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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人文

李焕之

群星闪耀延河边
——延安文艺座谈会参与者掠影

人物介绍

李焕之（1919—2000），原籍福建晋
江，生于香港。作曲家、指挥家、音乐理
论家。主要作品有《生产忙》《社会主义
好》《茶山谣》《八月桂花遍地开》等民歌
合唱；琴歌合唱《苏武》与琴歌合唱套曲

《胡笳吟》，以及管弦乐《春节组曲》、筝协
奏曲《汨罗江幻想曲》、箜篌独奏曲《高山
流水》等。文字著述有《作曲教程》、《怎
样学习作曲》（又名《歌曲创作讲座》）、

《音乐创作散论》、《民族民间音乐散论》、
《论作曲的技术》等。

劳山战役烈士陵园
劳山战役烈士陵园位于延安市甘泉县劳山乡小劳山村北。

1935年10月1日，为了粉碎国民党军对陕甘革命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红十

五军团在劳山一带伏击国民党东北军一一〇师，经过6个小时激战，全歼敌一一〇师

师部和六二八、六二九两个整团，毙伤敌1000余人，俘虏敌团长以下官兵2000余

人，师长何立中、参谋长范驭州被击毙，缴获大批武器和军用物资。

1953年清明节，甘泉县人民政府在劳山战役中心地带小劳山村北建设劳山战役

烈士公墓。1985年6月，延安地区文物管理委员会和甘泉县人民政府，在陵园前树

起了劳山战役纪念碑。

历史事件：“围城打援”战术

劳山战役是“围城打援”的经典战例，刘
志丹副军团长知道劳山是延安到甘泉的必经
之地，群山耸立，树林茂密，地势险要，十分有
利于部队隐蔽，军团果断在劳山摆下一个口
袋阵，口袋口设在劳山以北的湫沿山，为了保
证足够的空间，把口袋底设在甘泉城北侧的
1170高地上（当地群众叫清凉山），最后把敌
人全部引入“口袋”内，扎死“口袋口”，以“口
袋底”打响为号，前面堵，后面赶，左右夹击，
把敌人消灭在“口袋”里，这就是历史上著名
的“口袋”战术，即“围城打援”战术。

1935年 7月，国民党反动派对陕北的陕
甘边苏区革命根据地准备开始第三次“围
剿”。1935年 9月，蒋介石在西安成立了“西
北剿共总司令部”，亲任总司令，调动10万兵
力向陕甘苏区发动进攻。他命令敌东北军的
七个师分两路为先行部队，一路以六十七军
军长王以哲率领的三个师从陕西由南向北推
进，另一路是五十九军军长董英斌率领的四
个师，在甘肃境内集结，经合水、庆阳由西向
东向我军进犯，原驻陕北井岳秀、高桂滋的四
个师由北向南推进，形成南北夹功之势，企图
一举消灭我革命根据地。

9月 15日，东北军王以哲率军部直属队
和一一〇师何立中部及一二九师周福成部进
驻延安（一一〇师留一个营驻甘泉县城），一
〇七师刘翰东部、一一七师吴克仁部和一二
九师的一个团，留驻洛川、富县的交道、榆林
桥一线。

在这重兵压境的严重形势下，我陕北和
陕甘边苏区刘志丹同志领导的红二十六军和
红二十七军合计 3000余人，加上原战斗在鄂
豫皖苏区的红二十五军，在军长徐海东、政委
程子华的率领下，转战千里，于9月15日到达
延川县的永坪镇，9月18日三军胜利会师，为
了集中兵力，统一指挥，粉碎敌人的“围剿”，
在中共陕甘晋省委的主持下，决定将红二十
五军、二十六军、二十七军合编为红十五军
团，就在“九一八”这一天，在永坪镇石油沟操
场上，举行了三军胜利会师和红十五军团成
立大会。三军合计 7000多人，大大加强了红
军主力。军团长徐海东、副军团长兼参谋长
刘志丹，政委委员程子华，政治部主任高岗、
副主任郭述申。军团设立司令部、政治部、经
理处、卫生部、交通队和手枪团，共辖三个
师。七十五师由红二十五军改编，师长张绍
东、政委赵凌波；七十八师由红二十六军改
编，师长杨森、政委张明先；八十一师由红二
十七军改编，师长贺晋军、政委张达志。

