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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台书香

长城脚下卢沟月，几度挥泪洒青天。一寸山河

一寸血，多少英雄人未还。

卢沟桥是每一个中国人心头的隐痛，没齿不

忘！有些歌，像散落的珍珠，不知道丢哪儿了。

我儿子七岁那年，跟少年宫一位姓魏的老师

学过两年试唱练耳。开始是在学校，后来到少年

宫，再后来在魏老师家里，付一点费用。魏老师家

里有两个旧书柜，全是老歌本。我看到了一本《中

国民歌·河北卷》，是油印本，简谱版，有半块砖头

厚，是河北音乐家协会1962年印制的。我厚着脸

皮，把油印歌本借回家。

这本民歌有300多首，其中，河北地域的《茉

莉花》，就有丰宁县、滦县、昌黎县和南皮县四个

版本。是词曲相似又相对独立的版本。都是纯正的

乡音乡情，是劳动人民心底流淌的歌。

在这个旧歌本上，还有一首歌叫《卢沟问

答》，引起我极大的兴趣。歌词乍一看，前面一段，

是一首比较纯粹的民歌、民谣：“永定河为什么叫卢

沟？卢沟桥又是什么时候修？桥有多宽多长多少洞哟？

桥上的石狮子有多少头？永定河水浑叫卢沟，卢沟桥是

金朝大定二十七年修，桥有六丈六尺宽，六十六丈长，

还有一十一个洞呀，桥上的石狮子有百多头。”

