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50年11月26日的《人民日报》原件。当日一版刊登《记中国人民志愿部
队几位战士的谈话》，“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出征誓词诗出现在副标题
和文中。

“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每当慷慨雄壮的歌声响起，总会激起亿万同胞的爱国情
怀。鲜为人知的是，这首《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歌词诞生于丹东，源自随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采访
的第一位新华社记者陈伯坚。

3月22日，陈伯坚的子女来到丹东，将26件弥足珍贵的文物捐赠给抗美援朝纪念馆，其中就
有74年前刊登陈伯坚通讯稿暨《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歌词的《人民日报》。本报专访陈伯坚的子
女，结合其他文物清晰地还原了这首志愿军战歌诞生始末。

2008 年，麻扶摇再次来
到丹东时，手书的《中国人民
志愿军战歌》。 （资料图）

当年周巍峙用半个小时
谱写完成的《中国人民志愿
军战歌》手稿，正在抗美援朝
纪念馆展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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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战地记者陈伯坚后人向抗美援朝纪念馆捐赠文物，还原历史珍贵细节——

一篇战地通讯促成《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诞生
本报记者 田 勇 王卢莎

初春的丹东，乍暖还寒。
鸭绿江畔的英华山上，满是前来参

观学习的人群。在庄严肃穆的抗美援
朝纪念塔前，辽宁石油化工大学经济
管理学院工程管理本科生党支部的同
学们庄严列队，在党支部书记骆圣坤
的带领下，齐声高唱《中国人民志愿军
战歌》：“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
江……”

骆圣坤说，这是为英雄谱写的歌
曲，是伴随志愿军奔赴前线的铿锵旋
律，师生每次谈起抗美援朝都会不由
自主地想起、唱起这首战歌。

沈阳音乐学院附属中等音乐学校
民乐学科副主任白静告诉记者，这首
志愿军战歌曲调激昂、雄壮、进行曲
式，歌词洗练、准确、催人奋进，给人以
勇往直前、锐不可当的力量。“志愿军

战歌历经70余年依旧振奋人心，在中
国乃至世界音乐史上都是非常罕见的
奇迹。”白静说。

志愿军战歌之所以能够穿透历
史，不仅因为其有铿锵有力的旋律，更
因为那场战争的伟大和壮烈。

在抗美援朝纪念馆，陈列着一段
带有航炮弹孔的铁轨，由原临江铁路
机务段火车司机徐国臣捐赠。那是
1950年8月27日上午，徐国臣正在临
江站给机车上煤上水，呼啸而至的美
军飞机突然进行轰炸。为抢救机车，
徐国臣左手四根手指被航炮打断。辽
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卢骅说，彼时的
丹东上空不时受到美军飞机侵扰、轰
炸。根据资料记载，1950 年 8 月至
1953年6月，美军飞机对丹东地区扫射
57次、轰炸22次、投弹189枚，造成伤

亡672人的同时损毁房屋2959间。
这是一场保卫和平之战，这是一

场反抗侵略之战。
1950年10月，中国人民志愿军雄

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前赴后继奔
赴硝烟弥漫、炮火纷飞的朝鲜战场，
在国力和军力都极不对称的情况下
谱写出气壮山河的英雄赞歌。首战
两水洞、激战云山城、会战清川江、
鏖战长津湖……面对已经武装到牙
齿的美军，中国人民志愿军将士用自
己的血肉之躯把强敌赶回到“三八
线”，创造以弱胜强的奇迹。

这首在抗美援朝岁月诞生的《中
国人民志愿军战歌》，在那个战火纷飞
的年代响彻祖国大地和朝鲜战场，激
励着中国人民不畏牺牲，勇往直前。
至今，人们仍被这首歌感染、激励。

1 74年前的文物
让跨越70余年的战歌再成热点

他，在炮火轰鸣声中，深入敌后；
他，在子弹飞啸声中，以笔为枪……

他就是陈伯坚，第一位随志愿军
入朝采访的新华社记者，那首激昂铿
锵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源于他
的战地通讯。