红十五军团成立后，在准确掌握敌情的

基础上，决定首先打击南线的东北军。9月
21日，红十五军团从永坪镇出发，于 23日到
达甘泉县的王家坪、油粉村。24日，徐海东、
刘志丹带领团以上干部到甘泉县城北劳山一
带观察地形，决定采用“围城打援”战术，诱歼
延安驰援甘泉之敌。28日，红八十一师二四
三团和中共地方武装包围甘泉县城。29日，
红十五军团分别进入伏击阵地，红八十一师二
四一团在白土坡背山埋伏，堵截敌人先头部
队；红七十五师两个团占据劳山以北公路两侧
高地；红七十八师两个团进入小劳山两侧的隐
蔽阵地，担任战役主攻任务；红军骑兵团埋伏
在劳山村以北的土黄沟和杨庄科沟内，用以切
断敌人退路，阻击敌人的增援部队。

10月 1日早晨，东北军一一〇师长何立
中率师直和3个团从肤施（今延安市宝塔区）
出发，增援甘泉守敌。下午2时许，敌前卫营
到达劳山以南的白土坡一带，师部也已进入
劳山村，红军随之发起总攻，激战 6小时，全
歼敌一一〇师师部和六二八、六二九两个整
团，一一〇师师长何立中、参谋长范驭州毙
命。毙伤敌人 1000余人，负伤近 2000人，连
同生擒共俘敌 3700余人。此役缴获了大量
的武器弹药和军用物资：缴获七五山炮4门，
八二迫击炮 24门，重机枪 24挺，轻机枪 180
余挺，长短枪 5000余支，无线电台 4部，军用
物资许多。

劳山伏击战役是红十五军团成立后的第
一仗，它成功地运用了“围城打援”的战法。
由于准确地分析了敌情，巧妙地选择了阵地，
周密地部署了兵力，适时予以勇猛打击，因而
以极小的代价，换取了较大的胜利，它对陕甘
根据地的人民是一个振奋，对我军是一个鼓
舞，同时也大大改善了我军的武器装备。

延伸阅读：刘志丹在劳山战役中

1935年 9月 15日，经过长征的红二十五
军全军 3400余人胜利到达陕甘根据地延川
县永坪镇，受到当地党政军领导同志和人民
群众的热烈欢迎。9月 16日，刘志丹同志率
领红二十六军、红二十七军来到永坪镇，三军
胜利会师。红二十五军经过 10个月的沿途
艰苦转战，胜利完成了长征，与西北红军会
师，成为红军长征史上先期到达陕北的第一
支队伍。红二十五军与西北红军的会师，是
中国工农红军在西北大会师的前奏。

为了建立统一领导和作战指挥，9月 17
日，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与中共鄂豫陕省委
在永坪镇召开联席会议。会议决定：组建中
共陕甘晋省委员会；红二十五军和陕北红二
十六、红二十七军合编为红十五军团。

9月 18日是“九一八”事变 4周年。根据

上级通知，我们一大早就催促本连的战士们
整理个人军容、军姿，刮胡子，尽量把衣服穿
整齐，因为今天举行盛大的联欢大会，庆祝胜
利会师，红十五军团宣布成立。大会地点在
今天永坪镇西南石油矿干部学校门前的操场
上。新成立的红十五军团有 7000多人，坐满
了操场，真是人强马壮。周围几十里以外的
群众都赶来参加大会，当他们看到我们队列
前面摆放了那么多机枪后，露出高兴而惊讶
的神情。

会场上红旗飘扬，许多大字标语贴在临
时搭起的席棚里，主席台的两旁贴着两张特
别大的标语：“两军亲密团结，携手作战！”“迎
接党中央，迎接毛主席！”这是我第一次参加
如此大规模的会师大会，如今看到当时拍摄
下的会场照片，心情仍然非常激动。

会上，徐海东、刘志丹、郭述申、聂洪钧、
朱理治同志分别代表陕甘根据地人民和红
军、红二十五军、西北军委、中共西北工委先
后讲话，祝贺南北红军胜利大会师，号召全体
军民互相学习，加强团结，积极参加抗日救国
活动，坚决粉碎敌人对陕甘根据地的第三次

