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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雨年华
——苦涩与快乐的人生经历

宁夏政协移民资料征集二组

（二）

同心要建发电厂，樊洪庆老人的夫
人马凤英留在同心县公交办公室，等待
着到吴忠来学习。到吴忠电厂学习的
人较多，有学习无线电的，有学锅炉
的。她说：我是学化验的，这就赶上倒
霉的时候了。我的那个女师傅，是兰州
化工学校毕业的中专生，是右派。她的
脚走路有点毛病，对我来说就难了，我
刚从学校出来，面对右派近了不行，亲
了不行，远了也不行。向人家学习，人
家是知识分子，你得尊敬人家。你过于
亲近了，别人会对你有看法，这挺难
的。师傅一来就去劳动，黄河发水了也
要去劳动。有一天下雨，师傅的脚不好
使，她让我帮着带两个馒头。我要到一
个老远的地方买饭，到那吃饭，我遇到
所长索云龙。所长把我给批评了一顿，
说你还给右派带饭。回来我就哭了。

樊洪庆一旁补充说：我也去了，那
时候我在吴忠，同心要建电厂，因为那
个时候同心没电，点的煤油灯，他们一
天吃两顿饭，早晨集体学习，九点钟开
饭，中午不休息，下午四点钟吃晚饭，晚
上有工作了还要点着煤油灯办公。同
心县是为了想有电，享受一下光明，所
以就派她们来培训学习。当时马永德
是同心县副县长，写信反映情况，需要
建一个小电厂，希望发电。结果呢，一

个因为没有黄河水，一个是 1962年自然
灾害，就放下了，也没建成电厂。同心
只搞了一个汽车头发电，天黑发电，晚
上 12点熄灯，同心县政府就这么解决了
照明问题。那时候我还在吴忠，她去学
习就在吴忠电厂。

马凤英还想说一下吴忠发电厂的
事。她说：我跟师傅去防洪，清晨 5点就
得出发。一个人拿着铁锹在渠上走，看
到水涨了就赶紧喊一声，大家就一起去
看。下雨路滑，还把我的脚崴了。樊洪
庆补充说：她到那学习正好赶上吴忠防
洪，就把他们学习的人拉出来补充上
了，那是因为领导看他们这些来学习培
训的人不是本企业的骨干，就派出去防
洪了。她在这学习的师傅，文化程度不
低，化学方面懂得多，发电厂的水要软
化处理，普通的水有水垢，到时候锅炉
烧到一定程度就会爆炸，所以必须要把
水质软化下来，不结垢锅炉才能延长寿
命。她的师父是个右派，人家把她的师
父和她派去吴忠古城湾，就是现在的古
城乡，正好是黄河的大湾子。她去防洪
的地方，正好在这里。她们晚上值班，
因为防洪背着背篼，下雨就把脚崴了，
现在还有点后遗症呢。

1958年五一过后,马凤英到吴忠学
习，国庆节后回到了同心，开始大炼钢铁

了。马凤英说：我到土坡铁厂参与大炼
钢铁劳动。在这里一同劳动的还有北京
地质学院的同学，两个女生，一个是四年
级的，一个是 1957年刚考上的。我们 3
个人住在一起，住窑洞也挺好。在土坡铁
厂，就是起得早点，跟当地村里砸石头的
女同志在一起。有时候，她们还跟我一起
玩，把她们的盖头也给我盖上，衣服给我
穿上，跟她们打成一片，可高兴了。后来，
地质学院那两个同学要回去，我也要回
去，领导说你不能回。我们住的那个窑洞
没有门，就挂一个帘子，我说我不待了，就
跟着那两个人一块回了。回去以后，在发
电厂没有太多的事干，主要是看电表，做
记录等。

在同心的工作经历，马凤英还是怀
念的。她说：没有人能把这段工作生活经
历写出来。从大方面说，我觉得同心的干
部都挺好的，能在那么艰苦的地方工作。

吴忠工作的经历，共同的地域环境
为二老提供结缘的机遇。1959 年国庆
节，二老在吴忠喜结良缘，但什么都没
有。当时在吴忠电厂上班，上夜班很苦。

二老婚后的工作生活，也是我们想
要了解的。樊洪庆说：1960 年，正赶上
低标准，那个时候宁夏提了个双反，反
地方民族主义，反坏人坏事。坏人坏事
是啥呢，就是说社会主义不好，大跃进

