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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抗战歌曲中的“子弟兵冶形象
———以歌词为中心的考察

刘摇 意
(南方医科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广东 广州 510515)

摘要:以“子弟兵冶为主题的抗战歌曲,塑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抗击日寇、保家

卫国、亲民爱民的先进形象。 红军军歌唱响革命旋律、边区子弟兵群体的出现及其战绩、子弟兵

军歌的产生,是抗战歌曲中“子弟兵冶形象的形成基础。 抗战歌曲中有关“子弟兵冶形象的主要

内容有:子弟兵的英勇抗战、参加子弟兵无上光荣、子弟兵优秀的精神特质。 中国共产党对抗战

歌曲中“子弟兵冶形象的政治引导表现在:一方面,界定“子弟兵冶内涵并赋予其政治意义,规制

着抗战歌曲中“子弟兵冶形象的发展;另一方面,以解决军民矛盾问题为导向,引领抗战歌曲中

“子弟兵冶形象的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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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全面抗战时期,不仅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

族人民同日本侵略者进行浴血奋战的年代,也是全

民族掀起抗战歌曲狂飙的年代。 在抗战这一特定时

代,歌曲和政治的关系变得十分密切,抗战歌曲成为

中国共产党宣传抗日救亡、强军强党的有力武器。
抗战期间创作的近万首抗战歌曲保存至今,为广大

人民群众所传唱。 这些歌曲存在价值巨大,成为考

察当时斗争生活、民众精神面貌、中国共产党宣传动

员等的重要文献资料。 目前,学术界不论是对抗战

歌曲的收集和整理研究,还是对抗战歌曲与中国共

产党宣传动员的研究,均已取得可喜成绩,但对抗战

歌曲中“子弟兵冶形象的研究成果尚未可见,这无疑

是对珍贵的抗战歌曲的巨大浪费。 本文拟以抗战歌

曲中“子弟兵冶形象的形成基础为考察出发点,提炼

抗战歌曲中“子弟兵冶形象的主要内容,进而把握中

国共产党对抗战歌曲中“子弟兵冶形象的政治引导。
一、抗战歌曲中“子弟兵冶形象的形成基础

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歌曲在战争中得到极大的

运用并发挥了鼓舞士气和瓦解敌军的作用。 例如,
“四面楚歌冶的攻心战加速了楚军的失败;甘兴霸鼓

吹入阵振奋了士兵精神;戚家军“一唱三和,声震林

木冶,荡平倭寇。 此类史实传为佳话。 在国外历史

上,歌曲与战争政治的关系也是密不可分的,歌曲满

足了凝聚民心、振奋精神的需要。 例如,令人热血沸

腾的《马赛曲》传遍了巴黎的大街小巷,成为法国战

胜外来干涉、保卫法兰西共和国的强大精神伟力。
历史是那么惊人的相似,仔细梳理又可发现其中的

不同和特色。 以“子弟兵冶为主题的抗战歌曲的出

现与流行,表明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子弟兵日益成

为抗击日寇的主心骨。
(一)历史渊源:红军军歌唱响革命旋律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进行的革命斗争本身

