部队转战大漠戈壁、

偏远点位、“地下龙宫”，用一场场送到一

线的文艺演出，一个个短小精悍、兵味浓

郁的文艺作品，点亮了与部队练兵备战

融为一体的基层文化生活。

白山黑水扎根、高原大漠砺剑、草原

戈壁重塑……“七一”前夕，一部由该旅

官兵自编自导的情景剧《赤火的云图》上

演，再现该旅光荣历史的重要瞬间。剧

中的每个故事都取材于官兵真实故事，

引发官兵普遍共鸣。

三级军士长刘国振看完演出后说：

“节目真实又生动，透过一个个历史镜头

折射出我们转型跨越的新风貌，让大家

进一步提升了对‘赤火’标识的认同感、

自豪感。”

战 歌 随 硝 烟 激 昂 ，战 鼓 伴 车 辙 雷

动。近年来，他们创作出一批来源训练

一线、宣扬战斗精神的文艺作品，有力激

发官兵敢打硬拼、持续冲锋的豪情壮志：

《赤火战歌》以“赤火精神”为主线，生动

展现该旅官兵听党指挥、奋斗强军的精

神本色；歌曲《热血尖刀》热情歌颂某发

射营执行实弹发射的砺剑征程；情景剧

《搬家》讴歌移防换型官兵舍小家为大家

的家国情怀……

接到号令打起背包就出发、扎根深山

无私奉献护国宝……“赤火精神”烙印在

该旅官兵心中，又催生了一曲曲激昂奋进

的青春战歌。

下图：该旅“赤火”文艺小分队队员

在休息时间与战友们一起排练节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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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文化景观

“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全国

武装的弟兄们，抗战的一天来到了，抗

战的一天来到了……”这首《大刀进行

曲》，在“七七事变”不久后问世，很快唱

遍全国，成为当时激励中华民族奋起抗

击日寇的铿锵战歌。

1933 年 ，日 寇 集 结 重 兵 进 犯 长

城 。 中 国 军 队 第 29 军 官 兵 坚 守 喜 峰

口、罗文峪等阵地，同汹汹来犯的日寇

展开了殊死搏杀。该军组建“大刀队”，

夜出奇兵，迂回敌后，杀得鬼子落花流

水。这是“九一八事变”以来中国军队

抵抗日本侵略者的首次大捷。日本《朝

日新闻》惊呼：“皇军名誉尽丧于喜峰口

外，而遭受 60 年来未有之侮辱。”天津

《益世报》发表评论说：“中国人永世万

代不能忘记喜峰口的英雄。”

1937 年“ 七 七 事 变 ”爆 发 ，“ 大 刀

队”奋起抗战。他们英勇抗敌的事迹传

到上海，深深震撼了参加抗日救亡运动

的进步青年、作曲家麦新。

那是一个安静的早晨，麦新念叨着

“抗战的一天来到了”，火一般的词句和

音符在他笔下涌出……“大刀向鬼子们

的头上砍去！”麦新奋笔疾书，一气呵成

写出了《大刀进行曲》的词曲，并在原稿

标题下题写了“献给廿九军大刀队”。

歌曲以描绘抗战将士威风凛凛的身姿

为开端，用刚健旋律、激昂词语，表达了

中国人民抗击日本侵略者的高昂斗志

和必胜信念。歌曲是表现战斗的进行

曲风格，又具有突出的民族风格，成为

中国音乐家创作新军歌的代表作。

后来，麦新还根据群众的试唱进行

了修改。第一句歌词“大刀向鬼子们的头

上砍去”，本来麦新在曲谱中写的是一拍

一音，但在群众传唱时却成了切分音。麦

新知道后，赞同地说：“还是群众唱得对！

一开始用切分音符更能表现对敌人的无

比仇恨。”的确，歌曲这样一唱，便具有了

火山爆发般的强大力量，唱起来像大刀一

样锋利，像冲锋号一样响亮。麦新便按照

群众的唱法，修改了自己的曲谱。

随后，这首激昂的抗日战歌很快传

遍了城镇乡村、前线后方，传唱于抗日军

民心中，鼓舞着千千万万抗日英雄去冲

锋陷阵。1949 年 7 月，周恩来在一次军

队文艺工作者代表座谈会上，提到这首

歌：“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大家又唱

起了《义勇军进行曲》《大刀进行曲》《黄

河大合唱》《游击队歌》，很多热血青年在

党的感召下，就是唱着抗日救亡歌曲到

延安和敌后各抗日根据地来的……”

伟大的时代，应该产生与之匹配的

伟大的文艺作品。抗战岁月里，中华民

族无数优秀子孙用刀枪、用热血，奋勇

抗争、保家卫国。每次听到这首歌曲，

人们眼前就仿佛浮现抗日英雄们高举

革命红旗、挥舞大刀长矛，“抗日的烽火

已燎原”的画面。

几十年来，这首歌曲广受人们的喜

爱，已经成为民族精神的一种象征。在

敌人来犯时，在将士出征前，在历次抗

战胜利纪念大会，在国庆庆典上，我们

总能听到这首充满英雄气概的歌曲。

军歌中有铁血豪迈，军歌中蕴藏着

铁与钢。时间已过去了 85 年，这首气

壮山河的抗日歌曲，依然能激起全国人

民的强烈共鸣，依然能叫人热血沸腾、

斗志昂扬，显示出其久远的生命力和旺

盛的战斗力。

著名作家高洪波曾写过一首《致麦

新烈士》的诗，诗中说：“这大刀很沉重，

很明亮/插在中国的历史里/插成一座

刀碑……”

麦新，于 1947 年 6 月 6 日遭反动土

匪袭击，壮烈牺牲。他的名字，将和《大

刀进行曲》一起，永远铭刻在人们心中。

抗日战歌《大刀进行曲》
■本报记者 袁丽萍

今年是全民族抗战爆发85周年。当年，面对日寇侵略，中华
儿女奋勇抗争、视死如归，奏响了一曲曲气壮山河的英雄战歌。“艺
术是我们的枪，舞台是我们的战场”。在全民族抗战的浪潮中，广
大文艺战士积极用文艺武器同敌人展开战斗，甚至将热血泼洒在

战斗的前线。
本期我们推出两篇文章，回顾抗战烽火中，“抗敌剧社”文艺

战士的战斗经历与经典抗战歌曲《大刀进行曲》创作传唱的故
事，敬请关注。 ——编 者

作品背后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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