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伴随着电影《长津湖》的热映，70 多年前无数“最可爱的人”唱着“雄
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走入抗美援朝战场的身影再次回荡在我
们眼前。这首麻扶摇作词、周巍峙作曲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曾激励
了无数中国人民志愿军将士奋勇杀敌、打击美帝侵略者。正是中国人民
志愿军不畏强敌、不怕牺牲的英勇斗争，为新中国的和平与发展奠定了坚
实的历史基础。

如今，这首承载着中华民族顽强不屈精神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
依然激励着无数中华儿女砥砺奋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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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歌词为什么最后用“打败美帝
野心狼”，麻扶摇生前在接受采访时曾
说：“敌人是亡我之心不死，比狼还残
忍，所以最后用‘打败美帝野心狼’。
连夜写完这首出征诗的第二天，在全
国誓师大会上，我代表全连进行宣誓
的时候念的就是这个出征诗，大家一
致认为这首诗表达了全连指战员的共
同心声。在全团动员誓师大会上，团
首长宣读了师党委的战斗动员令后，
各连纷纷上台表决心，我也代表 5连登
台宣读了出征誓词。大会之后，团政
治处编印的《群力报》和师政治部办的
《骨干报》都先后在显著位置刊登了这
首诗。”麻扶摇说，当时，他们连一位粗
通简谱的文化教员为它配了曲，并在
全连教唱。10月 23日部队入朝时，他
所在的连就是唱着“雄赳赳，气昂昂”
这首歌跨过鸭绿江。

后来，麻扶摇惊奇地发现，后续入
朝的一支支部队都唱着一首曲调乐观、
雄壮而坚定有力的歌曲，歌词与他写的
这首诗基本相同。当时由于战斗频繁、
消息闭塞，他也不知道这首歌词、曲结
合的原委。直到 1953年，他才知道《中
国人民志愿军战歌》形成的来龙去脉。

原来志愿军入朝前，新华社随军记
者陈伯坚到麻扶摇所在部队进行采访
时发现了这首诗，认为其主题思想明

确，战斗性强，很适合当时形势所需。
于是，就在第一次战役之后他写的一篇
战地通讯《记中国人民志愿军部队几个
战士的谈话》中，把这首诗放在文章的
开头部分，并作了个别字的改动，把“横
渡鸭绿江”改为“跨过鸭绿江”，“中华好
儿女”改为“中国好儿女”。1950 年 11
月 26日，《人民日报》在第一版发表了
这篇通讯，并把这首诗以大 1号的字体
排在标题下面，以突出的位置介绍给读
者。就这样，这首诗又从朝鲜前线传回
国内。

时任文化部艺术局副局长的著名
音乐家周巍峙生前曾回忆说，当时，他
看到《人民日报》刊登的这首诗以后，一
下就被震撼了。诗的内容没有几句，但
字字分量都很重，这让他感到非常激
动，浑身热血沸腾，好像自己就是一位
即将“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的
中国人民志愿军战士。看着看着，他便
产生了一种强烈的冲动，仅用了半小时
就在一张草稿纸上为这首诗谱出了
曲，。他还接受时任中国音协主席吕骥
的建议，把“抗美援朝鲜”改为“抗美援
朝”，把“打败美帝野心狼”改为“打败美
国野心狼”，并用最后一句当题目，就是

“打败美国野心狼”。由于当时不知道
原作者是谁，署名就写成了：志愿军战
士词。这首歌先后发表在 11月 30日的

《人民日报》和 12 月初的《时事手册》
上，不久又定名为《中国人民志愿军战
歌》。由于这首歌的曲调强烈地表现了
抗美援朝英雄岁月的主旋律，充分体现
了志愿军和全国人民的钢铁意志和坚
强信念，一经问世，便迅速在全军、全国
广为传唱。

后续的志愿军指战员迈着雄赳赳
的步伐，高唱着这首战歌，雄赳赳，气昂
昂，跨过鸭绿江。全中国以及朝鲜民主
主义人民共和国都响遍了这雄壮的歌
声，这首歌不仅在抗美援朝中起到了很
大的作用，而且一直到现在，一听到那
坚定有力的旋律，就会使人想起那段难
忘的历史。