不好。上海、杭州和宁夏永宁县，来一
批知识青年，修西干渠死了一些人，还
跑了不少人，因为吃不饱肚子，抓住以
后就是坏人坏事受批判。现在宁夏西
干渠，都是靠人工修起来的。这一批判
就扩大化了，偷一个馒头，偷一个饼子，
都要批判，有的还判刑了。个别人受不
了，找同学、朋友借几个钱，搭火车都跑
回去了。

具体到二老的生活，他们没有房
子。孩子要出生了，没办法，就回北京
在亲戚家里生的孩子。樊洪庆说：当时
反坏人坏事的社会背景，有人说我老伴
小资产阶级思想，在吴忠生不了孩子，
还要跑回北京去生。吴忠没亲戚，没房
子住。北京有一个舅妈，户口都转到农
村了，跟资本家一起下放到乡下了。生
孩子这事，也要作为坏人坏事批判。报
到吴忠市委，市委没批，算是躲过去了。

马凤英说：在电厂上夜班，孩子差
点饿死，我就到市委反映，希望能调到
学校。还好把我调到吴忠市东塔寺小
学，我到那以后，吃 26 斤粮，这时还可
以，没挨饿。1962年，国家实施调整、充
实、巩固、提高的政策，我又被调出学
校，丈夫樊洪庆也调到石沟驿煤矿，我也
到了石沟驿。在那里，我又生了个女孩。

（薛正昌 陈建伟 整理）

宁夏是个移民省区，新中国成立
后，大批有志之士怀着建设边疆、献身
边疆的梦想，从祖国的四面八方汇集这
里，用他们的青春和充满激情的创造
力，为改变落后的旧宁夏、建设新宁夏
贡献智慧、洒下汗水。

他们很多人在来宁夏时都是唱着
充满激情的歌。“哪里需要哪里去，那里
就是我的家。”在来宁夏时，共同的特点
就是——打起背包就出发。

当年那些“打起背包就出发”的年
轻人现在已经不再年轻，他们在宁夏扎
根，有了第二代、第三代。流逝的岁月
没有磨去他们当年的记忆。回望从前，
他们用智慧和激情绘出的画卷十分壮
美，也饱含了他们对宁夏这片土地的眷
恋。今天，让我们静听支宁人高韵笙讲
述他过去的故事。

高永麟（高韵笙），祖籍山西，1929
年生于北京，京剧高派创始人高庆奎之
幼子，生长在京剧世家对京剧的唱腔武
打耳濡目染。高韵笙 8岁随父学戏，先
后在其父主演的《汾河湾》《三娘教子》
《明未遗恨》《铁莲花》等戏中扮演娃娃
生。10岁随父到“中华戏曲专科学校”
学戏，父亲高庆奎任教师，他在永字班
学戏，攻武生。这所学校成立于 1930
年，当时在全国京剧界名气很大，创始

人有京剧大师程砚秋、戏曲大师焦菊
隐、教育大师金促荪等名师。两年后戏
校停办，又转入“富连成”科班，师从王
连平、茹富兰、刘喜义学戏。1948 年参
加东北军区政治部京剧团。1954 年调
军委总政京剧团。1955 年随团集体转
业成立中国京剧院四团，先后出访苏
联、罗马尼亚、捷克斯洛伐克、埃及、苏
丹、叙利亚、埃塞俄比亚、印度、缅甸、阿
富汗、黎巴嫩等国演出，并获得波兰“金
十字”勋章、罗马尼亚银质勋章、捷克斯
洛伐克“反坦克英雄”奖章。1958 年随
团调往宁夏。后因腿部受伤脱离舞台，
相续在宁夏戏曲训练班、宁夏京剧团、
宁夏艺术学校任教，并曾任宁夏京剧团
艺委会主任、顾问。1985年离休。

在高韵笙家门前，我们最先看到的
是一块光荣军人的牌子。高老曾经是
位革命军人，两次参加过抗美援朝慰问
演出。

高韵笙：中华戏曲专科学校全部招
收的是 10岁到 14岁的学员，学制八年，
因种种原因，这所学校到 1940年停办，
尽管只存在了十年，但培养出了德、和、
金、玉、永五科 300多名学生。很多学生
后来都成为国内知名的京剧表演艺术
家或各地京剧团的挑梁台柱。首任校
长焦菊隐，是著名的戏剧家，话剧《茶

