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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年前，他挥舞出共和国的第一个音符
1949年10月1日14时30分，北京

天安门广场。
华北军区军乐队队长罗浪，提

前半个小时就率领军乐团站到了天
安门城楼的正前方。作为整个乐团
的总指挥，他屏息凝神，微微昂
首，盯着天安门城楼。身后，两位
分指挥目不转睛地盯着罗浪。再向
后， 2 0 0名军乐队队员盯着分指
挥，紧张而急切地等待着那个庄严
时刻的到来。

15时整，举世瞩目的开国大典
在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毛泽东主
席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
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随即，
罗浪举起指挥棒，沉着地指挥着军
乐队队员精神饱满地演奏了雄浑激
昂的《义勇军进行曲》。

就是天上下刀子也不能动

1947年10月，晋察冀军区野战
兵团在清风店打了个大胜仗，歼灭
了国民党第三军主力并俘虏了该军
军长罗历戎。罗历戎是黄埔军校毕
业生，被俘后见到曾任黄埔军校教
官的聂荣臻，开场白就是：“人也
被打散了，枪也被缴获了，就剩下
一个军乐队了，算是送给老师的见
面礼吧。”

当时任晋察冀军区抗敌剧社乐
队队长的罗浪闻讯后非常惊喜，赶
紧缠着上级说，请把军乐队留下
来，千万不要遣散，以备将来之
需。

几天后，聂荣臻叮嘱时任华北
军区宣传部副部长的张致祥：“尽
快将国民党第三军的军乐队收容过
来。”受领任务后，张致祥来到抗
敌剧社对乐队队长罗浪说：“赶紧
带人把国民党第三军军乐队收容过
来，以此为基础，成立我们自己的
军乐队。”

罗浪和战友单洪顺一起，历时
半个月，在保定、高碑店一带找到
了所有军乐队队员。经过组织上政
审、鉴定和调查，最后确定留下40

人，与抗敌剧社音乐队原有的十多
人，经聂荣臻司令员批准，改编为
我华北军区军乐队(后来，以此为基
础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队正式成
立，罗浪担任军乐队队长兼指挥)。
紧接着，罗浪又马不停蹄地到石家
庄军校青年训练营挑选了40多人。
他们当时所使用的乐器多数是日本
人投降后留下的。到了1949年8月，
组织上决定由罗浪负责组建一支
200多人的联合军乐队。之后，他
又联合了20兵团各部队的军乐队成

员，并收编了北平警察局军乐队20

多人，组成了200多人的联合军乐
队。

直到1949年8月初，罗浪才知道
组建的这支联合军乐队将要参加的
不是一般意义上的阅兵，而是开国
大典。开始还保密，从阅兵副总指
挥聂荣臻到阅兵指挥部主任杨成
武，都再三强调这次阅兵的意义十
分重大，要大家“一切行动听指
挥”。聂荣臻还向全体人员发出一
道命令：如遇空袭，要原地不动，
天上下刀子也不能动，保持原队
形。

为什么不用我们自己的乐曲呢

1949年9月27日，在中国人民政
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上，
《义勇军进行曲》被确定为代国
歌。

当《义勇军进行曲》被确定为
代国歌的时候，负责通知此事的工
作人员却忘了通知罗浪由他在开国
大典上指挥这一首重要曲目。两天
后，罗浪接到了迟来的电话后，立
即着手配器。他挑灯夜战，凭着自
己对乐曲的理解和顽强的毅力，在
很短的时间内拿下了对代国歌的总
谱配器。经过反复计算，罗浪决
定，配合国旗上升时间，《义勇军
进行曲》要连奏3遍。

国歌确定后，开国大典的阅兵
式上又采用什么乐曲呢？这也是一
个大问题。

9月初，阅兵指挥部就召开会
议，几经讨论，都难以定夺。罗浪
心里嘀咕着：赶紧定吧，定完了我
们好练呀！

当时有部分人主张按老规矩

办：采用旧军队的阅兵曲即德国的
乐 曲 ； 也 有 部 分 人 主 张 “ 一 边
倒”，全部采用苏联乐曲，因为我
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只能用“老大
哥”的乐曲。

罗浪则提出了第三种方案，就
是要用经改编的我军的某些革命歌
曲。新中国自己的庆典，为什么不
用我们自己的乐曲呢！况且华北军
政大学曾在石家庄搞过一次阅兵
式，用的就是经罗浪改编的我军军
乐曲，并获得中央首长的肯定。

