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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在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中，抗战歌曲让人们感受到了中华民族的坚忍和不屈，鼓励了千万勇

士走上了和侵略者殊死搏杀的战场，也让沦陷区的人民看到了胜利的希望。《松花江上》《只怕

不抵抗》《游击队歌》《义勇军进行曲》 ……，彼时，这些歌曲最集中地体现了全中国人民的爱国

意志，一经问世便迅疾在民众中产生出无比强大的共鸣和感召力。当我们再一次回顾那段历史，

再次唱响那一首首打动人心的歌曲时，一腔爱国情怀仍会油然而生。

在试唱时，连张寒晖自己都忍不住泪流满面，呜咽得唱不下去，身旁的学生和东北难民也跟

着恸哭，当唱到“爹娘啊，爹娘啊”时，大家哭作一团。

《松花江上》：歌声燎原

1936年，中共党员张寒晖在定县做地下工作。这年秋天的一个晚上，一位在东北军中做地下

工作的同乡孙志远给他带来一本东北军67军军部出版的《东望》杂志，封面上印着爱国将领王以

哲军长的亲笔题字：“我们何时能返那美丽的田园？何时能慰我们的祖宗于地下？又何时能救我亲

爱的父老兄弟姐妹于水火之中？”短短几句话表达了每个流亡者的心声，也激发了张寒晖的创作热

情。

入夜，张寒晖开始了歌曲的构思。睡梦中，他眼前好像又浮现出了东北难民对故土的无限思

念和泣血呼唤，耳边好象听到了东北妇女跪在坟前的啼哭，这啼哭继而又转变成了定县城南那寡

妇哭坟的声调……此刻，他猛然在妇女哭坟的音调中抓到了一个素材，他抓住不放，反复琢磨着、

哼唱着……在试唱时，连张寒晖自己都忍不住泪流满面，呜咽得唱不下去，身旁的学生和东北难民

也跟着恸哭，当唱到“爹娘啊，爹娘啊”时，大家哭作一团。

不久，周恩来在给武汉大学学生演讲《现阶段青年运动的性质和任务》时，感慨万端地说：

“成千上万的青年无家可归，尤其是东北的青年一再地漂泊流浪，一再地尝受人世间的惨痛。一支

名叫《松花江上》的歌曲真使人伤心断肠啊。”



由于《松花江上》悲哀的曲调及歌词催人泪下，结尾一连三个哭诉的问句更使人心碎。张寒

晖心想，应该再写一首雄壮的歌曲，来鼓舞民众的信心。很快一首《干吗要悲伤》（又名《回答

松花江上》）便酝酿成熟了。从此《松花江上》和《干吗要悲伤》便被当作姊妹篇一同演唱。就

这样，伴随着《松花江上》的歌声燃起的抗日烽火成为了燎原之势，更多的热血青年伴着歌声走

向了抗战沙场。

在王家坪的一次晚会上，毛泽东亲切地对贺绿汀说：“你的《游击队歌》写得很好啊！你为

人民做了好事，人民是不会忘记你的。”

《游击队歌》：歌比人跑得快

抗日战争爆发后，贺绿汀参加了上海文化界救亡演出队第一队，从武汉、开封一直演到西

安。在西安，贺绿汀应邀访问了八路军刚刚成立的一个炮兵团。指战员们指着一门门大炮兴奋地

告诉他说：“咱们过去没有一门大炮，这些大炮都是缴获日本鬼子的。”此时，贺绿汀突然来了灵

感，化作一串火热的音乐旋律。几天后，他在防空洞内完成了《游击队歌》的词曲创作：“我们都

是神枪手，每一颗子弹消灭一个敌人；我们都是飞行军，哪怕那山高水又深。在密密的树林里，

到处都安排同志们的宿营地；在高高的山冈上，有我们无数的好兄弟。没有吃，没有穿，自有敌

人送上前；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造。……”1938年新年，这首歌首次在山西洪洞县高庄八

路军高级将领会议上演出，得到朱德、刘伯承、贺龙、任弼时等领导同志的赞扬。稍后当演出一

队到八路军各部队演出时，这首歌早已在他们到达以前就传唱开了。

1946年4月贺绿汀被调回延安，在王家坪的一次晚会上，毛泽东亲切地对贺绿汀说：“你的

《游击队歌》写得很好啊！你为人民做了好事，人民是不会忘记你的。”这年11月党中央撤离延安

时，毛泽东在繁忙中还关切地问：“还有个贺绿汀呢？”