就是一首壮丽的歌曲,以“子弟兵冶为主题的抗战歌曲

是对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红军军歌(简称“红歌冶)的继承

和发展。 1929 年 12 月,毛泽东起草的《古田会议决议》
中就明确规定:“各政治部负责征集并编制表现各种群



众情绪的革命歌谣。冶[1] 1932 年 6 月,中华苏维埃共和

国湘鄂赣军区政治部刊印的《红军歌曲》就是落实这一

规定的具体体现。 《红军歌曲》是当时苏区流行的“红
歌冶集,书内收录红军歌曲 24 首。 该“红歌冶集的序言

这样写道:“金戈铁马的响亮,血花飞溅的战场! 大声

呐喊冲锋陷阵,排山倒海的杀敌之声,是如何壮丽的音

乐?冶让大家“走上同气同声、同歌同调的、有拍有节的

英勇壮烈的乐谱里去冶[2]。 “红歌冶中《红军歌》《红军

进行曲》《红军纪律歌》《红军行军歌》等传唱红军的歌

曲在苏区十分流行。 “红歌冶的内容丰富而广泛,可谓

是无事不歌,每次战役或战斗、每项具体政策的落实甚

至行军掉队都有歌曲予以配合。 进入抗战时期,红军

改编为八路军,边区子弟参加八路军,使八路军发展壮

大,八路军被边区人民称为“子弟兵冶,“红歌冶也随之改

编为歌唱八路军、“子弟兵冶的歌曲。 其中比较有代表

性的是《参加子弟兵》(李伟词曲,作于 1940 年,在太行

山北部地区流行)、《铁的子弟兵》(中国人作,作于1940
年)等。

淤 指 1940 年 5 月 30 日晋察冀军区第一分区在北娄山村的柿子林以检阅军、政、文、体全面训练成绩为目的的运动大会

上的阅兵。

(二)实践基础:子弟兵群体的出现及其战绩

以“子弟兵冶为主题的抗战歌曲的出现,是以

“子弟兵冶群体的出现及其战绩为基础的。 “子弟

兵冶与八路军、红军等称谓,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

事力量在不同时期的不同称呼。 1942 年 9 月 1 日

的《晋察冀日报》刊登的《预备兵政治教材 第三课

子弟兵的来历怎样? 为什么叫子弟兵?》对子弟兵

的来历有清晰的说明。 该教材指出,“说起子弟兵

的来历来是很清楚的,他就是坚持敌后抗战、名扬世

界的第八路军冶,“第八路军又叫第十八集团军,他
和坚持长江南北抗战的新四军是一母同胞弟兄,都
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队伍,也都是抗战以前

