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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胸怀千秋伟业，恰是百年风华”。
中国共产党自1921年成立，历经百年
腥风血雨，百折不挠、艰苦奋斗，始终
带领中国人民走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路上。百年历史证明，没有共产党就
没有新中国。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我创作了中国画《心声——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1943 年，在革命圣地延安，由于
敌人的封锁，军民的生活极其困难。毛
泽东主席发出“自力更生 丰衣足食”
的号召，开展大生产运动。我父母是抗
日大学的教员，也天天纺线。这一年我
在延安出生。也是这一年，在晋察冀边
区抗日根据地，北京郊区房山霞云岭乡
堂上村有一个19岁的八路军战士、共产
党员曹火星，创作了歌曲《没有共产党
就没有新中国》。高亢的旋律、朴实的曲
调，唱出了亿万中国人民的心声。可以
说，我也是听着这首歌长大的。

去年，我和儿子带着 6岁的小孙
子，沿着崎岖的山路，经过两个半小
时，开车来到堂上村。村口的山坡上，
矗立着“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纪
念馆。纪念馆有三层，颇具规模。展览
展出抗日军民的图片、资料及各种抗
战实物。特别展出了曹火星创作歌曲
手稿，此歌曲原名《没有共产党就没有
中国》。毛泽东同志在听到小女儿李讷
唱这首歌时，建议在“中国”前加上

“新”字，认为“没有中国共产党时，中
国早就有了，应当是‘没有共产党就没
有新中国’”。从此这首歌很快传遍中
华大地。

在堂上村中堂庙一间厢房中，土
炕中间的小炕桌摆放着一盏煤油灯，
这是曹火星创作《没有共产党就没有
新中国》的地方。原址保存得很好，以
供人们参观。当年，曹火星在这里学习
了延安《解放日报》的社论《没有共产
党，就没有中国》，该社论针对蒋介石
推出《中国之命运》一书的结论“没有
国民党就没有中国”而发，通过阐述共产党领导根据地军民抗日发挥的作
用，驳斥了国民党的谬论，指出：“如果今日的中国，没有中国共产党，那就
是没有了中国。”曹火星反复学习、有感而发，用一天一夜的时间创作出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首经典名篇。

“人民是音乐的创造者”，这是曹火星生前常说的一句话。曹火星13
岁参加抗战剧社，与战友深入根据地开展抗日宣传，并于1943年加入了
中国共产党。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他目睹了民族的灾难，怀着对
党的热爱，借用河北民间流行的《霸王鞭》民歌形式，谱写了时代的最强
音。纪念馆展厅中也展有霸王鞭，霸王鞭是用竹竿或木杆制成，将两头掏
空，放入铜钱，再堵住，并在两头扎上了红绸布。舞动起来，发出嚓嚓的声
音，几十人、上百人一起舞，声震山谷、气势恢宏，十分壮观。

我创作《心声——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幅画，从搜集资料、勾
勒草图变体画、寻找人物形象素材到最后制作完成，整整花了两年时间。
最初是想描绘曹火星在小油灯下创作的情景，黑夜背景中映现出八路军
战斗的号角，但表达效果并不理想。经过多个草图的反复修改，最后确定
用三联画表现。曹火星写出《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后，就教村里的孩
子们歌唱。因此，我在中心画上塑造了曹火星一手指挥、一手拿着霸王鞭
挥舞的形象。为此我还专门向有关人士了解当时的指挥动作，一般是食指
与拇指成八字状，其他三指并拢，然后进行有力地挥动。孩子们都围绕在
曹火星身旁。“共产党一心救中国”中的“一心”就是孩子们吐露的心声，几
个孩子用手紧扣心口，有站姿优美的秀气女孩，有握拳努力高吼的男孩，
还有一个穿肚兜的小孩儿，跟着大孩子唱着跳着。最右边一名儿童团员头
戴柳条帽，手握红缨枪，眼神坚定。还有的孩子因为条件艰苦只能赤着脚，
甚至骨瘦如柴，但他们的精神是昂扬的，充满着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希
望。少年是中国的未来，于是我还在画面中间画了一个早晨的太阳，映衬
歌词“共产党像太阳，照到哪里哪里亮”“他领导中国走向光明”。

歌曲中还有两句最核心的话：“共产党一心救中国”“共产党辛劳为民
族”。因此右边联画是长城抗战，八路军、义勇军用血肉筑起了新的长城，
为了救中国，以排山倒海之势冲向敌人。左边联画表现“辛劳为民族”，军
民一起开荒、耕地、播种，“实行了民主好处多”，播下幸福与希望的种子。

