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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中共涉县县委书记

涉县人民政府县长

历史谱写着歌曲，歌声凝聚着历史。抗日战争时期，在血与火的考验

中诞生的一首首抗战歌曲，作为抗战精神的重要组成内容，理应载入中华

民族的光辉史册。为此，在伟大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

胜利70周年之际，为了更好地挖掘和整理太行抗战珍贵史料，丰富和唤起

太行抗战记忆，传承和发扬太行抗战精神，县委党史研究室对抗战期间传

唱于太行大地、流行于老区涉县的经典歌曲进行了搜集整理，以《唱响太

行——乐说涉县抗战》为题辑印成书，让一首首产生于枪炮声中的抗战歌

曲再一次在耳边响起。

唱响太行，唱响的是抗战之史，是胜利之路。巍巍太行山是中华民族

坚强的脊梁，也是我们党领导敌后抗日的主战场。1937年，八路军一二九

师挺进太行，从此拉开了涉县人民抗击日寇的帷幕。在那样一个艰难的历

史时期，歌唱作为主要的宣传手段，起到了凝聚力量、鼓舞人心、打击敌

人的巨大作用。70年后，当我们回首历史，致敬英雄，缅怀先烈，这些或

斗志昂扬、雄壮豪迈，或磅礴大气、慷慨悲壮，或欢快明朗，或深沉朴实

的曲调无不提醒着我们，太行军民曾经历了怎样的苦难和伤痛，涉县群众

曾走过了怎样一段屈辱抗争的历程。这些歌曲不仅是文艺作品，也是革命

先辈战时生活的日志，是抗战历史的记录，是生动、具体的革命教材，从

另一个角度向后人诉说着那段难忘的岁月。其中不少歌曲成为了那个时代

人们信守的格言和行动的指南，指引人民在最残酷的环境下，紧跟党的领

导，坚定必胜的信心。

唱响太行，唱响的是中华之歌，是人民之声。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人

民战争的胜利，是全民抗战的胜利。当时，各个抗日根据地虽然被分割，

但全民抗战的精神、抗日救亡的歌曲却能穿过层层封锁、冲破重重关卡。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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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不分东南西北、人不分男女老少，“都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这个

声音就是民族解放、中华振兴，唱响了太行，唱响了华北，也唱响了全中

国。所以在本书收录的191首歌曲中，没有局限于涉县本地的歌曲，也包

括了相邻的山西武乡县、左权县等地民间传唱的歌曲，还包括当时在全国

广泛流行的抗日题材歌曲。这些歌曲多是音乐爱好者及广大军民共同创作

的，源于实践、源于生活。歌曲内容丰富，形式多样，歌词通俗易懂，贴

近生活，都是以群众语言表达人民心声，都是以抗战实践奏响民族之音，

是革命之歌、正义之歌，在全民抗战中，起到了枪炮起不到的特殊作用。 

唱响太行，唱响的是和平之音，是富强之梦。老一辈艺术家，包括

许多不知姓名的词曲作者，为我们留下了丰厚的艺术财富和宝贵的精神财

富，我们有义务、有责任传承这种正能量。因此，今天整理的这本歌集不

只是一种文化的传递，更重要的是要发挥“志其事载其道”的作用，使后

人从中受到教育和启迪。在战火纷飞的年代，是歌声唤起了民众的觉醒，

是歌声鼓舞了将士的信心，是歌声凝聚了人心，是歌声激励人民、引导人

民走上了求解放的征程。今天，整理这本歌集，就是要通过歌声将人们带

回同仇敌忾、艰苦奋斗的战争岁月，让后人身临其境地体味抗战时期的生

活，了解战争、了解历史，从而不忘太行军民当年的巨大奉献，不忘革命

先辈的丰功伟绩，不忘今天和平幸福生活的来之不易，不忘自己是英雄

的太行后来人。在改革发展的新征程中，要继承和发扬一二九师精神、抗

战精神、民族精神，从中汲取勇于担当、奋发作为的力量，唱响“牢记历

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的主旋律，以更加饱满的激情，更

加昂扬的斗志，为建设“富强涉县、法治涉县、魅力涉县、和谐涉县、红

色涉县”贡献青春和力量！

 

