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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百名歌唱家放歌基层
————““唱响文明赞歌唱响文明赞歌””走进慈溪市龙山镇侧记走进慈溪市龙山镇侧记

本报驻浙江记者 骆 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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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首长征，始知何为信仰的力量
王树增

《长征》出版迄今已 10年。

16 年前的一个夏夜，妻子王瑛突然问我：“为什么

长征能够影响人类的文明进程？”

我愣了一下。王瑛随即把她刚读完的《人类 1000

年》放在我面前的书桌上……我翻看了这本书中对长

征的评述，那是一种中国人从未有过的认知。

那个夏夜，我们就世界何以这样评述中国的长征

讨论甚久。

这个夜晚，就是我写作《长征》的开始。

我试图将中国工农红军所创造的历史，从对人类

文明进程产生重要影响的角度，还原给今天的中国读

者，也还原给我自己。

我用了 6年的时间写作《长征》。

历史衍生的千山万水，生命承载的万水千山，无不

令我动容。

《长征》出版后的 10 年间，常常有读者与我讨论长

征历史的相关问题。这些问题涉及历史学意义上的

史料与史实、军事学意义上的策略与战术、政治学意

义上的信仰与革命、社会学意义上的文明与进步。这

些读者社会身份各异，在冗繁纷杂的当代生活中，也

许他们对人生的体会五味杂陈，也许他们对生活的追

求千差万别，但是，他们思考的焦点却有惊人的相近

之处，那就是即使相隔数十年，为什么当我们回顾中

国工农红军所进行的那次异常艰险的远征时会怦然

心动？为什么平均年龄不到 20 岁的红军战斗员所付

出 的 牺 牲 会 让 我 们 不 自 觉 地 审 视 自 我 的 精 神 与 意

志？有读者告诉我，他们拿着《长征》去了江西、广西、

贵州、云南、四川……因为他们在阅读之后渴望立即动

身，走向那一座座山、一条条河——遵义北面的土城郁

郁葱葱，遍地怒放的三角梅红得像鲜血染过，群山环抱

中的小镇静谧而安然；狭窄湍急的乌江上游修建了水

库，水流平缓许多的江面上架起了连接高速公路的桥

梁；娄山关依然云雾缭绕，山上高耸入云的是中国移动

的发射塔……甚至还有读者去了《长征》开篇写到的黔

北甘溪小镇，去找当年桂军对红军发动突袭时利用过

的那条暗水沟，当地的老人说暗水沟就在小镇街道的

石板路下面……

而我在《长征》出版后，又去了湘江上游的道县，那

里是长征途中最为残酷的湘江战役的发生地。去道县

是为祭拜一座坟茔，那里埋着一位被砍掉头颅的红军

师长。红五军团第三十四师在湘江战役中担负后卫任

务，当中央红军的其他部队渡过湘江后，第三十四师陷

入国民党军各路部队的重围。拼死突围中，全师官兵

大部分阵亡，师长因为负伤被俘。在湘军用担架抬着

他押往长沙时，他在担架上撕开自己腹部的伤口掏出

肠子拧断而亡。湘军军阀何键将他的头颅砍下来，挂

在他出生的那条小街前的城门上——红军师长陈树

湘，牺牲时年仅 24岁。

我又去了贵州遵义，驻足在被当地人称为“红菩

萨”的小红军的墓前。四渡赤水时，红军小卫生员因为

给穷苦百姓看病，没能跟上出发的大部队，被敌人捉住

后残忍杀害。百姓悄悄地埋葬了这位小红军。自此之

后，当地百姓只要有灾病，都会来到这座坟前烧香跪

拜，说小红军是上天送来的一个救苦救难的菩萨。今

天，小红军的坟已迁至绿树成荫的烈士陵园内，墓前矗

立着一座雕像：一顶红军帽下是一张稚气的脸，小红军

的头微微垂着，望向怀里抱着的一个垂危的孩子。这

座雕像已经被摸得闪闪发亮，当地百姓都说摸一摸能

祛病消灾。小红军是广西百色人，自幼跟随父亲学医，

12 岁参加红军，是红三军团第五师十三团二营的卫生