的中国工农红军冶,“在不断的抗日斗争中,他们更

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参加八路军,爱护和抚育了

自己的伙伴,让他很快的坚强壮大起来,成为保卫边

区的唯一的武装力量冶,“这样边区人民就把这支被

自己的子弟壮大了的队伍称呼为子弟兵了冶。[3] 该

教材清晰地说明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事队伍称呼

的历史演变,解释了子弟兵的由来,回答了为什么称

为子弟兵。 作为华北敌后根据地,晋察冀边区出现

了优秀子弟热烈参加八路军的场景,各地新战士以

县为单位集中,以地方名命名的团、营大批加入到八

路军队伍中,例如“平山团冶“阜平营冶“灵寿营冶等。
追本溯源,在晋察冀边区开启“子弟兵冶传播之路的

是上下细腰涧战役和聂荣臻司令员对参加此次战役

的平山团的嘉奖令。 由平山子弟组成的平山团与八

路军一二誘师三五九旅七一七团在上下细腰涧对日

寇形成了南北夹击之势,处于装备劣势的平山团以

巨大的牺牲换来上下细腰涧战役这场遭遇战的胜

利。 聂荣臻司令员对平山团全体指战员发出嘉奖

令,指出:“这特别证明了你们是平山子弟的优秀武

装,边区子弟的优秀武装。 你们是太行山上的铁的

子弟兵!冶 [4]聂荣臻司令员的嘉奖令把“太行山上铁

的子弟兵冶的称号传播开来,这也给以“子弟兵冶为
主题的抗战歌曲带来了广阔的传唱空间。

(三)重要标志:子弟兵军歌的产生

“子弟兵军歌冶的出现,标志着歌唱子弟兵进入

一个高潮。 子弟兵军歌是专门为子弟兵创作的歌

曲,最能反映子弟兵的形象,也最能表达子弟兵的精

神气概。 1942 年 12 月 12 日《晋察冀日报》发表了

一篇通讯《晋察冀军区征求掖子弟兵军歌业》,该文介

绍了征求子弟兵军歌的过程和选定结果。 从 1942
年 7 月 18 日发布征求公告至 10 月中旬,共收到应

征歌曲 40 支,经过军区与边区音协等机关两次审

查,选出了最好的作品 10 件,12 月 12 日经过第三

次审选,最后选定 3 支。 从整个征选流程上看,征选

时间较长,收集歌曲较多,审选程序较严。 最终选定

的 3 支歌曲分别是“《子弟兵进行曲》(方冰词,周巍

峙曲)、《子弟兵战歌》(蔡其矫词,卢肃曲)、《前进,
子弟兵》(郑红羽词,徐曙曲)冶 [5]。 从这 3 支子弟兵

军歌的歌词(见附录)总体上来看,高频出现的词除

了“子弟兵冶外,还有“挺进冶和“毛泽东冶。 其中“挺
进冶体现了子弟兵面对日寇的疯狂进攻不怕牺牲,
决不后退,与日寇斗争到底、保家卫国的豪情壮志;
“毛泽东冶代表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在党的英明领

导下前进,向胜利前进,向新中国前进。 从 3 支子弟

兵军歌的歌词分别来看,《子弟兵进行曲》词作表现

了子弟兵威武雄壮、争取胜利的英雄气概;《子弟兵

战歌》词作表现了子弟兵的革命英雄主义和豁达的

乐观主义精神;《前进,子弟兵》词作彰显了子弟兵

英勇顽强的精神和战斗必胜的豪情。 子弟兵军歌的

震撼力是巨大的。 以杨成武回忆 1940 年阅兵淤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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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为例,他指出,子弟兵唱子弟兵军歌“歌声豪壮有

力,伴随着整齐的脚步,震撼着全场人的心冶 [6]。 杨

成武的这番言论,在其他有关人士的回忆中也得到

了印证。 “那时候,部队经常唱歌子,拉歌子,情绪

很高,打起仗来生龙活虎冶 [7]151;“保卫祖国歌,午城

战斗胜利曲,八路军进行曲,比赛似的,一个连唱了

又是一个连冶 [8]。
总之,抗战歌曲中“子弟兵冶形象的形成基础,

既有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红军军歌唱响革命旋律的历

史渊源,又以抗战时期子弟兵群体的出现及其战绩

为实践基础。 而子弟兵军歌的产生成为抗战歌曲中

“子弟兵冶形象形成的重要标志,展现了抗战时期

“子弟兵冶形象的风采。
二、抗战歌曲中“子弟兵冶形象的主要内容

以“子弟兵冶为主题的抗战歌曲之所以出现和

流行,主要有以下两方面原因:一方面,“子弟兵冶抗
战到底的决心、不怕牺牲的精神以及捍卫家园的壮

举,丰富和发展了抗战歌曲中的“子弟兵冶形象,为
抗战歌曲塑造“子弟兵冶形象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素

