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唱支山歌给党听》最初名为《雷锋的歌》
本报记者 张晓丽

得知《唱支山歌给党听》的作者另有
其人后，作曲家朱践耳有了一个心愿，就
是想找到蕉萍。打听了很多诗歌圈里的
朋友，没有人知道蕉萍这个名字。想必是
位基层作者吧？根据投稿地址，朱践耳给
陕西省铜川市焦坪煤矿寄去了一封寻人
的信函。

这封“寻人启事”在小小的矿山一石
激起千层浪，“唱红大江南北的这首山歌，
能是咱这穷山沟里的人写的吗？”“矿上可
没有蕉萍这个名字，肯定是哪位女矿工的
笔名！”

时任焦坪煤矿党委书记的赵炳儒动
员全矿寻找蕉萍。几番寻找后，赵炳儒将
目光锁定在矿上担任技术员的姚筱舟身

上。姚筱舟平常喜欢写写画画，也曾经给
报刊投过稿。他找到姚筱舟询问，但在那
个特殊的年代里，因为一些特殊的原因，
姚筱舟不敢承认。直到听说是一位著名
作曲家在找他，姚筱舟这才消除疑虑，承
认自己就是蕉萍，“蕉萍”二字用的是焦坪
煤矿的谐音。

谈起《唱支山歌给党听》这首歌的流
传，姚筱舟生前曾多次说：“雷锋同志能把
我的诗抄写在笔记本上，说明他对我的诗
也有认同感。最重要的是，要不是因为雷
锋，这首诗就永远只是一首诗，而不会成
为传唱不衰的经典。”姚筱舟后来成为矿
工报的副刊编辑，当上了陕西省铜川市文
联副主席，这些都与《唱支山歌给党听》的

广为传唱不无关系。因为雷锋，《唱支山
歌给党听》成为传世经典。因为雷锋，姚
筱舟在“矿工诗人”的路上走得更远。

2019年，姚筱舟去世。在经常去看望
他的后辈刘雅舒眼中，姚筱舟生活朴实低
调、随遇而安，他一生中最执着的追求就
是想要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党员。
这位“矿工诗人”一生写下近200篇诗歌、
散文，与雷锋将自己比作螺丝钉类似，他
将自己比作煤炭，写下这样的自白：“我是
一块小小的煤炭，是矿工、矿务局和党把
我开采出来，并用爱把我点燃，使我能发
出一点光与热，回报给人民。”流淌在他文
字里的这种情感，或许正是打动雷锋的原
因吧。

词作者姚筱舟把自己比作煤炭

为什么远在抚顺的雷锋能够读到一
首来自陕西的诗歌呢？

这首诗在《陕西文艺》杂志刊登后辗
转流传，被收录到《陕西新民歌三百首》
一书中。在抚顺市雷锋藏品收藏家褚士
奇的家中，有两个版本的《陕西新民歌三
百首》，分别出版于 1958 年、1959 年。翻
开两本书，都有署名“陕西宜君焦坪煤矿
蕉萍”的诗歌《唱支山歌给党听》。雷锋
的阅读面非常广，很难说他是从《陕西文
艺》还是《陕西新民歌三百首》中读到的这
首诗，褚士奇推测，以杂志和书的发行范
围来看，后者被雷锋看到的可能性或许更
大一些。

读过雷锋日记的人都知道，孤儿出身
的他，对党怀有深厚的感情，他的字里行

间常常有这样的句子：“自从来了人民的
大救星，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党把我从火
坑中拯救出来……”“亲爱的党，我慈祥的
母亲，我要永远做您的忠实儿子。”雷锋读
到蕉萍的这首诗，一定在内心产生了深深
的共鸣，所以便把诗工工整整地抄录在自
己的日记里。“结合雷锋的身世，《唱支山
歌给党听》这首诗歌就是雷锋内心的写
照。”褚士奇说。

姚筱舟事迹陈列馆工作人员刘雅舒
介绍：蕉萍即为姚筱舟。姚筱舟与煤矿工
人接触密切，常常听到老矿工吟唱高亢的
陕北民歌。老矿工们喜欢哼唱或朗诵自
编的顺口溜，比如“党是咱的妈，矿是咱的
家；咱听妈的话，建设好咱家”，还有“旧社
会，咱像冬天里的葱；新社会，咱成了国家

主人翁”等等，这些顺口溜成为姚筱舟日
后从事诗歌创作的生动素材。而老矿工
们经常谈起的新旧社会对比和对党的无
比感激，更激发了他的创作灵感，从而创
作了这首小诗：“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
党来比母亲；母亲只能生我身，党的光辉
照我心。旧社会鞭子抽我身，母亲只会
泪淋淋；党号召我们闹革命，夺过鞭子揍
敌人……”

雷锋在摘抄时，还对原诗进行了修
改。他将诗中的“母亲只能生我身”改成
了“母亲只生我的身”，将“党号召我们闹
革命”改为“共产党号召我闹革命”。姚筱
舟曾说：“雷锋在摘抄这首诗时，曾作了

‘点石成金’的修改。这一改，就更具有音
乐的节奏感，更适宜于谱曲了。”

雷锋如何读到这首远在西北的诗

60年间，歌曲《唱支山歌给党听》早已
传遍大江南北。但对这首歌，一直有很多
误解。有人说它是雷锋生前最喜欢的歌
曲，所以才在雷锋日记中抄写下来，时时
品味。还有人认为，《唱支山歌给党听》是
一首由雷锋作词的歌曲。这么多的误解，
正源于《唱支山歌给党听》曲折的“身世”。