员，名叫龙思泉，牺牲那年刚满 18岁。

我又去了四川若尔盖大草地，想重温心中的另一

座雕像。首先进入草地的是红一军团第二师四团，队

伍里有个 16岁的红军小宣传员。小宣传员背着背包和

柴火，一直走在最前面，宣传鼓动的时候会讲故事还会

唱歌。几天后，官兵们发现看不到他们喜欢的小宣传

员了，原来他生了病。团长把自己的马给了他，可是他

已经坐不住了，红军官兵只好把他绑在马背上。又过

了几天，马背上的小宣传员突然说：“让政委等我一下，

我有话要对他说。”走在前面的团政委跑回来，小宣传

员断断续续地说：“政委，我在政治上是块钢铁，但是我

的腿不管用了，要掉队了，我舍不得红军，我看不到胜

利了。”四团走出草地的前一天，红军小宣传员死在马背

上。他是江西石城人，名叫郑金煜，牺牲时刚满17岁。

所有牺牲在长征路上的红军官兵，心里无不向往着

没有苦难的生活，这种向往令他们不畏艰险、前赴后继、

舍生忘死，尽管他们倒下的时候、鲜血流尽的时候，每个

人都年轻得令我们心疼不已。

为有牺牲多壮志，

敢教日月换新天。

分散在这片国土上不同区域内的红军，无不是在

根据地遭到敌人毁灭性的“围剿”或是在军事指挥发生

失误的情况下，被迫开始长征的。如何一次次地在绝

境中突围、在巨创中重生，如何一次次地进行严峻的自我

纠正、自我修复，长征考验了中国共产党人的信仰和意志，

历练了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和军事智慧，并最终促使中

国共产党形成高度的团结一致，开始独立自主地领导武

装力量，独立自主地开创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

分散在这片国土上不同区域内的红军，在各自经

历了千难万险的长征后终于集结在一起。尽管总兵力

损失将近 3/4，但是集结在一起的红军都是经过了艰苦

卓绝的生命历练与意志洗礼的。红军的敌对者永远没

有明白的是，他们要“剿灭”的并不是一群“匪”，而是伫

立在人间的一种信仰、一种主义、一种理想，世界历史

上迄今还没有用杀戮手段将一种信仰、一种主义乃至

一种社会理想彻底剿灭的先例。

分散在这片国土上不同区域内的红军，历尽苦难

和牺牲转战大半个中国，令之前从未见过共产党人和

工农红军的百姓了解到他们的政治信仰与社会理想：

反对剥削和压迫，建立公平和平等，工农革命将给予劳

苦大众一个崭新的人民共和国。

长征是黑暗天际间迸裂出的一道照彻大地的光亮。

回首长征，我们始知什么是信仰的力量，什么是不

屈的意志，什么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支军队的英

雄主义。

（本文选自王树增著《长征》一书的后记，有删节，

标题为编者所加，该书已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于 2016年 8

月出版）

《红军长征纪实丛书》

这套丛书是全面、真实反映红军长征历史的权威文献资料集，

编者搜集、整理了自 1936年 8月毛泽东同志号召撰写和编辑《长征

记》直至纪念长征胜利 80周年前夕，海内外公开出版和发表的相关

史料，还收入一些未曾公开发表的口述资料。丛书收录了红军长征

亲历者的回忆录、口述史料、长征日记等文献资料，共计 1600余万

字，分为正编和副编，再按不同专题分为 10 卷 42 册。其中正编有

《红一方面军卷》《红二方面军卷》《红四方面军卷》《红二十五军卷》

《沿途亲历者忆长征卷》《日记卷》；副编有《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

先遣队卷》《南方三年游击战争卷》等。各卷文章按历史发展过程为

序排列，每卷书稿自成体系，既便于查阅研究，也可作为系统了解红

军长征历史的纪实性图书阅读。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 编 中共党史出版社2016年10月出版）