                                          

                                                                                          2015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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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军歌⋯⋯⋯⋯⋯⋯⋯⋯⋯⋯⋯⋯⋯⋯⋯⋯⋯⋯⋯⋯⋯⋯⋯⋯⋯ 安波 词  张晋 曲  106

拥军小调⋯⋯⋯⋯⋯⋯⋯⋯⋯⋯⋯⋯⋯⋯⋯⋯⋯⋯⋯⋯⋯⋯⋯⋯⋯⋯⋯ 张秀中 编  108

拥军公约⋯⋯⋯⋯⋯⋯⋯⋯⋯⋯⋯⋯⋯⋯⋯⋯⋯⋯⋯⋯⋯⋯⋯⋯⋯⋯⋯ 群众 忆唱  109

拥军⋯⋯⋯⋯⋯⋯⋯⋯⋯⋯⋯⋯⋯⋯⋯⋯⋯⋯⋯⋯⋯⋯⋯ 皇甫束玉 词  路庆云 曲  110

八路军进了村⋯⋯⋯⋯⋯⋯⋯⋯⋯⋯⋯⋯⋯⋯⋯⋯⋯⋯⋯⋯ 史培唐 唱  王仲祥 记  111

哥哥参加八路军⋯⋯⋯⋯⋯⋯⋯⋯⋯⋯⋯⋯⋯⋯⋯⋯⋯ 李士华 忆唱  冯光华 记谱  112

裁寒衣⋯⋯⋯⋯⋯⋯⋯⋯⋯⋯⋯⋯⋯⋯⋯⋯⋯⋯⋯ 赵文、贾玉明 忆唱  刘阜 记谱  113

缝棉衣⋯⋯⋯⋯⋯⋯⋯⋯⋯⋯⋯⋯⋯⋯⋯⋯⋯⋯⋯⋯⋯ 冯光华 忆唱  秦艳灵 整理  114

慰劳伤兵歌⋯⋯⋯⋯⋯⋯⋯⋯⋯⋯⋯⋯⋯⋯⋯⋯⋯⋯⋯⋯⋯⋯⋯ 田汉 词  聂耳 曲  115

做棉衣⋯⋯⋯⋯⋯⋯⋯⋯⋯⋯⋯⋯⋯⋯⋯⋯⋯⋯⋯⋯⋯⋯⋯ 桂涛声 词  冼星海 曲  117

纳鞋歌⋯⋯⋯⋯⋯⋯⋯⋯⋯⋯⋯⋯⋯⋯⋯⋯⋯⋯⋯⋯⋯⋯⋯ 辽县 小调  劳舟 填词  118

纳鞋帮⋯⋯⋯⋯⋯⋯⋯⋯⋯⋯⋯⋯⋯⋯⋯⋯⋯⋯⋯⋯⋯⋯⋯⋯⋯⋯⋯⋯ 群众 忆唱  119

妇女纺织歌⋯⋯⋯⋯⋯⋯⋯⋯⋯⋯⋯⋯⋯⋯⋯⋯⋯⋯⋯⋯⋯⋯⋯⋯⋯⋯ 群众 忆唱  119

工人歌（二）⋯⋯⋯⋯⋯⋯⋯⋯⋯⋯⋯⋯⋯⋯⋯⋯⋯⋯⋯⋯⋯⋯⋯⋯⋯⋯⋯⋯⋯⋯ 120

爱护咱子弟兵⋯⋯⋯⋯⋯⋯⋯⋯⋯⋯⋯⋯⋯⋯⋯⋯⋯⋯⋯⋯⋯⋯⋯⋯⋯⋯ 正晶 词  121

支前小调⋯⋯⋯⋯⋯⋯⋯⋯⋯⋯⋯⋯⋯⋯⋯⋯⋯⋯⋯⋯⋯⋯⋯⋯⋯⋯⋯ 群众 忆唱  122

咱给部队踩高跷⋯⋯⋯⋯⋯⋯⋯⋯⋯⋯⋯⋯⋯⋯⋯⋯⋯⋯⋯ 王留忠 唱  王仲祥 记  123

二月里来⋯⋯⋯⋯⋯⋯⋯⋯⋯⋯⋯⋯⋯⋯⋯⋯⋯⋯⋯⋯⋯⋯⋯ 塞克 词  冼星海 曲  124

五 军民大生产

军民大生产⋯⋯⋯⋯⋯⋯⋯⋯⋯⋯⋯⋯⋯⋯⋯⋯⋯⋯⋯ 程耀峰 忆唱  任贞梅 记谱  125

漳南渠颂⋯⋯⋯⋯⋯⋯⋯⋯⋯⋯⋯⋯⋯⋯⋯⋯⋯⋯⋯⋯ 程耀峰 忆唱  任贞梅 记谱  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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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造手拉梭⋯⋯⋯⋯⋯⋯⋯⋯⋯⋯⋯⋯⋯⋯⋯⋯⋯⋯⋯⋯⋯ 石玉娥 唱  王仲祥 记  127

