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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马路边，捡到一分钱，把它交给警察叔叔手里边。……”这首创作于 50多年前的儿童歌曲《一

分钱》，曾经红遍祖国的大江南北，影响过几代人。然而，对于它的作者潘振声，人们却所知甚少。

六一前夕，陕西省广播电视民族乐团原团长、国家一级作曲孙韶先生，耄耋之年在病榻上为本报独

家撰文，给我们讲述了他的好友潘振声的人生故事和《一分钱》这首著名儿童歌曲的创作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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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好友，著名儿童歌曲作曲家潘振
声，离开我们整整十年了（1932年-2009年 5
月 14日）。我们常常怀念这位优秀的儿童歌
曲作曲家。他的很多优秀歌曲被很多人传
唱过，凡是从幼儿园出来的小朋友，可能都
会唱那首，“我在马路边捡到一分钱，把它交
给警察叔叔手里边，叔叔拿着钱笑着把头
点，我高兴地说了声：叔叔，再见”。

潘振声是蒙古族的后裔，1932 年 1 月
出生于汉口市一个贫民家庭，祖籍是上海
市青浦县，1941年因家庭贫寒，生活困苦，
9岁时被收容到广西桂林象鼻山下的儿童
保育院上学（这是宋庆龄开办的一所收容
从沦陷区救出来的孤儿学校，食宿衣被、学
习用品全由国家供给，半工半读）。在这里
他得到了良好的启蒙教育，小小年纪就对
音乐格外敏感和喜爱，后来竟被音乐老师
选中当了学校合唱团的小指挥，经常到社
会上去演出宣传抗日，开展募捐活动。

后来，儿童保育院因时局变化转移到南

方某地，潘振声不
得不跟随父母逃难
来到贵阳，为了谋
生当上了卷烟厂的
童工。 1945 年，抗
日战争胜利，他随
着父亲姐姐回到上
海，靠亲友接济，在
南汇县新城镇乐育
中 学 上 了 半 年 初
中，后因家贫不得
不 到 社 会 上 打 零
工，在街头卖报。
1947 年，经一位好
心 的 出 版 商 人 介
绍，潘振声到一家
小 印 刷 厂 当 学 徒

工。这时他已 15岁，在这个阶段，他利用微
薄的经济收入，利用业余时间上了上海现代
影剧演员学校，最后拿到了毕业文凭。

1950年，爱好文艺的潘振声高兴地参了
军，当上了部队的文艺新兵，分配到 6202部
队文工队任队员，他在部队很活跃，会拉手
风琴、会跳舞、会演戏、会说相声、会唱大鼓、
会写作，很快成了深受指战员喜爱的“一专
三会八能”的文艺工作者，受过表扬、立过
功，还加入了共青团。

1955年初，潘振声 23岁，当时全国开始
实行义务兵役制，潘振声因身体欠佳，服从
组织决定复员回到了上海，被分配到徐汇区
漕溪路小学当音乐教师兼少先队总辅导员，
从此和儿童音乐创作在感情上走到了一起，
一直延续了22年，直到去世。

他的一首儿童歌曲《我们来到了花园
里》，当时曾从上海各校传唱到各地，有意思
的是，这首歌曲很快在西安的《群众音乐》
（陕西省音乐家协会主办）1955年 6月号上发
表，这首歌是他发表的第一首作品，这让他
的心中升起了莫大的幸福感，从此潘振声便

与儿童歌曲结下了不解之缘。
在学校，他和孩子们成为好朋友，教

他们唱歌，为他们创作，和他们一起活动，
教学成果显著，他的作品社会效益明显，
1956年就被评为“上海优秀教师”，同年 12
月成为共产党员，上海《广播歌选》聘请他
为客座编辑。

1957年 9月，因工作需要，潘振声被调往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广播歌选》编辑部任编
辑。人虽然离开了学校，但他的心却留在了
校园，为少年儿童写歌的笔一直未放下，在
全国各地出版的音乐期刊中，几乎不间断地
有他的儿童歌曲发表。仅一年中，就发表了
四十多首新作，还出品了三本个人专辑。中
央和地方的广播节目中，经常可以听到潘振
声作词作曲的歌声飞扬。他的作品已经引
起众多小学音乐教师的关注，选唱他的歌做
课堂教材或演出曲目的学校也越来越多。