材;另一方面,抗战歌曲把“子弟兵冶音乐化,集中体

现了“子弟兵冶的审美价值、艺术价值及其社会教化

功能,高度浓缩了抗战中的“子弟兵冶形象和精神,
衍化为抗战歌曲中的“子弟兵冶,赋予了抗战中的

“子弟兵冶以更高的价值。 上文考察抗战歌曲中“子
弟兵冶形象的形成基础,分析以“子弟兵冶为主题的

抗战歌曲出现和流行的原因,旨在为提炼抗战歌曲

中“子弟兵冶形象的主要内容提供支持。 抗战歌曲

中“子弟兵冶形象的内容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一)子弟兵的英勇抗战

抗战的硝烟促使文艺家们更加关注民族和阶级

的命运,使文艺家创作抗战歌曲时增强了政治意识,
特别是对能抗击日寇、保家卫国的中国共产党领导

的武装力量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这种兴趣来源于

“子弟兵冶抗击日寇、保家卫国的英勇作为。 以晋察

冀边区为例,军区子弟兵抗战期间“总计对敌伪作

战共三二一二九次,计毙伤敌伪二五二四四誘名,俘
敌伪六八六二六名,敌伪反正投诚者一九六二三

名冶 [9]。 抗战成绩来之不易,晋察冀军民付出的代

价也是十分惨重的。 据不完全统计,抗战期间,边区

子弟兵伤亡 11郾 6 万人,干部、群众被敌杀害 70 余万

人,群众被敌抓劳工 50郾 5 万余人。[10]再把历史的聚

焦点向前推移,1938 年 10 月 8 日,《聂荣臻关于晋

察冀边区反围攻作战情况致朱德等电》中描述道,

“计自上月二十日起迄至今日,军区无日不在与敌

苦战,前后大小战斗共五十余次冶,“我火力薄弱,虽
能一再打垮敌人,难于迅速歼灭,敌又施放毒气,军
民中毒者不少冶,我军“对各路进攻之敌,正以再接

再厉之精神与之周旋中冶。[11]235程子华的《敌对冀中

扫荡与冀中战局》有更为细腻的描述:“我们光荣殉

国的干部和战士,有的是在无比英勇的战斗中壮烈

牺牲,有的是在和敌人拼到最后,在最危急的情况下

毅然自杀,有的部队是战到弹尽继以白刃,直到流尽

热血,全体牺牲,有的部队是屡被冲散,屡次集合,自
动选出干部与敌战斗。冶 [12] 因此,在众多以“子弟

兵冶为主题的抗战歌曲中,描写子弟兵浴血抗日、保
卫家园是常见的主题。 例如《我们的子弟兵》(李光

启词,王钵曲)歌词第二段:“抗战的决心我们更硬,
好象铁板钉上钢钉,鬼子汉奸不打走谁要放下枪,那
可不行。 勇敢地向敌人进攻,是我们子弟兵。冶 [13]

《子弟兵进行曲》 (蔡其矫词,罗浪曲)的一段歌词:
“我们晋察冀的子弟兵,年青的兵快乐的兵,在敌区

与敌人英勇地搏斗,收复了乡村,攻下了城市。冶 [14]61

《当向导》(王子英词,严金萱曲)歌词开头:“子弟兵

流血牺牲保家乡,子弟兵英勇杀敌在前方。冶 [14]81这

些简短而精炼的歌词,高度浓缩了子弟兵抗击日本

侵略者的英雄气概和浴血奋战誓保老百姓生命安全

的家国情怀。
(二)参加子弟兵无上光荣

抗战歌曲在传唱子弟兵抗击日寇的英勇、保卫

家园的拼搏同时,也以巨大号召力去动员边区子弟

参加子弟兵。 歌曲“作为争取大众解放的武器,表
现、反映大众的生活、思想、情感的一种手段,更应担

负起唤醒、教育、组织大众的使命冶 [15]。 在歌词中有

“参加八路军冶 “参加子弟兵冶的歌曲不计其数。 抗

战歌曲中号召边区子弟参加子弟兵的理由写得十分

朴实,例如《参加八路军》 (崔鬼词,吕骥词)的歌词

中写道:“老乡们,老乡们,大家要想把命保,快快参

加八路军!冶 [14]11《参加八路军》 (刘汉章词曲)的歌

词中写道:“日本鬼子真可恨! 要报仇,去参军,下
定决心,参加八路军。冶 [16] 《参加八路军》 (李今词,
卫虹曲) 的歌词中写道:“参加八路军,保卫咱家

乡。冶 [14]28刘荣在其日记中曾记载了一首《参加子弟

兵》歌谣,歌词为:“冬天到,雪花飘,鬼子一到糟了

糕,先杀父和母,后把房子烧,野蛮疯狂逞凶暴,这等

大仇恨,岂能忘记了,参加子弟兵,誓把家乡保,仇报

恨也消。冶 [17]归结起来,参加子弟兵能保命、能报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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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保卫家园,这是抗战歌曲中号召边区子弟参加子