第二段的歌词比较写实：“什么人的游记写得

好？什么人题诗老悲秋？什么时候这儿打了一次仗？只

杀得白骨如山水不留。什么事万年还遗臭哟？什么事才

千古美名儿留？马可·波罗的游记写得好，元好问题诗

老悲秋，十三年打了一次仗，只杀得白骨如山水不留。

自相残杀万年还遗臭哟，只有抗敌救国才千古美名儿

留。”最后一段歌词第三句“十三年打了一次仗”，

说的是民国十三年也就是1924年爆发的第二次直

奉大战，冯玉祥联合张作霖与吴佩孚厮杀的那场

内战。

这首歌的曲风、曲调和河北著名的民歌《小放

牛》有点靠近。当然，仅仅是靠近，主旋部分还是

有许多区别，毕竟，不是一首歌曲。作为一个音乐

爱好者，我曾买过500多盘盒带、300多张CD；各

种类别的歌曲，从广播电台上也听了几十年，不知

道为了什么，没有听过哪位歌手唱过这首歌。

许多年过去了，这首歌，在我记忆里沉睡了下

来，我仅仅是偶尔想起来，哼唱三五句而已。有一

年，我在三河的“天下第一城”住了九天。当了一回

“五个一工程”电视剧的评委。恰巧，连续多日和评

选歌曲的评委们在一个桌上吃饭，曾向几位搞音乐的

专家们请教或打听过这首歌，没有人给我答复。

又过了两年，我认识了一个写诗的朋友，他们

单位离卢沟桥不远。每逢秋日，也就是中秋前后，

这位朋友都要邀请众人到卢沟桥转转。我受邀跟

着去了两趟，一回是上午，一回是傍晚。我一踏上

卢沟桥，就想起了这首歌。我两度把这首歌唱给

朋友们。一次是在抗日战争纪念馆的一个会议室；

另一次是在古老的卢沟桥上，在晚霞染红西天的

暮色里。我清晰地记得，朋友们对这首歌，均一无

所知。我有点儿寂然。我决定在网上搜一搜《卢

沟问答》的视频。视频搜索无果。我心有不甘。隔

了些日子，我又在网上遛来遛去，终于，找到了一

个视频。画面里，一个八十多岁的老人坐在旧沙发

上，伸着脖子，嘴唇一张一闭，但几乎听不到她的

声音。一位五十来岁的女士靠在老人身旁，手里还

拿着抄着歌词或歌谱的一个黑皮儿本子，百分之

九十五的声音，是她唱的。尽管唱得不太专业，或

许还稍微有一点儿跑调，但是，情绪饱满，十二分

的投入。那位八十多岁的老人，左手拿着一把扇

子，断断续续地打着拍子。这段视频，仅仅2分48

秒。让我感觉心安的是，我搜到了一点珍贵的文字

资料。得知，《卢沟问答》的词作者是著名的戏剧

家田汉先生。

有一位叫曾敏之的作家在一篇文章里写道：

“流金岁月已流去了半个世纪，这首《卢沟问答》

似已被人遗忘。原作词者是田汉先生，我托友人远

从北京找出《田汉文集》抄到了歌词。”田汉先生

是在什么背景下，写的这首词作呢？

1937年7月底至8月初，田汉先生写过一部叫

《卢沟桥》的话剧，导演是洪深先生。1937年7月

16日，当时的南京新闻记者协会派代表找到正寄

居南京的剧作家田汉先生，请他写一个抗日题材

的话剧剧本。田汉当晚就动笔写作，取名为《卢沟

桥》。他还请来洪深、马彦祥等人导演，请来上海、

南京的一些著名演员参加演出，所有人员都不取报

酬。剧中的插曲都由著名音乐家张曙编曲。为了易

唱易记，张曙采用了老百姓熟悉的民歌曲调，谱写

了《卢沟问答》《好大刀》《送勇士出征歌》《卢沟

桥》等曲。这些歌曲在戏公演之前，已经陆续在报

纸上发表了。

1937年8月9日，话剧《卢沟桥》在南京公

演，剧作家田汉和导演洪深亲自登场，张曙和冼

星海也都上台扮演拉洋片的江湖艺人，王莹、胡

萍扮演女兵。据当年《金陵日报》记者陈樾山先

生回忆：

大幕一拉开，观众就和剧中人物一起来到卢沟

桥畔，台上台下，同仇敌忾，心心相连。台上喊“保卫华

北，收复失地，把敌人赶出去！”台下观众也跟着喊；

台上唱《义勇军进行曲》，台下也跟着唱。

第四幕的结尾，是争夺卢沟桥畔的一块阵地。导演

安排一些扮演二十九军官兵的演员藏在剧院的一个角

落。舞台上的争夺战开始之后，士兵们从观众席冲上舞

台，满场喊杀之声，舞台上硝烟弥漫，火光迸射。

话剧《卢沟桥》在南京连演15天。日夜两场，

场场爆满。我个人推断，《卢沟问答》这首歌应该是

在第一幕或序幕时演唱的。此后数十年，这样一首

歌不知为什么就被人们遗忘了。这样一首歌，为什么

没有得到广泛的传播呢？这样一首歌，真的就与观

众或听众无缘了吗？不会，不会的。绝对不会！

2009年8月9日，由文化部、中国文联共同举

办，中国音乐家协会、东方歌舞团等单位承办的

《记忆·情深—王昆从事革命文艺工作七十周年

师生音乐会》，在北京国家大剧院与观众见面。整

台音乐会由五个篇章组成，第一个篇章叫《卢沟风

烟》。第一个篇章的第一首歌，就是《卢沟问答》。

大幕拉开。歌唱艺术家王昆和一群八九岁的孩子们

一起出现在舞台上。84岁高龄的王昆，身着传统民

族样式的蓝花布上衣，神采依旧。手持红樱枪的孩

子们站成两排，穿着中式小褂儿。

孩子们：“永定河为什么叫卢沟？卢沟桥又是

什么时候修？”

王昆：“永定河水浑叫卢沟，卢沟桥是大定

二十七年修。”

孩子们：“桥有多宽多长多少洞哟？桥上的石

狮子有多少头？”

王昆：“桥有六十六丈长，二丈八尺宽，还有

一十一个洞呀，桥上的石狮子有百多头。”

接下来是王昆唱，孩子们和声：“一九三七

年，七月七这一天，日本强盗在卢沟桥挑起祸端。

二十九军英勇抵抗不怕牺牲，鲜血染红了永定河

畔。民族英雄佟麟阁、赵登禹一马冲在前，为国捐

躯的美名万代传。”

在歌声中，屏幕上方打出一排字幕：《卢沟问

答》，作曲张曙、作词田汉、演唱王昆等。我是在手

机上看到这段视频的，是中央电视台录播的音乐会

剪辑。

我先是发了一阵呆，然后把最后六句歌词，记

在一张纸上，再一行一行往电脑里输。六句歌词，敲

了七八分钟。我几度停下来，站在窗前，看着二环路

上的车流。我怕自己在办公室里，突然泪流满面。

《卢沟问答》这首歌究竟有多少版本？我还说

不太准确。王昆和孩子们共同演唱的这个版本，大

约应该是根据田汉先生的词作重新整理后的新版

本。这个版本，内容集中，并在时代感、音乐感染力

等诸多方面，独具魅力。

当时是2015年夏末时节，我很想把有关《卢

沟问答》的事情完完整整地叙述出来。此前，我写

过一篇千余字的文章，也叫《卢沟绝唱》，资料不

足，没讲太清楚。再次着笔时，困惑依旧。朋友说：

“你在网上搜索资料时，不妨用繁体字搜索一下，

你试试。”我搜到了一份手写的《卢沟问答》歌

谱，写得工工整整。歌词与本文开头时向读者介

绍的词作一字不差。与此同时，找到了七十多年

前，长江歌咏团演唱《卢沟问答》的音频。可以

反复欣赏。

更让人惊叹的是，在网购发达的今天，一家叫

“红树康桥”的网店正在出售《卢沟问答》的唱片，

黑胶木的原版老唱片，价位1500元；另一家叫“岁月

留声黑胶社”的网店，也在出售这张唱片，且介绍资

料较细：“胶木粗纹唱片、民国、怀旧歌曲、普通话、

替代包装、78转、顺丰速运25元，价位3500元。”