三种意见争论激烈，哪个也不
能轻易否定，这让阅兵指挥部主任
杨成武为难了，略倾向于第三种意
见的他让罗浪连夜起草了一份文字
方案，一并上报到中央军委。那些
哼唱了多年的熟悉的旋律，获得了
中央首长的肯定，聂荣臻批示“同
意用我们军队自己的曲子，请五大
书记审阅”。毛泽东随即潇洒地挥
笔写下了“以我为主，以我国为
主”9个大字，周恩来批阅“同意
主席的意见”。

罗浪当时所报的曲目是《东方
红》《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中国
人民解放军进行曲》《没有共产党
就没有新中国》《团结就是力量》
等。时光荏苒，这些歌曲至今仍在
人民群众中广为传唱。

200人的演奏，没有错一个音符

1949年10月1日15时，令世界瞩
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拉开
了序幕。罗浪率领着军乐团在13时
便进入天安门待命。

秋天的北京是最美的，天高云
淡，一切都透着喜庆。参加开国大
典的军乐团军装和皮鞋都是新发

的，就连乐器也都重新喷上了漆，
在阳光下闪闪发亮。200人的军乐
队面向天安门城楼，站成两个方
队，各自以10行横队和10行纵队的
宏伟气势奏响同一支乐曲。

罗浪回忆说，我把大小军鼓都
安排在第一排，这在当时是一种创
造性的思路，是为了展示一种威武
整齐的新面貌，是为了形成一种鼓
乐喧天的大气势，以宏伟的气势等
待着党和人民的检阅。此时，毛泽
东和开国元勋们正沿着城楼西侧的
古砖梯道，健步登上天安门城楼。

突然，罗浪的心又“突突”地
跳了起来。当时还没有报话机这类
设备，当毛主席登上天安门时，城
楼上如何通知罗浪开始演奏《东方
红》呢？在排练时，典礼指挥张致
祥望着城楼上飘舞的红旗，急中生
智：何不用块小红绸子在城墙上向
罗浪发信号呢？于是张致祥与罗浪
事先约定：就用这种土办法发出信
号！

14时30分，紧张而又兴奋的罗
浪，悄悄瞄了一眼军乐队，只见队
员们个个仪表端庄，军姿挺拔。阳
光下乐管泛金，乐鼓流银。

14时50分，一直守候在城楼西
侧的典礼指挥张致祥，看着毛主席
和中央领导谈笑风生，拾级而上。
此时，罗浪正紧张地盯着张致祥。
当毛主席一行登上天安门城楼时，
张致祥立即向乐队挥起了红绸子。
顿时，军乐队奏响了高昂的《东方
红》。这是9月30日刚刚敲定的欢
迎曲。

15时整，大典司仪林伯渠宣布
庆典开始。接着，毛主席以洪亮的
声音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
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

当时的气氛既热烈又紧张，司
仪宣布“升国旗”“鸣礼炮”后，
却忘了宣布“奏国歌”。毛主席的话
音刚落，罗浪就准备指挥军乐队演
奏国歌，却未听到司仪发布命令。等
了大约半分钟后，罗浪按预定的程
序，果断地指挥军乐队奏起了国
歌，天安门广场上顿时欢声雷动。

司仪紧接着宣布阅兵式开始，
军乐队奏响了雄壮的《中国人民解
放军进行曲》。步兵、骑兵、炮兵
和坦克兵等方队依次通过天安门广
场，共和国年轻的空军也首次驾机
掠过天安门广场的上空……虽然军
乐队排练时间非常短，但在开国庆
典上，200人的演奏，没有错一个
音符。

后来，毛主席对军乐队在开国
大典上的出色表演十分赞赏，兴奋

地说道：“我们国家这么大，天安
门又这么大，要有一支千人军乐团
嘛！”于是，1951年初，有关部门
责成罗浪负责筹建一支千人军乐
团。聂荣臻为此批示并专门拨出经
费用于军乐团建设。同年7月，军
乐团扩编为1000人，罗浪担任团长
兼总指挥。

国庆节都会到天安门看一看

罗浪是人民音乐家冼星海的学
生，1937年从马来西亚回国。抗战
前期到上海求学，1 7岁时到达延
安，1939年到达敌后抗日根据地晋
察冀军区……他说，开国大典是对
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一次大总
结、大检阅，是解放区党组织和地
下党组织的一次大团圆，也是一次
战利品的大展览。