“围剿”，为巩固和扩大陕甘革命根据地而奋
斗。刘志丹的名字在陕北非常响亮，我们见
到他，感到非常亲切。

红二十五军与陕北红军会合时，国民党军
正开始发动对陕北苏区的第三次“围剿”。敌
人的兵力，除了原来就在陕北的4个师外，东
北军的7个师也跟在我们后面赶来。红十五
军团成立的第二天，军团首长就商讨反“围剿”
作战计划，决心打响第一炮。战士们兴奋地
说：“一定要打个漂亮仗，迎接党中央的到来。”

9月初，蒋介石发现中央红军和红二十五
军都将北上会合陕甘红军，抢先增派大军加
强早已开始的对陕甘苏区第三次“围剿”，企
图消灭陕北红军，摧毁陕甘根据地，使北上红
军无法立足。以武汉行营主任张学良为西北

“剿匪”副总司令（10月，蒋介石在西安成立了
“西北剿共总司令部”，并自任总司令），其主
力有：东北军的4个军，陕北军阀2个师，入陕
晋军5个旅。他们采取南进北堵、东西配合、
逐步压缩的战法，企图将红军主力围歼于保
安、安塞地区。

在我们进入陕北根据地时，国民党东北
军各部也由鄂豫皖、陕南和河北省相继进入
陕、甘两省，并向陕北分路推进。9月中旬，敌
第六十七军由黄陵向北进犯。军部及刘翰东
第一〇七师进驻洛川，派第一〇七师第六一九
团一个营抢占羊泉塬。何立中第一一〇师、周
福成第一二九师（欠第六八五团）沿洛（川）延
（安）公路推进至延安。以第六八五团驻甘泉，
维护南北交通。延安的军事位置十分重要，敌
军占领延安后，就可向四面八方扩展兵力，企
图摧毁革命根据地，阻挠红军北上抗日。

为了粉碎敌人的进攻，红十五军团首长
召开军事会议，主要讨论作战对象问题。有
的同志主张从北路开刀，先吃掉敌两个杂牌
师，提议先打驻米脂一带的井岳秀师，或者高
桂滋师，出横山，与神木、府谷苏区打成一片，
然后打出三边；有的同志则认为，敌大军压
境，吃掉一路杂牌军，虽然把握大一些，但对
整个战局影响不大，对敌人的打击也不重。
上策应该是先打东北军为佳，因为如果把东
北军的主力打垮一两个师，就会使陕北战局
发生重大变化。最后，徐海东、刘志丹等军团
首长果断决定先打东北军。

军团首长决定，为了打击南线孤立冒进
之敌，粉碎敌人的进攻，所采取的作战方针
是：围攻甘泉，调动延安之敌前来增援，以便
我军在运动中歼灭敌人，拦路打埋伏。遂决
定第一仗的战场选择在劳山。

巧设口袋阵的决心和部队的具体部署，
是徐海东、刘志丹等首长共同商定的。当时，
延安有东北军两个主力师，外加地方武装，有
一定的实力。根据红军的兵力和武器装备，
我们强攻延安显然不行。军团首长研究认

为，敌军在延安有这么多部队，不能没有补
给，如果用一支部队包围佯攻甘泉，切断敌军
南北交通线，必会引敌增援，并且判断到敌增
援部队从延安来的可能性比较大。于是，决
定把敌人调出来打。一个调虎离山、围城打
援的计划就这样确定下来。

会后，程子华同志留永坪镇动手术治
伤。9月下旬，红十五军团经过 3天的急行
军，绕过延安，到达了延安南 90里的甘泉附
近。部队在甘泉以西王家坪一带集结休息。
刘志丹和徐海东同志带着团以上的干部，来
到甘泉北15里的劳山附近勘察地形。

甘泉县城之北，有一条通向延安的公路，
路两旁是连绵起伏的山岭，把延（安）甘（泉）
公路夹在当中，像一条口袋，而且两边山上树
木茂密，便于埋伏。如果把敌人放进来，真如
同把狐狸装进口袋里。军团首长的决心更加
坚定：包围佯攻甘泉，调动延安之敌回援，置
主力于劳山东西山区设伏歼敌。

