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化八仙桌”系列访谈

主办：沧州日报
承办：沧州日报《人文周刊》

﹃﹃﹃
文
化
八
仙
桌

文
化
八
仙
桌

文
化
八
仙
桌
﹄﹄﹄
系
列
访
谈
第
一
百
三
十
九
期

系
列
访
谈
第
一
百
三
十
九
期

系
列
访
谈
第
一
百
三
十
九
期

跑
出
城
市
生
命
力

跑
出
城
市
生
命
力

跑
出
城
市
生
命
力

本报讯（记者祁凌霄）沧
州人具有尚武精神。这种精
神，发展成沧州人对各种体育
运动的热爱，长跑就是其一。
近年来，长跑成为普通群众广
泛参与、喜闻乐见的体育项
目。14 日下午，“文化八仙
桌”系列访谈将以“跑出城市
生命力”为题，围绕长跑运动
对增强身体素质、锤炼精神意
志、增加城市活力等方面开展
访谈。

本次访谈，邀请的主讲嘉
宾是徐立堂、魏民、郑寿存、
李秀红、段会作、马国兰。其
中，徐立堂是沧州市长跑协会
会长，段会作是顾问，魏民是
副秘书长，郑寿存是沧州师范
学院体育学院院长、副教授，
李秀红是体育教育训练学博
士，马国兰是马拉松跑爱好
者、摄影师。几位嘉宾将在组
织、实践、教育、运动学、群
众爱好、城市活力等多个角度
对我市的长跑运动进行畅谈。

今年 4月，我市举办了第
八届沧州市半程马拉松比赛。
竞赛项目为男女半程马拉松，
各约 21公里。运动员们从大
运河生态修复展示区南停车场
出发，沿大运河东岸堤顶路向
南，穿九河路、海河路、南绕
城路、捷地御碑苑路线长跑，
不仅锻炼了身体，也领略了运
河风韵，获得精神和身体上的
锻炼和愉悦。本次马拉松比
赛，数百名运动员沿大运河长
跑，成为一道流动的靓丽城市
风景，其中有哪些成功组织的
经验？比赛中，还有两位特殊
的运动员，坐着轮椅参加，他
们的参加，具有哪些特殊意
义？长跑运动在沧州市民中基
础如何？长跑运动对体能和精
神素质要求较高，组织时应注
意哪些问题、提供哪些保障？
对于普通群众和爱好者，应如
何做好长跑运动的科普、培训
工作？历史上的长跑运动对城
市发展起到哪些作用？这些问
题都将在访谈中涉及，欢迎热
爱体育文化运动的读者积极参
与，互动发言。

时 间：14日下午
电 话：18833783089

人物简介：

张仲瀚，1915年生于献

县（今沧县崔尔庄），1933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战中

随贺龙、王震南征北战。曾

任三五九旅七一九团团长、

一野二军六师师长、二十二

兵团政治部主任，新疆生产

建设兵团副政委、第二政

委、党委第二书记，新疆军

区副政委、新疆维吾尔自治

区党委常委、中央农垦部副

部长。1980年逝世。

张仲瀚张仲瀚张仲瀚 生前无分文生前无分文生前无分文 身后一丰碑身后一丰碑身后一丰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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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礼建党百年 记录百名先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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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说他是上世纪 30年代的
文艺家、40年代的军事家、50年
代的农学家。他辞去司令，回家乡
组建抗日自卫军；挺进陕甘宁，保
卫党中央；请缨开赴新疆，农垦事
业是他具体开创，沙漠明珠石河子
是他在茫茫戈壁滩上建立；他开辟
了南泥湾，贺敬之称颂为“陕北的
好江南”；他功勋卓著，文采风
流，但他没有军衔，没有家室，没
有个人财产，留下的只是用生命为
祖国奉献的光辉与灿烂。

发展大生产 开荒南泥湾

“……如今的南泥湾/与往年不
一般/再不是旧模样/是陕北的好江
南/陕北的好江南/鲜花开满山/开呀
满山……”

1943年，著名诗人贺敬之根
据三五九旅垦荒南泥湾的深刻感
受，一气呵成写出以上歌词，由马
可采用陕北民歌的调式谱曲，作为
秧歌舞《挑花篮》的最后一段插
曲，在南泥湾慰问演出。这首歌一
经传唱即红遍边区。