定名为《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

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

《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诞生记

1950年 6月 25日，朝鲜战争爆发。
1950年 10月，朝鲜劳动党和朝鲜政府向
中共中央和中国政府发出了请求，急盼中
国予以特别的援助，出兵朝鲜。中共中央
作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决策，毛泽东主
席说：“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我们抗
美援朝就是保家卫国。”

《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的词作者
麻扶摇来自于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第一
师，该师于 1950年 3月初由湖南出发，班
师东北，到了北大荒垦荒戍边。因为朝
鲜战争爆发，该师作为中国人民志愿军
的一支预备炮兵部队，奉命第一批入朝
参战。时任志愿军炮兵第 1师第 26团 5
连副政治指导员的麻扶摇根据上级的部

署，对战士们进行爱国主义、国际主义和
革命英雄主义教育。他通过宣讲政治机
关编印的《美帝侵华简史》，使战士们认
清了美帝国主义是以侵略朝鲜为跳板，
妄图把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扼杀在摇
篮里的狼子野心。为了配合教育，连队
还请来老工人、老贫农作忆苦报告，揭露
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暴行，控诉 14
年亡国奴的悲惨经历。亲人们的血泪控
诉，使战士们义愤填膺，高呼“打倒帝国
主义”口号，从内心深处迸发出“制止侵
略，保卫和平”“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
战斗豪情。

一时间，面对侵略者的狂妄野心，
炮 1师的将士们义愤填膺，纷纷写下请
战书，有的甚至用血书来表达求战决心
与“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坚定信念。

“保卫和平，保卫祖国，就是保卫家乡”
成了热词，战士们在发言中说，要“雄赳
赳气昂昂，横渡鸭绿江”。

“战士们激昂的求战情绪时刻萦绕
于我的脑际，使我食不甘味，寝不安席，
总感到还应写点什么。在十月中旬连
队誓师大会前的一个夜晚，我辗转反
侧，浮想联翩，昔日‘黄河之滨，集合着
一群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和‘百万雄
师过大江’的历史画卷浮现在眼前，使
我的视角落在了‘中华儿女’的群体形
象上。”生前，麻扶摇曾在一篇回忆《中
国人民志愿军战歌》诞生过程的文章

《〈中中人民志愿军战歌〉的诞生：先有
诗后有歌》中如是写道。

当时的麻扶摇想，集结在鸭绿江畔
的志愿军，不正是中华民族长期经历内
忧外患逐渐培育起来的浩然正气，又在
新中国人民身上得到升华的历史延续
吗？于是“雄赳赳，气昂昂，横渡鸭绿
江”的词句涌上他的心头，接着，他又写
下了“保和平，卫祖国，就是保家乡”，写
完后，他的思路更加开阔了，并对战争
前途进行思考。我军广大指战员抱着

“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崇高理想，这
种同仇敌忾、万众一心的精神力量完全
可以转化为巨大的物质力量，能在相当
大的程度上弥补我军武器装备的劣势，
赢得战争的胜利。于是，麻扶摇又写下
了：“中华的好儿女，齐心团结紧，抗美
援朝鲜，打败美帝野心狼！”

麻扶摇后来曾表示，当时在写这首
作品的时候并未意识到自己是在创作，
只是有一种不吐不快的激情。于是，在
部队出征前的一天晚上，他趴在煤油灯
下连夜写出这首出征诗：

雄赳赳，气昂昂，横渡鸭绿江。
保和平，卫祖国，
就是保家乡。
中华的好儿女，齐心团结紧，
抗美援朝鲜，打败美帝野心狼。
这就是后来定名为《中国人民志愿军

战歌》的原歌词，即以一首诗的形式诞生。

1951 年 4 月 1 日，《人民日报》以
《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的歌名，再次
向全国推荐。4月 21日，中国人民抗美
援朝总会通知规定，以国歌和《中国人
民志愿军战歌》两首歌曲作为全国人
民“五一劳动节”游行的基本歌曲。
1953年政务院文化部和全国文联共同
开展对 1949年至 1953年间的群众歌曲
评奖活动，经过由下而上的推荐，从 4
年间全国发表的万余首歌曲中，评选
《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为一等奖。麻
扶摇在生前回忆道，为了给作者发奖，
有关部门辗转查找，才在炮 1师找到了
他。这时他才在《解放军文艺》上首次
披露，《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歌词原
是他写的一首出征诗。从那以后，所
有刊物再发表这首歌曲时，词作者都
改署为：麻扶摇。