《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史料丛书》

该丛书是以《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红军长征》为基

础调整、修订而成，吸收了近年来红军长征研究的最新成果。丛书由

综述、文献、大事记、回忆史料、图片、表册、参考资料等构成，共15册，

收录了长征重要文献、参加过长征的老同志口述历史等。史料主要来

源于中央档案馆、解放军档案馆、有关省市区档案馆等部门。

（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史料丛书编审委员会 编 中国人民解放

军出版社2016年8月出版）

《长征记》

曲爱国，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和百科研究部研

究员。张从田，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和百科研究部

副研究员。作者以恢弘的气魄和生动的笔触，从宏观到微观，全面叙

写了举世皆知的长征；作者立足高点、视野开阔，满怀豪情又细致入微

地对这一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壮举做出详尽的解说；作者立足于纷繁的

材料，对这一历史事件做了深入的述说与阐发，挖掘出了更具深刻内

涵的命题，对于提升人们对长征固有的认知，具有崭新的意义。

（曲爱国 张从田 著 华夏出版社2016年1月出版）

《马背上的共和国》

那是一个战火纷飞的年代，又是由苦难走向辉煌的年代。全书

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历史为背景，以文学笔触、生动细节，展现了

中国工农红军扣人心弦且波澜壮阔的长征历程。作者历时 3年、行

程万里，沿着当年红军的足迹进行了寻访，又参阅大量回忆文章、地

方史志，以及各类研究著作，写出这部兼具纪实性与文学性的作

品。该书不仅尊重历史细节，更有仰观俯察的公正评价。李升泉，

少将军衔，现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政治部主任。李茂林，兰

州军区政治部创作员。

（李升泉 李茂林 著 中华书局2016年9月出版）

《跟着信仰走——我们家的长征故事》

本书收录了 28个红军家庭、31名老红军的故事，通过老红军的

自述、红军家人及身边工作人员口述的方式呈现，图文并茂，生动而

直接地反映了时代的风云变幻。人民出版社社长黄书元认为：“这

本书选取的角度很有新意。里面有老红军自己的回忆，身边人对他

们的回忆，以及长征精神对其的影响。这种多侧面的展现，让读者

更有代入感。”