与到处是荒山没有人烟的往日
不同，经革命军民开辟的南泥湾，
鲜花盛开，到处是庄稼，遍地是牛
羊。此时，张仲瀚是三五九旅七一
九团团长，兼任南泥湾垦区区长，
驻军九龙泉，是大生产运动的一面
旗帜。

南泥湾是延安的南大门。革命
军民开垦之前，由于战乱和匪患，
这里是荆棘遍野、人迹稀少、野兽
出没的“烂泥湾”。在抗日战争相
持阶段，敌人扫荡和包围封锁，使
陕甘宁边区及各抗日根据地遭遇极
大困难。抗日军民几乎没有衣穿、
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
没有鞋袜，冬天没有被盖……生存
环境的严酷前所未有。这时，党发
出号召：“饿死呢？解散呢？还是
自己动手呢？饿死是没有一个人赞
成的，解散也是没有一个人赞成
的。还是自己动手吧！”

然而在草木丛生的烂泥湾里开
辟良田谈何容易。部队进驻九龙泉
第二天，张仲瀚召开会议，传达中
央屯田南泥湾、打持久战的有关精
神。为消除战士们思想上的顾虑，
他利用自己丰富的学识，讲了一段

《三国志》中诸葛亮分兵屯田的故
事。谈古论今中，张仲瀚将开垦南
泥湾的战略意义说得绘声绘色、晓
畅通俗。指战员想通了，积极性被
调动起来。

一人一天开一亩荒地，伙食却
只有四两小米，盐、菜几乎谈不
上，病号剧增。张仲瀚带头开荒，
他们发现桦树皮可以缝成草帽、饭
碗，山里的黄杏、谷里的野菜都可
以补充营养，黄芹草蒸制的茶叶还
可以祛热解毒。这些野生物产的利
用，使战士们的身体健康得到有效
改善。开荒让团里不仅实现了粮食
自给，还支援边区政府 5 万多公
斤。纺线织布，养猪放羊，深好文
艺的张仲瀚走上简易礼堂的舞台，
给文艺战士们配戏。

“镇边将军问是谁，燕赵男儿
贵姓张”。朱德、徐特立、谢觉
哉、吴玉章、续范亭等人参观巡视
后，续范亭当场赋诗称赞。贺龙则
欣喜地说，没想到“一个秀才团长
带出一个文化团”。毛泽东主席在
九龙泉视察时，听说桌上摆的鸡鸭
鱼肉都是部队自己生产的，连连夸
奖：这就叫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参加抗日救亡 掩护地下党

张仲瀚原籍沧县崔尔庄镇张崔
尔庄村 （原属献县），生于 1915
年。1931年，他到北平平民中学
读书。学习期间，正值“九一八事
变”，张仲瀚积极参加了北平学生
抗日救亡运动，结织了地下党员曹
幼民，接受党的思想，追求进步，
先后参加“左翼作家联盟”和“左
翼戏剧家联盟”，负责主编进步文
艺刊物《新帆》。

1933年，张仲瀚由曹幼民介
绍参加中国共产党。在党组织的领
导下，办学习班，组织读书会，组
织学生闹学潮，用实际行动抗日救
国。他在津浦路沿线工作时，被敌
人发觉，躲避到在国民政府任职的
伯父处，方逃过一难。为取得公开
职业，伯父介绍他到河北蔚县任科
员，后升科长。1936年，张仲瀚
调任博野县专署秘书。为更好地掩
护党员干部，经党组织同意，张仲
瀚改任博野公安局长，保护了高
（阳）蠡（县）暴动失败后隐蔽下

来的一大批地下党，为以后组建河
北抗日民军储备了骨干力量。

组建自卫军 挺进陕甘宁

1937年，震惊中外的“卢沟桥
事变”爆发，日寇开始了对华全面
侵略战争。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
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

在党中央的号召下，张仲瀚组
织平时培训的各乡“自卫队”组成
了一支千余人的河北民军，自任民
军司令，举旗抗日。这年，他又积
极响应冀中军区干部回乡组织抗日
武装的号召，把河北民军交给了吕
正操司令员，自己回到老家，组织
津南抗日自卫军，任司令员。

他广集人才，壮大抗日力量，
很快发展到 2000余人的武装。抗
日自卫军纪律严明，不断打击日伪
军、恶霸，所在地区的抗日活动如
火如荼。贺龙率一二零师进军冀中
后，津南抗日自卫军和王震的三五
九旅七一九团合编，张仲瀚为团
长。在张仲瀚带领下，七一九团成
为三五九旅的王牌。

