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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刘新文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65 周年。

65 年前，那场决定中华民族生死存亡和世界前途命运的伟大胜

利，永远镌刻在中华民族和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与正义的人们心中。

这场胜利所昭示的深刻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正如胡锦涛总书记

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60 周年大会讲话

中指出的那样: “就是要牢记历史、不忘过去、珍爱和平、开创未

来，更好地推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辉

事业，更好地促进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

今天，当我们回顾 65 年前那个来之不易的胜利时，总书记的话

语依然回荡在我们耳畔。在这值得记取的日子里，报告文学女作家

谭小萍给我送来了厚厚的一摞书稿。她说，这是她花费几年工夫，

历经数不清的调查采访写出的一部 25 万字的纪实文学作品，请我提

提意见，并给作品写个序。在这之前，我从未给谁的作品写过序，

但谭小萍的作品一向是我关注和喜爱的。谭小萍是民革党员，也是

广西作家协会会员，近年来辛勤笔耕，发表了不少文学作品，有的

还获了奖。同时，作为一名民革党员，她积极履行义务和职责，用

手中的笔弘扬中华民族优秀的思想道德和传统文化，振奋民族精神，

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为祖国的统一大业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作出了自己的努力。记得 2004 年，她采写的人物专访 《阚培桐与抗

战歌曲的毕生情缘》在《团结报》、《团结》等报刊发表后，令许多

读者深受感动，一时好评如潮。同为女性，我深知谭小萍取得的成

绩来之不易，也由衷地为她感到高兴。这次，当我翻开她送来的名

为《世纪大救亡———阚培桐与抗战歌曲的毕生情缘》的书稿时，书

中主人翁那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曲折的命运和伴随岁月有增无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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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炽热的家国情怀扑面而来，深深地震撼了我。我答应了写序的

请求。

这是一部长篇报告文学作品。作品翔实、生动地记叙了当年为

镇守桂林城与日军血拼十昼夜，最后饮弹自尽、以身殉国的国民党

陆军第 31 军 131 师少将师长阚维雍将军的事迹，记叙了阚维雍之子

———民革党员，第五、第六、第七、第八届广西政协委员，第八届

广西政协常委阚培桐先生受其父爱国思想的影响，从小就爱抗战歌

曲，长大之后虽历经磨难，仍矢志不渝地收集那些沉于海底 60 余年

的抗战歌曲，得到海内外同胞鼎力相助，共收集抗战歌曲 3600 余首

的感人故事。这些歌曲首先被编成 《救亡之声———中国抗日战争歌

曲汇编》 ( 一套 8 册) ，在纪念抗战胜利 60 周年时横空出世，随后

《民族之魂———中国抗日战争歌曲精选》也相继出版，创造了抗战歌

曲集“歌曲数量最多”、“歌曲划分最规范”两个 “中国之最”。这

些凝聚着中华民族集体记忆的歌，让海内外中华儿女重温了那段可

歌可泣、惊天地泣鬼神的历史，极大地激发了海内外同胞的爱国主

义热情。

依我看来，这不仅是一部时间跨度大、叙事恢弘、经纬交叠、

历史事件与人物众多、信息量颇为丰富的长篇报告文学作品，还是

一部内涵深刻、民族情感灼热、有着多重文化辐射力的 “交响曲”。

作者以强烈的历史责任感和时代使命感，以深情而细腻的笔触、刻

骨铭心的精彩细节、凝重而不乏诗意的书写方式描述了阚培桐先生

的沧桑人生和崇高的思想境界。在洋洋 25 万字的篇幅中，人物命

运、时代风云等均淋漓尽致地展示无遗，具有一种荡气回肠的审美

效应。

翻阅这部作品时，我猛然想起 2009 年 4 月间，我们一起赴台湾

参加“两岸妇女论坛”时，谭小萍曾向我提起过这部作品。她在人

物专访《阚培桐与抗战歌曲的毕生情缘》发表后，又于 2005 年岁末

开始对阚培桐先生及有关人、事进行深入采访，获取了大量的第一

手材料，而后又经过长达两年的沉淀、思考和写作，2007 年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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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大救亡———阚培桐与抗战歌曲的毕业情缘》终于得以完稿。继而，广西

作家协会专门约请国内报告文学研究专家审阅该稿，提出修改意见。2008 年，

经广西作家协会推荐， 《世纪大救亡———阚培桐与抗战歌曲的毕业情缘》入选

中国作家协会重点作品扶持项目，是这个项目自 2004 年创建以来广西首部获得

扶持的作品，实现了该项目在广西零的突破。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我以为，这部书稿的创作有着积极的现实启迪意