关于具体的伏击地区，考虑到敌人的狡
猾，我军必须埋伏在他们意想不到的地区。
刘志丹副军团长对当地的地形非常熟悉，他
提出了一个十分理想的建议，这就是劳山。
劳山附近是一个非常有利于打埋伏的理想地
形。劳山南距甘泉 30里，北距延安 60里，为
延安至甘泉必经之地，公路两边群山耸立，树
林茂密，地势险要，十分有利于部队隐蔽。军
团首长果断决定在劳山摆下一个口袋阵，“口
袋口”设在劳山以北的湫沿山。

为了不让敌后卫部队逃脱，刘志丹等军
团首长认真设置了“口袋底”。我们接受以往
伏击战的教训，这既要考虑设伏地形，更要计
算敌行军纵队的长度，推知来敌的兵力大小
和行军纵队多寡。军团首长最后决定将“口
袋底”选在甘泉城北边的 1170高地一侧（当
地群众称为清凉山）。从“口袋口”到“口袋
底”长约40里。军团首长还担心这个口袋阵
装不完敌人的行军纵队，又规定负责扎“口袋
口”的红 75师，在敌后卫部队未通过湫沿山
时不准打，只有等敌人全部通过湫沿山之后，
再扎死“口袋口”，并向北派出有力的警戒部
队，迂回部队在敌人后面跟进。以“口袋底”
打响为号，前面堵，后面赶，左右夹击，把敌人
消灭在“口袋”里。

9月 28日，红八十一师第二四三团包围
甘泉县城。第三天拂晓，我团等主力部队进
入伏击阵地。出发前，刘志丹等首长对参加
埋伏的部队进行了严密的组织，规定每人携
带 3天的干粮，进入埋伏地区后，不准生火，
不准走动暴露目标，没有指挥部的命令，任何
人不准开枪。徐海东同志随我团行动，他的
指挥位置设在“口袋底”的 1170高地上，南距
甘泉县城直线约2里。站在这里既可以向南
俯视甘泉县城，向北又可以观察整个战场，不
仅便于指挥全局，又是首先打响的地方，是伏
击战的关键点所在。

我们埋伏了两天两夜，看到军团首长们
白天观察敌情，晚上察看部队，眼睛都熬红
了。在焦急和不安中，我们等到第3天，敌第
一一〇师在师长何立中率领下，10月 1日拂
晓终于从延安出发，沿公路向甘泉增援。途
中留第六三〇团于四十里铺以为策应。敌人
以为红军会在地势险要的湫沿山打埋伏，其
实我少数部队只在湫沿山上放几枪就跑了。
敌人在周围搜索了一下，认为我军被赶跑，才
放心前进。这股骄傲的敌人虽有防备，但他
们还是把我军可能埋伏的地区估计错了。据
后来俘虏的一名敌参谋人员说，何立中当时
骑在马上，过了他预计我军会有埋伏的湫沿
山地区后，向师参谋长说：“我原以为共军会
在这里打我们一个埋伏呢！现在我们已走出
龙潭虎穴了。”他认为“龙潭虎穴”已过，即令
其部队在劳山稍事休息后，把两路纵队变成4
路纵队向甘泉开进。行军纵队缩短了一半，
公路上黑压压挤满了敌人，来势凶猛。

当日下午 2时，敌先头进至甘泉北 12里

白土坡。为解甘泉之围，敌前卫在距甘泉县
城 4里处，令其尖兵抢占右侧高地。置于该
地的红八十一师第二四一团堵住了敌人的前
进道路。当敌尖兵部队爬上山头，距离我们
军团指挥部埋伏地点仅约20米时，军团首长
下令：“开火！”我军一排手榴弹把敌人打了下
去。红八十一师师长贺晋年英勇威猛，有手
枪不用，端起一支带刺刀的步枪，带头冲入敌
群，追得敌人直往山下跑。我军堵住了敌人
前进的道路。埋伏在公路两侧山上的我团及
我师第二二三团、第七十八师奋勇向敌群发
起冲击。位于阳台（劳山北6里）之红七十八
师骑兵团适时出击，断敌退路。各种火器一起
开火，打得敌人晕头转向，乱成一团。刘志丹
首长的指挥所和红七十八师在一起，这边枪声
一响，那边也开了火。劳山附近方圆几十里地
区，枪炮声震天。我军将敌分割在榆林沟口和
小劳山。敌首尾受挫，遂自动向心靠拢。

