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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如星高如星：：
战火中成长起来的音乐家战火中成长起来的音乐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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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下因为新冠肺炎疫情，我和
弟弟、姥姥每天都窝在家，该吃吃
该睡睡。待在家里真是闷得不行，
每天从早到晚我与弟弟站在明亮
的窗台前，向楼下两旁张望去，楼
前、楼后除停留多日的车辆外，竟
无人走动。

初五那天，阳光明媚，天格外
蓝，我与姥姥全副武装从凤凰城去
往通行便利超市买菜发现，往日熙
熙攘攘的朝阳大街竟有些冷清和
空旷，偶尔走过两三人，也与我们
一 样 ，戴 着 口 罩 ，谁 也 认 不 出 谁 。
来到超市，售货阿姨也把自己包得
严严的，除几个买菜和生活物品的
人外，其他区域都一改往日拥挤和
喧哗。

买好苹果和菜，我与姥姥匆匆
忙忙地回到楼前，昔日健身器材齐
全的小广场一片热闹，现在也没有
人了。谁都知道这种情况还是待
在家里好。

然而，乐善好施、脾气稍倔，已
经 58 岁的退休工人姥爷却不怎么
听 话 ，惹 得 姥 姥 既 生 气 又 哭 笑 不
得。

从大年初二开始，姥爷每天早上戴着口罩，拿起扫
帚、簸箕，不顾姥姥百般阻拦和唠叨，以搞好卫生、防止细
菌为由，把我们这个单元从 6 层到 1 层仔细地打扫一遍。
看到楼下别人扔下的食品垃圾，走 60 多米都要扔到专门
的垃圾桶里。还每隔两三天就用抹布、水桶把楼梯栏杆
擦一遍，并义务从村委办公室拿着宣传标语张贴在各单
元门，给邻居们领特殊时期行车证明单。

更令人“不能原谅”的是把我们家从东区 36 楼大众药
店买的 40 只口罩，拿走 30 只送给卖牛奶的老爷爷和捡废
纸的老奶奶，担心这些人舍不得买口罩，万一感染怎么
办。

除过早上出去，其他时间他倒是听从国家号召，宅在家
里哪儿也不去。一整天手里捧着个手机刷屏，嘴里有时唉
声叹气，有时候自言自语，关心着省内、全国的一组组数
据。给他打电话聊天的人也多，（天呀，他的朋友也真够多
的啦！）家务活则都是姥姥一人干，姥姥干的累了，就说自己

“瞎了眼”嫁错人啦！并声泪俱下历数姥爷所谓的种种“罪
行”……

姥爷属于那种脾气倔又有犟劲的人，家里人不理解
他，然而邻居们却都说他是个好人！

别的我也不知道，有两件事令我铭记于心。
去年清明节中午时分，姥爷骑摩托从棚户区南门吃

饭回家，路经桥南村与新区教师楼交界处，发现那片树林下
堆积的枯叶着火了，别人都在观望，他则在打了 119后独自
拿起树枝拍打救火，火是消防车灭的。可是当姥爷回家后，
姥姥过年时给他买的新皮鞋烧焦裂口，外裤、秋裤有些地方
都烧破了。为此，姥姥一周都没理他，饭也让他自己做自己
吃。

还有一件事是 2018 年 6 月下旬的一天，当时我还在
永安路小学上学，每天正常接送我上下学的姥爷，这天到
12 点半了还不见人影，“害的”我自己步行返回新区。结
果是老先生从棚户区早市买菜归来后，发现 7 号楼、5 号
楼路口有一个小皮包丢在地下，打开发现里边：装有两千
多元现金，两张银行卡，还有一部套有包装盒的新手机。
他硬是站在烈日骄阳下，整整等了 4个小时。原来是一家
小两口从城里买了一堆东西，结果拿水果和食品时，把小
皮夹子掉在地上了。直至他俩从城里没找到垂头丧气返
回来时，姥爷问好原委后才物归原主。中午，这一对年轻
人领着位中年妇女，拿着 10 斤小米、2 盒核桃（通过介绍
得知是小伙子的丈母娘）来感谢他，他说什么也不要……
晚上姥姥告诉我，姥爷中暑啦！下午流鼻血止不住，还是
对门阿姨拿着云南白药吃了后才止住的。

“这种人，还高血压呢，活该！”……
我现在已经是一名初中生了，也开始渐渐觉得姥爷

是个好人！他一直用平凡的小事诠释了“勿以善小而不
为”，从他身上焕发出的精神力量，更弥足珍贵。常积小
善，方求大德。在今天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决战疫情之
际，更需要他这样的人把正能量心手相传。

(孝义市十一中141班）

1929 年，高如星出生在兴县城关一
个普通贫苦农家，刚懂事，就经常随几个
穷人的孩子外出挖野菜、拾煤渣，过着半
饥不饱的日子，家中的琐事难事，高如星
看在眼里，也记在了心上。