1958年全国大跃进时期，党中央号召支
援边疆建设，潘振声作为年轻的共产党员积
极响应党的号召。为支援宁夏回族自治区
的成立，1958年 9月与新婚妻子一同乘上西
去的列车来到宁夏银川市宁夏人民广播电
台，开始了他们新的生活。

在银川一待就是 32年，直到 1990年回到
南京，银川成了他的第二故乡，宁夏也是个
民族音乐非常丰富的地方。他到银川后，
从广播电台的音乐编辑到电视台的导演，
从宁夏自治区音协主席、文联副主席到宁
夏自治区政协委员，后又兼任宁夏少儿艺
委会副主任、宁夏音乐教学研究会理事长，
他的工作都很出色。他曾自豪地说，“宁夏
的娃娃不缺歌唱！”他虽工作很多很忙，但
他始终没有忘记为儿童写歌。宁夏人民出
版社曾出版的《宁夏小学音乐乡土教材》
中，大部分的创作歌曲都是宁夏许许多多
少年儿童传唱的潘振声的作品。

这 32年期间，潘振声生在宁夏，也为中
央人民广播电台《小喇叭》节目提供了数以

百计的幼儿歌曲，他感到欣慰的是：我没有
冷落全国幼儿园的小朋友。

1961年、1983年，他曾两次获全国先进
儿童工作者称号；1985年，被评为“自治区有
突出贡献的科技工作者”；1988年，被授予

“自治区民族团结先进个人”称号。
歌曲《一分钱》的创作，是 1963年毛主席

号召全国向雷锋学习初期。当时他在银
川，一天他收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小喇
叭》节目组的来信，约他写一首好孩子的儿
歌，当时他想好孩子的题材太多了，到底选
哪个呢？他说：“我那时在上海一所小学当
少先队大队辅导员。在我的办公桌上有一
个放文具的盒子，里面总是放满了硬币，这
些都是孩子们捡到交上来的。那时孩子们
排队回家，交警就在校外维持交通秩序，守
护孩子们的安全。孩子们和交警关系非常
亲密，经常是走出校门很远了，还频频回头
和交警挥手喊道：‘叔叔再见！叔叔再见！’
我将这个场景有机地融合起来，创作了《一
分钱》这首儿歌。”

《一分钱》问世后，寄给了中央人民广
播电台少儿部，很快由中央
人民广播电台《小喇叭》节目
组录制，并在广播中反复播
放、教唱，一下子红遍了祖国
大江南北，全国幼儿园、小学
的小朋友几乎都唱过这首
歌，曾经影响了几代人。

说起《一分钱》这首歌，
还 有 件 事 应 该 说 一 下 。
1999 年上海公安博物馆成
立后，馆领导找到潘振声想
要当年的那封中央人民广
播电台少儿部的约稿信及
《一分钱》的曲谱原稿，作为
馆藏珍品展览，工作人员问
潘振声要多少钱？潘振声
听后反复问道：“你们打算

给我多少钱？”对方从一万元开到十万元，潘
振声一直笑眯眯的不点头，对方急了：“你到
底想要多少钱？”潘振声却表示，孩子们把一
分钱都交给警察叔叔，这份手稿我当然也要
交给警察，一分钱也不要，让一分钱的精神
代代相传。后经国家文物局鉴定《一分钱》
的曲谱原稿被评为现代革命一级文物，永远
珍藏在上海公安博物馆里。

潘振声一生为儿童创作了两千多首儿
歌，他也因自己的作品被几代孩子喜爱，所
以孩子们亲切地称潘振声为“一分钱爷爷”。

潘振声 1990年回到南京，1991年 2月 10
日，中央电视台在《新闻联播》中赞扬潘振
声献身儿童歌曲艺术的先进事迹。面对众
多奖杯、奖状，潘振声更重视的是人们对他
作品的一直喜爱和赞赏，他创作的不少歌
曲能让几亿人传唱，这是最珍贵的奖赏，也
是最崇高的荣耀。

