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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秀维

从商从戎从文
为了理想的抉择

周郁辉(1927年-1988年)，原名周天民，
山东省黄县(今龙口市)中村村人。周郁辉
出生于一户贫困的农民家庭，但父母省吃
俭用也要供周郁辉上学，期望他能识文断
字。七岁那年，父母求人说情，将周郁辉送
入中村尚德小学读书，然而，在周郁辉入学
后的两年中，父母先后病逝。迫于生计，他
的哥哥嫂子咬牙坚持挑起周家的生活重
担，抚养周郁辉读完小学。哥哥嫂子央托周
家世交、在东北闯荡的村人带周郁辉去奉
天(今沈阳市)一家商号里当学徒。

当时东北正处于日寇的铁蹄之下，
民众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周郁辉心中
萌发了强烈的爱国热情和反抗精神，早
已无心于营商。正当周郁辉苦苦求索之
时，身为黄县（今龙口市）龙东区地下党
员的哥哥周天助，托人捎口信让他返回
家乡，明里说是已为他找到了一份工作，
暗地里透露了家乡的抗日情况和让他回
来的真正意图。

周郁辉于1944年1月毅然返乡，经哥哥
周天助介绍，考入我党创办的北海中学。不
久，他又考入抗日军政大学一分校胶东支
校，毕业后被分配到胶东军区十三团工作。
在战争年代，“他作战勇敢，不怕牺牲，多次
立功和受到嘉奖”。1946年，周郁辉光荣地
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不久他被任命为中国
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九纵队教导团干
事，由于工作出色，很快担任了指导员，随
部队转战南北。

1950年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周郁辉
参加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奉命在志愿军九
兵团驻地上海组建文工队，他被任命为九
兵团教导团文工队长。当时新组建的文工
队尚无队员，需要他自己招兵买马。周郁辉
受命后，立即来到九兵团在上海新城饭店
举办的“知识青年训练班”，从有文艺特长
的青年学生学员中选招了陈南萍等七十名
文工队员，组成了演员队、乐队、舞台装置
队，赶排了《赤叶河》《血泪仇》《思想问题》

《火线爱民》《买卖公平》等节目，并在部队
和社会上试演，受到战士和群众的欢迎。
1950年底，周郁辉率领这支年轻的文艺队
伍奔赴朝鲜。

周郁辉总是和文工队员打成一片，
像兄长对待兄弟姐妹一样去关怀体贴、
指导教育他们。周郁辉以高亢的激情和
顽强的毅力带领文工队员们深入连队、
深入前线，为部队战士演出文艺节目，鼓
舞士气。即使在文工队遭到敌机轰炸的
严酷时刻，周郁辉也能临危不惧，沉着地
指挥大家疏散隐蔽，抢救伤员。在他的带
领下，文工队员经受住了血与火的考验，
每次都能很好地完成上级交给的任务，
很多队员在火线上入党或立功。

从朝鲜归国后，周郁辉调任中国人民
解放军27军政治部助理员。1955年他转业
至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宣传处任副科长。
周郁辉在工作中表现出来的组织能力和写
作才能，引起了宣传部领导的重视。根据工
作需要，1959年组织上调他到上海天马电
影制片厂任党委办公室主任。

创作《英雄小八路》主题曲
《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

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败逃台湾的
国民党军队不甘失败，屡屡骚扰大陆沿

海城乡，从金门岛上发射的炮弹炸毁了
民居、医院和学校，造成人民生命财产重
大损失。

为打击国民党军队的嚣张气焰，
1958年8月2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福建前
线部队奉命还击，万炮齐轰金门。处在阵
地前沿的厦门河厝小学有十三名少先队
员，一面坚持学习，一面组成“前线少年
支前活动大队”，他们冒着炮火硝烟，活
跃在前沿阵地，修公路、筑掩体、接话线、
洗军服、送茶水、抓特务……受到当地居
民的赞扬。共青团厦门市委命名这十三
个孩子为“优秀少先队员”，并授予他们

“英雄小八路”荣誉称号。孩子们的英雄
事迹一经传开，全国各地的作家、艺术家
和媒体纷纷前来采访报道。

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决定，由天马电
影制片厂以最快的速度将“英雄小八路”的
事迹搬上银幕，再现“英雄小八路”的风采。
当时该厂的编剧都在忙手头的剧本，找不
出适当的创作人员来承担此项任务。看到
这种情况，周郁辉主动向厂领导请缨，承担

《英雄小八路》影片的编剧任务。
周郁辉虽然在电影制片厂从事行政领

导工作，但他利用业余时间创作了多个军
旅题材的剧本，其中被厂里选中的剧本因
档期关系还未排上拍摄日程。厂领导相信
周郁辉的创作实力，决定把这一任务交给
他。周郁辉满怀激情地来到厦门，深入前沿
阵地体验生活，与“英雄小八路”促膝交谈，

了解他们的内心世界，获得大量第一手资
料。孩子们的英雄事迹深深感动了周郁辉，
燃起他心中的创作激情。

回到上海后，他立即投入到紧张的
创作当中，很快就创作出了《英雄小八
路》电影文学剧本，并获得专业人员和厂
领导的一致好评。周郁辉在剧本中着力
刻画了国坚、林燕、铁牛、小明和小华五
位少年英雄的形象，颂扬他们大无畏的
革命精神和高尚的爱国主义情怀。为升
华电影主题，更好地烘托银幕上的少年
英雄形象，周郁辉创作出具有厚重时代
感的主题歌《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
歌词倾注了周郁辉对党，对祖国，对人
民，对革命事业的满腔热情。