馆》就是由他导演的。
因为父亲高庆奎当时在北平的京

剧界已经名声很大，也受聘在该校任
教，将已经有了一定京剧戏曲功底的高
韵笙带入学校，成为中华戏曲专科学校
的科班生，专攻武生，按学校排名规定，
归入“永”字班，艺名高永麟。

高韵笙：这所学校两年后停办了，
我们也成为中华戏曲专科学校最后一
届专科毕业生。在校学习的这两年为
我以后或者说是一生的舞台艺术打下
了扎实的功底，更重要的是培养出了
我对京剧艺术的更深理解和热爱，可
惜学校两年后停办了。停办后我又转
到了京剧大师富连成的科班里学戏，富
连成科班在当时的北平影响也很大，京
剧大师梅兰芳也在这个科班里进修
过。这个科班与原来的学校有些不同，
除了每天学戏练功外、还要兼学文化
课，唱、念、做、打等舞台功底全部涉
及，根据你的特长和条件，术有专攻的
进行培养，那时候我练功很刻苦，武戏
最为突出。我们有了很多登台演出机
会，舞台上刀、枪、剑、戟、鞭样样全能，
斤斗、旋子也漂亮，再加上念白字正腔
园、嗓音如洪，富连成大师特别喜爱我，
也给予我亲传，上了很多戏，名字也常
常挂在戏牌上。

抗战后期，富连成科班解散，我又
到了一个专业水平相对较高的民间剧
团，飘荡在北平、天津地区和东三省，一
来常常有演出不会荒废学来不易的舞
台功底，二来也要过生活。

1984年底，高韵笙所在的剧团飘荡
到了东北，当时解放战争胜负的大局已
经明朗，东北战场解放大军如秋风扫落
叶，先后解放了长春、锦州、沈阳等多个
大城市，慰问胜利的部队官兵成为剧团
演出的一个重要任务。在一次慰问演
出中，高韵笙这位富连成科班的当家武
生被一位懂行的野战军大首长相中，直
接入伍。由于对京剧艺术的独到理解
和肯下功夫，不久就成为部队文工团武
生头牌，也从此改变了他的人生。

高韵笙：要说改变我人生经历的几
次机会全是偶然，第一次偶然在 1948
年，在慰问东北野战军时被一位首长看
中，这位首长对招兵的人说：“这个小伙
子是富连成科班出来的当家武生，把他
招进来，日后定是个名角。”

就这样，我成了东北军区政治部京
剧团的一名解放军战士。参军对我的
一生影响很大，一是有了很强的组织纪律
观念、二是有了人生的理想信念、最重要
的是树立起了艺术为人民服务这个根本。

（薛正昌 蔺银生 马君武 整理）

《我在马路边捡到一分钱》这首儿
歌，50岁以上的人应该都会唱，欢快的
旋律，朗朗上口的歌词，曾感动了几代
人。这首儿歌是 1964年由宁夏人民广播
电台的音乐编辑潘振声创作的。

1958年，潘振声响应党中央“到边
疆去，到祖国需要的地方去”的号召，主
动报名到宁夏支边，1958 年 9 月 25 日，
他踏上西去的列车，与上海人民广播电
台的 95名支宁广播人一起从上海来到
宁夏人民广播电台，成为文艺部的一名
音乐编辑，当时他只有 26岁。潘振声在
来宁夏之前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的音
乐编辑，那时的他就已经是全国小有名
气的儿童音乐作曲家了。

1963年 3月 5日，毛主席在《人民日
报》上发表“像雷锋同志学习”的题词。
一时间，在全国各地都掀起学习雷锋的
热潮。当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小喇
叭》节目约宁夏人民广播电台的潘振
声，为全国的少年儿童创作一首学雷锋
的儿歌。写一首什么样的歌曲呢？潘
振声一直都在想这个问题。有一天，在
一个小学门口，他看到放学时，有一名
年纪较大的交警帮助疏导交通，保护
孩子们过马路，他觉得孩子和警察之
间的内容可以放到歌曲里，但他却找
不到警察和孩子之间关联的桥梁。有
一天，他在老大楼的十字路口，远远的
看到，一个戴红领巾的孩子给交通警
察岗里值勤的警察递了一个东西，那

