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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用舞剧这种不说话的语言形式
讲述抗战岁月，这在中国艺术研究院舞
蹈研究所所长欧建平看来，是“既令人
期待，又让人担忧的选择”。

舞 剧 《沙 湾 往 事》 取 得 了 成 功 。
这部由广东歌舞剧院打造的原创舞剧
自去年 10 月在广州首演以来，迄今已
在 全 国 各 地 为 近 6 万 名 观 众 演 出 40
场 ， 首 轮 巡 演 的 上 座 率 平 均 近 95% ，
好评如潮。

这部震撼观众的舞剧讲述了怎样一
个故事？用编剧唐栋的话来说，就是以

“何氏三杰”等广东音乐人为原型，讲述
铮铮铁骨的广东音乐人在抗战岁月中，
满怀对音乐的一片痴情，以家国天下为
怀，以民族大义为重，从民间生活汲取
营养，创作传世名曲 《赛龙夺锦》 的
故事。

上世纪 30 年代，音乐之乡沙湾古
镇，乐人荟萃的三稔厅。何柳年与许春
伶因音乐相知相爱，在翩翩的双人舞
中，用一把高胡寄托深情。然而，何父
临终前却将潘红英定亲于他，并嘱托他
继续完成乐曲 《赛龙夺锦》 ⋯⋯

何柳年难违父命，与潘红英拜堂成
婚。许春伶伤心欲绝，将高胡还给何柳
年。她却不知，何柳年的堂弟何少岩一
直暗恋着她。

为整理、创作 《赛龙夺锦》，何柳年
带着何少岩到民间采风。一曲 《雨打芭
蕉》，演奏出何柳年对许春伶的思念。两
人在花园里意外相遇，却被何少岩和潘
红英撞见，各种谴责接踵而至⋯⋯

日寇入侵的铁蹄震响，惊醒了这群

沉浸于个人情感痛苦中的年轻人。他们
同时放下私情，重新担起父辈嘱托，将

《赛龙夺锦》 作为同仇敌忾抗争日寇的象
征，加紧整理、创作。

1938年,占领广州的日寇逼迫许父带
路来到三稔厅。狂热爱好音乐的日军大佐
命令何柳年演奏一曲广东音乐供其欣赏，
何柳年与何少岩用《赛龙夺锦》宣泄满腔
悲愤。随着鼓槌重重敲打下去，日军大佐
感受到了音乐中的反抗情绪，大怒。随
即，三稔厅枪声大作，日寇开始了惨无人
道的屠杀。

日军大佐威逼何柳年为他演奏广东
器乐，何柳年誓死不从。何少岩与抗日
自卫队将何柳年救出，两人逃到一间庙
宇，与许春伶意外相遇。国恨家仇，化
作何柳年的创作力量，两代人薪火相传
的 《赛龙夺锦》 终于完成。

波涛之上，龙舟竞渡，参与抗战的
人们拿起岭南英歌棒起舞，高亢激昂的

《赛龙夺锦》 演奏出了中华民族不屈不
挠、勇往直前的精神气概！

“ 《沙湾往事》 是近年来舞剧创作
中最成功的一部。”八一电影制片厂一级
编剧刘星在观看该剧后激动地评价。他
认为，《沙湾往事》 说的是往事，但是每
一个观剧的人都会置身其中，与剧中人
同呼吸共命运，同悲欢共离合。听雨打
芭蕉心静如水，看山河涂炭心急如焚，
同胞罹难我们的心在流血，沙湾在反
抗，我们好像也奔腾在那个洪流之中，
这种跨越时空的民族传承，这种不分古
今的家国情怀，就是 《沙湾往事》 的伟
大现实意义。

岁 月 的 时 针 拨 回 到 1933 年 3 月 21 日 春
分。这一天，我降生在吉林省榆树县一个小小
村庄。1931 年 9 月 18 日，关东军在沈阳挑起事
端，从此，东北三省 3000 万人民怒吼“九一八，
九一八，从那个悲惨的时候⋯⋯”我这个无辜的
新生儿和家人就开始过着被日本鬼子蹂躏、羞
辱和欺压的亡国奴生活。

10 岁那年从屯子小学四年级升入育民村
国民优级学校，每天早晨全校师生列队操场召
开朝会，向东京遥拜日本天皇。唱“满洲国歌”
升“满洲国旗”。由校长宣读伪满洲国第一诏
书——《回銮训民诏书》。在学生中不知是因
为我个子大，还是嗓门高，指定我代表师生高
呼“日本天皇陛下半截，半截，半截”（中文意思
是万岁，万岁，万岁），并带领师生背诵：“天地
内，有了新满洲，新满洲便是新天地，顶天立地
无苦无忧。”