“‘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
保和平，卫祖国，就是保家乡……’这
么一唱，战士们的劲都鼓起来了，你一
唱他就跟着你一块唱，这个气氛非常
热烈，战士意志很强，打倒一切敌人。”
再次唱起这首歌时，时任志愿军第 23
军文工团演员队长的邬戈仍然感慨万
千，因为从那个时候起，一代又一代的
中国人，都从这首激昂向上的战歌中
获得了震动和感动，凝结了中华民族
自强不息的信心和勇气，它将永久地
萦绕在每一位志愿军战士的心头。

“《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这首歌
曲简短有力，气宇轩昂。开始两乐句，
一字一音，铿锵有力，使人联想到中国
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入朝作战的
坚定步伐。接着两个乐句，节奏变得
稍微舒展，抒发了中国人民志愿军从
容不迫、无所畏惧的革命精神；末句

‘抗美援朝，打败美国野心狼’更精彩：
‘抗美援朝’4字用了 4个持续音，强调
了志愿军入朝作战的光荣使命；‘打败
美国野心狼’的‘打’字用了全曲的最高
音、最强音，将这个象征战斗精神的字
眼凸显出来，顿时给人一种威风八面、
正义凛然的艺术效果，表达出中国人民
志愿军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坚定信心
和英雄气概。全曲短小精悍，极富艺术
魅力。”在上海音乐学院贺绿汀中国音
乐高等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李诗原看来，
《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像同时期的《我
是一个兵》等许许多多的抗美援朝歌曲
一样，极大鼓舞了中国人民志愿军的斗
志，也激发了中国人民保卫和建设新
中国的热情。它既是中国人民志愿军
的文化形象标识，又是那个时代中国
人民最坚定、最有力的声音，那就是

“谁敢发动战争，我们坚决把它消灭干
净”的誓言和“我们热爱和平，但也不
怕战争”的思想主题。70年过去了，这
一歌曲仍鼓舞着中国人民的斗志，成
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鼓舞全体
中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
梦的一股力量。

（据《中国艺术报》）

那个时代中国人民
最坚定、最有力的声音

原歌词以一首诗的形式诞生

1964 年 2 月音乐出版社出版的《中
国人民志愿军战歌》歌谱。

1953 年 7 月，守卫上甘岭的志愿军将
士听到停战消息后热烈欢呼。（资料图片）

中国自古以来就有“慈善”的传统，
灾荒时期所采取的社会救助手段，被称
为“荒政”。那么，中国古代如何开展慈
善活动呢？

放粮施粥是古代慈善家首选

据《周礼·地官》记载，周王在中央行
政官职中，设立地官司徒，助其教化国
民，安定天下。有现代民政部部长部分
职能的司徒，为做好民政工作要采取 6项
措施，即“以保息六养万民：一曰慈幼，二
曰养老，三曰振（赈）穷，四曰恤贫，五曰
宽疾，六曰安富”。

这一时期的慈善活动，主要由朝廷
来带动。形式比较简单，行为之一是直

接在路边给需要救助者提供饭食，此即
所谓“施粥”。

一直到晚清，放粮施粥都是中国古
代慈善家们的首选。

中国最早慈善机构叫“六疾馆”

中国古人有自己的一套慈善理念，
人们不能仅奉养自己的父母，养育自己
的孩子，而是要让天下的老年人都能享
受其晚年，青壮年能为社会效力，儿童能
顺利地成长，年老的鳏夫、年迈的寡妇、
孤儿、无子老者、残疾人都能得到社会的
关爱，这样才算“大同社会”。

“养疾之政”，是古人做慈善的又一
主要内容，给包括灾民在内的老、弱、病、

残者诸弱势群体，提供基本的医疗服务。
到了南北朝时期，民间慈善活动更

为活跃。当时最著名的慈善家之一、南
朝齐竟陵王萧子良开仓赈灾，《南史·齐
文惠皇太子传》记载，他还与文惠皇太
子萧长懋一起，创办了“六疾馆”，专收
贫病不能自立者，即所谓“立六疾馆以
养穷民”，时间在公元五世纪末六世纪
初。被现代慈善界认为是中国最早的
慈善机构之一。