弟兵的主要理由。 苏联著名诗人马雅可夫斯基曾说

过:“诗和歌是炸弹和旗帜。冶在民族危机和家园被

毁的情况下,以“子弟兵冶为主题的抗战歌曲,就是

中国人民自制的“精神炸弹冶,它一方面投向了日本

侵略者,另一面也炸毁了中国人旧有传统的限制。
抗战期间,中国共产党成功破除了“好男不当兵冶的
传统旧习,使晋察冀边区等地呈现出“子弟从军是

最大光荣冶的局面。 “如果你问今天在晋察冀边区

哪一种人生活最好,任何人都会答复你,当抗战军人

最好! 不论是吃的、穿的,一般战士总要比任何公务

人员(从边区行政委员会主任、专员、县长一直到村

长)以及民运工作者好些,在精神上则到处受人尊

敬,得到广大群众的爱戴。 不但他个人有最高的荣

耀,而且他的家属在各方面都享有特权。冶 [18]以平山

为例,抗属的“特权冶主要有四种:一为一般的优待;
二为物质的优待;三为精神上的慰劳与慰问;四为代

耕抗属田地。 歌曲《你为什么不当兵》 (田间词,罗
浪曲)的歌词也有记录:“家里的地有人代你种,家
里的事情有人来代你问,你还为什么不当兵?冶 [14]21

(三)子弟兵优秀的精神特质

以“子弟兵冶为主题的抗战歌曲的涌现有着特

殊的时代场域,歌曲也将集中反映这个特殊场域。
毛泽东曾指出:“写兵好、唱兵好。 要写八路,要唱

八路!冶 [19]抗战时期,“唱八路冶集中唱子弟兵的战

斗场景、成长经历和英雄人物等。 一是歌曲中重现

了子弟兵的战斗场景,表现了子弟兵乐观斗争的精

神。 据时任晋察冀一分区政治部组织干事的宋一民

回忆,“晋察冀一带有一个歌子《太行山上》,在整个

太行山一带很流行冶,“那时候战士最爱唱的歌就是

《游击队歌》:我们都是神枪手,每一个子弹消灭一

个敌人,我们都是飞行军,哪怕他山高水又深。 ……
没有吃,没有穿,只有那个敌人送上前,没有枪,没有

炮,敌人给我们造冶。[7]152二是歌唱新战士的进步,突
出子弟兵整体的先进态势。 歌曲《我们新战士》(邵
子南词,边军曲)、《新战士王二发》 (萧无词,晨耕

曲)等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我们新战士》的歌词中

写道:“我们新战士,年轻又强壮,大地是我们的家,
祖国是我们的生命。 我们去到的地方,民众得到了

保障,我们艰苦的作战,为了民族的解放! 我们团结

紧,勇敢上前线,我们是新的战斗员,我们是新中国

的主人。冶 [14]55《新战士王二发》的歌词中写道:“王
二发他参加了子弟兵,年青活泼到处受欢迎,那一天

开大会他讲了话,说出话来真心实意人人都爱听,人
人都爱听。 团结友爱做呀做得好,公差勤务样样打

冲锋,替病号村边去站岗,王二发一连站了三点钟,
站了三点钟。 见了班长敬了一个礼,听说咱们队伍

要出动,我要去参加战斗上战场,我要去战场杀敌立

大功,当个英雄。冶 [14]67歌曲以子弟兵的新兵战士就

有如此过硬的作风表达了子弟兵整体更加先进的主

题。 三是再现了子弟兵的英雄壮举,彰显了子弟兵

不怕牺牲、抗战到底的精神。 狼牙山五壮士抗击日

寇最后跳崖、爆破大王李勇埋地雷让日寇闻风丧胆

等事迹,被艺术家们改编为歌曲《狼牙山五壮士》
《李勇要变千百万》等。 这些歌曲的歌词本身就是

一个令人振奋、感动的抗战故事,经过艺术的升华,
更加深入根据地人心,几乎根据地的男女老少都会

唱。 尤其是歌曲《狼牙山五壮士》影响深远,对广大

晋察冀边区子弟兵影响很大。 例如,“有一次冀东

的八路军小分队,在敌众我寡的战斗中,被敌人包围

在滦县大平原的苏河岸边,他们把枪捆在自己身上,
大家拉着手,高唱着劫夫写的《狼牙山五壮士》歌中

写的:‘棋盘陀,山崖高,战士们的血花红、血花红,
勇敢的八路军五个好英雄爷,以狼牙山五壮士为榜

样,一起跳入苏河牺牲了,宁死不屈。冶 [20]