自来梭⋯⋯⋯⋯⋯⋯⋯⋯⋯⋯⋯⋯⋯⋯⋯⋯⋯⋯⋯⋯⋯⋯⋯⋯⋯⋯⋯⋯ 群众 忆唱  127

加强生产⋯⋯⋯⋯⋯⋯⋯⋯⋯⋯⋯⋯⋯⋯⋯⋯⋯⋯⋯⋯⋯⋯⋯⋯⋯ 左权文化馆供  128

生产节约  ⋯⋯⋯⋯⋯⋯⋯⋯⋯⋯⋯⋯⋯⋯⋯⋯⋯⋯⋯⋯⋯⋯⋯⋯⋯⋯ 群众 忆唱  129

太行山互助组歌⋯⋯⋯⋯⋯⋯⋯⋯⋯⋯⋯⋯⋯⋯⋯⋯⋯⋯⋯⋯⋯⋯⋯⋯ 群众 忆唱  130

四季生产⋯⋯⋯⋯⋯⋯⋯⋯⋯⋯⋯⋯⋯⋯⋯⋯⋯⋯⋯⋯⋯⋯⋯⋯⋯⋯ 皇甫束玉 词  131

消灭蝗蝻小调⋯⋯⋯⋯⋯⋯⋯⋯⋯⋯⋯⋯⋯⋯⋯⋯⋯⋯冯俊  秦天佑 词  陈玉秀 曲  133

纺织曲⋯⋯⋯⋯⋯⋯⋯⋯⋯⋯⋯⋯⋯⋯⋯⋯⋯⋯⋯⋯⋯⋯⋯⋯⋯ 胡菲 词  王烽 曲  134

工人歌（三）⋯⋯⋯⋯⋯⋯⋯⋯⋯⋯⋯⋯⋯⋯⋯⋯⋯⋯⋯⋯⋯⋯ 岗夫 词  管平 曲  134

棉花要打杈⋯⋯⋯⋯⋯⋯⋯⋯⋯⋯⋯⋯⋯⋯⋯⋯⋯⋯⋯⋯⋯⋯⋯⋯⋯⋯ 延安秧歌  135

开荒⋯⋯⋯⋯⋯⋯⋯⋯⋯⋯⋯⋯⋯⋯⋯⋯⋯⋯⋯⋯⋯⋯⋯⋯⋯⋯⋯⋯⋯⋯⋯⋯⋯⋯ 136

劝懒汉歌⋯⋯⋯⋯⋯⋯⋯⋯⋯⋯⋯⋯⋯⋯⋯⋯⋯⋯⋯⋯⋯⋯⋯⋯⋯⋯⋯ 正晶 改作  136

生产自救抗旱灾⋯⋯⋯⋯⋯⋯⋯⋯⋯⋯⋯⋯⋯⋯⋯⋯⋯⋯⋯⋯ 李水 唱  王仲祥 记  137

武装保卫秋收⋯⋯⋯⋯⋯⋯⋯⋯⋯⋯⋯⋯⋯⋯⋯⋯⋯⋯⋯⋯⋯⋯⋯⋯⋯⋯ 范敏 作  138

一天比一天强⋯⋯⋯⋯⋯⋯⋯⋯⋯⋯⋯⋯⋯⋯⋯⋯⋯⋯⋯⋯⋯⋯⋯⋯ 李亮忆 词曲  138

加强秋收备战⋯⋯⋯⋯⋯⋯⋯⋯⋯⋯⋯⋯⋯⋯⋯⋯⋯⋯ 韩俊鸿夫妇 唱  王仲祥 记  139

六 民主新政

妇女解放⋯⋯⋯⋯⋯⋯⋯⋯⋯⋯⋯⋯⋯⋯⋯⋯⋯⋯⋯⋯⋯⋯ 李春娥 唱  王仲祥 记  140

用布裹脚断双妇⋯⋯⋯⋯⋯⋯⋯⋯⋯⋯⋯⋯⋯⋯⋯⋯⋯ 程耀峰 忆唱  任贞梅 记谱  141