历史画要有历史感和厚重感，这就需要充分发挥中国水墨的特长，用
线条和墨色的变化来体现。在画作中，我淡淡地用了赭石色，使画面暖调
又阳光。八路军服装一般是蓝灰色，开始用了淡花青色，但感到不够凝重，
后来用淡的宿墨，在赭石色映衬下，宿墨偏冷，形成蓝灰色的感觉。两边的
联画都用重墨作背景，衬托中间画面的阳光感，使整幅画黑白对比分明，
形象也显得生动。

由中宣部列为建党100周年重点出版物、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的《中
国共产党百年画典》选用了我创作的历史画《虎门销烟图》。这使我想到百
年来先贤们救亡图存的可歌可泣的悲壮历史。今年又是辛亥革命110周
年和孙中山诞辰155周年。孙中山先生领导推翻了腐朽的清王朝，但振兴
中华的目标并未实现。而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流血牺牲、前仆后
继，经过14年抗战，才最终推翻三座大山，“雄鸡一声天下白”。1949年新
中国成立，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东方风来满眼春”，改革开放使中国人民
富起来。而在庆祝建党百年之际，中国人民正在强起来。我们正在朝着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一步步迈进。在党的领导下，我们作为中国
人无比自豪，也深感肩上的责任和担当。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
国》，这首不朽的经典歌曲，凝
聚了民心，凝聚了党心。前几
日，我的小孙子和他的同学们
在班上高唱这首歌曲，今后一
定还会世世代代传唱下去，表
达着人民永远的心声。

（作者系第十、十一、十二
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国家画
院国画院艺委会主任）

永
远
的
心
声

—
—

中
国
画
《
心
声—

—

没
有
共
产
党
就
没
有
新
中
国
》
创
作
有
感

李
延
声

▲《心声——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李延声 作

日前，北京联合出版公司与华景时
代推出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副会长、火箭
军政治工作部文艺创作室原主任徐剑新
书《金青稞——西藏精准扶贫纪实》。该
书是徐剑35年来第21次进藏，在雪域
高原深扎52天，走遍西藏最后一批19
个脱贫县，采访百余位当地百姓写就，以
报告文学的形式全景呈现了西藏精准扶
贫所取得的伟大成就，诠释了“汉藏一家
亲，共筑民族情”的深刻内涵。本报记者
专访徐剑，请他来讲述相关创作经历与
思考。

记者：为写《金青稞》，您第 21 次入
藏采访，走访多地，克服疫情与高反等多
重困难。您说这次采访“翻越的不仅仅是
地理海拔，还有文化的、文学的海拔”。为
什么？

徐剑：我认为，西藏有三大海拔——
地理海拔、文化海拔和文学海拔。西藏有
地理海拔。我采访的地方，最高海拔至
5300米以上，最低海拔也有3000米左
右。我选了一条比较艰苦的线路，从藏东
昌都入藏北，环大北线，再从羌塘无人区
挺进阿里，转入后藏地日喀则，最后止于
拉萨、山南、林芝，在西藏高原走出了一
个大圆弧。52天的采访历程中，我遇到
了不少风险挑战，我必须从繁华走近荒
凉，从都市走向乡村，有的路上遇到泥石
流只能徒步翻山，有的路线很窄脚下或
车边就是万丈深渊，即使有着多次入藏
经验仍要面对高反的各种困扰，等等。但
我坚持走完了最后一批19个脱贫县，获
得了厚厚的一手资料，痛并充实着。

西藏有文化海拔。想要把握好西藏
文化，作家需要具备一定的学识和功力，
要有历史学家的深度与眼光，有民俗家、
人类学家的维度与科学向度，对西藏历
史文化有透彻深入的了解。如果只是用
外地游者的眼光或者文化猎奇的目光来
写西藏，则有可能管中窥豹、一叶障目，
奇书失色。有人问我《金青稞》准备了多
少年，我说准备了35年。35年的21次进
藏经历，让我对西藏文化拥有较强的认
知度与辨识度。