1939年，这支部队随三五九
旅从华北调往陕甘宁，担任起保卫
党中央、进行边区大生产、打持久
战的重任。1949年，完成围歼胡
宗南、马步芳、马鸿逵残部的战役
之后，张仲瀚响应党的号召，请缨
随王震开赴新疆，开始了更为艰巨
的征程。

“烂泥湾内去开荒，胜利之后
去新疆，成了光棍，丢了爹娘。”

当时流传于部队个别战士中的这首
打油诗，说明了开拓新疆的艰辛。
面对茫茫戈壁滩，张仲瀚却有这样
的豪情：“雄师十万到天山，且守
边疆且屯田。塞上江南一样好，何
须争度玉门关。”

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张仲瀚调
集大量物资救助家乡沧州，救济无
数饥民。然而一去轮台连朔漠，他
却再没能回到故乡。1980年 3月 9
日，遭受冤狱8年之久的张仲瀚将
军不幸病逝，骨灰散落在新疆广袤
的大地上，与苍茫云山化为一体。

2011年，沧县原副县长娄锡
文走访知情人、行程数万里，编著
了《无衔将军张仲瀚》；2019年，
沧县县委县政府、新疆生产建设兵
团电视台联合摄制的电视纪录片
《无衔将军张仲瀚》，获第十三届河
北省“五个一工程”优秀作品奖。
从此，张仲瀚将军在战争与和平建
设时期的故事走进大众视野，他的
丰功伟绩、两袖清风，令沧州父老
为之鼓舞、泣下。

十年干戈老，四海痛哭深。张
仲瀚生前，部队司令部曾为他准备
了宿舍，他一天也没住过。1978
年，组织上给他补发了 3 万元工
资，他先拿出 2万元补交了党费，
余款分赠给司机、秘书、警卫员，
只给侄女留下区区450元钱。

他，房无一间，钱无分文，乘
清风而去，化作天山云烟。他身后
曾经的万里风沙、千里戈壁，却被
他开拓成一片片绿洲、一座座新
城，水碧天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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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首家喻户晓的革命歌曲，几
经波折的署名纠纷，扑朔迷离的作
者身世。名曲《解放区的天》响彻
新中国成立之日的阅兵大典，奏响
在新中国第一部革命历史大型音乐
舞蹈史诗里。就是这样一部脍炙人
口的革命歌曲，其作者刘西林，50
多年来鲜为人知，他的具体籍贯和
身世，至今仍被家乡人所探寻。

法院判决
保护刘西林署名权

1999年9月，北京市第二中级
人民法院对胡守云诉某公司侵犯著
作权纠纷一案作出判决：被告某公
司停止出版发行、销售未对《解放
区的天》予以正确署名的出版物；
被告于判决生效后7日内向原告书
面致歉；被告赔偿原告胡守云相关
费用。

3年之后的 7月，北京市第二
中级人民法院再次就胡守云诉另外
一家公司的著作权纠纷案作出判
决：被告出版发行的涉案光盘中收
录了歌曲《解放区的天》，署名为

“佚名词曲”。未能给创作者以正确
署名，侵害了刘西林的署名权，被
告应承担停止侵权、赔礼道歉、消
除影响的法律责任，立即停止出版
发行未对歌曲《解放区的天》予以
正确署名的光盘，判决生效后 10
日内以书面形式向原告致歉并赔偿
经济损失。

这是两个不同的案件，却都是
涉及到《解放区的天》作者为谁的
案件。最终，法院以判决书的形
式，为《解放区的天》作者刘西林
正名。

其实，1995年 12月 20日，中
国音乐著作权协会已经对《解放区
的天》进行过作品登记，记谱作词
为刘西林；同年 12月 26日，北京
市版权局也对《解放区的天》进行
了作品登记。但这些登记并不广为
人知，由于作品以前为口头流传未
曾正式出版，有关音乐类书籍里，
对这首歌曲的署名，不是“佚
名”，就是另一音乐家陈志昂。虽
然陈志昂曾在媒体上发表过自己不
是《解放区的天》作者的声明，多
名知情人士在《人民音乐》等专业
刊物上发表刘西林创作《解放区的
天》词曲由来等多篇文章，可惜的
是，署名问题在以后的出版物中依
然出现了偏差。