放脚⋯⋯⋯⋯⋯⋯⋯⋯⋯⋯⋯⋯⋯⋯⋯⋯⋯⋯⋯⋯⋯⋯⋯⋯ 赵四马 唱  王仲祥 记  141

反对买卖婚姻⋯⋯⋯⋯⋯⋯⋯⋯⋯⋯⋯⋯⋯⋯⋯⋯⋯⋯ 周贵全 忆唱  任贞梅 记谱  142

四劝姐妹⋯⋯⋯⋯⋯⋯⋯⋯⋯⋯⋯⋯⋯⋯⋯⋯⋯⋯⋯⋯⋯⋯⋯⋯⋯⋯⋯ 群众 忆唱  143

庆祝边区临参会⋯⋯⋯⋯⋯⋯⋯⋯⋯⋯⋯⋯⋯⋯⋯⋯⋯⋯⋯⋯⋯⋯ 左权文化馆供  143

歌唱土地法⋯⋯⋯⋯⋯⋯⋯⋯⋯⋯⋯⋯⋯⋯⋯⋯⋯⋯⋯⋯⋯⋯⋯⋯⋯⋯ 群众 忆唱  144

减租⋯⋯⋯⋯⋯⋯⋯⋯⋯⋯⋯⋯⋯⋯⋯⋯⋯⋯⋯⋯⋯⋯⋯⋯⋯⋯⋯⋯⋯ 群众 忆唱  144

购买公债⋯⋯⋯⋯⋯⋯⋯⋯⋯⋯⋯⋯⋯⋯⋯⋯⋯⋯⋯⋯⋯⋯ 王先平 唱  王仲祥 记  145

清债⋯⋯⋯⋯⋯⋯⋯⋯⋯⋯⋯⋯⋯⋯⋯⋯⋯⋯⋯⋯⋯⋯⋯⋯⋯⋯⋯⋯⋯ 孙锁存 词  146

统一累进税⋯⋯⋯⋯⋯⋯⋯⋯⋯⋯⋯⋯⋯⋯⋯⋯⋯⋯⋯⋯⋯ 王先平 唱  王仲祥 记  147

村选歌⋯⋯⋯⋯⋯⋯⋯⋯⋯⋯⋯⋯⋯⋯⋯⋯⋯⋯⋯⋯⋯⋯⋯⋯⋯⋯⋯⋯⋯⋯⋯⋯⋯ 148

实行民主⋯⋯⋯⋯⋯⋯⋯⋯⋯⋯⋯⋯⋯⋯⋯⋯⋯⋯⋯⋯⋯⋯⋯⋯⋯⋯⋯ 群众 忆唱  149

复工歌⋯⋯⋯⋯⋯⋯⋯⋯⋯⋯⋯⋯⋯⋯⋯⋯⋯⋯⋯⋯⋯⋯⋯⋯⋯⋯⋯⋯ 群众 忆唱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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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兵简政⋯⋯⋯⋯⋯⋯⋯⋯⋯⋯⋯⋯⋯⋯⋯⋯⋯⋯⋯⋯⋯⋯⋯⋯⋯⋯⋯ 群众 忆唱  151