（《军嫂》杂志社 编著 人民出版社2016年10月出版）

《北上——党中央与张国焘斗争始末》

本书将切入点聚焦在当年长征途中党中央与张国焘针对北上

还是南下的战略抉择而进行的激烈斗争上：张国焘下令南下，毛泽

东力主“北上”。那场斗争对党的前途走向影响巨大，但后来的历史

进程证明，只有“北上”才是正确的和富有远见的决断。作者刘统曾

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研究员，现为上海交通大学历史系教

授。他通过大量史料、亲历者回忆录的参考、引述、分析，客观地解

读了这段历史，生动讲述了许多震撼人心的细节。

（刘统 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6年9月出版）

11 月 26 日晚，冬雨淅沥、寒意袭人，而浙江宁波慈

溪市龙山镇三北影剧院内却歌声嘹亮、掌声不断、座无

虚席。由浙江省文化馆、浙江省文化志愿者总队主

办，慈溪市文广新局、浙江慈溪滨海经济开发区、龙山

镇政府等承办的 2016“唱响文明赞歌”浙江省歌唱家

艺术团、声乐专家辅导团、优秀歌手展演团文艺演出

正在上演。

晚会在鼓·舞《龙腾盛世》中拉开帷幕，喜庆激昂的鼓

声，高亢、奔放的旋律，渲染出了欢乐、祥和的气氛。歌舞

《在希望的田野上》、瓯乐·舞蹈《春晓》、杂技《太空曼舞》

等一个个高水准节目，把晚会推向高潮。“今晚表演的老、

中、青三代歌唱家都是我省声乐界的大腕，让我们开了眼

界。”龙山镇东门外村村民林秀珍乐呵呵地说。

“做一个有情怀、有担当、有操守的艺术家，是我孜

孜以求的。用文艺的形式丰富基层百姓的精神文化生

活，我们每个文艺工作者责无旁贷。”浙江省文化馆研

究馆员、“唱响文明赞歌”创办者马建华说。2002 年，在

浙江省文化厅的大力支持下，“唱响文明赞歌”浙江省

声乐专家辅导团、优秀歌手展演团组建，这是浙江省文

化馆创办的一个品牌活动，曾荣获第十五届项目类群

星奖。14 年来，“唱响文明赞歌”走遍浙江省的部队、渔

港、工地、农村、社区及老少边穷地区，每次活动，演员

们的精彩表演和老师们融会贯通的授课都得到当地的

一致好评。

“我们主要以两种形式来开展活动、服务基层。第

一种是‘送文化’，将精彩的文艺演出送到全省各地；第

二种是‘种文化’，为基层百姓提供面对面的培训服务，

从而起到在当地种文化的效果，努力让文化在基层生

根、开花。”浙江省文化馆副馆长王布伟称。声乐专家

辅导团集结了一批资深、颇具影响力、专业水准颇高的

声乐专家，包括浙江专业歌舞剧团的演员、专业院校的

教授以及群文系统的专业老师。优秀歌手展演团集结

了全省所有获得省级以上奖项的歌手，有专业院团

的，也有教育、工会、公安、财税系统等各行各业的。

在此基础上，2015 年底浙江省文化志愿者总队又成立

了由 76 人组成的浙江省歌唱家艺术团，成员来自高

校、专业院团、文化系统等具有副高级以上职称的歌

唱家。

浙江省文化馆表演艺术指导中心主任顾炯介绍，

本届活动有近百人参加，是历年来阵容最强的。如年

纪较大的叶彩华，曾多次为毛主席和周恩来总理演唱

《采茶舞曲》，这些年的“唱响文明赞歌”活动，她每次

都跟随大部队深入基层一线。叶彩华说：“看到广大

百姓的热情回应，再苦再累也值。作为文艺工作者，

我们就要面向基层，传递正能量。”

活动组织者周亦文表示，许多老专家虽已离开工

作岗位，但他们一直致力于浙江声乐事业的建设，不

仅有精湛的专业水平，更具有高尚的情怀、无私的爱

心，热衷于全省的公益事业。“此次活动好几位老歌唱

家带病参加，群文事业的推动离不开这些德艺双馨的

艺术家们的辛勤付出。”

当日白天，专家辅导培训班也在龙山镇方家河头

村文化礼堂举办，来自全省各市、县、区文化馆的业务

骨干，慈溪、龙山镇音乐骨干、音乐爱好者以及当地村

民约 70人参加。聚星文化传媒艺术总监、著名声乐教育

家王明琦曾教过任静、王菲、屠洪刚等近百名流行歌坛中

的著名歌星，可谓桃李满天下。他此次主讲了《正确树立

流行音乐声音的审美——气息与声音和吐字的关系》，

他告诉记者：“我从艺 55 年，从事声乐教育工作也已经

35 年了，第一次在这样的农村文化礼堂授课，看到这么

多学员冒雨赶来认真听课，挺受感动。这些年轻人的

专业水平也比我预期的要高。”此外，国家一级作曲、浙

江省流行音乐协会主席周斌主讲了《我对流行音乐的感

悟与思考》，深入浅出的专题讲座令学员大受启发、获益

匪浅。杭州市上城区文化馆音乐干部王厚琦说：“流行

音乐是基层最欢迎的，第一次聆听这样的讲座，感觉特

别接地气，而且两位老师都是全国有名的流行音乐专

家，机会很难得，值得我们好好学习、慢慢消化。”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此次活动还是慈溪滨海经