潘振声 2009年 5月 14日因病在南京去
世，享年 77 岁。今年是潘振声去世十周
年，让我们永远怀念这位一生为儿童写歌
的作曲家。 □孙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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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白是唐代著名浪漫主义诗人，也是中国
历史上最知名最伟大的诗人。他一生好酒，留
下了很多与酒有关的脍炙人口的诗歌作品和一
段段佳话。大诗人杜甫在《饮中八仙歌》一诗中
提到李白：“李白一斗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
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说的
就是李白饮酒一斗后，灵感来临、诗兴大发，就
能写诗百篇（首），喝了酒就醉卧在长安市的酒
铺里。天子召见他，他因酒醉不肯上船，说自己
是酒中之仙，谁召见都不去。杜甫在这里的描
写，使用了文学的夸张手法，但也把李白的才情
和桀骜不驯的性格充分展现出来。

李白，被后人誉为“诗仙”。其人爽朗大方，
爱饮酒作诗，喜交友。他与酒的关系，可以从他
的诸多诗歌作品中觅得踪迹。他在诗歌《月下
独酌其二》中写道：“天若不爱酒，酒星不在天。
地若不爱酒，地应无酒泉。天地既爱酒，爱酒不
愧天。”“三杯通大道，一斗合自然。但得酒中
趣，勿为醒者传。”这首诗，把李白与酒的关系表
现得可谓淋漓尽致。他深得“酒中趣”，所言“天地爱酒”，实际上
说的是自己，“三杯通大道，一斗合自然。”说的是酒中有真趣，喝
酒可以使人领略人生的大道理，可使人达到浑然忘我的境地，三
杯酒喝下去，可通往美妙人生的大道；如喝一斗，可使人与大自然
浑而为一。这位酒仙，喝酒喝出了人生的真谛。

李白在他的诗歌《将进酒》中写道：“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
樽空对月。”“会须一饮三百杯”“但愿长醉不复醒”“斗酒十千恣欢
谑”“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这种豪
情，足可见李白对酒的一往情深和饮酒的豪迈，体现出诗人的情
怀和诗人对酒的钟爱！

李白爱酒，还有一则趣闻。清人袁枚在《随园诗话补遗·卷
六》中记载：唐天宝年间，泾县豪士汪伦听说李白南下游玩，并旅
居于南陵叔父李冰阳家，非常欣喜，于是写信给李白，信中写道：

“先生好游乎？此地有十里桃花。先生好饮乎？此地有万家酒
店。”李白得此信，听闻当地景色宜人，更有美酒可供畅饮，便欣然
前往。李白到了泾县，便问汪伦信中所说的桃园和酒家何在。汪
伦回答说：“桃花是潭水的名字，并无桃花。万家是店主人姓万，
并没有万家酒店。”原来汪伦只是在玩弄文字游戏，为请李白到
访，故意投其所好。汪伦的回答不仅没有触怒李白，反而引得洒
脱豪放的李白仰头大笑。李白将要离开的那天，汪伦送给李白名
马八匹、绸缎十捆，派仆人送至船上。在家中设宴送别之后，李白
登上了停在桃花潭上的小船，船正要离岸，忽然听到一阵歌声。
李白回头一看，只见汪伦和许多村民一起在岸上踏步唱歌为自己
送行。主人的深情厚谊，古朴的送客形式，使李白十分感动。他
立即铺纸研墨，写下著名的《赠汪伦》一诗：“李白乘舟将欲行，忽
闻岸上踏歌声。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

李白在《月下独酌其一》中写道：“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诗中背景是花间，道具是一壶酒，只有
诗人一人独酌，冷清凄惨，诗人邀来天边明月和月下自己的影子，
化成三人，举杯共酌。诗人想象丰富大胆，表现出诗人浪漫主义
的天性和创作特色。

