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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 多年来，《八月桂花遍地开》在中
华大地经久传唱，成为不朽的经典。

土地革命时期，在《八月桂花遍地
开》的歌声中，商城英雄儿女浴血奋战，
开辟大别山革命根据地。 这歌声，随着
红四方面军长征的脚步， 唱到了四川，
唱到了雪山草地；这歌声，随着抗日战
争、解放战争的硝烟，唱遍了全中国。 新
中国建立后，《八月桂花遍地开》被音乐
界定为红色经典民歌。

1961 年，空政文工团演出的《革命
历史歌曲表演唱》，1964 年制作的大型
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都选有《八月
桂花遍地开》， 之后它又被选入各种音
乐教材，在社会上广为流传，对丰富人
民群众文化生活、进行爱国主义教育都
发挥了积极作用。

1983 年，商城几位党史工作者走访
多位当事人， 写了 《党忠诚的文化战
士———王霁初》，叙述了《八月桂花遍地
开》的诞生经过。

走进商城革命斗争历史的长廊 ，
1929 年 5 月 6 日，党领导了著名的商城
立夏节起义，组建了红 32 师。 红 32 师

转战千里大别山，进行武装斗争，开辟
革命根据地，建立苏维埃政权。

1929 年 9 月下旬， 红 32 师由鄂东
返回商南，歼灭商南地主武装，镇压土
豪劣绅，打土豪分田地，建立革命武装
和政权。

1929 年 10 月，枫香树乡苏维埃政
府在徐堰村 （今商城县伏山乡徐堰
村 ）白湾廖家祠堂成立 ，参加庆祝活
动的有 1400 余人。 大会选举了苏维埃
政府主席、副主席；成立了乡赤卫队，队
员 44 人；成立了乡妇女会、团支部、少
先队，少先队员 210 多人。

此时， 正是农历八月 ， 深山区伏
山，秋高气爽，五谷飘香，桂花开放，香
溢四野 ，枫叶似火 ，万山红遍 ，长天寥
廓。 分到了田地，当家做了主人的农民
扬眉吐气 ，心情舒畅 ，漫山遍野 ，歌声
嘹亮。

家住商城县城西关的民间艺人王

霁初， 时年 36 岁。 正是秋色宜人的时
侯，他到山里去玩，正赶上枫香树乡苏
维政府成立大会。 这是个激动人心的时
刻：金风送爽，桂花飘香，红旗飞舞，张

灯结彩 ，队伍威武 ，刀枪闪亮 ，欢声笑
语，歌声飞扬……

王霁初心情激动，诗意迸发，写下
了歌词：

八月桂花遍地开，
鲜红的旗帜竖起来，
张灯又结彩，
光辉灿烂现出新世界，
亲爱的工友们啊，
亲爱的农友们啊，
唱一曲国际歌，
庆祝苏维埃。
……
1929 年 12 月 25 日， 红 32 师乔装

奇袭，打下了商城县城，决定在 12 月 27
日成立商城县苏维埃政府，召开第一次
代表大会。 当时，县委为了宣传革命，专
门设立了一个笔杆子班 ，有陈世鸿 、顾
醒吾 、吴品清 、毛承贞 、钟宝太等 。 他
们为庆祝大会编了顺口溜 、 快板书 、
文言诗 、白话文等节目 ，但没有可唱
的歌还是单调 ，有人提议编一首歌歌
唱苏维埃政权，于是便请来了城关会唱
会编的王霁初。

由于受新思想影响 ，王霁初倾向
革命 。商城起义后 ，在风起云涌 、波澜
壮阔的斗争岁月 ，王霁初创作了不少
革命诗歌 ，就在红军打下商城县城的
当天 ，他即兴连夜写下了 《取商城 》的
诗歌 ：

二十五清早，
红军计划好，
手提油条肩担草，
就把城破了。
……
在苏维埃政府筹备处， 王霁初一

鼓脑儿把原来创作的一肚子歌词都

倒了出来 ，其中 《八月桂花遍地开 》就
是唱庆祝苏维埃政府成立的 。 “就这
个！ ”“干脆照搬过来就是！ ”配上《八
段锦 》曲子 ，经县委书记吴靖宇审定
后 ，由王霁初教县委宣传队和红军战
士唱。

1929 年 12 月 27 日，《八月桂花遍
地开》 在庆祝商城县苏维埃政府成立
大会上唱响，红色经典民歌 《八月桂
花遍地开 》就这样诞生了 。

（据商城县阳光村务）

信 阳 风 情

书书画画廊廊

因有绘画之偏爱 ， 故有喜结各
类画友之爱好 。 10 年前的某日 ，我
专门把信阳几位知名书画家约到我

家小聚 ，诸位为黄埔门生 、百岁老人
戴南园 ， 我市第一位加入中国美协
的画家夏映志 ， 独具特色的山水画
家韩守超 ， 频频获奖的年轻画家杨
传贵 。来到贤山脚下 、河岸边的农
家小舍———老曾的 “悠然居 ”书屋小
聚 ，兴奋之余 ，几位画家合作为老曾
作了幅 《庭院寻趣图 》的画作 。

记得最年轻的杨传贵受众人之

托 ，率先开笔 ，只见他略为沉思 ，便
在砚上细拢笔峰 ，几笔下来 ，一只红
冠朵朵 、 回首挺胸的大公鸡跃然纸
上 。接着 ，70 多岁擅画山水的画家韩

守超接过毛笔 ，稍沾淡墨和浅绿 ，鸡
旁便增加了些许树枝及点绿衬景 。
之后他又将笔递给已年近 90 的南
园老人 ，老人理下长须 ，先沾朱黄 ，
轻轻一顿一点 ， 鸡腿下便增添了只
大花甲虫 ，正中回首鸡的视野 ，之后
笔锋一扬 ，刷刷几下 ，画上角又多了
枝芭蕉叶……

当站在一旁的夏映志老人从戴老

手中接过毛笔后，他观遍整个画面，挥
笔为此画落下四人合款 ：“庭院寻趣
图”及“传贵画鸡、戴老画虫蕉、守超浑
色、映志书”，并掏出印盒，将一枚别具
特色的“夏”字红印留在了这幅集老 、
中、青，且均为国家 、省级美协书画家
的结晶上。

“群星汇翠”之家有一宝
———记《庭院寻趣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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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院寻趣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