我率全连参加伏击战，全体指战员勇猛
顽强。敌人顽抗不肯缴枪时，我们的战士连
打带喊话：“缴枪吧，你们跑不出去了！”“放下
武器一律优待！”国民党东北军部队是我们红
二十五军部队的老对手，有好多士兵了解我
军的政策，在此情况下，纷纷缴了械。战斗从
10月 1日下午约 2时打响，晚 8时以前结束，
全歼敌两个团及师直属队。打扫战场时，我
们根据军团首长的指示，请当地群众把敌伤
兵运到甘泉县城。这一手很巧妙，一是让敌
人背上包袱，使甘泉县城增加了负担；二是体
现了我军优待俘虏的政策，对东北军官兵影
响很大。

劳山战斗，我们师和兄弟部队一道，共毙伤
敌师长何立中、师参谋长范驭州、团长杨德新以
下1000余人，俘敌团长裴焕彩以下3700余人，
缴获战马300余匹，七五山炮4门，八二迫击炮
8门，重机枪24挺，轻机枪162挺，长短枪3000
余支，50瓦电台一部。甘泉守军见师长被打
死、参谋长被活捉，军心动摇，斗志涣散。

在这次战斗中，我率领本连全体指战员
英勇战斗，攻克一个个制高点，歼灭敌人 100
余人。我冲锋在前，在混战中亲手将敌营长
击毙，在关键的时刻发挥了应有的作用，战后
受到徐海东、刘志丹等军团首长的特别表扬，
给予特等物资奖励，奖品是一支20响的驳壳
枪和一双胶皮底的布鞋，这两件奖品在当时
是最让人羡慕的。

对奖励给我的那支驳壳枪，当时也兴奋了
一段时间。一个多月后，在我负重伤住院时，
那支枪让战友取走了。后来由于我连续任军
事主官，常年拼杀在战场，对那支驳壳枪的印
象并不深刻，好像并不十分留恋。但对那双
鞋，我则感到非常宝贵，至今难以忘怀。那是
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穿质量这么好的布鞋，而且
还是胶皮底。在那时，同志们称这种鞋为“皮
鞋”，与现在所说的“皮鞋”不是同一个概念。
我对这双“皮鞋”格外珍惜，舍不得穿，它一直
陪伴我走完了八年抗日战争的历程。

劳山战役后流行的歌谣

劳山战役结束后，军民欢庆，奔走相告，
当时，流传着这样一首歌谣：

一杆红旗空中飘，
二十五军上来了；
来到陕甘洛河川，
劳苦群众都喜欢；
边区开了欢迎会，
三军会师在陕北；
党政军民同欢庆，
军团长就是徐海东；
开会计划永坪镇，
打蛇打头先打东北军；
劳山战役选得准，
消灭敌师长何立中；
缴获如山的战利品，
毙伤生擒三千七百人。
（供稿单位：中共延安市委党史研究室）

到延安前

李焕之于 1919年 1月 2日生于香港，少
年时代在厦门度过。他从小接触广东、福建
的民间音乐，并在基督教会唱诗班习唱圣泳、
习奏风琴。1934年，李焕之在泉州培元中学
念高中。1935年后，开始创作歌曲，作有《牧
羊哀歌》（郭沫若词）、《黄花曲》（蒋光慈词）
等。1936年春，他进入上海国立音乐专科学
校，师从萧友梅，学习和声学。

抗日战争爆发后，李焕之从 1937年开
始积极投入抗日救亡歌咏运动，从厦门到香
港，一直与蒲风等诗人和广州的“中国诗坛”
合作，创作抗日歌曲，作有《厦门自唱》（蒲风
词）、《保卫祖国》（克锋词）等。之后，李焕之
在香港加入了共产党的外围组织“抗战青年
社”，学习马克思主义著作，到工厂、学校开展
宣传活动，经常到九龙的“陶化大同厂”去教
工友们唱抗战歌曲，投入抗战文艺活动。