今年是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
朝出国作战 74 周年，为让人们深刻
铭记那场伟大胜利和不朽功勋，陈伯
坚的子女经商议后，于3月22日将26
件珍贵文物捐赠给抗美援朝纪念馆，
其中刊登陈伯坚通讯稿暨《中国人民
志愿军战歌》歌词的《人民日报》原件
引起了观众的注意。

在文物捐赠仪式之前，陈伯坚大
儿子陈燕卫等人来到展厅，在展览中
重温伟大抗美援朝战争的铁血荣光，
他们在一面红色背景的墙前驻足。
墙面上写着《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
歌词。其中，词作者为麻扶摇，曲作
者为周巍峙。陈燕卫说：“在抗美援
朝时期，这两人从未谋面。是因为父
亲的战地通讯，最终促成相隔千里的
两人隔空合作。”

陈伯坚生于 1922 年，1938 年参
加革命，第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
始终工作在新闻战线上，曾历任新华
社国际部主任、副社长等职，1991 年
去世。

陈燕卫讲道，那是在 1950 年的
下半年，作为新华社资深记者的陈伯
坚奉命随第一批志愿军部队前往朝
鲜战场。10 月 12 日，陈伯坚来到丹
东，到刚刚组建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政
治部报到。在本次捐赠的珍贵文物
中，就包含有陈伯坚的《记者证明
书》，签发人为中国人民志愿军政治
部主任杜平。

在丹东期间，陈伯坚经常到各个
连队深入采访。在一个炮兵连，陈伯
坚看到墙报上有一首出征誓词诗，内
容满是志愿军战士抗击侵略的坚定
信念。陈伯坚马上抄录下来，并找到

了这首诗的作者、志愿军炮兵第 1师
第26团5连指导员麻扶摇。

此后，陈伯坚随军进入朝鲜前线
采访，这首琅琅上口的小诗始终萦绕

在他的心头，挥不去，忘不掉，激励他
写出大量的生动报道，也由此结下其
与麻扶摇、周巍峙关于志愿军战歌的
不解之缘……

2 墙报上的一首表达志愿军出征誓词的小诗
让三个人结下不解之缘

抗美援朝纪念馆陈列着一件重
要文物，那就是麻扶摇荣获的勋章。

抗美援朝纪念馆副馆长张校瑛
说，2000年9月，麻扶摇来到丹东，并
在到抗美援朝纪念馆深情讲述《中国
人民志愿军战歌》创作过程。

麻扶摇生于 1927 年，1947 年参
加革命工作，1948 年加入中国共产
党。在部队入朝前夕，连、营、团层层
召开誓师大会，麻扶摇很快就拟好了
全连的出征誓词，却总感觉意犹未
尽，不理想。他看到几个排交上来的
决心书，上面写着“保卫和平，保卫祖
国，就是保家乡”，并且几乎所有的决
心书上都写着一句“打败美国野心
狼”的口号。这时，连长告诉他，有几
个准备结婚的战士决定打败敌人后
再结婚，新婚的战士也表示要等到胜
利后再探家。

这些动人的事迹深深感染着麻
扶摇。他认真记录下战士们发自内
心的誓言。连夜，麻扶摇就在连队驻
地——安东市四道沟（今丹东市振兴

区浪头镇四道沟）的一户居民家中，
写就“雄赳赳，气昂昂，横渡鸭绿江。
保和平，卫祖国，就是保家乡。中华
好儿女，齐心团结紧，抗美援朝鲜，打
败美帝野心狼”的出征誓词。

第二天的誓师大会上，麻扶摇昂
首挺胸走上讲台，挥着拳头，高声朗
诵代表全连捍卫和平、保卫祖国决心
的誓词。战士们听到雄壮豪迈的出
征誓词，群情激奋，纷纷鼓掌，这首诗
引发了全体在场人员的强烈共鸣。
此后，麻扶摇将誓词诗写到墙报上，
由此，这首诗在志愿军部队中迅速流
传开来。一名粗通简谱的文化教员
为出征誓词诗配曲，并在全连教唱。
就这样，这支连队入朝时唱着这首出
征誓词诗作的歌跨过鸭绿江。