三、中国共产党对抗战歌曲中“子弟兵冶形象的

政治引导

以“子弟兵冶为主题的抗战歌曲的出现和流行,
与中国共产党对抗战歌曲中“子弟兵冶形象的政治

引导密切相关。 “人类的音乐活动,其本质是以音

乐作为被传递信息的信息传递活动。冶 [21]因此,抗战

歌曲中“子弟兵冶形象首先来自于中国共产党对领

导的抗日武装力量自身的认识和界定。
(一)内涵边界的规制

中国共产党对“子弟兵冶的内涵界定和政治引

导规制着抗战歌曲中“子弟兵冶的发展。 聂荣臻直

接领导开创了晋察冀边区,号召打造“铁的子弟兵

团冶,对为什么要把边区部队称为“子弟兵冶有深刻

的考虑。 他在其回忆录中指出:“一是从边区部队

的任务来讲,它担负着保卫祖国、保卫边区,首先是

保卫家乡的任务,这样的称呼,使部队担负的任务和

群众的切身利益紧密结合在一起了;二是从它的组

成成分来讲,绝大多数是边区人民的子弟,它同边区

人民有着自然的血肉联系和亲缘关系;三是从抗日

的统一战线出发,既然是边区人民的‘子弟兵爷,它
就不单纯是吸收某个阶层的子弟,所有愿意抗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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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个阶级的优秀子弟都可以参加;还有一层意思,那
时国民党的反共顽固分子总是妄图把我们的部队从

根据地挤跑,我们土生土长的人民子弟,扛起枪来保

卫家乡是理所当然的,它再想赶跑,当然是办不到

的。冶 [22]然而,起初人们把由边区群众的子弟组成的

子弟兵与正规军是区分开的,把“子弟兵冶单列出

来。 以两首名为《参加子弟兵》的歌曲的歌词为例,
管平作词、谱曲的《参加子弟兵》一段歌词为:“保卫

家乡打日本,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到处打游击呀,拆
桥破路帮助正规军。冶 [23]208李伟作词、谱曲的《参加

子弟兵》一段歌词也有相近的表达:“叫老乡你细

听,快快参加子弟兵,帮助正规军哟,保卫家乡最光

荣。冶 [23]209中国共产党对抗战歌曲中“子弟兵冶的政

治引导,先是从对 “子弟兵冶 内涵的界定开始的。
1940 年 3 月 19 日,《傅钟、陆定一关于扩军工作中

注意事项致各兵团政治首长等电》中指出:“宣传子

弟兵团是老百姓的儿子,八路军的弟弟,我们认为时

常还应宣传八路军是工农的子弟,人民的子弟

兵。冶 [11]486晋察冀北岳区文救会编的《开展军民誓约

运动(冬学教材之三) 第十课 爱护抗日军队》写道:
“边区的八路军是咱们边区父老的优秀子弟。冶 [24]