义: 一是让我们更加珍惜和抓住当前发展的重要机遇，牢牢记住落后就要挨打

的历史教训，牢牢记住发展才是硬道理，高举和平、发展、合作的旗帜，坚定

不移地走和平发展道路; 二是让我们更加珍惜和维护中华民族大团结，继续巩

固全国各族人民和海内外中华儿女的大团结，最大限度地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力量凝聚起来，坚定不移地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形成中华民

族自强不息、奋勇前进的巨大力量; 三是让我们激发出更加强烈的爱国热忱，

坚定不移地维护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民族尊严，加强国防建设，坚持 “和平

统一、一国两制”的基本方针，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不动摇，促进祖国的和平

统一大业。因此，无论从思想内涵还是从艺术效果来看，《世纪大救亡———阚培

桐与抗战歌曲的毕业情缘》都堪称一部弘扬时代主旋律的成功的文学作品。

最后，在本书稿即将付梓出版之际，衷心祝愿谭小萍再接再厉，创作出更

多更好的作品，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作出应有的贡献!

是为序。

2010 年 8 月 15 日

( 作者系广西壮族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民革广西区委主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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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当时只有 9 岁，救亡 ( 抗战) 的歌曲，现在我还记得清清楚

楚。每逢唱起这些救亡歌曲的时候，我的眼泪就要流出来，我就充满

了要为祖国慷慨赴死的豪情……

———朱基

我现在已经 67 岁了，在我临死的时候，我要把我毕生收集到的

3600 多首抗战歌曲、数万首中外歌曲全部移交给我的北大荒荒友，

由他们编一本《老阚的歌》，作为那些特殊年代的特殊记忆……

———阚培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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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就要死了。

死期也许就在明天。

2006 年 1 月 8 日，刚刚吃过晚饭，郑也夫就偕同妻子，带着全套录音设备，

匆匆去到北京北大医院胸科病房。他们要录下一个病人的声音。确切地说，应

该是录下病人“最后的歌声”。

2006 年 1 月 8 日，这个日子由此变得悲壮!

病人的医疗诊断书上，“肺癌中晚期”字样赫然在目!

郑也夫倒没什么，这个北京大学社会学教授，中央电视台 《东方之子》原

主持人、《实话实说》总策划，不久前刚刚以 《二流学者何以当选学部委员》

一文，质疑国家某些部门“扭曲的评价体系”，为此，他当选 《南方人物周刊》

魅力 50 人，戴上了一顶“刚正之魅”的冠冕。

郑也夫算是一条不折不扣的汉子，多大的打击，他应该都能挺住。

可是郑也夫的妻子不行，想起明天一早，病床上的这个老人上了手术台，

如果下不来，他的好嗓子，以及从那副好嗓子唱出来的撩人心弦的歌声都将留

在手术台上。想到这儿，她的眼圈红了。

郑也夫在鼓捣那些录音的物件。病房没人说话，气氛有些沉闷。

录音键按下了，机子传出轻微的电流声。郑也夫抬起头来，两手轻轻一拍，

对老人说: “好了老阚，现在咱就来录歌，第一首歌，咱唱什么?”

老阚过度操劳弄得只剩下一把骨头了，即便这样，如果这时候谁跟他提唱

歌，他巴掌大的脸必定会漾开一圈圈的笑纹。

见老阚笑，郑也夫也笑了，他带着笑腔把刚才的话又说了一遍: “老阚，第

一首歌，咱唱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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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的，唱什么呢? 老阚用手触了触太阳穴那儿，侧着头想了想，笑纹慢慢

聚拢在他嘴上，他说: “就唱苏联歌曲《相逢之歌》吧。”

是的，一切皆从相逢开始。

与残酷的战争岁月相逢; 与父亲的忠勇报国相逢; 与漫天飞扬的抗战歌声

相逢; 与北大荒荒友相逢; 与那场战争的一个个周年纪念日相逢; 而现在，又

与近在咫尺的死神相逢……这无数的相逢，多像一个圆环呀，有开篇，有尾声，

是总结，也是开始。

于是，我们睁大眼睛。

我们看见，一个传奇故事已经在我们眼前的时空屏幕上娓娓展开———

21 世纪初，落日余晖中，一条小船松开缆绳，徐徐驶离港口，驶进人海。

在历史目光的注视下，撑船人套上那件以 “艰辛”为材料制作的潜水服，一个

猛子扎入深水地带。经过三个 365 天，1095 个日夜晨昏的艰难搜寻，睡眠海底

长达 60 余年的那些历史的积淀，那些抗战的歌———那些沉重得拽去了他性命的

歌，终于被他弓着腰背打捞出水，一一抛落船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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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期的保育生聚会郑州。