合理负担⋯⋯⋯⋯⋯⋯⋯⋯⋯⋯⋯⋯⋯⋯⋯⋯⋯⋯⋯⋯⋯⋯ 王先平 唱  王仲祥 记  152

冀南银行行歌⋯⋯⋯⋯⋯⋯⋯⋯⋯⋯⋯⋯⋯⋯⋯⋯⋯⋯⋯⋯⋯⋯⋯⋯⋯⋯⋯⋯⋯⋯ 153

七 英雄赞歌

苦难的中国需要共产党⋯⋯⋯⋯⋯⋯⋯⋯⋯⋯⋯⋯⋯⋯⋯⋯⋯⋯⋯⋯⋯ 李毅 整理  154

响堂铺逞英豪⋯⋯⋯⋯⋯⋯⋯⋯⋯⋯⋯⋯⋯⋯⋯⋯⋯⋯ 周贵全 忆唱  任贞梅 记谱  155

正月里来庆元宵⋯⋯⋯⋯⋯⋯⋯⋯⋯⋯⋯⋯⋯⋯⋯⋯⋯ 郝年生 忆唱  申兴文 记谱  156

窑洞保卫战⋯⋯⋯⋯⋯⋯⋯⋯⋯⋯⋯⋯⋯⋯⋯⋯⋯⋯⋯⋯⋯⋯⋯⋯ 左权文化馆供  157

想起八路军共产党⋯⋯⋯⋯⋯⋯⋯⋯⋯⋯⋯⋯⋯⋯⋯⋯ 周贵全 忆唱  任贞梅 记谱  157

驱鹿、拥朱、拒庞⋯⋯⋯⋯⋯⋯⋯⋯⋯⋯⋯⋯⋯⋯⋯⋯ 傅青先 忆唱  欧连清 记谱  158

中国共产党怎么样⋯⋯⋯⋯⋯⋯⋯⋯⋯⋯⋯⋯⋯⋯⋯⋯⋯⋯⋯⋯⋯⋯⋯ 群众 忆唱  159

朱德将军⋯⋯⋯⋯⋯⋯⋯⋯⋯⋯⋯⋯⋯⋯⋯⋯⋯⋯⋯⋯⋯⋯⋯⋯⋯⋯⋯ 李伟 词曲  161

追悼先烈众英雄⋯⋯⋯⋯⋯⋯⋯⋯⋯⋯⋯⋯⋯⋯⋯⋯⋯ 韩俊鸿夫妇 唱  王仲祥 记  163

纪念烈士歌⋯⋯⋯⋯⋯⋯⋯⋯⋯⋯⋯⋯⋯⋯⋯⋯⋯⋯⋯⋯⋯⋯⋯⋯⋯⋯⋯⋯⋯⋯⋯ 164

左权将军⋯⋯⋯⋯⋯⋯⋯⋯⋯⋯⋯⋯⋯⋯⋯⋯⋯⋯⋯⋯⋯⋯ 王锦标 唱  王仲祥 记  165

卢沟桥事变⋯⋯⋯⋯⋯⋯⋯⋯⋯⋯⋯⋯⋯⋯⋯⋯⋯⋯⋯⋯⋯ 桂涛声 词  冼星海 曲  166

不要忘了咱恩人⋯⋯⋯⋯⋯⋯⋯⋯⋯⋯⋯⋯⋯⋯⋯⋯⋯⋯⋯⋯⋯⋯⋯⋯⋯⋯⋯⋯⋯ 167

东方红⋯⋯⋯⋯⋯⋯⋯⋯⋯⋯⋯⋯⋯⋯⋯⋯⋯⋯⋯⋯⋯李有源  公木 词  李涣之 曲  167