《预备兵政治教材 第三课 子弟兵的来历怎样? 为什

么叫子弟兵?》指出:“说起子弟兵的来历来是很清

楚的,他就是坚持敌后抗战、名扬世界的第八路

军。冶 [3]在以“子弟兵冶为主题的抗战歌曲中,我们发

现歌名和歌词中含“八路军冶的抗战歌曲数量明显

超过含“子弟兵冶的歌曲数量,这也从侧面印证了中

国共产党对抗战歌曲中“子弟兵冶形象政治引导的

显著效果。
(二)引领抗战歌曲中“子弟兵冶形象的新发展

中国共产党以解决军民矛盾问题为导向,引领

抗战歌曲中“子弟兵冶形象的新发展。 子弟兵的发

展壮大与边区人民真心实意的支持密不可分,歌唱

军民一家亲、军民鱼水情的抗战歌曲数量众多。 歌

曲《咱们永远在一起》(邓康词,张非曲)正是对聂荣

臻司令员论述“子弟兵冶称呼考虑的最具有代表性

的歌曲。 该歌曲歌词为:“八路军啊老百姓,咱们永

远在一起,咱们是受苦受难的一家人,咱们是血肉相

连永远不分离。 在晋察冀的每一个村庄里,都住着

八路军的父母兄弟,八路军保卫着自己的家乡,八路

军和老百姓永远在一起,生产战斗在一起,受苦受难

在一起,咱们永远在一起。 八路军啊老百姓,咱们永

远在一起,熬过困难战斗到底,把日本强盗赶出中国

去!冶 [14]79歌曲《做军鞋》歌词中写道:“我做军鞋不

瞌睡,想起亲人更加劲,针针线线表情意。冶 [25] 这首

歌表现了根据地妇女彻夜不眠为前方子弟兵做军鞋

的军民鱼水情。 随着抗战相持阶段的到来,军民矛

盾在一些地方凸显出来。 以晋察冀边区为例,1943
年 8 月 12 日,毛泽东电示晋察冀边区彻底执行拥政

爱民政策,指出:“最近几年各地发生了严重偏向,
军队轻视党政民、欺压党政民之事不断发生,晋察冀

亦不例外。冶 [26]1943 年 12 月 25 日,《中共中央晋察

冀分局关于执行拥政爱民及拥军政策的指示》也指

出:“根据地内还存在着某些党政军民关系不够正

确的现象。 中央所指出的‘军队欺压党政民爷与‘党
政民关心军队不足爷的现象,在边区或多或少地存

在着。冶 [27]《拥军课本 第二讲 认真解决八路军的衣

食住》就有关于这方面的记载:“咱们政府号召大伙

鞋底不许垫‘格板爷、夹纸,并且按实价出钱买,可是

咱们村里,就偏有些人,为了 ‘省工减料爷,垫 ‘格

板爷。 另外也有个别‘爱小爷的人,给队伍上拆洗棉

衣棉被,就偷偷剥棉花,落布,光图自己沾便宜,子弟

兵挨冻不挨冻他全不放在心上。冶 [28] 为解决这些问

题和现象,边区抗联会发布了拥军公约,军区政治部

发布了拥政爱民公约。 为进一步宣传拥军公约和拥

政爱民公约,1944 年 2 月 1 日和 2 日,《晋察冀日

报》分别刊登《拥军公约歌》(卢肃作曲)和《拥政爱

民公约歌》(张非作曲)。 《拥军公约歌》的歌词为:
我是边区抗日老百姓,拥军公约坚决要执行。 第一,
积极参加子弟兵,壮大边区八路军;第二,努力担架

运输,积极执行抗战勤务;第三,作向导埋地雷,积极

配合作战;第四,解决子弟兵困难,保证子弟兵有吃

有住有穿;第五,尊重抗日军爱护伤病员,保护军用

资财;第六,优待抗属,解决抗属困难,爱护子弟兵,
保家乡,拥军运动作模范。[29] 《拥政爱民公约歌》的
歌词为:我们晋察冀的人民子弟兵,拥政爱民要记

清。 第一,坚决执行政府政策法令,尊重政府工作人

员;第二,积极作战保卫政权,保护人民生命财产;第
三,帮助训练民兵,带领民兵作战;第四,帮助人民生

产,解决人民困难;第五,爱护人民利益,不拿人民一

针一线;第六,爱惜民力,彻底执行抗战勤务条例;第
七,接受人民意见,拥护人民抗日团体;第八,对人民

要和气,尊重人民风俗习惯。 我们军民团结冲破困

难,战胜日寇建设中国。[30] 虽然《拥军公约歌》 和

《拥政爱民公约歌》这两首歌的歌词仅仅是把拥军

公约和拥政爱民公约进行了简单的重复,但用老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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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熟悉的旋律更利于歌曲的传播、利于发挥公约潜

移默化的影响力,歌曲的不断传唱会衍化为一种话

语,这种不断重复的话语主题建构会形成一种话语

模式, 即 “ 话 语—主 题 不 变 的 话 语—真 理 性 话

语冶 [31],从而使公约成为化解军民矛盾的有效准则。
在中国共产党对抗战歌曲中“子弟兵冶形象的

政治引导下,以“子弟兵冶为主题的抗战歌曲表现了

子弟兵朝气蓬勃、威武向前的英勇形象,反映了子弟

兵听党指挥的政治觉悟,体现了子弟兵不怕任何艰

难险阻的乐观主义精神以及压倒一切敌人的英雄气

概。 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对抗战歌曲中“子弟兵冶
形象的政治引导,有利于引起老百姓的情感共鸣,促
使抗战必胜的信心深入老百姓心里,使他们决心打