名警察俯下身和孩子说了些什么，他
跑上前一问，是孩子捡到一分钱交给
警察。这名警察说：“孩子们捡到钱或
东西都喜欢交给警察。你看，我这里
有一个小盒子，里面放的都是孩子捡
到的钱，有一分钱，也有五分钱。”这不
就是儿童与警察叔叔之间友爱互动的
桥梁吗？创作人物之间的关联终于找
到了。潘振声高兴地一路小跑回到电
台录音间，坐在钢琴边，用两个多小时
的时间写出歌曲《我在马路边捡到一
分钱》。写好后，寄到中央人民广播电
台的《小喇叭》栏目组，由《小喇叭》节
目反复播放、教唱，很快红遍祖国的大
江南北，几乎所有的少年儿童都会唱
这首歌。美好的音乐形象滋润和启迪
着几代少年儿童的心灵。50多年来，这
首欢快的儿歌成为几代中国人的集体
记忆。潘振声也因此得到了一个“一
分钱爷爷”的雅号。现在这首儿歌曲
谱的手稿，还陈列在上海公安博物馆
的展厅里，手稿后被国家文物局定为

“现代革命一级文物”。
1978年，改革开放元年。有一天，

潘振声收到了一位词作者寄来的歌词，
“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春天在那
青翠的山林里，这里有红花呀这里有绿
草,还有那会唱歌的小黄鹂，嘀哩哩哩哩
嘀哩哩……”读着这首诗情化意、声色
俱佳的歌词，潘振声的心如同在春天的
原野上欢快奔跑。他想，刚打倒了“四

人帮”，全国人民从压抑的精神桎梏中
解放出来，的确需要一首清新、自由和
欢快的歌曲来抒发全国人民的情感。
想到这些，他一夜无眠，用了一个晚上，
就为这首词谱了曲。这首曲子，在中央
人民广播电台一经播出，红遍全国。那
段时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全国省市
台几乎每天都在播放这首歌曲，“春天在
哪里呀春天在哪里”伴着嘀哩嘀哩的优美
节奏传遍全国，一时间，无论在大街上，还
是在自己的家里，无论大人还是孩子，都
在传唱这首好听的歌曲。《春天在哪里》这
首歌，取得巨大成功，获得了 1978年中国
唱片总公司的“金唱片”奖。这首美丽的
歌曲，为改革开放的起始年，谱写了一曲
最优美的旋律。

40多年过去了，可以说，有孩子的地
方就有这首歌，有华人的地方就有这首
歌。这首歌也深受外国小朋友的喜爱。
许多外国童声乐团来中国表演，这首歌都
是保留的经典曲目。《春天在哪里》是全世
界留传最广的一首中国儿童歌曲，不但让
许多人知道了潘振声，也让许多人知道了
宁夏，知道了中国。

来到宁夏后，潘振声经常与记者一
起走基层，到石嘴山工矿企业，还到固
原、盐池等农村采风，他很快就喜欢上
了宁夏“花儿”。但他发现传唱的许多

“花儿”曲调并不完整，有的“花儿”大
家只会唱一两句。为了便于这些民歌
传承和发展，潘振声经常骑着自行车，

走村串户，寻找民间“花儿”歌手，对
“花儿”进行摸底调查，让歌手演唱，他
来记谱，再进行加工，抢救性地记录了
即将失传的一些民间“花儿”。那段时
间，他对宁夏“花儿”几乎到了痴迷的地
步，交了很多农民歌手朋友，搜集了许
多宁夏当地的“花儿”民歌，并收集成
册。正因为他精准地把握了民族音乐
与时代特征在音乐中的结合点，他创作
的宁夏民歌和儿童歌曲才受到听众的
广泛欢迎。

他改编了宁夏民歌《幸福大路共产
党开》《数花》等民间歌曲。还为吴忠回
族地区的民歌《船工号子》、海原回族地
区的信天游《上河里鸭子下河里鹅》编
曲，让传统的“花儿”赋予现代音乐的节
奏与旋律，朗朗上口，便于传唱。上世
纪 60年代，潘振声改编的《数花》风靡了
整个宁夏川，《歌唱宁夏》《我的家乡宁
夏川》深受当地群众和专业歌手的喜
爱。《数花》这首歌 2014年还上了中央电
视台的春节联欢晚会。