庆祝中共七代会⋯⋯⋯⋯⋯⋯⋯⋯⋯⋯⋯⋯⋯⋯⋯⋯⋯⋯⋯⋯⋯⋯ 左权文化馆供  168

我们是民主青年⋯⋯⋯⋯⋯⋯⋯⋯⋯⋯⋯⋯⋯⋯⋯⋯⋯⋯⋯⋯⋯ 希阳 词  马可 曲  169

贺功歌⋯⋯⋯⋯⋯⋯⋯⋯⋯⋯⋯⋯⋯⋯⋯⋯⋯⋯⋯⋯⋯⋯ 左权县小调  高光 配词  170

跟着共产党⋯⋯⋯⋯⋯⋯⋯⋯⋯⋯⋯⋯⋯⋯⋯⋯⋯⋯⋯⋯⋯⋯⋯ 孙宏 词  郭加 曲  171

黄崖洞大胜利⋯⋯⋯⋯⋯⋯⋯⋯⋯⋯⋯⋯⋯⋯⋯⋯⋯⋯⋯⋯⋯⋯⋯ 左权文化馆供  172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曹火星 曲  173

八 儿童歌曲

不做亡国奴⋯⋯⋯⋯⋯⋯⋯⋯⋯⋯⋯⋯⋯⋯⋯⋯⋯⋯⋯⋯⋯⋯⋯⋯⋯⋯⋯ 允青 曲  174

儿童团赞歌⋯⋯⋯⋯⋯⋯⋯⋯⋯⋯⋯⋯⋯⋯⋯⋯⋯⋯⋯⋯⋯⋯⋯⋯⋯⋯⋯⋯⋯⋯⋯ 175

四国结同盟⋯⋯⋯⋯⋯⋯⋯⋯⋯⋯⋯⋯⋯⋯⋯⋯⋯⋯⋯ 李五继 忆唱  申兴文 记谱  175

纪念儿童节进行曲⋯⋯⋯⋯⋯⋯⋯⋯⋯⋯⋯⋯⋯⋯⋯⋯ 孙荣景 忆唱  门玉力 记谱  176

冀鲁抗日中学校歌⋯⋯⋯⋯⋯⋯⋯⋯⋯⋯⋯⋯⋯⋯⋯⋯⋯ 朱丹 词曲  张东阳 记谱  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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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都是儿童团⋯⋯⋯⋯⋯⋯⋯⋯⋯⋯⋯⋯⋯⋯乔文庆 忆唱  冯光华  乔向臣 记谱  179