以歌唱寄托情感的抗战英烈的后人……

1938 年，一个全国性的抗日救亡团体———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在武汉成

立，大会推举蒋介石夫人宋美龄为理事长，冯玉祥夫人李德全为副理事长。此

后，保育会在全国各地陆续设立了 14 个分会 60 多个保育院，收养了数万名抗

日阵亡将士的遗孤、前线战士的留守孩子和因战乱流离失所的儿童。保育会通

过向海内外广泛募捐的形式，筹得善款，对这些小则几岁、大则十几岁的战争

难童进行政治教育、文化教育以及生活上的抚育。

这些难童被统称为保育生。

当时，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的全体领导成员合了一张影:

前排左起: 黄卓群、吕晓道、陈纪彝、沈兹九、徐镜平、钱用和、陈逸云
中排左起: 张蔼真、安娥、庄静、宋美龄、李德全、谢兰郁、赵清阁、吴贻芳
后排左起: 孟庆树、刘清扬、唐国桢、沈慧莲、曹孟君、郭秀仪、史良、邓颖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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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桂林战时儿童教养院的支持人是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名誉理事之一

的李宗仁将军，院长是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广西分会理事郭德洁女士。

桂林战时儿童教养院有一首由李文钊作词、林路谱曲的院歌:

我们的院址，建立在桂林: 有秀丽的山河，钟毓着大地的英灵，在优美的

环境里，陶冶着我们的身心。这里有慈爱的抚育，这里有严肃的教训，亲爱的

同学们，切莫忘记，我们同在患难中长成! 要亲爱精诚，要努力前进，要永远

团结一致，消灭侵略的敌人，要永远团结一致，为祖国争取自由平等!

———《桂林儿童教养院院歌》

南宁战时儿童教养院也有一首院歌，歌曲这样唱: “我们离开了爸爸，我们

离开了妈妈，我们失掉了土地……”

时间走过了整整 50 个年头。1988 年 3 月的一天，出生于广西南宁大沙

田、被人称为 “南宁女儿”的全国政协主席邓颖超，在致中国战时儿童保

育会成立 50 周年纪念大会的贺信中说: “中国战时保育会是我国各界妇女

在抗日战争中的一大贡献，是我国保育事业历史上的一大创举，永放光芒

的篇章。”

1993 年 4 月，在武汉举行的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成立 55 周年纪念大会

上，全国政协副主席雷洁琼致贺词: “抢救抗日烽火中的难童，为祖国培育

了建设人才。”

新中国成立后，这一大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时期的受害者，这些

经历过战争岁月磨炼的难童，他们中的大多数已经成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

的栋梁之才。国务院原总理李鹏、朱基，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李

铁映，都是保育生中的佼佼者。

21 世纪初，保育生的见面会在郑州举行。每年，保育生们都要举行见

面会，因为那段历史在他们生命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迹。此次见面会，

当他们唱起 《义勇军进行曲》，唱起许多当年唱过的抗战歌曲时，那万般的

感触，那气势冲天的豪情简直无法用语言来形容。会后，大家纷纷掏出脑

海里存留的歌 ( 有的仅仅是歌曲片断) ，郑重委托保育生中的音乐家李翎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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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集整理的工作。2001 年，非公开出版物 《抗战歌曲选———中国战时儿童

唱的歌》 ( 两辑) 得以成书，书中收集抗战歌曲 1600 首。

2000 年 3 月 15 日，九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闭幕后的中外记者招待会

上，镜头推近，再推近，推出了国务院总理朱基的面部特写。朱基素

来被人称为 “铁面总理”。镜头前，朱总理那两道志气飞扬的眉毛竖了起

来，神情冷峻，当着在场众多记者的面，他忆起了他的童年，忆起了那段

半个多世纪来时刻萦系于心的保育生往事。朱总理说: “我当时只有 9 岁，

救亡 ( 抗战) 的歌曲，现在我还记得清清楚楚。每逢唱起这些救亡歌曲的

时候，我的眼泪就要流出来，我就充满了要为祖国慷慨赴死的豪情……”