李白在《行路难》中写道：“金樽清酒斗十千，玉盘珍羞直万
钱。停杯投箸不能食，拔剑四顾心茫然。”“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
帆济沧海。”“一饮三百杯”的李白，面对朋友设下的盛宴，纵然金杯
中是昂贵的美酒，玉盘里是珍稀的佳肴，却心情不畅放下杯筷，拔
剑四顾，一片茫然。但诗人坚信能够乘长风破万里浪，横渡沧海，
到达理想的彼岸，体现了诗人愿冲破一切阻力，去施展自己抱负
的豪迈气概和乐观精神，说明诗人虽然嗜酒，但也不是一味耽于
酒中无所事事。

“酒酣舞长剑”“平明拂剑朝天去”“安得倚天剑，跨海斩长
鲸”，大诗人李白的诗中，除了酒，还有剑。他离开我们一千
二百多年了，但他的伟大诗篇，还在中华民族的诗歌史册中闪
耀，并且熠熠生辉，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
精神财富。我在思考，假使诗人李白还活
在当代，他会喝什么酒呢？ □田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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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82岁的梁福云，原是西北国棉一厂细纱乙班四组、全国著名劳动

模范赵梦桃生前的老姐妹。她俩同宿舍、同班组、同为值车工，并相处多

年。日前，她向笔者娓娓道出珍藏了62年的签名照背后的故事。

上面这张正反照片，原系西北国
棉一厂细纱乙班四组赵梦桃小组梁福
云所珍藏的一张老照片。画面是赵梦
桃本人 2寸黑白照，真实记录呈现了上
世纪五十年代赵梦桃的精神面貌和风
采，短发垂肩、笑容可掬，一袭花衫神
采奕奕；胸前佩戴 6枚大小不一、或圆
或方的奖（勋）章，背面字迹虽有褪色
但清晰可见，似乎向人们口述着赵梦
桃平凡人生的不凡业绩和火红年代的
辉煌故事。尤其是该照片背面的两行
小字：“送给福云小五妹，落款：二姐孟
桃，日期：1957年12月。”

眼见为实。今年 5月 16日，笔者
在耄耋之人梁福云家里见到了这张旧
照，仔细端详背面，照片发黄，字迹犹
如铅笔所写，一看日期，恍然大悟，毕
竟尘封近 62年，岁月沧桑、照片情长。
我曾收藏着该企业宛若“秦砖”厚重的
《西北国棉一厂志》（1951-1985 年、
1986-2006年）两大卷，写过几篇有关
赵梦桃和梦桃小组的篇什，亦看过不
少相关历史图片、文字和影像史料，但
真正令我能欣赏触摸到赵梦桃本人属
名留墨的照片，极为罕见，尚属首次。

可谓历史文物或私人典藏。
我极力追溯这张珍贵照片的来龙

去脉，并分享其旧照背后的故事。
在梁福云老人家里，我俩并排端坐

在沙发上，这张不大的照片就摆放在沙
发边，我急切地询问此照的前前后后。

“那年，梦桃赴京开会回来，一天
独自在宿舍埋头整理她的照片，几乎
占了半个床铺，我近前一看，呵，这么
多呀！随口冒出一句：‘能不能送我一
张？’她抬头看是我，挺爽快地答应。
说着她伫立架子床边，手拿钢笔、爬在
床边，为我题写了这张照片。那年月，
我们多在就近的咸阳北大街照相馆去
拍照。一是照相要花钱，姐妹们大都
不舍；二是若不急用照片，大家很少去
照相馆。我比梦桃小两岁，进厂也比
她晚两年，能拿到这张照片，缘于一进
厂我就幸运地和梦桃分在一个宿舍，
同宿舍共 5人，朝夕相处，亲如姐妹。”
梁福云兴奋地说。

我追问：“您还记得同宿舍的人
名吗？”

她掰着指头一一道出名字：“赵梦
桃、程淑琴、曹慧芳、唐赛娟和我。梦
桃和淑琴同年，但淑琴生月大，是我们
宿舍大姐，梦桃是二姐，桂英、赛娟都
比我大点，属我最小，所以同宿舍的人
都喜欢称我为小五妹。”