光未然亲自登台朗诵了《黄河之水天上来》。他披着黑斗篷，盖住了受伤的左臂，挥舞着右

臂，激情地倾诉着、高呼着。

《黄河大合唱》：民族怒吼

1938年10月30日，青年诗人光未然带领着抗敌演剧三队的同志们准备东渡黄河转入吕梁山抗

日根据地。在黄河壶口下游的圪滩渡口，原来较宽的河面突然被挤在仅有几丈宽的峡口里，向下

直奔狂泻，吼声震天动地。

在渡船上，只见桨手和舵手们随着划桨的节奏，一呼一应地呼喊着低沉有力的船工号子。此

时，《黄河大合唱》的歌词已开始在光未然的心中酝酿。



1939年初，光未然在吕梁山行军时不慎坠马左臂骨折被送进了延安边区医院。

2月26日音乐家冼星海到医院看望光未然，他向光未然透露了想谱写大型音乐作品的愿望。

5天之后，光未然完成了《黄河大合唱》的全部歌词创作。

大约在3月底，冼星海完成了《黄河大合唱》的全部曲谱。4月13日晚上，在延安陕北公学大

礼堂《黄河大合唱》首次亮相，光未然亲自登台朗诵了 《黄河之水天上来》。他披着黑斗篷，盖

住了受伤的左臂，挥舞着右臂，激情地倾诉着、高呼着。

1939年6月，周恩来从前方回到延安，他观看了《黄河大合唱》演出后，立即为冼星海挥笔题

词：“为抗战发出怒吼，为大众谱出呼声。”由于周恩来从内心喜爱这部作品，他甚至还亲自指挥着

一群热血青年，演唱过其中的《保卫黄河》。

《黄河大合唱》就这样诞生了。歌词插上了音乐的翅膀，传遍了延安，飞向各大城市、各大

战区。在烽火连天的抗日战争年代，唱着它，游击健儿、游击战士奔赴前线，驰骋敌后……

身旁的周恩来点头说：“好呀！你是诗人，你就写个歌词吧！”陈毅慨然应允。

《新四军军歌》：威震霄汉

1939年春，何士德被任命为新四军军部文化队队长。在新四军军部大礼堂举行的欢迎会上，

何士德被点名独唱了一首《歌八百壮士》，他那浑厚雄壮的歌声，那一句高过一句的“中国不会

亡，中国不会亡，不会亡，不会亡，不会亡。”引起了强烈反响。当时，在场的陈毅感慨地说：“要

是有我们新四军自己的一支歌就好了！”身旁的周恩来点头说：“好呀！你是诗人，你就写个歌词

吧！”陈毅慨然应允。他以《十年》为题赋诗，后经叶挺、项英、袁国平、周子昆、李一氓等集体

修改定稿，于6月发表在《抗敌》杂志上，署名为“集体创作，陈毅执笔”。

不久，何士德便接受了为新四军谱曲军歌的任务。

何士德深感责任重大。他信心十足地表示：“我一定不辜负党和同志们的期望，一定要把这支

歌谱好！”何士德为军歌谱曲先后共写了三稿。在最后一稿的结尾处，他用“东进！东进！我们是铁

的新四军！”和“前进！前进！我们是铁的新四军！”来表现人民军队一往无前的抗击精神和争取胜

利的决心与信心，而且反复连续唱了三遍，一句比一个句更为高昂。

《新四军军歌》谱曲完成后，在建党十八周年纪念大会上进行了试唱。陈毅司令员也赶来聆

听。何士德兴致勃勃地登台指挥。随着他手臂的挥动，嘹亮的歌声在会堂里回荡。当唱完最后一

句：“前进！前进！我们是铁的新四军！”时，全场爆发出了热烈的掌声。



从此《新四军军歌》传遍了大江南北，几十年来成为许多文艺团体的保留节目。

为音乐表达的需要，聂耳在歌词中加进了三个“起来”，并在结尾处“冒着敌人的炮火前

进！前进！”又加进了“前进！进！”，使整个歌曲节奏更加浑然一体、铿锵有力。

《义勇军进行曲》：吹响号角

1935年2月，聂耳听说上海电通公司已经开拍的影片《风云儿女》的结尾处还需要一首主题

歌，便找到了此片的编剧夏衍，要求写歌。据夏衍回忆：“我给他看了电影台本，这个剧本的故事

他早就知道，所以他一拿到手就找到了最后那一首歌词。他连着念了两遍，很快地说，‘作曲交给

我，我干。’等不及我开口，他已经伸出手来和我握手了。‘我干！交给我。’之后他又重复了一

遍，‘田先生（歌词作者田汉）一定会同意的。’”为音乐表达的需要，聂耳在歌词中加进了三个“起

来”，并在结尾处“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前进！”又加进了“前进！进！”，使整个歌曲节奏更加浑然