在日本经过特殊培训的王校长，梳着大背
头，留一撮小胡子，说一口流利的日本话，天生日
本相，全校的日语课都是他亲自讲授。有一天在
日语课堂他说我“发音不准”，拿起竹板子就打
手。我往回缩胳膊，越缩越打。接着他问我：“你
哪国人？”我说：“中国人”，王校长愤怒了:“八格
牙鲁，你是满洲国人！”然后让我罚站一节课。第
二天，把我在朝会上的领诵给撤了。

1944 年 7 月的一天，天气阴沉，空气稀薄。
学校通知 9点集合，列队出发到村西路口迎接日
本人副县长。临行前留学日本的王校长亲自训
话，务必要衣帽整齐，横竖成行，听从指挥。10点
钟，四个骑兵列队引导，给坐在马车上的副县长
开道。站在欢迎队伍前面的是村公署官员们，高
喊着“天皇大神”的赞语。副县长坐的马车通过

以后，有两个卫兵冲进我们学校队伍，把我们班
的女生齐玉玲抓走。齐玉玲的妈妈到学校找人，
校长不肯讲，也不准随便说。同学们猜来想去：
齐玉玲高高的个儿，亭亭玉立，浓眉大眼，全校一
枝花，是不是日本副县长⋯⋯

几天后，齐玉玲妈妈到学校门前等候，放学
出来的同学告诉她，齐玉玲还没回来。失望的
妈妈含泪回家，走到西河沟小桥，坐在桥墩上，
痴呆呆地望着学校的方向，盼女儿回家。

这年冬天，育民村公署有个鞠特务总到屯子
里转悠，贼眉鼠眼，南窜北溜。原来他相中了我
们屯大地主孙得时家的一辆“人头牌”自行车。
这天，孙家少公子骑车出门，鞠特务站在道路中
间双手拦住，说是自行车撞了他要没收。我伯父
家是贫农，但大哥长河是全村“第一文化人”，敢
同土豪劣绅作斗争。他说，“凭什么没收！”像是
一颗未出膛的子弹，激怒了鞠特务，掏出手铐就
戴上，乡亲们作揖求饶。鞠特务呼喊随从连人和
自行车带到村公署。几个月后才知道把大哥以

“思想犯”逮捕，关进特务机关日本守备队直属的
“矫正辅导院”。

转年夏末秋初，屯子里的几十匹马都赶到
草甸子上放牧。日本骑兵骑着 3 匹烙有日本军
营圆形火印的军马跑过来冲进马群抢马。我叔
伯二哥家的枣红马被看中，二哥发子拉住马缰
绳不放，骑兵连人带马一起拖走。家里度日如
年，盼子归来。后来才知道他们也把二哥关进
了“矫正辅导院”。在那里受尽吊大挂、灌凉水、
抽皮鞭、夹手指、冻冰棍、压杠子等酷刑。“顽固
不化”的人还要塞进布满铁刺的铁笼子里滚动，
有的还电锯碎尸。

被日本鬼子抓走两个儿子的大娘，天天到

屯子西南梁往“矫正辅导院”的方向望着，望穿
双眼盼儿归。看见过来的人喊一声：“长河回来
了？”人家摇摇头。又冲着过路人呼叫：“你是发
子呀？”没人搭话，眼泪滴答滴答掉。缠足的双
脚走肿了，出血了，就在院子里坐在地上不停地
喊长河，叫发子。呆了，傻了，疯了⋯⋯

从 1940 年开始，日本政府着手实施向中国
东北地区“百万户移民计划”，强行霸占我农民
土地，交由日本“开拓团”耕种。开拓团民要向
日伪当局“供出”粮食。一天，屯子十几个人，到
山崴子地里刨茬子备耕。这时有两个日本骑兵
跑过来，连声骂道：“八格牙鲁！”指手画脚地说：

“这块已经归皇军大大的有了。”说罢，就把一个
写有“小泉二”的木牌钉在地上。失去土地的农
民只好为开拓团“打工”。为了抵制常常“磨洋
工”，这是失去土地的庄稼人，以民间方式进行
的乡土抗争。开拓团首领训斥说：“支那人懒，
春困秋乏夏打盹，十冬腊月小迷糊！”我们屯子
有三个青年被抓壮丁，强征入伍充当侵略战争
的炮灰。