本文前面，我说曾搜到一个八十多岁的老人和一

位五十来岁的女士唱《卢沟问答》的视频。头几天我

又读到了那位女士写的博客，女士的网名叫灵飞。

在86岁老母亲的记忆中，老歌有无数。她在

学校里正式学的大半是抗战歌曲。还有些流行歌

曲在后来的歌本中可以见到。但仍然有些我从没

听过人家唱，在歌本里也从未见到。于是根据她的

唱法记录下来。多半我也学得差不多。大病后的母

亲唱歌很艰难了，我鼓励她，陪她一块儿唱唱录于

此，敝帚自珍吧。“歌中误差一定不少，期待有知情

者为我们纠正啊！”

《卢沟问答》一直留存在百姓们心底。《卢沟

问答》是一首绝唱！

是每一个中国人不该遗忘的绝唱！

我在网上，看到过许多与卢沟桥抗战相关的

诗句与对联，其中有一首诗，叫《卢沟月》，写得有

荡气回肠之感：“长城脚下卢沟月，几度挥泪洒青

天。一寸山河一寸血，多少英雄人未还。”在众多的

对联佳作之中，有两副让人铭记于心。

一则是：“一座石桥昭国史，千秋皓月照卢

沟。”另一则是：“往事悠悠，永定河边千古月；秋

风瑟瑟，卢沟桥下半船歌。”

■ 来源：丰台区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文/张文睿

《丰台风情咏》
诗歌选登

草桥春渡
韩四维

山色晴分柳，春云马亦骄。

蝶知寻气早，鸥引野心迢。

踏月清归寺，携诗瘦渡桥。

樽空村贳少，坐惜饮虚蕉。

                 来源：《帝京景物略》

草桥庄诗
管绍宁

官闲更喜调相同，把手郊园兴未穷。

一曲水环鱼藻绿，几肩花过石桥红。

柳阴落日帘斜出，荷气微风香暗通。

池上客逢藜火夜，霜星应曜尾箕中。

                来源：《帝京景物略》

遇“荐”好书

《西海固笔记》

 季栋梁 著

作者是土生土长的西海固人，对这

片土地有着深厚的感情。他清楚地了解：

近半个世纪西海固的历史，就是一部扶

贫的历史；西海固的扶贫史，就是新中国

扶贫史的缩影。在《西海固笔记》中，他

以自己的独特观察和细腻笔触，全景式、

多方位抒写西海固这片土地两千年的沧

桑巨变以及巨变背后的时代缩影和精神

嬗变，直抵历史和人心深处。作品以贴近

现实的创作见证脱贫攻坚这一伟大历史

进程，选取了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事件，如

“吊庄移民”“梯田建设”“盐池治沙”“扬黄灌溉”“井窖工程”“劳

务输出”“菌草种植”“滩羊银行”等等，通过实实在在的生活变迁，

以大量翔实的资料和数据，全景式、多方位，令人信服地反映了西海

固地区的巨大变化，写出了新时代的重大主题。

《中国方案：工业遗产保护更新的100个故事》

韩晗 著

工业遗产，是中国城镇化过程中的

一个重要议题，面临如何保护更新的

现实挑战。近十年来，随着一些城市步

入存量发展阶段，建设用地供应有限，

向存量工业“要空间”愈加迫切，工业

遗产面临着紧迫的去留问题。中国如何

在发展中平衡工业遗产保护与更新的

关系，既是一段值得回顾的当代史，也

是应予推广的“中国方案”。本书深入

浅出地阐述了中国工业遗产的“中国

特色”，不仅从“中国式现代化”的视

角重新审视了工业遗产保护更新的重要意义，提出“红色工业遗

产”“自我绅士化”等概念，丰富了工业遗产研究的相关理论，还通

过大量实地调研和追踪研究，遍访300多个国内工业遗产项目，遴

选讲述了100个生动鲜活的保护更新案例。

卢 沟 绝 唱

卢沟新貌。王秀丽 摄

《卢沟新绿》 何新起 绘

 - 文润丰台·佳作有约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