一体、铿锵有力。就这样，聂耳终于成功地把他对祖国的爱、对侵略者的满腔仇恨及全国人民奋

起抗战的时代呼声，全部凝聚在了这首杰出的战歌之中。这首歌就是后来唱响全中国、闻名于全

世界的《义勇军进行曲》。

这首歌的词作者田汉是剧作家、诗人，中国现代戏剧的奠基人。究竟何时完成歌词的创作，

就连田汉自己也记不清楚了，民间曾流传着一种说法：当年，田汉因宣传抗日被国民党当局逮捕

入狱，在监狱中，他将歌词写在一张烟盒纸上，后经过内线从狱中传了出来。

影片《风云儿女》上映后，这首表达了全国亿万人民共同心愿的歌曲迅速传播到四面八方。

新中国成立后，《义勇军进行曲》被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代国歌。1978年，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第一次会议正式将《义勇军进行曲》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大刀队的英雄气概，在他心中化为艺术形象，他几乎是一气呵成地谱写出这首气壮山河的抗

日战歌。

《大刀进行曲》：报仇血恨

作曲家、音乐活动家麦新1914年12月5日生于上海。麦新的创作实践是从写作歌词开始的。他

创作的第一批歌词作品中就有冼星海谱曲的 《九·一八纪念歌》《妇女进行曲》 和儿童歌曲《只怕

不抵抗》、吕骥谱曲的《保卫马德里》以及敦促蒋介石坚持抗日的《牺牲已到最后关头》等。

这一时期，麦新最成功的作品就是由他作词谱曲的 《大刀进行曲》。1937年7月7日全面抗战

暴发几天后，我二十九军大刀队与日本侵略军在宛平大王庙激战。据报载“日军二百余名，被宋部

大刀队迎头痛击，被斩首者占三分之一。”“二十九军大刀队急向日军冲锋，相与肉搏，白刃下处，



日军头颅落地，遂获大胜。”“迨日军行近，大刀队突起，挥刀大杀，日军头颅随刀而下……日军伤

亡无数。”

二十九军的胜利捷报和大刀队奋勇杀敌的事迹通过电讯迅速传遍各地，北京、上海的学生们

纷纷走上街头进行募捐，为前方的将士赶制大刀，掀起了一个“献刀运动”。大刀队抗日卫国的英勇

精神，更深深地震撼了年仅23岁的麦新。大刀队的英雄气概，在他心中化为艺术形象，他几乎是

一气呵成地谱写出这首气壮山河的抗日战歌。出于对二十九军大刀队的敬慕和感激之情，又写下

了“献给二十九军大刀队”的副标题。歌曲7月完成，8月在上海浦东大厦由麦新亲自指挥了首场演

出，激起了听众强烈的共鸣。

1947年6月6日，麦新在东北从事群众工作时不幸遇匪袭击英勇牺牲，年仅33岁。麦新的名字

也和《大刀进行曲》一样，将永远为后辈人所铭记。

后 记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人民众志成城，一致抗日。以黄自等为代表的学院派作曲家；由李元

庆、黎国荃、任光、安娥、聂耳、张曙、吕骥等组成的左翼音乐运动组织； 以贺绿汀、冼星海、

孙慎、周巍峙、麦新、刘良模等为骨干的抗日救亡歌咏运动组织，以及贺绿汀、冼星海等参加的

抗日救亡演剧队等，先后投入到了全国性的抗日救亡歌咏活动的洪流之中。一大批优秀的抗日救

亡歌曲在中华大地广泛传唱，《保卫南京》《热血歌》《旗正飘飘》《救国军歌》《救亡进行

曲》《新编“九·一八小调”》《五月的鲜花》《松花江上》《长城谣》《毕业歌》《在太行山上》

《到敌人后方去》《歌唱二小放牛郎》等作品以专业性与群众性相结合的歌曲特色给人们留下了

良久的记忆。

抗战歌曲作为一个不屈民族代代传承的精神财富，作为民族精神的象征，将永世流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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