宁夏这片黄土地是音乐创作的热
土。第二故乡宁夏与家乡上海青浦一
样，给潘振声带来了无数的创作灵感。
潘振声曾经说过：“宁夏给我的太多，为
我的音乐创作带来了动力和灵感，我热
爱这块土地。”在宁夏生活工作了33年，他
为宁夏留下了 100多首民歌，丰富了宁
夏民族音乐的宝库。

（作者单位：宁夏广播电视台）

宁夏京剧团当家武生——高韵笙
宁夏政协移民资料征集三组

《我在马路边捡到一分钱》背后的支宁故事
周瑞娟

（一）

1936年 6月，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在苏区临时首都保
安（现陕西省志丹县）采访了毛泽东并搜集到有关红军长征
的第一手资料后，本打算到南线采访。但为他担任翻译的红
军战士建议他去宁夏前线采访正在接应红二、四方面军入陕
的红军西征部队。

斯诺后来说:“我幸亏接受了他的劝告，我要是没有接受
他的劝告，在离开保安时，仍旧不明白红军不可战胜的声誉
从何而来。”

毛泽东同意斯诺到前线采访，并在 7月 9日派出一个骑
兵小分队护送他经吴起镇赴宁夏，同行的还有美国医生马海德。
约 20 天后，斯诺一行到达红军西方野战军司令部所在地
——预旺堡（今宁夏同心），受到红军的热烈欢迎。彭德怀、
聂荣臻、左权等在一个场院上为他们举行了欢迎大会。斯诺
即席发表了热情的讲话，红一军团 4师还挑选出二匹缴获的
上等战马，送给斯诺和马海德。

会后，红军政治部把斯诺讲话的摘要，用毛笔写在驻地
杨家堡上房的墙壁上，此墨迹一直保留到上世纪 60年代“文
革”前。

斯诺与彭德怀同住在预旺堡简陋的司令部院内，并对他
进行过多次采访。斯诺在《西行漫记》中谈到了对彭德怀的
印象:“谈话举止里有一种开门见山、直截了当，不转弯抹角
的作风，这是中国人中不可多得的品质。虽然蒋介石的飞机
常在红军前线扔传单，悬赏 10万缉拿彭德怀，但他的司令部
门前只有一个哨兵站岗，上街也从来不带警卫。”

经彭德怀介绍，斯诺还专程到下马关对同样被蒋介石悬赏
10万通缉的红十五军团军团长徐海东进行采访。徐海东向斯
诺介绍了他富有传奇色彩的经历:“国民党一共杀了徐家 27个
近亲、39个远亲，共66人，只留下一个在红四方面军的哥哥。”

后来，斯诺在《西行漫记》中专门写了一章《红色窑工徐
海东》。

时任红二师政委的肖华为斯诺的采访做了周到安排，使
他可以不受任何限制地在根据地进行采访。可以到连队“列
宁室”去看墙报；参加连队的政治课和战士的文化学习；可以
自由地和农民进行交谈……

9月 1日，斯诺随彭德怀离开预旺堡向西转移到吊堡子，
几天后，他结束了在宁夏为期 40多天的采访。

后来，斯诺把在宁夏的所见所闻都详尽地写进了《西行
漫记》中，使国民党反动派对红军的一切污蔑和指责都不攻
自灭。尽管当时他看到的仅局限于中国“西北角”，这块人口
稀少荒凉、被国民党强大军队重重包围的红色根据地，但他
已经预感到“红星照耀中国”，甚至还会照耀全世界。

（据《人民政协报》）

斯诺在红色“西北角”

曹动之，原名曹开诚，1906年生于陕西省横山县一个贫
苦农民家庭，1915年进毛乌素小学读书，1920年考入横山县
立高小。

他于 1925年在横山高小和高岗等一起，发动了数百名
同学反对当局专制压迫、反对旧学制，在人民群众的声援下，
迫使当局撤换了专制独裁的县长、校长和学究，获得胜利。
为此，反动当局开除了他的学籍。随后他来到靖边县，在镇
靖小学读完高小，考人榆林直属中学。1926年在榆林中学因
参加“学生自治会运动”，再次被开除学籍，武装押出榆林
城，遣回横山。