济开发区（龙山镇）第三届徐福文化艺术节系列活动

之一。以“弘扬文明旋律、共享文化成果”为主题的

第三届徐福文化艺术节自今年 6 月启动以来，5 个月

时间里，共有“百姓大舞台”系列文体活动、“魅力龙

山、魅力滨海”主题文艺创作系列活动、“传承慈孝文

化、弘扬家风美德”系列活动、非遗文化展示系列活

动赛等八大主题 32 项子活动陆续开展，极大地丰富

了城乡人民的精神文化生活。并且，第三届徐福文

化艺术节还得到了浙江星概念影视传媒有限公司与

慈溪市龙山镇“创二代”联谊会的大力支持。他们都

是慈溪热心于公益文化事业的社会力量，也是慈溪

推进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丰富百姓生活不可

或缺的力量。

中国农民画精品巡回展览首展启动

本报讯 为扩大第十一届中国艺术节的影响

力，使“十一艺节”期间举办的农民画精品展这一

文 化 惠 民 活 动 项 目 能 够 惠 及 更 多 群 众 ，11 月 26

日，由文化部全国公共文化发展中心、中国农民

书画研究会、中国动画学会和江苏省文化厅联合

主办，南通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如东县人民

政府承办的第十一届中国艺术节“在希望的田野

上——中国农民画精品巡回展览首展”在江苏省

南通市如东县举行了启动仪式。

此次巡 回 展 览 以“ 在 希 望 的 田 野 上 ”为 主

题 ，共 展 出 来 自 全 国 29 个 画 乡 的 400 余 幅 精 品 ，

这些作品贴近当代农、渔民的日常生活，艺术化

地展示了农民在新时期的美好生活。展出地点

为 如 东 县 市 民 活 动 中 心 ，时 间 截 至 12 月 15 日 ，

为期 20 天。

如 东 县 委 副 书 记 任 新 峰 表 示 ，此 次 巡 回 展

览 对 于 展 现 全 国 农 民 画 乡 艺 术 风 采 ，激 发 人 民

群众同筑中国梦的热情具有重要意义，同时，如

东 是 2014 年 文 化 部 命 名“ 中 国 民 间 文 化 艺 术 之

乡”的农民画乡之一，此次展览也为如东广大文

艺 工 作 者 提 供 了 一 次 向 同 行 们 学 习 、交 流 的 难

得机会。 （文 通）

赵丽宏诗集《疼痛》面世

本报讯 （记者张妮）11 月 26 日，著名散文家、

诗人、2013 年塞尔维亚国际诗歌大奖“斯梅代雷沃

城堡金钥匙奖”获得者赵丽宏最新诗集《疼痛》在京

首发，她与诗人、翻译家西川，诗歌评论家唐晓渡，

中国作协鲁迅文学院常务副院长邱华栋，及读者们

一起探讨“疼痛”这一诗题。

赵丽宏是中国作家协 会 全 国 委 员 会 委 员 、中

国 散 文 学 会 副 会 长 、上 海 作 家 协 会 副 主 席 。《疼

痛》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收入赵丽宏近年最

新创作的 50 余首新诗，是诗人基于人生深度和厚

度之上的抒写。唐晓渡对该诗集评论道：心灵之

痛，人生之痛，岁月之痛，语言之痛……诗人以独

特的方式，凝聚“疼痛”的能量，把语言变成音乐

和箭镞，以身体感受现在，以灵魂感受过去，以思

绪触摸未来。

据悉，《疼痛》推出英文版将同时在海外推出。

业界研讨诗集《我从陕北来》

本报讯 （记者党云峰）《我从陕北来》新书发

布暨研讨会近日在陕西省西安市召开。会议由陕

西省榆林市作协和作家出版社主办。

《我从陕北来》是陕西榆林女诗人赵英的首部

诗集。赵英是土生土长的陕北人，用文字描画自己

热爱的土地，用文字记录生活在那片土地的心情。

诗集包含近 200 首诗，将一片广袤、苍凉又生机盎然

的黄土地展示出来，使读者领略了豪迈又不失细腻

的陕北风情。从诗中读者时而看到一个小女人的

哀怨，时而看到一个女汉子的坚强，时而又看到一

个女诗人的断想。

作家高建群说：“这位诗集的写作者一定经历

了许多事，生活培养了她，她用诗意的笔墨把自己

一层一层剥开，把一颗俄国女诗人阿赫玛托娃式的

感伤的心双手捧给你。”

浙江省歌唱家艺术团表演大合唱《我和我的祖国》 刘智宁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