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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四军军歌》与铁军精神

谢毅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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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新四军是国共第二次合作的产物，它传承和发扬了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和工农红军第四军

的铁军精神。对由陈毅原词、集体改词、何士德作曲的《新四军军歌》反映了新四军与两个老四

军的历史渊源关系进行了探索分析，对其所表现出来的铁军精神作了归纳、概括和提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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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四军军歌》歌词的创作过程

1939年2月底，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国民

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周恩来来到皖南泾

县云岭新四军军部视察。在欢迎周恩来的大会

上，中共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副书记、新四军第一

支队司令员陈毅提出，新四军应该有一支雄壮的

军歌。中共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书记、新四军副

军长项英等新四军领导人均表示同意，并委托陈

毅写词¨J。陈毅欣然答应，并于3月底写出歌词

《十年》：

“光荣的北伐行列中，曾记着我们的威名。

我们继承着革命者受难的精神，在南国的罗霄山，

锻炼成为钢铁的孤军。这里有革命的反帝的歌声

烂漫，飘扬海外，散播农村。我们送出了抗日先遣

的万里长征，我们留下来坚持斗争，招引那民族再

团结。7雄鸡破晓，伟大的抗日之声。

风雪饥寒，穷山野营，磨炼我们艰苦奋斗的精

神；三年隔绝，四围孤立，增添我们独立坚持的勇

气。长年累月的埋伏和周旋，把游击战争与秘密

工作结合在一起，我们唯一的依靠就是广大的人

民。我们就是这个母亲的儿子，我们铁的纪律就

来源于此。啊!这光荣的传统准备了十年，今朝

抗日。敌寇胆寒!

我们在大江南北，向敌后进军，南京城外遍布

抗战的旗旌。我们有共生死的政治团结，鼓舞着

敌后人民的胜利信心。在日寇封锁线上穿插，在

日寇坚城下纠缠。我们惯长于夜间作战，用白刃

同日寇肉搏，向敌人巢穴里投进烈火。集小胜为

大胜，由相持到反攻，看我们风驰电掣，横扫千军。

前进，前进，我们是铁的新四军。高举新中国的旗

帜前进!”

1939年4月初，项英接到陈毅歌词《十年》

后，即与军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军副参谋长周子

昆、军部秘书长李一氓、军政治部宣教部长朱镜

我、军政治部秘书长黄诚等军部领导人(军长叶

挺、军参谋长张云逸、军政治部副主任邓子恢因赴

江北未及参加)，根据歌词要简洁、好记好唱等特

点，对歌词《十年》进行了认真研究和修改，形成

了后来广为传唱的《新四军军歌》。

“光荣北伐武昌城下，血染着我们的姓名；孤

军奋斗罗霄山上，继承了先烈的殊勋。千百次抗

争，风雪饥寒；千万里转战，穷山野营。获得丰富

的战争经验，锻炼艰苦的牺牲精神，为了社会幸

福，一贯坚持我们的斗争!八省健儿汇成一道抗

日的铁流，八省健儿汇成一道抗日的铁流。东进，

东进!我们是铁的新四军!东进，东进!我们是

铁的新四军!

扬子江头淮河之滨，任我们纵横的驰骋；深入

敌后百战百胜，汹涌着杀敌的呼声。要英勇冲锋，

歼灭敌寇；要大声呐喊，唤起人民。发挥革命的优

良传统，创造现代的革命新军，为了社会幸福，巩

固团结坚决的斗争!抗战建国高举独立自由的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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帜，抗战建国高举独立自由的旗帜。前进，前进!

我们是铁的新四军!前进，前进!我们是铁的新

四军!”