再把岁月的时针拨到 1945 年 8 月 15 日。
“解放区的天是晴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
欢⋯⋯”这歌声传到了我家乡那个小小村庄。
1945 年东北光复，东北人民结束了长达十四年
的血腥生活。

9 月的一天，县人民广场红旗飘飘锣鼓阵
阵，伪县长常荷禄的公审大会在这里举行。当
死刑令宣布以后，全场欢呼、鼓掌，热泪盈眶。

今天依然不见我的叔伯大哥、二哥，也不见
我的同学齐玉玲的身影。恕我向你们禀报：家
乡解放了，新中国诞生了，中华民族强大了，祖
国大地红日高照，霞光漫天。

不做亡国奴
□ 宋木仁

铮铮铁骨
□ 郑 杨

舞剧《沙湾往事》中，高亢激昂的《赛龙夺锦》演奏出了中华民族不屈不挠、勇往直

前的精神气概

我是湖南省芷江侗族自治县石
门乡人（现属于鹤城区石门镇）。
1944年，我离家到驻西街的空军第
九总站俱乐部做服务生，虽然只是
做着打水、烧水、倒茶的后勤工作，
但我非常渴望能上前线打鬼子。

有一天，我得知驻芷江机场的
高射炮第 42 团应征有志青年，毫
不犹豫报名从军。经过层层筛选，
我终于穿上了梦寐以求的军装，编
入该团第 3 营 9 连。我所在的第 9
连连部驻三里坪，配备4门37毫米
美式高射炮，每门炮编额为1个班
12 人及 1 辆卡车、1 部有线电话，
我所在的班负责1门炮，驻扎在江
西桥（今龙津桥）下游的天王庙旁，
曾经暮鼓晨钟、香烟缭绕的“天王
庙”在日军的轰炸下变成了一片废
墟，目睹这一切，我的内心激愤不
已，发誓要苦练基本功，击落轰炸
芷江的日军飞机。

日机每次来轰炸时，为隐蔽企
图，往往绕经明山，保持 4000米高
度。刚飞抵县城北端上空时，就将
机头一压低，从3000米高空进入投
弹位置，开始扔炸弹，随即高速脱
离。进入1944年开始，面对芷江机
场周围部署了木油坡、接官亭、坡头
街、景星寺、望城坡等防空阵地，交
错构成密集的对空火力网，日军的
飞机不再像此前采取数十架的大编
队在光天化日下轰炸，而是仅投入
零星几架轰炸机在夜间偷袭。因此
我们的防空炮火很少击落日机，往
往在炸弹落地爆炸声中“礼送”扬长
而去的日机离境。

1944 年 9 月 24 日晚上 8 点 30
分，我们接到日机即将轰炸芷江的
紧急通知后，立即赶赴炮位，各就各
位。我负责将五发炮弹一个的弹夹
装填入弹仓，瞄准士与射击士分坐
炮位两侧，瞄准士对空用十字瞄准
日机，当目标进入射程范围，射击士
受命开炮。在一顿饱和炮击中，日
机原有的编队被打散，慌不择路地
仓皇败退。“打中了，打中了！”一架
日机被我们的高射炮命中，冒着黑
烟坠毁于机场对岸的四方园村坡
地，机组人员有一个跳伞被俘。战
友们欢声雀跃，终于把日军的飞机
击落了。

“烽火八年起卢沟，一纸降书落
芷江。”1945 年 8 月 21 日，日本降使
今井武夫一行在湖南芷江交出百万
侵华日军兵力分布图，并签字接受
关于日本投降详细命令备忘录。芷
江从此以“胜利之城，英雄之城”而
闻名中外。

今年是抗日战争胜利暨世界反
法西斯战争胜利 70 周年，作为抗战
受降历史名城的芷江，发起了寻找
抗战老兵活动，通过收集整理抗战
老兵和见证人的记忆碎片，还原抗
战记忆。此次活动从 4 月开始启
动，在芷江寻访芷江籍及参加过湘
西会战、芷江抗战、芷江机场修建、
芷江受降的抗战老兵和见证者，通
过电视、网络发布征集抗战老兵和
见证人的消息，同时，在各乡镇、村

（社区）张贴了大量征集抗战老兵、
见证人的海报。截至 6 月 28 日，已
寻访抗战老兵 18 人，见证芷江大轰
炸、芷江受降的老人 20余人。

“寻找抗战老兵是一项和时间
赛跑的公益行动，他们大多已经风
烛残年，贫病交加，他们不能被遗
忘，需要被关爱，也应该被关爱，他
们的记忆不仅是芷江的记忆，也是
我们国家、民族的记忆！”芷江县相
关负责人说。