范仲淹、刘宰等都是慈善家

古代官方慈善工作做得最好的应该
是宋代。宋代在各个领域都出现了相应
的慈善组织，收养乞丐、残疾者和孤寡老

人有“福田院”“居养院”；病有“安济院”
“惠民药局”；死有“漏泽园”；儿童有“举
子仓”“慈幼局”……这些都是官办性质
的慈善组织和福利机构。

由于官府鼓励民间参与慈善活动，
所以出现了不少由私人主持的有一定规
模的慈善机构。著名理学家朱熹，曾在
建宁府崇安县开耀乡创设“社仓”，备荒
救灾，地方政府拨给一定的平价粮，由乡
间人士负责经营管理。范仲淹则在苏州
创设“义庄”，置良田十余顷，将每年“所
得租米，自远祖而下，诸房宗族，计其口
数，供给衣食及婚嫁丧葬之用”。刘宰、
黄震、真德秀等中国古代著名的慈善家
都是宋代人。 （据《辽沈晚报》）

古人怎么做慈善？ 放粮施粥是首选

中国共产党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抗日战争时
期、解放战争时期都曾建立过党领导的政府。但在名称上
没有使用“人民政府”的表述。那么，“人民政府”的称谓是
由谁最早提出的和怎样提出的呢？

谢觉哉在 1944年 2月 29日的日记里写道：“前日座谈会
上，吴满有称边区政府为‘人民政府’。”前日即2月27日，座谈
会即宪政问题座谈会，延安《解放日报》1944年 2月 29日头版
头条报道称：延安各界宪政促进会，于二十七日假边府交际处
举行宪政问题座谈会……朱总司令在热烈的掌声中讲话。接
着，劳动英雄吴满有微笑发言，他说：“今天我吴满有，一个普通
的老百姓能参加这个座谈会，和林老吴老李老坐在一搭儿讨论
问题，在一个桌上吃饭，老百姓不怕政府和军队，这就是民主。
人民的政府力量大，咱们八路军、政府、老百姓联在一起，男男
女女都是一条心，就啥也不怕，荒山也会变成金山。”

从一个农民的口中道出了边区政府是“人民的政府”。
这是“人民政府”名称的首次表达。

吴满有，陕甘宁边区的种田能手。1942年在大生产运
动中努力开荒生产，成绩显著，成为陕甘宁边区的特等劳动
英雄。虽然一个不识字的农民当时这么讲虽不具有高度的
权威性，但毕竟是在正式场合说的，代表了边区人民的共同
心声。吴满有的发言朴实而含蓄，引起边区参议会副议长
兼政府秘书长谢觉哉的注意并被记录在日记中，恰恰说明
一个政府是不是人民政府，不在于自我标榜而在于老百姓
的口碑。 （据《羊城晚报》）

“人民政府”称谓最早从一个农民口中道出

知识书店于 1936年 9月创办，店址在现和平路 298号，
国民饭店附近的一个临街铺面，这里也是当时中共天津市
委机关的一部分。知识书店是由地下党员吴砚农及其好友
叶笃庄筹办，经中共中央北方局林枫批准建立的。吴砚农
原任共青团天津市委宣传部长、中共天津市委宣传干事，曾
协助天津文化总同盟党团书记张秀岩领导“文总”工作。

书店开张后，经理由叶笃庄担任。主要销售上海出版
的一些刊物，像邹韬奋、胡愈之、陶行知、李公朴等编撰的书
刊。因当时天津只有很少的几家书店销售这些书刊，因此
书店刚开业的时候，很多人都前来光顾，整天络绎不绝。书
店采取的售书方式是敞开式的，同时为了方便读者，还可以
电话订书，由专人把书送到读者手中。书店除了出售进步
书刊外，还参与一些社会活动，如纪念鲁迅等活动。