集体改词后同陈毅原词相比，有两个很大的

不同：一是内容更为精炼。由原词三段变为两段，

由原408字浓缩为306字(均含标点符号)；二是

突出了向敌后进军的思想。增加了“扬子江头淮

河之滨，任我们纵横的驰骋”，“东进，东进!我们

是铁的新四军!”使新四军向敌后进军的思想更

加具体化。

1939年6月，陈毅原词《十年》和集体改的词

一起在新四军《抗敌》杂志上刊出，听取各方意

见。陈毅从苏南回到云岭后，对集体改词也表示

同意。《新四军军歌》歌词确定后，交由新四军教

导总队文化队队长、作曲家何士德谱曲。7月1

日，在新四军第一次党代表大会和建党十八周年

纪念大会上，由陈毅原词、集体改词、何士德作曲

的《新四军军歌》，由新四军教导总队文化队和战

地服务团首次正式演唱B J。

二、《新四军军歌》反映了新四军与两

个老四军的历史渊源关系

《新四军军歌》开篇就唱道：“光荣北伐武昌

城下，血染着我们的姓名；孤军奋斗罗霄山上，继

承了先烈的殊勋。”这是对北伐战争时期的国民

革命军第四军和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工农红军第

四军的光荣历史和革命传统的高度称颂，反映了

新四军与两个老四军的历史渊源关系。在北伐战

争中，以叶挺独立团为先锋的国民革命军第四军

“在半年时间里。转战于湘鄂赣三省，经历了七个

主要战役，其战绩之辉煌，为诸军之首。”(萧克将

军语)1927年1月，武汉粤侨联谊社同仁在欢迎

第四军从赣北凯旋武昌的大会上，赠给第四军

“铁军”的铁盾牌。铁盾牌的正面铸有“铁军”两

个大字，背面铸有四言题词：“烈士之血，主义之

花，四军伟绩，威震迩遐。能守纪律，能毋怠夸。

能爱百姓，能救国家。摧锋陷阵，如铁之坚，革命

抱负，如铁之肩。功用若铁，人民倚焉，愿寿如铁，

垂忆万年。”这就是“铁军”的由来。

1928年4月28日，由朱德、陈毅等领导的南

昌起义后保留下来的部队和湘南起义的农民军，

到达井冈山和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工农革命军会

师，于5月4日在江西宁冈组成中国工农革命军

第四军(同年6月4日改称中国工农红军第四

．8·

军)，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王尔琢任参

谋长，陈毅任政治部主任。朱、毛两部合编为一军

后为什么称“第四军”，而不是按序来命名，据埃

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里对朱德的采访，朱德

是这样说的：“所以用这个名字，为要保持国民革

命第四军‘铁军’的大名，它在大革命中是我们革

命的堡垒。”由此可见，第四军不仅是序列号，更

是一个荣誉称号。

叶挺向蒋介石建议将南方8省14个地区的

红军游击队合编为一军后采用新四军这个番号，

意在继承北伐战争期间的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的铁

军精神，同时也是为了发扬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

工农红军第四军和南方各支红军游击队的光荣历

史传统‘31。

三、《新四军军歌》对铁军精神作了高
度概括

《新四军军歌》概括了参加北伐战争的国民

革命军第四军、开展土地革命的工农红军第四军

和坚持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的各支红军游击队被编

为新四军的光荣历史和革命传统，以及新四军开

展抗日斗争和建立新中国的奋斗目标，对新四军

的铁军精神作了高度概括。

l、艰苦奋斗，一往无前的拼搏精神

《新四军军歌》唱道：“千百次抗争，风雪饥

寒；千万里转战，穷山野营。”“深入敌后百战百

胜”，“英勇冲锋，歼灭敌寇。”这是深入华中敌后

英勇抗战的新四军及其前身坚持三年游击战争的

南方各支红军游击队，艰苦奋斗，一往无前的拼搏

精神的生动概括。新四军主要战斗在华中敌后，

初建军时只有l万多人，武器装备很差，没有根据

地，没有政权，没有后方。而日军、汪伪政权与国

民党政府在华中却各驻军数十万。在如此悬殊的

力量对比和险恶的战争环境下，新四军进行了不

屈不挠、艰苦卓绝的斗争。他们的英勇事迹和牺

牲精神惊天地、泣鬼神，永远彪炳史册，光照千秋。

2、精忠报国，为民服务的公仆精神

《新四军军歌》唱道：“要大声呐喊，唤起人

民”，“为了社会幸福，为了民族生存，一贯坚持我

们的斗争!”这就是新四军所坚持的精忠报国、为

民服务的公仆精神。新四军成立后，第l、2、3支

队和第4支队分别在皖南歙县岩寺和皖西霍山地

区集中整编。虽然人少，武器差，但仍克服重重困

难，迅速东进敌后抗日。1938年5月，分别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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皖东蒋家河口战斗和苏南韦岗战斗．的初战胜利。

这两次战斗，打出了新四军的军威，使日军极为震

动。随后，新四军即在长江南北作战略展开，连续

作战，捷报频传，有力地配合和支援了国民党军队

正面战场的作战。新四军爱国爱民，不愧为人民

的子弟兵。正如毛泽东后来在《为人民服务》一

文中指出：“我们的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八

路军、新四军，是革命的队伍。我们这个队伍完全

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

的。”新四军正是这样一支完全彻底为人民服务

的革命军队，从它建军那天起，就始终坚持全心全

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为了人民的利益不惜

牺牲自己的一切。

3、团结抗日，顾全大局的团结精神

《新四军军歌》唱道：“为了社会幸福，为了民

族生存，巩固团结坚决的斗争!”要求全军指战员

团结一致，上下一心，同患难共甘苦，造成铁一般

的战斗力，这充分体现了新四军团结抗日，顾全大

局的团结精神。‘新四军从1937年lO月12日成

立，到1947年1月撤销番号，共存在9年多时间。

在此期间，新四军始终以人民的根本利益为重，

以大局为重。在大江南北，淮河两岸他们南征北

战，纵横驰骋，奋勇杀敌，所向披靡。即使有时要

作出局部的重大牺牲，他们也在所不惜，勇往直

前。在与国民党的关系上，新四军为了全民族的

根本利益，在许多重大问题上作出妥协退让，尽管

国民党曾多次挑起磨擦，掀起反共高潮，但由于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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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军相忍为国，采取有理、有利、有节的又团结又

斗争的方针，使国共两党团结抗日的局面一直维

持到抗日战争取得彻底胜利。

4、英勇不屈、顽强斗争的牺牲精神

《新四军军歌》唱道：“锻炼艰苦的牺牲精

神”，“一贯坚持我们的斗争!”新四军为忠实于民

族和社会的解放事业而斗争，至死不屈，宁作英勇

牺牲，决不苟延残喘，充分体现了英勇不屈、顽强

斗争的牺牲精神。在抗日战争时期，新四军既取

得过泾县保卫战、繁昌五次保卫战、黄桥战役、车

桥战役等战役战斗的辉煌胜利，也遭受过皖南事

变、淮北反顽斗争失利的严重挫折。新四军不论

是在连战皆捷的情况下，还是在遭受严重失败和

挫折的情况下，都经受住了严峻的考验，做到胜不

骄败不馁，不屈不挠，继续奋战。皖南事变后，新

四军迅速在苏北盐城重建军部，认真总结经验教

训，很快打开了华中敌后抗日的新局面。

《新四军军歌》传唱至今已整整68年了，它

所概括和总结的铁军精神无论是在革命战争时

期，还是在和平建设年代都得到了不断传承和发

扬，激励了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奋发进取，顽强拼

搏，精诚团结，报效祖国。在纪念新四军建军70

周年的今天，我们更应以新四军爱国将士为榜样，

大力弘扬铁军精神。努力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而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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