来到前线的陈伯坚，耳边是隆隆
的炮火声，头顶是美军的侦察机，但
手中的笔没有停下来。陈燕卫说，正
是父辈在前线发出的大量消息、通讯
和述评，让国内民众了解战争形势，
让国际社会听到来自中国的声音。

1950 年 11 月 26 日，《人民日报》
刊登陈伯坚的战地通讯，题目为《记中
国人民志愿部队几位战士的谈话》，开
头便引用其在丹东记下的出征誓词
诗。他这样写道：“这是记者在先前的
中国人民志愿军部队中听到的广为流
传的一首诗。”陈燕卫指着这份已经泛
黄的《人民日报》说，陈伯坚在征得作
者本人同意后，将“横渡鸭绿江”改为

“跨过鸭绿江”，以表现志愿军的英雄
气概；把“中华好儿女”改为“中国好儿
女”，朗诵起来更加干脆利落。

后来，在前线的麻扶摇惊奇地发
现，一支支后续入朝作战的志愿军部
队，都唱着一首歌词与他写的誓词基
本相同、曲调却更加铿锵有力的战
歌。但是，因为前线作战频繁，他没
有时间详细打听这事，始终没有弄清
楚这首战歌的来龙去脉。

陈伯坚的战地通讯见报后，立即
得到国内广大读者的关注和共鸣，其
中就包括时任文化部艺术局副局长
的周巍峙。

3 炮兵连指导员根据战士的誓词
在丹东驻地写出脍炙人口的出征诗

在抗美援朝纪念馆，陈列着一张
已经泛黄的信笺，正是《中国人民志
愿军战歌》的手稿。

抗美援朝纪念馆文物部的张静
告诉记者，这件国家一级文物年代为
1950 年，长 22.5 厘米、宽 17.8 厘米，
红格竖排，钢笔体书写，蓝黑色墨水，
由志愿军战歌曲作者周巍峙捐赠。

记者注意到，在信件右下角有一
行小字：“此歌写于 1950 年 11 月 26
日下午，田汉同志住处，在听会时写
成。”原来，周巍峙时任文化部艺术局
副局长，在看到《人民日报》刊发的那
篇战地通讯后产生强烈的创作欲
望。“这首诗读着读着，内心就燃起强
烈的创作冲动，拿起一张草稿纸，用
了半个小时就谱出了曲。”周巍峙在
后来的回忆中这样写道。

当天，周巍峙正在田汉的办公
室。他脑海中一直在酝酿着一支旋
律，手也不由自主地在腿上敲打起节
拍。在周巍峙的脑海中，这首小诗既
不长也不复杂，他想尽量从战士的实
际出发，充分体现中国人民志愿军的
英雄气概。为此，他在“雄赳赳，气昂
昂”与“保和平，卫祖国”之间没有用附
点，用以表现志愿军快速行军、奔赴前
线的特点，还能体现志愿军将士昂扬
向上、刚强坚毅的精神。后面两句“跨
过鸭绿江”和“就是保家乡”，在音调上
则有所展开，以显示中国人民团结一
致的强大威力。最后两句“抗美援朝
鲜，打败美帝野心狼”用坚定的节奏唱
出，在强有力的高音上结束，更加凸显
中国人民志愿军誓死挫败顽敌的坚决

意志和必胜信心，曲子很快谱了出来。
看到周巍峙的谱曲后，时任中国

音协主席吕骥建议，把诗中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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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歌名也用《打败美国野心狼》。

1950 年 11 月 30 日，《人民日报》
公开发表了这首歌曲，但周巍峙总感
觉歌名不够理想。恰在此时，中国新
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国共产主义青年
团前身）旅大区（今大连）团委主办的

《民主青年》杂志，以《中国人民志愿
军部队战歌》为题，在 12月 1日出版
的杂志上用显著位置刊登了这首
诗。周巍峙知晓后非常高兴，连连称
赞“战歌”一词恰到好处，与歌词的主
题和歌曲的旋律非常贴切，于是将歌
名更改为《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
后经有关方面批准，此歌最终定名