1936 年冬，地下党加强对书店的领导，由中共中央北
方局负责人林枫具体领导书店，并派中共天津市委副书记
易吉光（余卫公）任书店副经理，叶笃庄在主持了一段时间
的店务后，回东京复学。此间，知识书店还出版发行了一
些书刊，如中共中央北方局的机关刊物《长城》，编辑出版
了一本由吴作民（吴砚农）为发行人，沈志远为主编，张友
渔、许德珩、马哲民等人为编委的大型刊物《国际知识》。
刊物销售非常火爆，第一期销售 1000余册，到了第三期销
售 3000册。此外，还发行一些宣传党的团结抗日主张和统
战政策的书刊。

知识书店是上海书店、新知书店、读书生活出版社、天
马书店在华北的总经销点。书店影响很大，辐射很多地方，
包括济南、太原、北平等地。书店办得非常红火，深受读者
的欢迎，这也引起了敌人的注意。七七事变后，日本特务机
关照会法租界工部局，要查封书店。为避免不必要的损失，
经向省委负责人李大章请示，书店于 1937年 7月 28日关闭。

知识书店存在的 10个多月的时间里，不断地在天津等
地宣传我党团结抗战的主张，扩大了进步力量的影响。

（据《天津日报》）

进步书店传递红色力量

中国历史上颇有几个“著名”的小人，虽人物猥琐，职轻
权微，却长袖善舞，工于心计，干出了“惊天动地”的大事，几
乎改变了历史的进程。

楚国费无忌，是其中最有“成就”的一个。楚平王为
儿子娶亲，派大夫费无忌前往迎娶。费无忌看到新娘如
此美貌，便心生邪念，不顾一切快马回宫对楚平王细述姑
娘之美，并进言趁太子尚未见面大王先娶之。好色的楚
平王被巧舌如簧的费无忌说动了心，转眼间，这位本该成
为太子夫人的秦国姑娘，便成了公爹楚平王的妃子。移
花接木的费无忌，也成了楚平王的心腹。但他却做贼心
虚，因为他知道太子迟早要接班的。于是他对楚平王诬
陷说太子要谋反。楚平王遂下令捕杀太子及老师伍奢父
子。后来，太子与伍子胥只好逃离楚国。数年后，伍子胥
率大军复仇，楚国就这样被灭掉了，寻根溯源，费无忌实
在是“功不可没”。

西汉江充，是小人中最有“魄力”的一个。他先是搅得
赵王父子不得安宁，为报复私怨，诬告赵太子秽乱后宫，导
致赵太子险些被汉武帝判了死刑，虽赦其死罪，太子地位却
被废。后又蛊惑汉武帝，挑唆其父子关系，制造大量冤假错
案，最后逼得太子造反被杀。这场大乱，史称“巫蛊之祸”，
不仅白白死了好几万人，就连汉武帝自己也弄得骨肉相残，
国家险些覆亡。

南北朝人鲍邈之，是小人中最阴险的一个。他原来是
太子萧统身边的一个太监，颇受信任。太子母亲病故不久
要做“生忌”，要一太监值宿一夜，太子便让这个小太监去。
不料他竟擅离职守，跑去和宫女鬼混，正巧被太子巡视时撞
见。要是别人不杀也得严惩，太子宽厚，没有治他罪，只是
不如从前亲近了。哪知这小太监不识好歹，不思图报，反而
怀恨在心，探听得皇上身体不适，便跑去密告太子请道士作
法，埋蜡鹅咒皇上早死，密谋夺权篡位。太子受此不白之
冤，又无法辩解，气急交加，一病不起，不久竟驾鹤西去，时
年 31岁。须知，此太子是编纂著名的《昭明文选》的昭明太
子，“《文选》烂，秀才半”，就是对他的高度评价。想不到竟
然死于卑鄙小人之手。

龚半伦，也是我们不想提起又无法绕过去的一个“著
名”小人。他的父亲龚自珍是清代大名鼎鼎的思想家、爱
国诗人，万万没想到，儿子龚半伦却卖国求荣，成了英法侵
略军火烧圆明园的帮凶。英法联军攻入北京后，“所以焚
掠圆明园者，因有龚半伦为引导。英以师船入京，焚圆明
园，半伦实与同往……取金玉重器而归。”为一己私利，不
惜引狼入室，害宗灭族，烧毁“万园之园”，龚半伦死后禁止
埋入祖坟。 （据《重庆晚报》）

中国历史上著名“小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