抗日战争开始，高如星有机会入了
兴县民族革命学校，他暗下决心要发奋
读书。日寇的疯狂侵略激起全中国人民
的 愤 怒 ，抗 日 救 亡 的 浪 潮 一 浪 高 过 一
浪。兴县民族革命学校在康明玉等进步
教师的发动下组织开展轰轰烈烈的抗日
活动，抗日游行、张贴标语、散发传单、教
唱抗日歌曲、组织抗日救国儿童团等活

动高如星都参加了，而且表现非常积极。
高如星自幼具有音乐天赋，他唱歌

声音洪亮，音质好，底气足，无论什么歌
从他嘴里唱出来总是悦耳动听。他经常
外出教群众唱抗日歌，教唱的歌曲有《红
缨枪》《打东洋》《抗日同胞携起手》《义勇
军 进 行 曲》《大 刀 进 行 曲》《松 花 江
上》……几十年过去了，一些曾被高如星
教唱过的人，至今脑海里仍然会浮现出
高如星那稚气红润的脸庞，回想起他充
满童音而又嘹亮好听的歌声，提起那段
历史，人们就会滔滔不绝地讲述并情不
自禁地唱起那些老歌。

19391939 年夏年夏，，阎锡山配合蒋介石反共阎锡山配合蒋介石反共
高潮加紧反共活动高潮加紧反共活动，，破坏抗日统一战线破坏抗日统一战线，，
并于并于 1212月份发动了晋西事变月份发动了晋西事变。。晋西北军晋西北军
民不得已进行自卫反击民不得已进行自卫反击，，一举赶跑了阎一举赶跑了阎
顽势力建立了新政权顽势力建立了新政权。。

新政权建立后新政权建立后，，兴县很快安定下兴县很快安定下来，
原来的兴县民族革命学校改名为兴县第
一完全小学校。高如星考入兴县第一完
小高级班学习。勤奋好学的高如星不仅
学习成绩优异，而且特别喜欢文娱，很快
成为学校的文娱骨干分子。他和同学们
互相勉励，配合默契。在许多剧目中他和
他的好友白展云担任主角。在大型
剧中，如星扮丈夫，白展云扮妻子；在秧歌
剧《活路》中，如星扮男主角杨元生（反阎
抓丁逼粮的农民），展云扮国民党副官闫
罐罐……

1943 年底，高小毕业考试完毕，学
校组织了一场毕业演出，高如星、白展
云等同学是积极参加者。观看这次演
出的队伍里来了晋绥军区战斗剧社的
三位同志刘西林、王炎、王宁。演出结
束后，战斗剧社三位同志选定高如星、
白展云去战斗剧社当演员。

新的环境、新的生活。高如星多次
随团奔赴 120 师前沿阵地战壕里，与战
士们冒着生命危险一道搬运弹药，挖建
隐蔽所。并利用战斗间隙编写、表演文
艺节目。他编写并表演了快板《冲锋向
前》、话报剧《打得好》，及时宣扬战士们
英勇杀敌事迹，鼓舞了部队士气。

1949年初，全国解放在即。高如星
随军解放大西北到达西安。经过几年
学习锻炼，此时他担任了战斗剧社的音
乐创作和乐队指挥，同时又负责青年艺
术队工作。不久，高如星又随军解放大
西南转到重庆。战斗剧社更名为西南
战斗文工团，受西南军区领导。高如星
和文工团的战友们多次深入部队、农
村、厂矿、学校演出歌剧《刘胡兰》《赤叶
河》，话剧《战斗里成长》《九股山的英
雄》等。此外，他们还编写了反映军民
关系、部队建设的剧目演出，收到了很
好效果。

1950年，高如星随慰问康藏筑路大
军的慰问团慰问演出，他和孟贵彬合写

的《藏胞歌唱解放军》受到大家好评。
1950年“八一”建军节，西南军区在重庆
市举行了隆重的阅兵大游行，西南军政
委员会主席刘伯承、中共中央西南局书
记邓小平和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兼
西南军区司令贺龙等领导同志在市中
心的解放碑检阅台上检阅游行队伍。
高如星指挥的西南战斗文工团管弦乐
队走在游行队伍的前列，高如星指挥西
南战斗文工团管弦乐队走在游行队伍
前列，高如星站立车上指挥，高大健壮
的身影和有节奏飞舞的两臂动作格外
显眼，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20 世纪五十年代初，朝鲜战争爆
发。高如星随文工团赴朝慰问演出，他
们和志愿军指战员生活战斗在一起。
很快高如星以抗美援朝战斗生活为题
材编演了许多歌颂战士们英雄事迹的
剧目，博得了广大指战员好评。在朝期
间，他几次冒着美机空袭和炮火危险，
到前沿阵地为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演
出。一次，他们在防空洞里为参加中朝
协作会议的官兵们演出歌舞节目，正当
演出高潮到来之际，美机轮番低空轰
炸，防空洞的一侧被炸塌，许多通道被
土塞满，好在事先战士们已有准备。待
敌机飞走后，士兵们才从洞中爬出，高
如星等演员们并无惧色，一个个泰然自
若地谈论着这场轰炸。