西藏有文学海拔。文学艺术不仅要
有高原还要有高峰，所谓文学海拔就是
文学高峰。西藏扶贫不能写成与内地扶
贫同质化的扶贫，这种独特的书写需要
作家跨越时空的边界，抵达生命叙事新
的高度，具有民俗文化历史哲学乃至宗
教的视野。我开篇写了“东有香巴拉，西
有弄哇庆”，这个故事的缘起是，我们到
藏北时听说，有人到无人区去寻找像香
巴拉、弄哇庆一样的人间仙境。于是，我
每走一地，都在问当地人，你们的父辈寻
找过白马鉴、弄翁帕龙吗？写完这本书，
我找到一个结论是，所谓香巴拉、白马
鉴、弄哇庆，不是在梦中，不是在寻找中，
而是在创造小康新生活的现实中。党领
导下进行的精准扶贫，展现了真正的香

巴拉和弄哇庆。所谓文学海拔，我觉得就是
这本书是可读的，能够留下来，当后人研究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段历史时，能够读到
如此精彩、生动的内容。

记者：您在书中记述了很多西藏脱贫
路上的人与事，葆有浓郁的民族特色与风
土人情。这些给您的写作或人生带来哪些
感受与启迪？

徐剑：在采访过程中，我遇到了很多感
动的人与事。其中有一位叫坚参的老人的
故事至今让我感动。坚参是阿里措勤县达
雄乡的一位80岁的老牧民，在2020年 1
月26日新冠肺炎疫情危急时刻，捐了1万
元党费。刚开始我觉得这只是一件好人好
事，写不出彩来。可是当我辗转好几个小时
艰难地来到边山村牧场，采访完这位个子
不高、满头皱纹的老人后，我万分庆幸没有
错失这位老人的故事。他原本是一名头人
家的放牛娃，1959年西藏平叛时，他赶着
牦牛足足走了一个多月，为解放军运送给
养。临别时，被称为金珠玛米的解放军给他
付了600元钱，嘱咐他说，这是钱，是藏银，
不是纸，不能当牛烘引火烧了，以后可以换
很多东西。61年后，当国家面临疫情灾难
时，这位收入并不高的牧场老人毅然让他
的儿子开着机动车行驶两三个小时到乡里
捐出1万元党费，他说帮助解放军运输给
养的经历使他快速成长起来，成为党的基
层干部。当几小时的采访结束时，我拉着老
人在他家的黄泥牧屋前留影，看到屋顶上
插着一面五星红旗随风飘扬，映衬着这位
老党员炽热而透明的初心。当我们的车驶
出很远了，我回望过去，老人仍站在小屋前
默默招手，那一刻我落泪了，为老人这种赤
诚的家国情怀。

我采访了很多“三教九流”的人物，有
银匠、铁匠、喇嘛、画师、藏医等。洛加是一
名喇嘛，看到寺庙中有人作画，便一心想做

唐卡，当成为一名著名的唐卡画师后，他将
目光瞄准了贫困户的孩子们，于是办理了
唐卡学习班，有四五百人在他那里脱贫。原
本在西藏地位很低的银匠，将老家一个村
子的30多个建档立卡贫困户的孩子带出
来教学手艺，实现了一人当银匠一家脱贫。
我还写了一位单亲妈妈与三位大学生的故
事。看一个社会文明尺度有多高，就看它如
何照顾妇女、儿童与弱者；看一个国家是否
真正具有泱泱大国之气，要看它如何眷顾
少数民族。通过扶贫，通过政策保障与产业
保障让人们过上好日子，“共同富裕”的梦
想在党的领导下正在逐步成真与实现。这
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

记者：作为一名“老西藏”，您创作了多
部西藏题材文学作品，这次扶贫题材创作
您也是选择了西藏，可见对西藏情有独钟。
在共筑民族情、讲好民族故事方面有哪些
体会与思考？

徐剑：我有三不写——走不到的不写，
听不到的不写，看不到的不写。少数民族题
材的作品，我写了10本左右，西藏的最多，
有8本。

我觉得写民族题材的作品，一定要存
敬畏之心。特别是对于西藏高原，任何一个
书写者都要有敬畏之心，把一草一木当作
自己的眼睫毛一样珍惜。西藏的生态环境
太脆弱了，特别是在无人区。因此我在书中
写到高海拔搬迁，因为生计，20世纪六七
十年代三个乡的居民搬到文部高海拔草
场，而今迁移到雅江边居住，让高海拔草场
还给野生动物，逐渐修复生态。西藏是有境
界的、有高度的，给弱者以勇气，给自负者
以警醒。这种敬畏，不单是点亮酥油灯照亮
心灵的敬畏，从梵呗中获得信仰的敬畏，而
是与人们的生存与生活链条紧密相连。