开国大典后，罗浪于1949年底
南下，后来调到上海军管会文艺处
工作。1950年，任上海交响乐团副
主任。1951年，罗浪又回到北京，
为国庆两周年筹建千人乐队，作为
华北军乐团团长、总指挥，他参加
了国庆两周年庆典。1952年，罗浪
出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首任团
长。此外，他还担任过中国人民解
放军第一所军乐学校的校长、训练
总监部军事电影处处长、中央广播
乐团团长、八一电影制片厂军教制
片室主任。他曾获三级独立自由勋
章、三级解放勋章。2002年罗浪被
授予第二届中国音乐“金钟奖”终
身荣誉勋章。

罗浪的音乐创作内容十分丰
富。他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
创作的作品有歌曲、大合唱、歌剧
等200余首。这些歌曲，成为鼓舞
人民、打击敌人的有力武器。新中
国成立后，他在军乐曲方面又创作
和改编了数十首，如典礼、仪式用
曲《东方红》《中国人民解放军进
行曲》《分列式进行曲》等。他还
为话剧《子弟兵与老百姓》《戎冠
秀》，为电影《晋察冀新闻》(一、
二、三号)《百万雄师渡长江》等创
作音乐，指挥录音。他的作品广为
流传，深受欢迎，周恩来总理曾选
用他的军乐唱片作为馈赠外国贵宾
的政府礼品。

罗浪几乎每年国庆的时候都会
到天安门看一看，停一停，回忆往
事。天安门广场浓缩着中国的发展
之路，当一个个方队踏着他们演奏
的旋律走过时，那种激动而自豪的
心情，是无法用言语来表达的。

(文/王建柱 来源:《解放日报》)

大连市金普新区向应街道关家
村关向应故居旁边，有一棵百年国
槐，这是关向应少年时和父亲一起
种植的，每年来此瞻仰的人络绎不
绝。正如这棵百年国槐一样，关向
应献身革命、忠心耿耿为党为国的
精神，将永放光芒。

关向应原名关致祥，字和亭，
满族人，1902年出生于辽宁省金县
大关家屯一户农民家庭。1924年加
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同年赴上
海，进入共产党人创办的上海大学
学习，后改名关向应，志在响应主
义之召唤，为之而奋斗。

青年关向应生活在日本的殖民
统治之下，痛切地感受到当亡国奴
的耻辱。政府的腐败，民族的屈

辱，在他心灵上留下了深刻创伤。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爰本斯
义，愿终身奔波，竭能力于万一，
救人民于屠(涂)炭，牺牲家庭，拼
死力与国际帝国主义者相反抗，此
侄素日所抱负，亦侄唯一之人生观
也。”1924年底，在赴苏联学习前
写给其叔父的信中，关向应抒发了
自己报效祖国、献身革命的宏伟抱
负。1925年1月，他加入中国共产
党。

五卅运动爆发后，关向应奉调
回国，在上海、山东、河南等地工
作，为恢复当地的党团组织作出了
卓越贡献。1932年1月到湘鄂西革命
根据地，任中共中央湘鄂西分局委
员、湘鄂西军事委员会主席、红三

军政治委员。1934年，在枫香溪会
议上，关向应严肃批评了当时存在
的“左”倾错误，会议通过了恢复
红三军党组织和政治机关、停止肃
反、建立黔东根据地等正确决议。
枫香溪会议把濒临绝境的红三军从
“左”倾错误的危害中挽救出来，
也让贺龙真正认识了这位中央派来
的政委，贺关二人相互了解、取长
补短、相得益彰，创造了我党我军
历史上高级干部肝胆相照、精诚团
结、长期合作的光辉典范。

抗日战争爆发后，关向应任八
路军120师政治委员。他与贺龙等
同志率120师主力，东渡黄河，进
入山西。1937年10月，120师在关向
应与贺龙的指挥下，在雁门关伏击

日军汽车队，粉碎了日军两条交通
补给线，对于迟滞敌人的进攻起了
重要作用。

长期的戎马生涯，艰苦的战斗
生活和紧张繁重的工作，关向应积
劳成疾，但他始终忍受着疾病的折
磨，在艰苦的战争环境中拼力工
作，为中华民族解放事业奋斗不
息。1946年7月21日，关向应同志因
肺结核病在延安逝世，年仅44岁。
毛泽东写下“忠心耿耿，为党为
国，向应同志不死”的挽词。

“关向应青年时代不屈不挠的
斗争精神，代表了炎黄子孙不甘屈
辱、争取自由解放的高尚品质。他
走上革命道路后，孜孜不倦地追求
马列主义，具有很高的理论修养。
他坚韧不拔的意志，严于律己的品
格与善于团结他人的风范，始终是
他留给后世的宝贵精神遗产。”关
向应纪念馆宣教科负责人谷金丽
说。

(据新华社)

关向应：忠心耿耿为党为国

开国大典盛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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