“您对赵梦桃印象如何？”我脱
口而出。

“梦桃话语不多，性格温和，能和

大家打成一片，我从未见她跟谁红过
脸、闹过别扭。日常工作中，她有句口
头禅：‘要听党话、跟党走，好好地干！
下苦干！老实干！’平时总爱琢磨操作
技术，摸索出了一套科学的巡回清洁
检查操作法并在车间推广，使断头减
少三分之二；她还革新发明了‘双手绞
皮辊花圈’的先进技术，大大提高了生
产效率。当年，她是第一个主动向车
间领导提出扩台扩锭者，姐妹们挺佩
服的。那会儿我们宿舍的人都未成
家，住的集体宿舍，上班前，门卫是顺
着走廊边走边手摇如同喇叭花一样的
铃铛，催促人们起床上班。梦桃多半
是第一个起床，嘴里还不时哼着歌，只
要听到她的歌声，宿舍姐妹们不言自
明，都起床收拾上班。生活上梦桃很
是体贴人、关心人。早年冬里宿舍有
一个带烟囱的火炉，那是厂里关爱职
工过冬为每个宿舍配发的，主要是御
寒取暖，她只要下班进了宿舍门，围
腰、工作帽往床上一丢，就提着尖嘴大
铁壶往水房跑，然后把火炉捅得旺旺
的，烧开一大壶水，好让姐妹们及时饮
用和洗漱；有时还会给每个人的脸盆
把热水倒上，一时半会儿回不来的，就
用毛巾将脸盆外圈捂上，保持一定温
度，她就是这么一个细心、用心、有爱
心之人且毫无怨言。工余时间，梦桃
心灵手巧，爱唱歌、爱织毛衣，我听她
唱得最多的是一首陕北民歌，“青线线
那个蓝线线，蓝个荧荧彩，生下一个蓝
花花，实实地爱死人……”星期天，她
常组织我们到渭滨公园游览放松，那
是姐妹们最开心的日子。有一天，她
还送我一件用卡思米细线织成的绿毛
衣，满心欢喜。1959年‘五四’青年节，

我与新婚不久的丈夫拍照留念，上身
穿的就是梦桃为我织的毛衣，一针一
线总是情啊！梦桃去世时才 28周岁，
太年轻了……”说到此，梁福云老人话
语中断，有点哽咽。

我看她很悲恸，忙把话题岔开，指
着签名照背面的字，不解地问：“当年，
梦桃本人咋把‘梦’字写成‘孟’了？”

满头白发的梁福云若有所思地
说：“我是这么想的。当年 16岁的梦桃
是从宝鸡蔡家坡农村招进厂的，进厂
时，我们新工大多是文盲半文盲，我也
不例外。真的，不少人连自个儿的名
字都写不到一块，发工资时，许多人仅
是按个红指纹印就了事，音同字不同的
现象时常发生，见怪不怪。进厂后，我
们才陆续在厂里半工半读课堂补习文
化知识。至今记得郑引芬教员给我们
教数学、蔡宏德教员给我们教语文，还
有教员给我们上政治和历史等课程，也
正是这个时候，我们才补习了一点文化
知识。说实话，‘一瓶子不满，半瓶子晃
荡。’如今，我本人有一喜好，退休多年
时常翻看老照片，我多次搬家，反正家
落到哪里，保存的照片就带到哪里。”

不知不觉到了饭点，我匆忙告
辞。临行前，我直言相告，欲将这张签
名照带走扫描后会立马完璧归赵，她
痛快答应。说来也巧，透过窗户，室外
淅淅沥沥下起雨来，梁福云老人急忙
用塑料袋将旧照小心翼翼、严严实实
包裹好，才交我手上。

细微之处见真情。一张泛黄的照
片竟能珍存 62年，实属不易。那是超
乎寻常的爱、难以割舍的爱。我不由
感佩：一张珍贵的签名照，一段笃深的
姐妹情…… □张翟西滨

赵梦桃（前排左四）和姐妹们游览咸阳渭滨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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