战火中成长战火中成长

五十年代，中国人民解放军歌舞
团两次出访苏联和东欧的一些国家。
高如星也有幸参加出访，在苏联高如
星听了许多歌唱家演唱的民歌和抒情
歌曲以及柴柯夫斯基等大师们的交响
乐演奏，使他大开眼界。他很想学习
人家的长处来发展自己的音乐创作，
立即开始学习俄语，并把团里发给他
的零用费用全部买了唱片，回国后，他
一边努力学习俄语，一边反复听唱片。

1953 年，西南军区撤销，西南战
斗文工团奉命上调。中央军委文化部
以西南文工团为基础，组建了军委总
政治部文工团。五十年代后期，高如
星被借调到“八一”电影制片厂担任音
乐创作工作。身强体壮、血气方刚的
高如星集中精力投入到电影音乐的创
作。他先后为电影《柳堡的故事》《汾
水长流》《野火春风斗古城》《三年早知
道》《江山多娇》《回民支队》《这决不是
小事情》等多部电影作曲。他谱写的
电影《柳堡的故事》主题曲“九九艳阳
天”和电影《汾水长流》主题曲“汾河流
水哗啦啦”至今仍被人们传唱，被誉为
我国革命抒情音乐精品。

1958 年 下 半 年 ，好 友 白 展 云 到
“八一”电影制片厂看望高如星。高如
星留白展云在他家住了一夜，两人通
宵未眠，谈到自己正在为《柳堡的故
事》作的主题曲“九九艳阳天”。高如
星将曲子唱了两遍笑着对白展云说：

“ 提 点 意 见 吧 ！”白 展 云 也 笑 着 说 ：
“哪敢班门弄斧，谈点感受还可以。
我觉得曲子优美抒情，一气呵成。它
的妙处似乎在‘蚕豆花香’到‘麦苗
儿鲜’之间的转弯处。”如星边点头
边说：“你说得对，此处是曲子的难
点 ，这 样 过 渡 可 使 曲 子 整 体 流 畅 自
如。”高如星又说：“此曲我征求过几
位专家的意见，让给咱指点指点。中
国音乐家协会负责人李焕之看后觉
得可以，给予肯定评价。‘九九艳阳
天’的歌词作者和本厂的几位同志看
了也都很满意……”

二十余年的艰苦努力，高如星从
演员到乐队指挥再到音乐作家，可很
不幸这位年轻气盛、才华横溢的音乐
家在正值美好年华、大展身手之时，却
踏着他那优美的旋律静静地走了，年
仅四十二岁。

1958 年 7 月，高如星回兴县探亲，
他对生他养他的这个山区小城镇倍感
亲切。他记得小时候常常听到过老乡
们口里哼唱的民间小曲，抒情色彩浓，而
且悦耳动听。于是他就找到他的好友白
展云家，看望了白展云的父母，顺便要求
白展云的父亲唱了几支三十年代的山西
民间小曲。高如星边听边记谱，喜上眉
梢，如获至宝。

有一次高如星陪同白展云到摄影
棚里看了《回民支队》的内景拍摄。又
顺便看望了原战斗剧社社长当时为“八
一”电影制片厂厂长陈播和原战斗剧社
著名演员、歌剧《刘胡兰》的作者之一，

当时为“八一”电影制片厂著名导演严
寄洲同志。当高如星谈到战争年代他
们在兴县城演出歌剧《刘胡兰》的热烈
场面时，严寄洲同志情不自禁地学着刘
胡兰的动作唱道：“数九（那个）寒天下
大雪，天气（那个）寒冷心里热。”愉快的
会见犹如美餐一顿，至今留存脑海不能
忘怀。

1958年 9月上旬，白展云去中国人
民大学进修，开课第一周的星期六上午，
白展云等四人在室内阅读，忽然他们的
屋门被掀开了，一位体魄健壮、浓眉大眼，
留着大背头，身着短袖白衬衫，下穿黄色
军裤的青年站立门前，目不转睛地注视着
屋内看书的四人。白展云猛然抬头看时，
还没认出是高如星，可高如星却突然奔向
室内张开两臂紧紧地抱住了白展云。高
如星把头依在白展云的肩上眼泪长流却
笑着说：“你不认得我了，我是高如星嘛！”
白展云听得名字欣喜若狂，眼泪夺眶而
出，忙解释说：“认得，认得，只是你这身打
扮使我一下子愣怔住了。”

难舍的战友情难舍的战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