1963年，在毛泽东主席为雷锋同志题
词发表后，全国掀起了学雷锋的热潮。《前
进报》《人民日报》等主流媒体相继刊登雷
锋日记，一时之间，雷锋写在日记本上那
些朴实而动人的话语感动了无数人。

1963年，作曲家朱践耳在报纸上读到
雷锋日记中的一首小诗，深受触动。他用
了一个晚上就为这首诗谱了曲。歌曲发
表于 1963 年 2 月 21 日的《文汇报》上，因
为雷锋日记里这首小诗是没有标题的，所

以歌曲的标题就直接叫作《雷锋的歌——
摘自〈雷锋日记〉》，后来更名为《唱支山歌
给党听》。

这首歌由歌唱家任桂珍首唱。后来
人们熟知的著名声乐家才旦卓玛当时正
在上海音乐学院学习，听到这首歌后产生
了强烈共鸣，她立即找到著名声乐教育家
王品素请教这首歌的演唱方法。在王品
素的精心辅导下，才旦卓玛在 1964 年的

“上海之春”音乐会上演唱了这首歌，一鸣
惊人。之后的几十年里，《唱支山歌给党
听》成为祖国亿万儿女表达对党无限热爱
的一支心曲。

那么《唱支山歌给党听》究竟是不是
雷锋写的呢？最初，这首新歌发表时，注
明歌词摘自雷锋日记，于是大家都认为：
这首歌由朱践耳作曲，雷锋作词。

不过也有人提出了疑义。周恩来总
理十分关注雷锋日记，在《人民日报》读到

《唱支山歌给党听》一篇时，感觉仿佛在哪
里见过，因此让人联系人民日报社总编辑
吴冷西，希望他们认真查对。雷锋非常热
爱学习，他的日记中抄录了大量读到的文
章和诗歌作品，因为是写给自己看的，往
往不会标注出处。周总理要求报社，雷锋
日记发表时，应该搞清楚哪些是雷锋自己
的感悟，哪些是他摘记别人的话，对摘记
的部分应该注明出处。

一番查证之下，歌曲的词作者浮出水
面：这首小诗最初登在《陕西文艺》杂志
（今天的《延河》杂志前身）上，署名“蕉
萍”。其后，《人民日报》和中央人民广播
电台在介绍《唱支山歌给党听》的词作者
时，都称“雷锋同志抄蕉萍原词”。

作曲家读雷锋日记产生创作灵感

“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
每当人们唱起这首歌，都会不自觉地想到雷锋，
因为这首歌的歌词就出现在雷锋日记里，而且
被广为传播。

而在今天的武夷山北麓，江西省铅山县的
石塘镇上，人们唱起这首歌，还会想到另外一个
人——姚筱舟。

姚筱舟，1933 年
出生。1949年考入了
中国人民解放军二野
军政大学第五分校，
1951年加入中国人民
志愿军，在抗美援朝的
战场上战斗了 3 年。

1954年底姚筱舟退伍，来到陕西铜川矿务局
从事宣传工作，1956年调到焦坪煤矿任技术
员。就是在煤矿工作期间，他创作了诗歌《唱
支山歌给党听》。

远在东北军营里的战士雷锋和远在西北煤
矿的诗人姚筱舟素未谋面，却因为一首诗连接
在了一起。从诗到歌的过程，曲折感人。

在姚筱舟的家乡石塘镇，有一座姚筱舟事
迹陈列馆，馆里的工作人员刘雅舒曾多次听姚
筱舟“讲故事”，在她的眼中，老人生活朴实低
调、随遇而安，“他一生中最执着的追求就是想
要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党员。”而说到歌
曲《唱支山歌给党听》，刘雅舒说：“雷锋是它最
好的‘推荐人’。”

LEI FENG DE BAO K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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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就想做像雷锋那样能为老百姓
解心愁的人。沈阳市沈河区房产

“110”房屋报修中心的工作是帮老百
姓的房屋疏通堵漏，做的活计很琐碎，
却连着千家万户。辽宁振兴不仅要看
大指标，也要看与老百姓生活息息相
关的小账本。这些小事儿做好了，也
算咱为振兴出力了。

做能为老百姓
解心愁的人
全国学雷锋活动示范点负责人夏云龙

CHUAN CHENG ZHE SHUO

读雷锋日记，我们常常被其中的
文字感动。除了写日记，雷锋还创作
了一些诗歌和小说，是个“文学青
年”。1958年春，湖南望城（今长沙市
望城区）县委决定派雷锋学习开拖拉
机。3月16日，雷锋在《望城报》发表
了他的第一篇文章《我学会开拖拉机
了》。这篇文章的发表激发了雷锋的
创作热情，18 岁这一年，雷锋陆续创
作了短篇小说《茵茵》、诗歌《南来的燕
子啊》等作品。

1963年，作曲家朱践耳在报纸上读到
雷锋日记中的一首诗后深受触动，当即谱
成歌曲，就是后来广为传唱的《唱支山歌给
党听》。姚筱舟正是雷锋日记中抄录的这
首诗的原作者，当时任陕西省铜川市焦坪
煤矿技术员。

姚筱舟

因为雷锋，《唱支山歌给党听》成为传世经典。因为雷锋，姚筱舟在“矿工诗人”的路上走得更远。（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