《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
从此以后，这首战歌回荡在神州

大地，朝鲜战场，人人传唱，经久不
衰，直至今日。

1953 年，文化部和全国文联开
展群众歌曲评奖活动，在全国范围内
推荐上来的万余首歌曲中选出一等
奖歌曲9首，《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
名列第一。陈燕卫回忆说，有关部门
以为通讯稿的作者陈伯坚就是词作
者。陈伯坚知晓后，赶紧说明事情的
来龙去脉。后来，有关部门根据陈伯
坚提供的线索找到了麻扶摇，从此，
志愿军战歌的词作者署名正式改为
麻扶摇，麻扶摇所在 5 连被命名“志
愿军战歌连”。

4 原文化部艺术局副局长受志愿军精神感染
只用半个小时谱写出经典颂歌

当天的捐赠仪式上，26件文物中
还有陈伯坚荣获的勋章、慰问团赠送
的物品等。

在陈燕卫的记忆中，父亲陈伯坚
总是在忙，忙开会、忙写稿、忙出差，
难得的团聚也很少提及抗美援朝那
段经历。后来，通过翻阅陈伯坚留下
的老报纸，他们才真正了解那个深入
前线、不畏牺牲的父亲。彼时的朝鲜
战场战火纷飞，枪林弹雨，陈伯坚却
将个人生死置之度外，用一条条电文
真实报道志愿军战士取得的重大胜
利，广为传播志愿军战士舍生忘死、
浴血奋战的英雄事迹。

在当天捐赠的 1953 年 8 月 4 日
的《人民日报》中，刊登着由陈伯坚
采写的战地通讯《坚不可摧的和平
阵地》，文章开头这样写道：“朝鲜战
争中的敌对双方，已经沿一条从东
北向西南的蜿蜒的线停火并各后撤
两公里，这就是最后确定的军事分
界线……”洋洋洒洒千余字，深刻揭
露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本质及其注定
失败的结局，更加感召、鼓舞和激励
出征将士和国内各族人民同仇敌忾、
万众一心的爱国情怀。

还有一张泛黄的老照片也引起
了人们的注意，那正是陈伯坚与爱人
胡修亚在朝鲜战场留下的珍贵合影。

原来，胡修亚也是记者，参加新
华社赴朝鲜开城记者团参与新闻报
道工作。据陈伯坚的女儿陈燕松介

绍，1942年，胡修亚进入新四军《江海
报》工作，并于第二年加入中国共产
党。陈伯坚与胡修亚在革命工作中
相识，相知，相恋，在共同的革命理想
中携手走过风风雨雨。

抗美援朝期间，胡修亚同样完成
大量战地报道，特别是在战俘遣返的
采访工作中留下许多珍贵资料。

张校瑛说，抗美援朝纪念馆陈
列麻扶摇的三级国旗勋章和证书、
由周巍峙捐赠的《中国人民志愿军
战歌》手稿，如今入藏刊登有《中国
人民志愿军战歌》歌词的《人民日

报》，丰富了馆藏资料，补齐了展陈
链条，夯实了研究基础。“我们一定
会传承好红色基因，保护好、利用
好这些抗美援朝文物，让信仰之火
熊熊不息，让红色精神激发力量。”

“如今，朝鲜战场的烽火已经散
去，但《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依旧回
荡在每个人的骨子里。志愿军战歌
为何能够传唱至今？或许，正是因为
每句歌词、每个音符都是‘英雄的鲜
血染红’。”张校瑛说。

（本版图片除署名外由本报记者
田勇摄）

5 夫妻上战场
携手报道“最可爱的人”

陈伯坚与妻子胡修亚在朝鲜战场上的合影。

3月22日，陈伯坚的子女来到丹东，把26件珍贵文物捐赠给抗美援朝纪念馆，图为文物捐赠现场。其中，左三为陈
伯坚小儿子陈燕楠、右三为女儿陈燕松、右四为大儿子陈燕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