走日本强盗,铲除汉奸,不做亡国奴,这使抗战歌曲

汇聚了抗击日寇的磅礴力量。

附录:

《子弟兵进行曲》歌词:勇敢的行列 勇敢地行进! 庄严

的阵容铁的子弟兵,震撼着山岗 震撼着平原,斗争的精神一

直挺向前! 当战争卷起在家乡,我们组织起上战场! 大兵团

在敌后成长,控制着敌人的心脏。 我们来自田野,个个英勇

顽强,为了明天的自由幸福,射击在自己的土地上。 听! 战

号吹响遍解放区原野,斗争的大旗火焰般绯红,向前去,冲破

黎明前黑暗,新中国要在我们手上出现! 勇敢的行列 勇敢

地行进! 庄严的阵容铁的子弟兵,跟着毛泽东 跟着毛泽东,
跟着他向胜利挺进 向胜利挺进!

《子弟兵战歌》歌词:向前挺进! 年青的子弟兵,勇敢的

子弟兵,快乐的子弟兵,以坚决的步伐到战斗中去。 为了土

地新生,为了家乡幸福,为了祖国的光荣! 把亲爱的步枪放

在肩上,到战场消灭敌人,到堡垒消灭敌人,到城市消灭敌

人。 让歌声飞起来使天地全回应。 我们战斗在艰苦的年代,
毛泽东是指路的北斗星。 我们战斗在祖国的前哨,总司令是

胜利的巨鹰。 我们是钢铁的子弟兵;子弟兵还有什么不能战

胜! 万岁万岁! 子弟兵还有什么不能战胜! 向前挺进! 年

青的子弟兵,勇敢的子弟兵,快乐的子弟兵。
《前进,子弟兵》歌词:我们的血最热最红,有工农红军

的传统,我们是年青的人民子弟兵,为自由解放而战争。 枪!
人民交付我们保卫国土。 枪! 从敌人手里夺来杀伤敌人。
人民和带枪的子弟,血汗流在一起,用血肉收拾起破旧山河,
建立新长城。 从高山战到原野,冲破黑暗走向光明,前进!
前进! 跟着毛泽东,跟着总司令,向法西斯反攻,向新中国挺

进,向法西斯反攻,向新中国挺进!
以上三首歌的歌词均转引自解放军歌曲选集编辑部编

的《抗日战争歌曲选集(第三集)》,中国青年出版社 1957 年

版,第 60 ~ 6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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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mage of "People謖s Soldiers" in Anti鄄Japanese War Songs:
Taking the Lyrics as the Center of Investigation

LIU Yi

(Academy of Marxism, Southern Medical University, Guangzhou, Guangdong 510515,China)

Abstract: Anti鄄Japanese War songs with the theme of " people謖s soldiers" portray the advanced image of the armed forces led by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who guard our country and our homes against the Japanese aggressors. The formation of the image of " people謖s
soldiers" in the Anti鄄Japanese War songs is based on the red army military songs singing the revolutionary melody, the emergence of
the military groups in the border areas and their achievements. The main contents of the image of " people謖s soldiers" in the songs of the
Anti鄄Japanese War are: the heroic resistance of " people謖s soldiers" against Japanese, the glory of participating in " people謖s soldiers" ,
and the advanced spiritual characteristics of " people謖s soldiers" . The political guidance of the " people謖s soldiers" in the Anti鄄Japanese
War songs by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shows two aspects: on the one hand, it defines the connotation and political significance of
the " people謖s soldiers" and regulates the development of " people謖s soldiers" in the Anti鄄Japanese War songs; on the other hand, to
resolve the contradictions between the army and the people, it guides the new development of the " people謖s soldiers" in the Anti鄄
Japanese War songs.
Key words: Anti鄄Japanese War songs; " people謖s soldiers" ; lyrics; political guid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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