要有悲悯之情。这种悲悯，就是要把当
地老百姓当作自己的兄弟姐妹。这也是我
一直所提及的在文学创作中要把伟人平民
化，平民伟人化，名人传奇化。提起乡村题
材创作，很多人都是千篇一律地执着于寻
找乡愁与诗意，要么惆怅田园乡村的逝去，
要么揭露农村的愚昧落后丑陋等。其实我
们更应该着眼于全球化背景下中国乡村的
变化。作家是什么，就是坐在乡场上的篝火
旁，给大家讲述这场乡
村扶贫的大故事，甚至
乡村振兴的大故事，让
这个故事照亮心灵、照
亮灵魂，给人以希望。

还要有平民视角。
我们的写作不应该是说
教式或居高临下看待芸
芸众生的视角，而应该
是平视甚至仰视。只有
如此，讲出的故事才一
定是独特的，陌生的，生
动的。这与一个人的学
养、经历，与作家应有的
睿智与悲悯、敬畏有很

大关系，当然也与作家的文化背景，是否有
独特的文化眼光、深邃的哲学思考、纵深的
历史背景与视野有关。关于《金青稞》，我写
得很从容，很安静，也很温暖，从心灵与脑
际走过的阿佳、康巴汉子、喇嘛、银匠、铁
匠、画师、单亲妈妈等，这些人物长廊为我
描绘了一个时代画卷。每个人都很独特，每
个都栩栩如生，他们都是非虚构，完全复原
于本真。

这本书是我“盛年变法三部书”的收官
之作,其他两本书是关于南海填岛的《天风
海雨》和关于中国共产党百年的《天晓——
1921》。三部书完成了我的一个人生阶段，
突破了自己，也圆满了自己，让自己的文学
稀释，让自己的书写更有人间烟火味，更有
思想的高度、历史的纵深与哲学的眼光。

记者：您在跋中提到，扶贫攻坚是对
农村题材书写的一个拓展。这对您创作
而言具有怎样的意义？在决胜脱贫攻坚
之后，这一题材的书写方向是什么？乡村
振兴战略的提出，对于农村题材书写有
怎样的影响？

徐剑：关于扶贫题材，我带学生写了关
于独龙江脱贫的《怒放》，关于西藏脱贫的
《金青稞》，接下来我们还会写一本关于云
南百万大搬迁的《安得广厦》。2018年我曾
采访下姜村，可以说它是中国美丽新农村
的标本与范本，实际上很多年前浙江就开
始新农村的“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这
应该也是美丽新农村的一部分。随着扶贫
搬迁落地，一座座美丽的新农村，星罗棋布
地坐落在中国大地上，形成一道新的风景
线。我们会有新的乡愁、新的乡关、新的家
园、新的诗意，这种美丽应该让世界记住。
中国作家应该关心的是，对乡村题材书写
如何走出千年一面的复调与咏叹，走出新
路写出新的创业史。我生于农村、长于农
村，参军生涯又与农家子弟朝夕相处，可以
说我熟悉中国农民的每一个面孔。《安得广
厦》写的就是农民进城以后，他们下一代的
命运。怎样写出更有命运感、更有人性深度
与温馨感、更有思想和文学艺术高度的好
作品，主题出版的故事如何讲得更精彩、更
真实、让老百姓更能接受，是我一直关注并
探索的。对此，我充满信心。

书写扶贫路 共筑民族情
——徐剑谈《金青稞——西藏精准扶贫纪实》创作思考

本报记者 张丽

继《南梁革命根据地史》之后，甘肃
省政协组织编写的《南梁红色故事》一书
也于日前与读者见面了。书中收录的故
事，诞生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陕甘革命
斗争的烽火硝烟之中，生动真实感人。读
后感觉，本书有三个鲜明特点。

一本学习中国革命史的生动教材。
位于甘肃省华池县的南梁镇，是土地革
命战争后期全国“硕果仅存”的陕甘革命
根据地的中心区域，由习仲勋任主席的
陕甘边苏维埃政府就是在南梁成立的。
所以，南梁革命根据地即指陕甘革命根
据地。这块革命根据地，是在老一辈无产
阶级革命家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人
领导下，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创建巩固
和发展起来的，它为长征中的中共中央
和红军提供了落脚点，也是红军改编为