1927年，曹动之由地下党负责人钱达民介绍加入中国共
产党。同年秋，横山县党的特别支部书记鲁奔离开横山，曹
动之接任特支书记。这期间，他以教员身份，一面借教书宣
传革命道理，一面秘密组织游击队。同年底，在靖边西沟村
创建了十余人、两支枪的游击队。1928年，他领导这支游击
队在西沟一带打富济贫，发动群众抗粮抗捐，扩大游击武
装。1929年，游击队转到伊克昭盟的乌审旗活动，伏击了乌
审旗反动武装第十二团，开辟了游击区，播下了革命火种。

1930年至 1931年，曹动之做兵运工作。他受命打人国
民党军驻靖边宁条梁高世雄骑兵团。在高部争取和组织了一
个连的兵暴。暴动后一部分人组成骑兵游击队，活动在伊盟。

1934年，曹动之领导的游击队参加了陕北红军，编为二
十二支队，曹动之任支队长兼政委。在乌审旗、城川与三边
交界地区，游击队发动群众，打土壕、分田地，发展革命力
量。1935年春，他又和吴亚雄组建了蒙汉骑兵游击队。他率
领这支骑兵部队驰骋在长城内外、绥蒙草原，勇敢战斗，屡建
战功；同年 8月攻打横山，9月解放了杜新庄，10月打下了黑
峰子，受到上级的通令表扬，称他们是“英勇善战可歌可泣的
人民骑兵”。在开展游击战争、建立游击武装的艰苦日子里，
曹动之不惜献出家产，买枪购马，建设部队。

1936年，党中央为了团结少数民族共同抗日，在定边成
立了工作委员会，高岗任主任，曹动之、赵统儒等同志参与领
导，开展了蒙族地区的抗日运动。

1937年到 1945年抗日战争期间，曹动之先后任乌审旗
工委书记兼骑兵营、团长，伊盟工委委员兼军事部长等职，从
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建立民族革命武装活动。他曾多次
带伤奉命组建蒙汉骑兵游击队，给主力军输送干部、战士。
曾协助齐金山、王悦丰策动了西乌审部队的起义，并带领齐
金山、杨玉清、石宝山等到延安学习参观。他忠实地执行党的
民族政策，坚决反对大汉族主义，使蒙古族人民逐渐认识了共
产党，摆脱了国民党大汉族主义给蒙古族人民造成的灾难。

1946 年 8 月中旬，曹动之带领三边骑兵团参加保卫边
区、扫荡榆林外围敌军的战役，先后解放了镇川堡、响水堡、
波罗堡，又围攻横山县城。为争取横山守敌王永清、段宝山
起义，他与李坤润同志进城与敌军谈判，由此横山和平解放。

1947年三边保卫战时，曹动之任三边东线副指挥，领导
骑兵支队和游击队堵击了蒙地叛匪南犯。1948年任三边军
分区司令部参谋长。同年被派往东乌审旗与旗王奇玉山谈
判，争取了东乌审旗的和平解放。1949年八九月间，他率部
参加解放宁夏战役。9月 23日宁夏解放后，任宁夏军区参谋
长。1950年 4月，调任解放不久的阿拉善旗工委书记。当时
盘踞在贺兰山的土匪郭永胜（人称郭拴子）占山为王，与人民
为敌，为非作歹，扰害群众，在阿旗散布谣言，挑拨民族关
系。7月中旬，曹动之来银川参加中共宁夏省第一次党代会。
当时郭拴子匪帮不断从贺兰山窜扰阿旗。会议中间，曹动之仍
关心阿旗人民的安全和生活，即刻返回定远营（今巴音浩特）布
置工作后，又马上来银川，听取传达党中央的会议精神。大会
刚一结束，他便在7月30日夜由银川动身，披星戴月，翻越贺兰
山回阿旗。31日 8时许，在樊家营子遭遇郭匪袭击，曹动之当
即抛开马匹、行李，销毁了机密文件，与匪徒展开了生死搏斗，
终因寡不敌众，光荣殉难，年仅44岁。

（摘自《宁夏文史资料》第十二辑）

曹动之烈士生平简介
孙国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