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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刊

雄赳赳气昂昂
写在黑板上的誓诗

在丹东抗美援朝纪念馆里，摆放着

一张信笺纸，红色格子竖排列，上面是蓝

黑色的钢笔字体，工工整整写着“雄赳

赳，气昂昂⋯⋯”这，就是《中国人民志愿

军战歌》珍贵的创作手稿。

过去数十年间，满脸风霜的老兵，还

有戴着红领巾的孩子，都会来这里，神情

庄严地跟手稿合影。

时光倒回1950年，年轻的中华人民

共和国，受到了严峻考验。

年仅 23 岁的麻扶摇，是一位指导

员。出征前夜，受到战友的感染，他把大

家的誓言整理记录下来。第二天的誓师

大会上，麻扶摇又将这段文字作为誓诗，

写在了黑板上。

连队一位略懂些简谱的文化教员，

简单地为这段誓诗谱了曲，没过几天，竟

然全连都会唱了。

这里还有一个小故事。

1950 年 10 月的一天，彭德怀来给

战士们做动员，他路过黑板时，停住脚

步，念了起来：“雄赳赳，气昂昂⋯⋯”念

着念着，彭德怀转身问：“这是哪个秀才

写的？”

有人应答：“是炮1师26团5连政治

指导员麻扶摇！”

1950 年 10 月 23 日，5 连入朝时，队

伍就是唱着这首歌，雄赳赳气昂昂地跨

过了鸭绿江。后来有人告诉麻扶摇，之

后连续一支支部队入朝，竟然都唱着这

首歌，只是曲调不太一样。

指战员们的心声
一个时代的最强音

之后，新华社记者陈伯坚到 5 连采

访，偶然听到有人在唱麻扶摇写的这首

诗，觉得不仅意义明确，鼓舞性还特别

强。

在他随后发表的战地通讯中，陈伯

坚就引用这首诗作为开头，还把原来的

“横渡鸭绿江”改成了“跨过鸭绿江”，把

“中华的好儿女”改成了“中国好儿女”。

因为不知道作者是谁，陈伯坚只能

在文章中作出说明：“这是记者在前线的

中国人民志愿军部队听到的广为流传的

一首诗。”

1950 年 11 月 26 日，《人民日报》发

表这篇战地通讯，从而让这首诗被更多

老百姓所知晓。

当时，有一个人也注意到了这首诗，

那就是时任文化部艺术局副局长的周巍

峙，他用了半个小时，给这首诗重新谱上

了曲子。

他还听取时任中国音乐家协会主席

吕骥的建议，把“抗美援朝鲜”改为“抗美

援朝”，署名“志愿军战士词，周巍峙曲”。

1954 年，这首由周巍峙作曲、麻扶

摇作词的歌曲，被评选为全国优秀歌曲，

激激

昂

词虽然是我

写的，但都是

来自当时指

战员们的心

声，也是全国

人民的心声。

有这样一首歌，它诞

生于 70 年前，但在网易云

音乐上的评论超 4000 条，

至今每天都有新热评。

它，便是《中国人民志

愿军战歌》。

“雄赳赳，气昂昂，跨

过鸭绿江！保和平，卫祖

国，就是保家乡⋯⋯”每当

这段激昂磅礴的旋律响

起，从 30 后到 80 后，几乎

都能跟着哼唱起来。

今年是纪念中国人民

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

70 周年，对于那段烽火连

天、浴血奋战的峥嵘岁月

而言，《中国人民志愿军战

歌》就像是随时回荡在耳

畔的背景音乐，让人无论

身处哪个年代，都能真切

感受到志愿军战士们昂扬

的热情和钢铁一般的意

志。

这首由麻扶摇作词、

周巍峙作曲的歌曲背后，

同样有着一段感人肺腑的

故事。隔空合作 40 年之

后，直到 1990 年，两人才

第一次见面，但一见如故，

“就像多年的知心老友”。

70 年过去了，这首战

歌依旧鼓舞着无数中华儿

女砥砺前行。

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

战歌背后的那些人那些事

本报记者 陈宇浩

《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手稿复

制品在辽宁丹东抗美援朝纪念

馆展出。

视觉中国 供图

并获得一等奖，歌名也正式定为《中国人

民志愿军战歌》。

发奖前，辗转好久，大家才找到麻扶

摇。词作者身份正式披露时，他已经回

国。他谦虚地说：“词虽然是我写的，但

都是来自当时指战员们的心声，也是全

国人民的心声。就算我不写，别人也会

写出来。不是我有多么高的才能。”

2000 年 9 月，在纪念中国人民志愿

军赴朝作战50周年之际，两鬓斑白的麻

扶摇来到丹东，参观抗美援朝纪念馆。

望着展厅里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手

稿，他热泪盈眶，过往岁月在脑海中一遍

遍回闪。

2019 年，麻扶摇去世，享年 92 岁。

在去世前两年，“志愿军战歌连”的全体

官兵还给他写过一封信：“在志愿军战歌

中，我们感受到您和您的战友们当年慷

慨激昂、浴血奋战的意气风发，感受到一

代代战歌连人斗志昂扬、不怕牺牲的坚

强意志。”

简单易记好唱
穿越时空的金曲

回想那个年代，《中国人民志愿军战

歌》不仅在朝鲜战场回荡，在神州大地、

大江南北也是人人传唱。按照著名男高

音歌唱家蔡大生的说法，“这应该是我成

长岁月中，印象最深的三首歌之一”。

1958 年出生的蔡大生，几乎是从懂

事开始就会唱《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

“它就是那个年代的金曲。”

在蔡大生印象中，广播和露天电影

是当时他们听歌的“唯二”渠道，而生产

队和学校大喇叭里播放次数最多的几首

歌里，一定有《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

从专业角度来说，蔡大生认为，《中

国人民志愿军战歌》的普及也是有原因

的。

首先，歌词简单好记，“像我爸妈这

一辈的人，也能理解，也能跟唱”；其次，

行进式的曲风，2/4 拍的节奏特别明显；

以前不少孩子甚至会一边正步走一边

唱，只要步点踏对了，几乎不会掉拍；还

有，音域很窄，就在一个 8 度里，就算完

全没有音乐基础的小白，都能唱得上去；

更关键的是，歌里的精神足以持续激励

每一代中国人。

正是这种穿越时空的精神，至今都

在激励着年轻人。B 站上，网友们自发

为《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剪辑的视频已

经超过百条，最高一条播放量超 30 万，

并有人评论“现在的生活来之不易，向为

祖国献身的先烈们致敬，我们永远不会

忘记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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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鸣谢麻扶摇之女麻燕

南女士对报道的支持

扫一扫
歌唱家蔡大生
唱战歌给你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