那些抗战的歌之所以能够打开总理久远记忆的闸门，是因为它是那个

时代的见证，它凝聚了一个国家曾经的悲壮和沉重。

虽然，记忆是属于每个个体的珍藏，但在特定环境、特定条件下，总

有一些记忆会往同一方向、同一地点聚焦。

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有位抗战英烈的后人，他叫阚培桐，曾是自治

区第五至第八届政协委员、第八届政协常委、民革柳州市委副主委。

阚培桐出生时，正是抗战烽火燎原的时期，小小年纪，他就接触了许

多投身抗战的志士仁人，学会了许多抗战的歌，并利用这些歌唤醒民众的

斗志，捍卫祖国的尊严。

阚培桐不但会唱许多抗战歌曲，还会唱五花八门的歌，甚至一些生僻

的歌他也能唱。

由于阚培桐音色纯净，音乐感觉好，歌曲诠释准确到位，所以无人敢

说阚培桐唱歌不是业余歌手中最专业的。有一时期，他甚至被人誉为 “歌

王”。

纵观阚培桐的一生你会发现，无论他走到哪儿，美妙的歌声总伴随他

左右，歌声把他的童年、少年、青年、壮年、老年串成了一串 “大串烧”。

人们都说，阚培桐有一肚子的歌，而在这所有的歌曲里面，抗战歌曲是他

的歌之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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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不定能把国歌唱全的人，却以音乐的样式

红遍大江南北……

起来! 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 中华民族

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起来! 起来! 起来! 我们

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 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 前进! 前进! 进!

———抗战歌曲《义勇军进行曲》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饱受日本帝国主义的蹂躏，祖国大地沦为一片焦土。

《义勇军进行曲》的唱响，唤醒了多少青年的爱国热情，他们投身抗日，征战

沙场，义无反顾。今天，由于对那段历史的逐渐淡漠，由于我们教育领域的不

深入触及，许多国人，尤其是年轻人对抗日战争那段历史不甚了解。抗战歌曲

以及抗战歌曲所描绘的惊天地泣鬼神的抗战画卷，在他们眼里已经相当陌生。

有位记者在平坦光洁的柏油路上拦下一个小青年，问他: “什么是抗战歌

曲?”小青年一边嚼着口香糖一边说: “不知道。”

曾经有人做过一项调查，国人中能唱准 《义勇军进行曲》亦即国歌的人不

到 20%，比例甚低，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忧虑。

2005 年底，当我赴广西柳州对阚培桐进行采访的时候，正是 “超级女声”

高潮迭起之时。那是第二年的“超女”选秀，也是令最多国人为之疯狂的一次

平民选秀活动。李宇春、周笔畅、张靓颖使出浑身解数，残酷 PK，艰难晋级，

最终如愿以偿杀进前三，赢得了万人瞩目的“超级女声”冠、亚、季军。

采访之余，笔者也是整晚整晚坐在宾馆的电视机前，与亿万 “粉丝”一

起，为“超女”流泪，为“超女”助威呐喊。

一天，我试着拿“超女”的问题 “拷问”阚培桐: “阚老师，您看 ‘超级

女声’吗?”

阚培桐自称为“音乐的上一时代的人”，他如我所料答道: “不看。对时下

的某些流行音乐，我不敢苟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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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右) 采访阚培桐 ( 左)

我又问: “依您

的看法，现在被许多

人追捧的 ‘超女’，

她们能不能把国歌

唱全?”

阚培桐答: “我

看不能。”

连国歌都唱不全

的人，却以音乐的样

式在 13 亿中国人民

面前大红大紫，这让

阚培桐难以理解。

阚培桐告诉我，

广西曾有政协委员坚持不懈地向上呈送提案，建议重大集会时，全体齐唱国歌，

而不仅仅是播放国歌，为国歌的普及做个表率。最后，提案终被采纳，在一些

重大集会场合，国歌就唱了起来。

阚培桐说: “中国人，尤其是中国的年轻人，记不住一些东西可以原谅，但

是，历史不能忘记! 国歌不能忘记!”

3

“抗战歌曲的连城价值绝不亚于秦砖

汉瓦!”

“这事太应该做了，亏了也要做!”……

对于许多人来说，2002 年的冬天与以往没什么不同，一样是北风呼啸，一

样是万木凋零。

可是，在昔日的北京知青眼里，这个冬天却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可还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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