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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全
国武装的弟兄们，抗战的一天来到
了，抗战的一天来到了！……”87 年
前，杰出的革命音乐家麦新创作的
这首抗日战歌，与《义勇军进行曲》

《黄河大合唱》等，成为烽火岁月中
代表民族精神的时代最强音。

1937 年淞沪抗战中，麦新在创
作这首歌曲不久，就参加战地服务
队，奔赴奉贤抗战前线，开展抗日救
亡工作，在奉贤留下了光辉的足迹。

今年12月5日，是麦新诞辰110
周年。烈士的光辉业绩和革命精神，
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大刀进行曲》唤醒民族魂
麦新，原名孙培元，曾用名孙默

心、铁克。祖籍江苏常熟，1914年12
月5日出生于上海。五卅运动时，11
岁的麦新在格致公学（格致中学前
身）读书，亲耳听到南京路上的枪声，
亲眼见到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商人
罢市激动人心的场面，在幼小心灵里
埋下了仇恨帝国主义的种子。1929
年，他考进“美亚保险公司”工作。

1931 年九一八事变，东北沦陷
后，热血沸腾的麦新，先后参加“民
众歌咏会”“歌曲研究会”等上海进
步歌咏救亡团体，常与吕骥、冼星海
等音乐家一起，学习和探讨音乐创
作。1936年8月，麦新创作的处女作

《九一八纪念歌》，经冼星海谱曲，很
快传遍上海。此后他还和孟波创作
了《牺牲已到最后关头》，和冼星海
创作了《只怕不抵抗》等著名歌曲。

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
制造卢沟桥事变，发动全面侵华战
争。第二天，中国共产党即通电全
国，号召全国人民、军队和政府团结
起来，筑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坚
固长城，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去。
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九军官兵在全国
人民抗日高潮推动下，不顾国民党
政府的不抵抗命令，奋起抵抗日寇，
这个军队中的大刀队战士更是英勇
无畏，纵马挥刀，痛创日军，大显神

威，19岁小战士陈永德，一人就砍死
日寇 9 名，缴枪 13 支。捷报传来，时
年23岁的麦新热血沸腾，彻夜无眠，
奋笔疾书，将中国军民威武不屈的
民族精神和满腔爱国热情，凝聚在
不朽的歌词与音符上，一气呵成，写
成了气吞山河的抗日战歌《大刀进
行曲》。这首歌迅速从上海传遍全
国，它鼓舞前线战士冲锋陷阵，激励
爱国者走上抗日疆场，成为振奋民
族精神、争取民族解放的战斗号角。

战地服务 推动军民团结抗战
在《大刀进行曲》问世后不久，

1937年9月，麦新参加战地服务队，
奔赴烽火前线奉贤县南桥镇第八集
团军司令部，开展抗日救亡战地服
务工作。1938年1月，麦新在战地服
务队加入中国共产党。

战地服务队是应第八集团军总
司令张发奎请求，周恩来指示上海
地下党组建的一支政治文化队伍，
由30多位作家、音乐家、戏剧家、社
会科学家和经过严峻考验的党的工
作者组成，著名的教育家钱亦石担
任队长，军衔为少将。任务是推进抗
日民族统一战线，做好军队统战和
民众宣传工作，动员组织广大军民，
实现团结抗战。

服务队驻地在南桥镇女学弄念

祖堂内（建国后先后为县银行、财政
局、审计局办公地，地名改为“勤俭
弄”，现已拆建为金叶商厦），这批文
化人离开大城市相对安定舒适的工
作生活环境，奔赴抗日前线，睡地
铺、吃大灶，脱下西装长衫，换上戎
装绑腿，早上六点出操，早饭后下连
队下基层，晚上忙到深夜才休息。

队员们各展所长，运用各种形
式，开展抗日救亡，短短时间内做了
大量工作，在南桥，处处响起了抗日
救亡歌声，处处是为抗日救亡奔走
忙碌的人群，一个原本死气沉沉的
江南小城，顿时充满了生机活力。

队里有孙慎、麦新、吉联抗几位
音乐家，他们先教会每个队员唱救
亡歌曲，然后大家分头到前方部队
和后方的机关、团体、学校、农村教
唱。到了基层以后，麦新深深觉得，
现在适合民众唱的歌曲太少了，不
是歌词太深，就是曲子太复杂，或者
不适合民众的口味。于是，战地服务
队队员们自己动手编写歌曲，在奉
贤期间，他们创作了十多首内容合
乎抗战需要，调子适合群众口味的
歌曲，如麦新的《农民救国歌》《游击
队歌》《壮兵队歌》《春耕小曲》《秋收
歌》等。麦新到三官塘等地的农村里
去教农民唱，一段段讲给他们听，一
句句教会他们唱，粗细不同的音带，
高低不同的音波，常常弄成嘈杂一
片，教过十遍几十遍以后，终于汇成
了一片歌声。