（文/刘 麟 龚卫国）

我们击落日机

□ 抗战老兵谢云贵口述

刘麟 龚卫国整理

河北省邢台县浆水镇前南峪
村，是太行山区一个普通的小村
庄，在硝烟弥漫的抗日战争时期，
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敌后总校
设在这里。

如今的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
学陈列馆，就坐落在前南峪村南
口，南倚太行，北眺浆水川。中国
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简称抗
大)陈列馆是中国第一所反映中
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校史的
陈列馆。主要由抗大陈列馆、抗
大纪念碑、抗大旧居群、抗大碑
林、接待处等五大部分组成。抗
大陈列馆共分 4 个展厅，展出面
积 2680 平方米，由序厅、《黄河之
滨英雄集结》、《华北敌后岁月峥
嵘》、《突围返陕东北办学》、《抗大
旗帜插遍中国》、《群星闪烁继往
开来》等六部分组成。陈列馆内
珍藏着 100 多件抗大先烈使用过
的实物和 100 多张珍贵的历史图
片，破旧的草鞋、生锈的马刀、发
黄的信纸，细细看下来，我仿佛回
到 70 多年前的烽火岁月，太行山
坳，山高林密，兵强马壮⋯⋯

1939 年 7 月 10 日，抗大总校
以“八路军第五纵队”番号，在司
令员兼政委罗瑞卿率领下，告别
延安，向敌后根据地挺进，辗转一
年多，于 1940 年 11 月到达邢台
县浆水镇。抗大在这里进行了两
年零三个月的敌后正规化办学，
培养了六、七、八三期学员 8000
多名。

抗大在前南峪期间，日军进
行了疯狂围剿。1942 年 5 月，日
军纠集邢台、太原兵力，以四路合
击扫荡前南峪抗大总校，抗大陆
军中学的师生，穿插在深山密林
中与敌人转山头、兜圈子，开展麻
雀战。这些年仅十几岁的学员，
面对太行山庄严宣誓：宁死不投
降，与阵地共存亡。子弹打光了，
他们同敌军展开肉搏战，3 位 15
岁的同学被敌人逼上悬崖，抱在
一起，高呼口号，跳下悬崖。

队长王希真为掩护同学转
移，把敌人火力吸引到自己身边，
壮烈牺牲。事后，人们在他的遗
体下找到了一把手枪和一本日
记。日记本上写道：永别了，同学
们，我们一定要胜利！

先烈用鲜血和生命谱写的故
事，格外令人动容，先烈遗留的物
件，是民族精神的凝结及人性光
芒的照耀。我是一个有着 13 年
军龄的退伍老兵，参观中国人民
抗日军政大学陈列馆，面对一幅
幅历史照片、一面面烈士墙，内心
无不冰火交织，日军的累累暴行
令人发指，中国军民同仇敌忾、共
赴国难的民族大义令人折服。

今日前南峪，早已旧貌换新
颜，先烈战斗过的地方已是山清
水美的富裕村庄，植被覆盖率达
94.6%，被称为“太行山最绿的地
方”，是全国百家红色经典景区。
三五孩童玩耍其间，几个果农正
在剪枝，一片宁静和美。

离开前南峪，我的内心久久
不能平复。中华民族是个多难民
族，自 1840 年以来，积贫积弱的
中华大地饱受列强欺辱。多难兴
邦，正是无数像抗大先烈这样的
英雄儿女，舍身赴国难，才换来了
今天的幸福，他们是中华民族的
脊梁。

岁月可以冲淡记忆，却无法
磨灭精神。70 多年过去，先烈们
的战斗历程，已化为故事，为后人
传唱铭记，先烈们的忠魂，已变为
漫山的葱葱绿色，滋养着后人，先
烈用血魂铸就的精神，已融入这
坚硬的太行山脊，永远守护这片
热土！

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

学陈列馆——

与阵地共存亡

□ 王胜强

访老兵

寻记忆

国恨家仇化作何柳年的创作力量，一曲《赛

龙夺锦》终于完成。

1938年，日军铁蹄踏入广州。沙湾三稔厅内，

何柳年与何少岩用广东音乐与日军大佐对抗。

手中的英歌棒铿锵有力，大家齐心协力敲

击对抗外敌的决心。

何柳年大婚之日，宾客满座，各路音乐高手斗琴助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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