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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中国，鲜红的太阳永不
落》， 是一首亿万群众耳熟能详的
歌曲，自问世以来，一直深受广大
群众的欢迎。 40多年过去了，这首
歌仍然唱响在大江南北，它不仅激
发了中国人民的自豪感和使命感，
而且积淀出一种伟大的民族精神。

说起这首歌的创作故事，先要
说说《义勇军进行曲》。

在新中国建立前夕，人民政协
开会商定国歌。 徐悲鸿和梁思成委
员力荐以田汉作词、 聂耳作曲的
《义勇军进行曲》作为国歌。 虽然
歌词中“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
候”一句引起了争议，但周恩来总
理建议留下这句，提醒大家要居安
思危。 1949年 9月 27日，全国政
协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决议，在中
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未正式制定前，
以《义勇军进行曲》代国歌。

由于《义勇军进行曲》一直是
代国歌，所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征集小组在 1977年 10月向全国
征集新国歌。 南京军区前线歌舞团
非常重视此事，专门成立创作班子，
很快地就创作出《中国，中国，鲜红
的太阳永不落》这首歌曲。 此歌的
词作者任红举老人在笔者采访他

时，介绍了这首歌的创作经过。
任红举回忆说， 在创作歌曲

《中国，中国，鲜红的太阳永不落》
（与贺东久合作）时，首先就是信
念为作品定下了主题。他是个体育
爱好者，看电视时体育节目是他的
首选。每当国际体育比赛场上升起
五星红旗，“中国、中国”的欢呼声
就会使他心潮澎湃。 所以他就想以
“中国，中国”作为歌词的起兴句，
因为这首歌是为征集中华人民共
和国国歌而创作的。所以他又考虑
到世界上有没有以国名作为起兴
句的国歌呢？ 他借来了《世界各国
国歌选》一书，纵览全书后竟然发
现德国的国歌就是以“日耳曼、日
耳曼”为开头的，这样就更坚定他
以“中国、中国”作为歌词起兴句
的想法。 然而，既是写中国，中国又
是一个怎样的国家呢？按常规的创
作手法，起兴句一般都会从自然景
色如“长江、黄河、泰山、长城”等
入笔写起， 而任老经过深思熟虑
后，以“中国，中国，壮丽的山河”、
“中国， 中国， 沸腾的山河”、“中
国，中国，不屈的山河”作为三段歌
词的起兴句。 特别是写“不屈的山
河”时体会更深，他回忆起在朝鲜

战场上， 志愿军的武器不如西方，
但硬是打得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
军”在“三八线”签下了停战协定，
这就是“不屈的山河”真实写照。

信念， 给了他创作上的启迪，
歌词写出后经著名一级作曲家朱
南溪谱曲，这首气势宽广、旋律高
亢激昂的歌曲，被国家选为新国歌
备选歌曲。

同时，在征集新国歌时，对《义
勇军进行曲》 进行了重新填词，但
各方对此一直有不同意见，要求恢
复原来的歌词。直至 1982年 12月
4日， 五届全国人第五次会议终于
通过了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的决议，撤销了以前的新填词，恢复
由田汉作词、聂耳作曲的《义勇军
进行曲》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2004年 3月 14日，十届全国
人大二次会议通过宪法修正案，规
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是《义勇
军进行曲》”。

《中国，中国，鲜红的太阳永不
落》虽然未成为新国歌，但作为一首
“正能量”的歌曲，依然深受老百姓
的喜爱，2019年被中宣部评为“庆
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周年优
秀歌曲100首”之一。 （孔鸿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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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都是幸福年》

■《真假难辨》

春节临近， 为防止新冠病
毒的扩散， 多个省份相继发出
就地过年的倡议， 并还制定了
惠民福利政策。 根据散发病例
看，少聚集、少外出，对减少病
毒感染是有很大帮助的。 就地
过年，虽然距离家遥远了，但只
要心永远在一起， 那就是最大
的幸福。

�最新发布的《二手交易平
台消费调查报告》显示，部分平
台涉嫌默许售假， 超过 93%的
消费者表示在二手平台交易中
遇到以假冒真。其实我国的《电
子商务法》2019 年就已经实
施， 显然依法及时祛除假冒伪
劣的乌烟瘴气， 才能更好地维
护二手平台的信誉度。