1938年 4月，李焕之得到延安创办鲁迅
艺术学院，音乐系主任是吕骥的消息，倍感兴
奋，立即给吕骥写信询问入学办法。然后与

“抗战青年社”同仁一起参加第一批前往延安
的行动。7月 18日，他们离开香港到达广
州。7月20日，他们开始北上，随身携带了一
首混声四部合唱《保卫祖国》来到延安。

延安时期

1938年 8月 4日，李焕之和王文庶两人
经过半个月的旅途辗转，到达延安，然后直奔
鲁艺。在鲁艺大操场东边山坡上的两排土窑
里，吕骥对李焕之进行了视唱、听音、口试、看
作品等考试，顺利通过后，就由音乐系助理罗
椰波带领到集体宿舍，在鲁迅艺术学院音乐
系第二期学习。

吕骥审阅了李焕之从广东带来的作品
后，为他修改了《保卫祖国》，并让他拿到系里
的合唱课上去唱，又让他自己指挥。

当时延安正在修机场，鲁艺学员都去参
加劳动，李焕之写了一首《修飞机场之歌》。
10月，在鲁迅逝世两周年之际，他又写了《鲁
迅纪念歌》和《十月革命赞》。李焕之在香港
时与蒲风合作的合唱曲《抗战救亡曲》，也在
音乐系排练并演出。

李焕之在音乐系学习 3个月结业，11月
毕业后加入中国共产党，并进入高级班学习，
这时刚好冼星海来到延安鲁艺担任高级班的
教员，李焕之即随之学习作曲、指挥这两门
课，同时很快组织鲁艺集体创作了歌剧《军民
进行曲》。在高级班毕业之后，他开始担任教
学工作。

当时，延安的歌咏活动相当活跃，李焕之

等鲁艺的师生经常出去教歌。延安的一些机
关学校也提出要求让鲁艺派人去教歌，而且
为他们创作校歌。

李焕之在合唱指挥、理论著述方面也有
很深的造诣。在革命战争时期，他曾多次指
挥大合唱《黄河》、歌剧《白毛女》的演出。

离开延安后

抗日战争胜利后，李焕之从延安来到张
家口，担任华北联合大学文艺学院音乐系主
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李焕之担任中
央音乐学院音乐工作团团长、中央歌舞艺术
团指导。1957年，李焕之带领并执棒指挥的
北京青年民歌合唱团赴莫斯科，参加第六届
世界青年联欢节合唱比赛，荣获金质奖章。
1958年10月，李焕之参加首都文化界慰问团
到厦门前线慰问，创作了《第一交响乐——英
雄海岛》。希扬作词、李焕之作曲的合唱《社
会主义好》在全国广为传唱。李焕之还为《中
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创作和声配器的管乐总
谱。1960年，李焕之担任中央民族乐团团
长。

四五十年代，李焕之共创作了 300余首
声乐作品。其中较突出的有《青年颂》《民间
建国进行曲》《社会主义好》等。他还为电影
《暴风骤雨》《在长征的道路上》《鲁迅生平》等

配乐，为第二届、第四届全国运动会的大型团
体操配乐，写作主题歌合唱曲《新长征颂》《红
旗颂》。为演出冼星海的大合唱《黄河》，他对
其总谱进行过多次整理，并为《国歌》等作品
编配合唱、钢琴伴奏与管弦乐总谱等。

1981年，李焕之作为中国作曲家的首席
代表，赴香港出席“亚洲作曲家大会与音乐
节”。他根据古琴曲《离骚》再创作的古筝协
奏曲《汨罗江幻想曲》在开幕式上首演，并作
了《当代中国音乐创作概述》学术报告。1983
年 6月，李焕之和我国音乐界知名人士到泉
州、厦门采集有关祖国统一的音乐题材。
1984年7月创作《开始曲》。

1985年，李焕之成为中国音乐家协会主
席，直至 1999年卸任。同年，患晚期癌症并
双耳失聪的李焕之，坚持用最后的生命和心
血完成了单乐章民族管弦乐《大地之诗》。

自1954年起，李焕之历任中国音乐家协
会常务理事、书记处书记、副主席，音协创作
委员会主任，《音乐创作》主编等职务。1985
年当选为中国音乐家协会主席。历任第三届
全国人大代表和全国政协第五、六、七届委
员。

2000年 3月 19日，李焕之病逝于北京，
享年81岁。

（延安精神研究中心研究员 高慧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