反妥协投降歌⋯⋯⋯⋯⋯⋯⋯⋯⋯⋯⋯⋯⋯⋯⋯⋯⋯⋯⋯⋯⋯⋯⋯⋯ 兰风翱 记谱  179

小孩儿救国歌⋯⋯⋯⋯⋯⋯⋯⋯⋯⋯⋯⋯⋯⋯⋯⋯⋯⋯⋯⋯⋯⋯⋯⋯⋯ 李毅 整理  180

童谣军歌⋯⋯⋯⋯⋯⋯⋯⋯⋯⋯⋯⋯⋯⋯⋯⋯⋯⋯⋯⋯⋯⋯⋯⋯⋯⋯⋯ 群众 忆唱  180

只怕不抵抗⋯⋯⋯⋯⋯⋯⋯⋯⋯⋯⋯⋯⋯⋯⋯⋯⋯⋯⋯⋯⋯⋯ 麦新 词  冼星海 曲  181

全家忙⋯⋯⋯⋯⋯⋯⋯⋯⋯⋯⋯⋯⋯⋯⋯⋯⋯⋯⋯⋯⋯⋯⋯⋯⋯ 胡菲 词  振华 曲  182

太行儿童进行曲⋯⋯⋯⋯⋯⋯⋯⋯⋯⋯⋯⋯⋯⋯⋯⋯⋯⋯⋯ 殷士肤 唱  王仲祥 记  183

边区儿童团⋯⋯⋯⋯⋯⋯⋯⋯⋯⋯⋯⋯⋯⋯⋯⋯⋯⋯⋯⋯⋯⋯⋯ 姚中 词  王莘 曲  184

九 支援解放

冬学歌⋯⋯⋯⋯⋯⋯⋯⋯⋯⋯⋯⋯⋯⋯⋯⋯ 左权（刮野鬼）小调  皇甫束玉 配词  185

欢送曲⋯⋯⋯⋯⋯⋯⋯⋯⋯⋯⋯⋯⋯⋯⋯⋯⋯⋯⋯⋯⋯⋯⋯⋯ 王松 曲  田霞光 词  186

美国兵，中国不要你！⋯⋯⋯⋯⋯⋯⋯⋯⋯⋯⋯⋯⋯⋯⋯⋯⋯⋯ 彦夫 词  二笑 曲  187

解放区进行曲⋯⋯⋯⋯⋯⋯⋯⋯⋯⋯⋯⋯⋯⋯⋯⋯⋯⋯⋯⋯⋯⋯ 富强 词  晋德 曲  188

人民的解放军⋯⋯⋯⋯⋯⋯⋯⋯⋯⋯⋯⋯⋯⋯⋯⋯⋯⋯⋯⋯⋯⋯⋯⋯⋯ 吕呐 词曲  189

不受强盗欺⋯⋯⋯⋯⋯⋯⋯⋯⋯⋯⋯⋯⋯⋯⋯⋯⋯⋯⋯⋯⋯⋯⋯⋯⋯⋯⋯ 吕呐 词  190

光荣任务要完成⋯⋯⋯⋯⋯⋯⋯⋯⋯⋯⋯⋯⋯⋯⋯⋯⋯⋯⋯⋯⋯ 袁白 词  管平 曲  191

农村大生产小调⋯⋯⋯⋯⋯⋯⋯⋯⋯⋯⋯⋯⋯⋯⋯⋯⋯⋯⋯⋯⋯⋯⋯⋯⋯ 燕云 作  192

三十万大军出太行⋯⋯⋯⋯⋯⋯⋯⋯⋯⋯⋯⋯⋯⋯⋯⋯⋯⋯ 崔砚君 词  江良方 曲  193

后记⋯⋯⋯⋯⋯⋯⋯⋯⋯⋯⋯⋯⋯⋯⋯⋯⋯⋯⋯⋯⋯⋯⋯⋯⋯⋯⋯⋯⋯⋯⋯⋯⋯⋯ 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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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县地处晋冀豫三省交界处，太行山东麓边陲，素有“秦晋之要冲”、“燕

赵之名邑”之称，进可东出平原，退可扼守据险，被刘伯承元帅称为“表里河

山”，而且民风淳朴，物产丰富，群众基础好，在粉碎敌之“九路围攻”后，是

最早获得解放的一个完全县。所以，刘邓选择了涉县，历史选择了涉县，从1940

年6月进驻到1945年底离开，一二九师部队官兵在涉县生活战斗前后长达6年之

久，军歌响彻太行山间，唱遍漳河两岸……

军歌嘹亮

八路军军歌

公 木　词

郑律成　曲1 = C
2

4

 5   6    5    5   6   5   6    5    0    5   5  5   5   3   2    3 · 6   

铁  流       两            万     五  千       里，           直  向  着     一  个     坚      定    的
    ·   ·           ·         ·   ·        ·   ·       ·

  5   -     5     0     6    5     3     5     1    1    1     1    1    

方                向，                苦      斗        十        年        锻       炼      成       一      支

（

 3 · 2    1   6  6     5      2     1   -      0      5     1      0      

不     可       战  胜  的        力                      量。                            一        旦
                           ·   ·             ·                                                      ·

（

 2 · 1    7      1      2     2   -     5 · 5   5   3    2    3 · 6    

强     虏      寇           边          疆，                        慷     慨    悲  歌       奔      战
                      · 

（ （

  5   -      6     5     3    3    5     1 ·  1     1   1     1    

场。              首        战           平      型      关，       威          名          天  下         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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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 5 1   3 · 3 3   4   5 · 0   3 · 5 1   3 · 5 1   3 · 3 3   5         

敌     后    方，  铲    除     伪   政      权，              游     击  战，  敌     后  方， 坚     持 反  扫