八路军奔赴抗日战场的出发地，在中国革
命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系统研究陕
甘革命根据地创建发展的历史，深入探讨
其中蕴涵的革命精神，是研究学习中国革
命史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而细心挖掘南
梁革命历史中生动感人、鲜为人知的故事，
寻找宏大历史事件中的关键性细节，同样
很有价值。正是这些生动细节，使南梁革命
历史变得立体丰满，有温度有色彩，从而更
具感染力和震撼力，更加直击人心。《南梁
红色故事》中所讲述的，很多就是这样的细
节。如“白马救主”篇，记述了 1935 年春在
敌人“围剿”下深陷重围的习仲勋骑马突围
的经过，他“连连加鞭，催马急驰”，突围后
发现“自己的双脚被马镫磨了两个血洞，所
骑的白色战马身上也被条条鞭痕染红”，老
一辈革命家为革命出生入死的奋斗精神跃
然纸上。在当前深入学习“四史”的活动中，
阅读《南梁红色故事》，不仅有助于读者了
解陕甘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历程，也可以使
读者对中国革命史有更加具体深刻的认
识。

一本真实可信的革命故事集。在人们
的认知中，“故事”往往真假相杂、虚实相
间，甚至虚构的成分更多。然而，《南梁红色
故事》的重要特点，却是真实可信。书中记
述的所有故事，都是在南梁革命斗争历史
中真切发生过的。在编写《南梁革命根据地
史》时，作者通过深入挖掘史料，实地走访
调研，获知了许许多多感人的故事。由于受

正史体例所限，这些故事难以在《南梁革命
根据地史》中收录。如不编辑成书，很可能
会随着岁月的流逝而慢慢地湮没于历史长
河中。为了让这些感人的故事一代代流传
下去，让我们的子孙后代了解革命先辈们
惊天地、泣鬼神的斗争事迹和伟大精神，明
白今天的一切来之不易，本书作者选择了
一些比较经典的内容，秉承“以史为依据，
力求将‘史’的严谨性与‘事’的通俗性结合
起来”的原则，最终编成了这本故事集。如

“狡兔三窟真高明”一篇，用引人注目的标
题和通俗易懂的语言，言简意赅地介绍了
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老一辈革命家，
在领导创建陕甘革命根据地时，从敌强我
弱的形势出发，创建了以南梁为中心的三
个游击区域，形成“东方不亮西方亮，黑了
南方有北方”的有利态势，为巩固和发展根
据地，探索农村包围城市的中国革命道路
所作的重要贡献。又如《活跃的南梁集市》
一文，通过讲述红军战士在南梁集市上买
卖公平的故事，向读者介绍了陕甘革命根
据地政府采取的设立集市、发行货币等措
施，促使根据地经济得到发展、群众生活得
到改善。文中内容是从老同志的回忆和党
史部门编撰的史书中细心爬梳剔抉选择
的，约 2000 来字的短文，注明出处的材料
即达14条之多。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南
梁红色故事》具有相当的史料价值，可视为
作者先前编辑出版的《南梁革命根据地史》
的姊妹篇，两书可互为补充、互相印证。这

应该也是本书的生命力之所在。
一本适合于对全社会特别是青少年开

展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的优秀读本。
在全社会特别是青少年中深入开展爱国主
义和革命传统教育，是更好地传承红色基
因，走好新时代长征路的需要。随着科技的
进步，各种新手段、新方式层出不穷，然而
讲故事这种传统方式，仍是不可忽略的重
要方式之一，因为它不受时间地点和条件
的限制。如何才能把故事讲好？用青少年能
够听懂和愿意接受的语言来讲述，是需要
下功夫琢磨的。《南梁红色故事》的作者，在
这方面用了很大心思。在编辑本书时，他们
从大量素材中精选了46个故事。这些故事
既相互独立，各自成篇，又紧密围绕陕甘革
命根据地斗争历史这根主线；既关注到重
要历史事件场面宏大的叙事展开，如关于
根据地创建的《陇原第一枪》《夜袭合水城》
等；也注意到关键人物的细腻刻画描述，如

《娃娃主席》《浓浓战友情》等，力求做到中
心突出，故事性强，趣味耐读。为适合青少
年阅读，他们还弱枝强干，减少了与主题关
系不密切的史实展开，使故事更加集中，更
具有吸引力，并且邀请专业画家，为每个故
事创作了与史实、场景相对应的精美插画，
从而达到图文并茂的效果，更加引人入胜。

相信这样一本好书的发行推广，会在
全社会产生良好反响，发挥积极作用。

（作者系军事科学院原军事历史研究
所研究员）

陕甘革命烽烟中涌现的红色故事
——《南梁红色故事》读后感

陈 力

徐剑在西藏采访徐剑在西藏采访

▲《南梁红色故事》

▲《金青稞——西藏精准扶贫纪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