据当年南桥教师曹祖 、蒋文
狮等回忆，当时南桥青年们组织了

《前锋歌咏队》，战地服务队来后，麦
新主动担任指导，教唱抗日救亡歌
曲，辅导大家排练节目。后来还帮助
组织起《救亡剧团》，有男女青年二
十多人，麦新带领大家深入生活，排
练了《放下你的鞭子》《铁蹄下的上
海》等多出抗日短剧，到南桥、奉城、
青村、庄行等乡镇巡演，并在军民联
欢大会上演出，受到军队和民众的

普遍欢迎。
麦教官月夜排练独角戏

1937 年 10 月底，第八集团军与
浦东民众在南桥镇公共大礼堂（今
奉贤中医院处）举行连续三天规模
宏大的“浦东军民抗敌联欢大会”，
联欢会的筹备，就交给战地服务队。

麦新正在紧张地帮助部队特务
营排练联欢会节目的时候，突然被战
地服务队宣传科长石凌鹤叫了去。石
凌鹤对他说，“联欢会上要演出《保卫
浦东》这个戏，现在还有一个老农民
的角色，没有合适的演员，虽然戏不
多，但戏比较重要，而且要会讲浦东
话才行，于是我想到了你。”

“可我从来没有上台演过戏
呀！”麦新感到有点为难。

“你平时为人爽朗、朴实，很有点
农民的性格，又会讲浦东话，只要再

去掉一点知识分子气，一定可以演好
的，这点我在排戏时会帮助你的。”

“那就演吧。不过特务营教歌，
我还得去，他们也要在联欢会上演
出。背台词我抽晚上时间吧。”

于是，麦新白天忙着排戏和教
歌，晚上熄灯后在微弱灯光下背诵
台词，和温习导演指导他做的一些
动作。

演出前一夜，他真有点紧张，这
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登台演戏啊！
偏偏还有文化界、戏剧界的前辈也
来观看，他深怕自己扮演的角色不
称职，影响整个戏的效果。

月亮渐渐西移，临近战地的夜
晚，除了咕咕的蛙鸣，还不时从远处
传来隆隆的炮声。麦新为不影响其
他同志的睡眠，一个人跑到驻地外
打谷场上（今南桥镇南中路立新路
交叉小花园处），趁着月光，边背台
词边比划着动作。

一小队巡逻兵来到打谷场附
近，远远地发现了这个指手划脚、形
迹可疑的人，便悄悄地围了上去，把
麦新包围起来。麦新已经完全进入

了角色，他根本没有发现周围发生
的一切。突然，几支上了刺刀的枪
口，从前后左右对准了他：“不许动，
把手举起来！”

麦新大吃一惊，握紧拳头刚要
反击，发现是自己部队的巡逻兵，笑
了。战士们也认出原来是教自己唱
歌的麦教官，不好意思地连说“误
会，误会。”

第二天“麦教官深夜排演独角
戏”，很快在部队传开了。

11月28日下午，2000多军民挤
满联欢大会会场，郭沫若、夏衍、田汉
也赶来参加。郭沫若、张发奎讲话后，
话剧《保卫浦东》上演了，麦新扮演一
位被日寇飞机轰炸得家破人亡的老
农民，愤怒控诉日寇罪行。他一上场
就受到欢迎，台下响起热烈掌声，演
出后，口号声“誓死保卫浦东！”“打倒

日本帝国主义！”此起彼伏。
1937 年 11 月初，日寇从金山卫

登陆，麦新随战地服务队撤离南桥，
随军转战浙江、武汉、广东、广西等
地。1940年10月，经周恩来批准，麦
新离开战地服务队奔赴延安，任“鲁
迅艺术学院”音乐系党支部书记，参
加了著名的大生产运动、整风运动
及延安文艺座谈会。

1946 年，麦新主动要求到基层
锻炼，调内蒙开鲁县，任县委组织部
长、宣传部长，在情况复杂的第五区
开展土改、剿匪工作。1947 年 6 月 6
日，麦新在县委开会返回驻点途中，
遭遇大股匪徒袭击，因寡不敌众，不
幸壮烈牺牲。时年仅33岁。

他短暂的一生中，创作了近百
首歌曲，和20多篇音乐论文，他积极
推动群众歌咏活动，人到哪里，歌声
就到哪里。他的一生，就是一首不平
凡的歌。

（本文编写中参阅“《上海英烈
传》第二卷麦新篇”《战地服务队在
奉贤》等史料著作。本文第三节摘编
于“孟波、乔书田著《麦新传》”）

《大刀进行曲》作者的奉贤岁月
——纪念杰出的革命音乐家麦新诞辰110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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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麦新在战地服务队奉贤驻地

内蒙开鲁县麦新纪念馆里的麦新塑像

麦新《大刀进行曲》手稿

淞沪抗战中，麦新在救亡歌咏大会上指挥民众歌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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