 6 ·  0    2     2     2     2    5 ·  5     5     0     3     3             

荡，                钢        刀       插        在       敌          胸        膛，               钢        刀

 3    3   6 · 6   6 · 0   3 · 5   3   5   1    0   3 · 3   3   5             

插      在    敌        胸     膛，            巍     巍     长  白     山，         滔     滔    鸭  绿

 1     0     2     2     5     5    6 · 7     5     0     5   3 · 2             

江，               誓        复       失        地      逐        强        梁，               争    民    主

 1   1   0      5   5 · 4     3   3   0      6      5      3      5             

独     立，            求     人     类         解     放，             这          神          圣          的

 1 · 1     1     1     3 · 2   1   6     5   5      2      1      -             

重        大        责        任      都             担  在       我  们         双          肩。

·     

（

（

                                                                    ·        ·      ·      

                                                                                                                    ·      

                                     ·      

 3 · 2   1   6  6   5   5   2   2   1   -      X      0    3 · 5    1      

首     战     平  型  关，威  名    天  下     扬，              嘿！                游     击       战，
                           ·   ·         ·   · 

注：郑律成，著名作曲家，1914年出生于韩国光州市。1933年春，来到中国，进入“朝

鲜革命干部学校”。抗日战争爆发后，奔赴延安，任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音乐指导、鲁迅艺

术学院声乐教员。1942年8月，被派往太行山八路军总部工作，任华北朝鲜革命军政学校教育

长，期间在涉县工作生活达两年。1939年，他创作的《八路军进行曲》成为中国人民军队的战

歌，后更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1988年被中共中央军委正式定为《中国人民解放军

军歌》，他被誉为“军歌之父”。



·3·

·  ·    ·  ·   ·  ·                                   ·      

八路军进行曲

公 木　词

郑律成　曲1 = C
2

4

 1·1   1  1    1  1  0     1  1   3    5  5   6   1 ·  6

向    前    向    前      向   前！             我   们   的         队   伍               向           太              

 5  ·   0     1  1   3    6  5·3  2  -    2  0

阳！                           脚   踏   着          祖    国    的        大                       地，              

 1   1   3      5 5  6  1  ·   6   5 · 0   1 1 3 5 5

背     负      着           民 族 的    希                             望，               我  们 是  一 支              

 6  6  5 5 3   2  -   1 · 0      2 2  3    5 5  1

不   可     战胜的       力                     量。                     我 们 是     善    战    的             

 6  ·  2      5      0     2 2  3     5 5  1   6 · 5 3

健                               儿，                    我    们  是      人    民    的      武

· 

· 

 2         0     1·3 5 5  3·5 1 1 5·7 2 2  3 · 2 1

装，                          从   无   畏 惧， 绝    不   屈 服，坚   决    抵抗，   直        到把

··         ·· ·   ··

 5         5     6·1  2      2       5     3 ·  1 1 5     5  

日                寇         逐   出      国          境，                  自        由 的     旗      帜   

·  ·    ·            ·    · ·  

· 

（

 6·1  7  2    1      0       1      0    1 7  6 7   1 · 1 

高    高     飘               扬。                    听！                风 在   呼 啸      军           号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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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   0     3 0   5 5   6 5  6 1    2  -    2 · 0

响；                          听！      抗 战     歌声    多           嘹                     亮，              

 5   3 · 2  1 1   1 1   1·7  6 1 1   5      5    5  3·2

同          志     们       整齐      步伐     奔 赴     解放的     疆         场，   同     志   们              

 2  3  1 2·2  2 2   3  2  ·   1·5  6 7   2  1 ·

向       太         阳      向   华   北  的     原   野，          向   塞   外 的    山  岗。

·  ·           ·    

·  ·   ··  ·· ·       ··                  · ·    

 1  1   1  1   1·7  6 1 1   2      5     5·5  6 6  5 5 5 1 1

整    齐    步    伐     奔 赴    敌人的         后                 方。     向  前    向前   我们的  队 伍            

· ·  · · ·       ··  ·                            · ·

· ·  · · · ··  · ·       ·            · · 

（

八路军一二九师进入晋东南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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