1960年10月，《英雄小八路》摄制组来
到厦门，进行实景拍摄，同时带来了由寄明
(1917年—1997年，原名吴亚贞，江苏淮安
人，女作曲家，钢琴演奏家)谱曲的主题歌
歌单。摄制组驻地厦门三中的音乐教师看
到这首歌后感到特别振奋，在征得剧组同
意后，将歌曲抄下来在学生中教唱，校园内
外顿时掀起学唱歌曲《我们是共产主义接
班人》的热潮。

1960年12月29日，在慰问厦门前线三
军大会上，由“英雄小八路”原型十三名
少先队员和电影《英雄小八路》小演员们
组成合唱团，“英雄小八路”总辅导员王
添成担任指挥，第一次正式登台唱响了

《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现场的录音

师完整地录下了这首歌，连同大会的实
况录音一起发给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
央人民广播电台剪辑整理后，以专题新
闻形式进行播放。因此，电影《英雄小八
路》尚未杀青，其主题歌就已传播开来，
并产生了巨大影响。

1961年电影《英雄小八路》在全国公映
后，主题歌《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更是
风靡全国，唱遍了长城内外和大江南北，特
别是广大中小学生几乎人人会唱。影片放
映中，主题歌三次响起，使广大观众对“英
雄小八路”那种“不怕困难，不怕敌人，顽强
学习，坚决斗争”的大无畏革命精神有了更
加深刻的认识和理解。

肩负文化工作重任
为事业奋斗终生

1965年，周郁辉调任文化部电影局
艺术处副处长，不久后他被下放到“五
七”干校劳动锻炼，1973年他回到北京重
新安排工作，任北京电影制片厂专业编
剧，创作发表了《年青人》《姑苏城下》《无
坚不摧》等电影文学剧本。其间，周郁辉
以强烈的革命事业心和政治责任感，向
党中央提议成立儿童电影制片厂，并获
得批准。

1978年初，共青团中央在全国范围内
征集中国少年先锋队队歌，应征者寄来
大批作品，其中有不少非常优秀的儿童
歌曲。经过有关领导及专家反复筛选，最
后还是选中《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这
首歌，但要求周郁辉把“时刻准备，建立
功勋，要把敌人，消灭干净”的歌词改动
一下。周郁辉认为歌词反映了当时的历
史背景，不宜改动，就像国歌《义勇军进
行曲》的歌词一样，反映了当时的历史背
景。最后，有关领导及专家采纳了周郁辉
的意见，没有修改歌词。1980年，这首脍炙
人口、传唱己久的名歌被评为全国少年
儿童文艺创作一等奖。

1981年初，国务院决定重新设立对外
文化联络委员会，调周郁辉负责对外文化
联络委员会宣传司的组建工作。接手工作
后，周郁辉凭借丰富的工作经验和出色的
组织才能，短时间内就组成了包括三个处
级建制的工作班子，并迅速开展对外宣传
工作。1982年，周郁辉亲任团长率领中国杂
技艺术团访问非洲七国，取得巨大成功，为
中外文化交流和增进中非各国人民友谊作
出了贡献。1983年，周郁辉又奉命组建了中
国电视剧艺术委员会(中国电视剧制作中
心的前身)，同年周郁辉调任中国文学艺术
界联合会办公厅副主任。

早在“五七”干校时，周郁辉就患上了
严重的肝炎，囿于当时艰苦的生活条件，病
情一直没有得到有效控制。恢复工作后，周
郁辉特别珍惜这个机会，明知自己有肝病，
却以极大的热情带病坚持工作，后来病情
恶化，发展到肝硬化腹水，他才不得不停下
手头的工作，住院治疗。

1988年2月16日20时，周郁辉终因病情
急剧恶化，抢救无效，在北京地坛医院逝
世，享年61岁。弥留之际，他还不忘以轻松
的口吻与医护人员做一两句对话，给他们
以宽慰。他最后的遗嘱是：“丧事从简，不发
讣告，不发生平，不开追悼会，不搞遗体告
别，遗体交医院解剖用作科学研究。”

周郁辉最后的遗言声声句句，情真
意切，无一不闪耀着一个中国共产党员
的思想光辉，彰显出一名革命战士高尚
的人格魅力。

（本文作者为龙口一中校史办工作
人员）

弃商从戎，以文化人，从龙口走出的文艺战士

周郁辉：真情写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

又到“六一”儿童节，
中国少年先锋队队歌《我
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的
经典旋律，又会被再度传
唱。这首歌，是几代人的童
年回忆，也是很多人成长
路上，最初的理想之歌。

1978年10月27日，共
青团十届一中全会通过决
议，将《我们是共产主义接
班人》定为中国少年先锋
队队歌。其中充满诚挚情
感的歌词，便来自影片《英
雄小八路》的编剧——— 山
东龙口人周郁辉。

周郁辉

▲周郁辉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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