老老歌歌
故故事事

趣趣说说上上海海闲闲话话

寻吼势，故意来找茬。 吼势是
标准的上海方言， 指心里极勿舒
服，同义有挖塞，加个“寻”就很好
理解。 “我已经老挖塞了，侬识相
点（知趣些）勿要再来寻吼势。 ”

捉板头，忒个词，还算勿上陌
生。放了忒搭是为了跟寻吼势作区
别，捉板头也有找茬的意思，但呒
没寻吼势“敌意”强烈，还往往是
有板头可捉。“就算侬今朝马马虎
虎过得去，明朝伊拉肯定要来捉板
头。 ”

扳掐丝，也是找茬，但与捉板
头勿同，属于无事生非“豆腐里相

挑骨头”，“硬装斧
头柄”。 “我做的事
体清清爽爽，侬勿要
想来扳掐丝。 ”

牵头皮指将已经过去的错误、
失误或囧事， 再拿出来奚落人。
“是个，我读书勿来是（不行）大
学考勿上， 现在只要一讲到读书，
侬就要牵我头皮。 ”“热甲过去嘎
许多了，为啥还要牵头皮啦！ ”

拔直，上海话里的拔直，勿是
讲拿什么东西拉直，而专指将声音
发挥到极致，“传呼电话的阿姨，
一日到夜拔直喉咙叫，勿要太萨图
（吃力）奥。 ”“一点点小事，有啥
必要拔直喉咙，五斤吼六斤。 ”

直拔直， 比拔直多了一个直，
意思完全勿一样。 就是指直来直
去。“伊就忒种脾气，讲话直拔直，
从来勿计后果， 侬勿要放在心
里。 ”

（顾顺麟）

已已经经有有点点陌陌生生的的上上海海老老话话（（三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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寿文化是国学的重要部分，
《诗经》、《老子》 等古典文献中
有精辟的论述。 经过几千年的发
展，寿文化更加完善。我国各族人
民养成了丰富多彩的祝寿习俗，
如，六十岁称为初寿，八十岁称为
中寿，百岁则称为高寿。 又如，福
禄寿三星中有老寿星， 成语里有
寿比南山， 日常用语中有健康长
寿等。

在日常生活中，给老人祝寿，
人们往往用 “福如东海水长流，
寿比南山松不老”的颂语。 南山
是指山东益都的云门山， 因其坐
落在城南，故称“南山”。 从山麓
向山上仰望，大红的“寿”字镌刻
在顶峰的崖壁之上。“寿”字是明
代衡王府管家周全所书。“寿”字
书写的气势雄伟，字首指云，字脚
踏壁底，非常壮观，“寿”字看上
去也似一座山， 与山融为一体即
有了“寿比南山”的寓意，愿人的

寿命像山一样长寿永恒。
旧时习俗，年轻时不会“轰轰

烈烈”地过生日。 然而一过 50岁，
就进入“祝寿”行列，意谓人一旦与
“寿”结缘，说明老之将至。 正如白
居易的一句诗点破个中意思：“一岁
平分春日少，百年通计老时多。 ”

人老了，增一岁得一岁寿，即
又减了一岁寿， 所以每逢生日就
“祝”，其中有祝贺、祝福等意思，
总而言之是希望继续活下去，
“寿”也就有了许多雅称。 50 岁
称“艾寿”；60 岁称“花甲寿”，
或称“耳顺之年”“还乡之年”；
70 岁称“古稀寿”，也称“悬车
之年”“杖国之年”；80 岁、90 岁
称 “耄耋大寿”“朝杖之年”；
100 岁称“期颐”。

古时人们为长寿老人祝寿还
有喜、米、白、茶寿之说。由于草书
“喜” 字很像七十七，77 岁便被
称为“喜寿”；因为“米”字拆开

正好为八十八，88 岁便称为“米
寿”；白寿，“百”字少一为“白”
字，99 岁便称为“白寿”；茶寿为
108 岁，茶字的草字头代表二十，
下面有八和十， 一撇一捺又是一
个人，加在一起就是 108 岁，108
岁便称为“茶寿”。

在古人看来，世间功名，惟寿
为先。人情莫不欲寿，寿字也便成
了最为吉祥的字， 长寿之人更成
为人人羡慕追崇之人……

（临沂七村 王家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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