两起案件里的原告胡守云，是
刘西林的遗孀，而刘西林，已于
1998年 12月 4日去世。刘西林生
前未能看到法院对《解放区的天》
署名权的保护，成为遗憾，而家属
的心情和《解放区的天》的真正作
者，却如歌词所写的那样，随着判
决的到来而明朗起来。

新秧歌里
唱红《边区的天》

194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
上的讲话》发表，这部光辉的著作
总结了新文化运动以来的经验和教
训，联系延安和各抗日根据地文艺
界存在的问题，提出了中国共产党
解决这一系列问题的理论和政策。

那时，刘西林随一二零师的战
斗剧社返回晋绥边区开展大秧歌运
动。根据《讲话》精神，他创作了
这首歌曲，反映了党领导的根据地

如火如荼的革命运动。
据刘西林生前回忆，这首歌用

的是流行于沧县南部和盐山一带民
歌《十二月》的曲调。逢年过节，
当地百姓就踏曲舞唱，寄托对太平
生活的渴望。刘西林从小耳濡目
染，“正月里来正月正，家家户户
挂红灯”“呀呼咳呼咳……”的歌
调，事隔多年仍常在耳畔回响。
1943 年春，刘西林写了秧歌剧
《逃难》，描述国统治区百姓为躲避
水灾、旱灾、蝗虫、反动派四害之
苦，逃难到共产党领导的晋绥边
区，过上了好生活。根据剧情需
要，他把《十二月》曲调增加了音
符，填上了新词，作为主题歌以歌
颂党的领导，名为《边区的天》。
后来歌词“边区的”改为“解放区
的”，歌名也随之变成《解放区的
天》。

著名作家柳青在小说 《种谷
记》中描述，约1945年春，《边区
的天》就已传遍陕甘宁，接着又传
到其他地区。1949 年 10 月 1 日，
中国人民解放军联合军乐团奏响的
《解放区的天》等曲目，成为阅兵
仪式上的标配。 1964 年 10 月 2
日，随着在人民大会堂大型音乐舞
蹈史诗《东方红》中《解放区的
天》的演播，这首歌红遍全中国。

家乡人探寻
作者身世之谜

许多沧州人都能哼唱《解放区
的天》，但知道刘西林的并不多。今
年，沧州音乐家常连祥写作《<解放
区的天>和刘西林》一文。3月，李
炳天将军电联本报记者和有关人

士，问询刘西林的身世和具体籍
贯，刘西林走进家乡人的视野。

在刘西林回忆中，他自称是沧
县人，大体在沧县东南一带，但到
底是哪个乡镇哪个村，没有说明。
根据《解放区的天》原曲调的流行
范围，人们大致划为沧县、南皮、
盐山、孟村交界处。但不能确定具
体村镇。3月初，本报记者查询北
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判决书，查
实刘西林原籍南皮，那么他所在村
庄应大致是解放前原属沧县今属南
皮的地带。刘姓是南皮望族，据此
推测刘西林大概是南皮王寺、小
集、鲍官屯等乡镇人，但是李炳天
将军等人和本报记者问询南皮文史
界和王寺镇、集北头村、小集村有
关人士，均不能详。

《沧州日报》在2007年曾刊登
《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一文，
本报记者查询原文并询问作者刘立
鑫，只得到刘西林是南皮人的概
况，具体村镇依然不详。考虑到那
时的革命青年为了保密或不喜欢原
名的情况，刘西林一名可能是革命
后所改。随后，本报记者购藏到刘
西林钢笔签名的内部资料《贺龙与
战斗剧社》、刘西林写给战友筹划
编写此书的毛笔信札 3封，果然，
在此书里，刘西林名字后备注原
名：刘锡林、刘锡琳。

在“锡”字上起名，大体应属
南皮集北头刘姓，但是否就是该村
人，尚缺乏资料佐证。

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而作
者刘西林的具体籍贯，目前仍难确
定。这位革命音乐家的迷离身世，
参加革命前后的具体情况，还有待
家乡人继续探寻解密。

人物简介：

刘西林，1920年12月

10日生，南皮人（原属沧

县）。1936 年参加革命，

1937年参加八路军，1938

年初被分配到贺龙一二零师

战斗剧社。1942年被派往延

安鲁艺学习。1943年春，创

编歌曲《解放区的天》。历

任东北电影厂副厂长、吉林

省文化局副局长、国家对外

文委演出公司副经理、中国

人民对外友协副秘书长、驻

外使馆政务参赞，1998年去

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