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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部战区空军某基地有支“天山雪

莲”文化服务队。多年来，队员们走边

关、爬雪山、翻达坂、穿戈壁，为官兵送

去欢声笑语。火热的基层舞台上，他们

就像雪莲花一样灿烂绽放。

今年年初，这支文化服务队再次来

到训练点位开展慰问演出。寒风萧瑟，

难 掩 队 员 们 为 兵 服 务 的 热 情 ；氧 气 稀

薄 ，无 法 阻 挡 文 艺 战 士 奔 赴 基 层 的 步

伐。记者跟随他们，记录那些发生在一

线的动人故事。

一

一排平房、一座院。某场站的航向

延长线上，坐落着一处导航台站。这里

是文化服务队此行最小的“舞台”。

三级军士长王丰勋已在这里坚守

16 年。本来他和战友觉得，“热闹的文

化 活 动 ”会 与 这 个 人 少 地 偏 的 点 位 无

缘，没想到文化服务队专门前来演出。

那一天，小点位里格外热闹。营院

前不大的空地中，摆上了两排桌椅，留

下不足 10 平方米的“舞台”。

但是，演出开始后，现场气氛并没

有很快“热”起来。某连指导员邓嘉伟

告诉记者，平日里官兵接触站外人员较

少，难免有些拘束。

这并没有难倒队员们。他们随即

推出“点歌”模式。几首歌下来，气氛活

跃了，有的官兵还自告奋勇登台，连唱

两 首 都 不 过 瘾 。 一 时 间 ，小 小 的 舞 台

上，演员和观众不分彼此……

队员李小玲演唱《军营飞来一只百

灵》时，一架战鹰刚好从营院上空呼啸

而过，仿佛也在为演出加油。彼时，“雪

莲”和“战鹰”相辉映，成为一道浪漫的

风景线。

这处导航台站，是战鹰飞行降落的

重要坐标。邓嘉伟介绍，随着联合驻训

常态化开展，台站官兵要保障多种机型，

越来越忙。“飞过我们头顶的飞机越来越

多，伴着轰鸣声入睡是常态。”战士朱仁

博自豪地说。在前不久的训练中，他与

战友 24小时轮流值班，圆满完成任务。

这些年，导航台站从“边缘小点”到

“保障强手”，见证了该基地战训转型正

向实战化、联合化加速奔跑。文化服务

队队员们说，很荣幸成为这些变化的见

证者、参与者。

二

演出的前一天，某高原雷达站站长

拨出的电话不断。电话那头，是同区一

起驻训的战友们——他热情邀请大家

到时共同观看慰问演出。

“一起打仗的战友不分你我，不仅

要服务慰问到我们所属部队，也应该邀

请联合驻训的其他单位官兵。”上高原

前一晚，该基地领导嘱咐文化服务队带

队干部宋圭昌。

队员热米娜告诉记者，5 年前，文化

服务队首上高原演出就来到这个雷达

站。当时，许多刚进驻的单位在搭建帐

篷，雷达站的营房也只是几座板房和几

顶帐篷。“那次演出，很遗憾其他部队的

战友没能来。”

雷达站站长介绍，近几年来，营区

基础建设从“有保障”优化为“保障好”，

他们的战训模式也从“各自为营”升级

到“合力共赢”。随着高原驻训机制越

来越成熟，各单位常态化进行各要素互

通共享、在交流借鉴中互学所长，“攥指

成拳、打造体系”的意识越来越强。

演出当晚，雷达站阳光房里热闹非

凡。大家拉起了歌，点燃了现场氛围。

演出中，队员们跳起民族舞蹈，台下官

兵热情摇起荧光棒，有的官兵还即兴登

台一同舞蹈。游戏环节，有的官兵大声

呼喊着兄弟单位战友的名字，“机务蓝”

“迷彩黄”融在一起……

“联合联合，就是携起手来打胜仗

嘛。”这是小品《新年新气象》中的一句

台词，给那个热闹的夜晚点了题。

“一场演出成功，不仅依靠队员的

好 状 态 ，也 离 不 开 观 众 给 予 的 积 极 反

馈。”宋圭昌说，那晚演出让大家坚定了

决 心—— 为 兵 服 务 、向 战 而 歌 ，让“联

合”慰问成为常态。

三

“在茫茫的人海里，我是哪一个……”

在这处移动数据网络够不到的荒凉地

域，一阵悠扬的歌声传出很远。某营几

名刚下哨的哨兵，在一处平地上与文化

服务队合唱起《祖国不会忘记》。

灰土堆、白雪峰、伪装网……大巴

车上悬挂的横幅，成了冷色系中的一抹

“暖红”。

近年来，该营官兵常年在外驻训。

三级军士长何朋告诉记者，他跟随部队

东奔西走，军旅青春化为道道车辙，在

大漠高原留下印记。

文化服务队来演出前，该营正在戈

壁某点位驻训。这里时不时刮起沙尘暴，

环境相对艰苦。一听说文化服务队要来，

战士们早早摆好了小马扎。在这里，马扎

摆在哪里，哪里就成为天然的舞台。

“ 高 原 地 区 ，不 表 演 时 要 大 口 吸

气”，这是演出前老队员杜金健教给其

他队员的技巧。“平原地区流畅的舞蹈

动作，在这里感觉就像背着一个人在跳

舞。”有队员这样说。演出中，几名队员

趁着转身背对观众时大口吸气，扭头面

向官兵时，脸上依然笑容灿烂。

官兵的脸庞年轻又粗糙，脸上的笑

容格外动人。他们用力鼓着掌，让荒芜

的大地顿显生机勃勃。

演完一场，短暂休息后，队员们又

按照计划为站岗执勤没能看上演出的

10 余名官兵加演。“上来一趟不容易，我

再唱一首。”队员李小玲热血沸腾地连

唱了 4 首歌曲。

这让刚下哨的官兵很受感动，主动

建议与文化服务队合唱起《祖国不会忘

记》。日光透过稀薄云层挥洒下来，附

近山上的积雪被风卷起再落下。“不需

要你认识我，不渴望你知道我，我把青

春融进，融进祖国的山河……”有力的

歌声仿佛穿透了整个山谷。

“辛苦了，保重！”“以后再见！”离别

时，队员们和官兵深情拥抱，期待下次

相聚。

车窗外，敬礼送别的官兵那挺直的

身影，像极了远处高耸的雪山。

载着“天山雪莲”文化服务队的大

巴一路向前，一个声音在队员们的心底

回响：战位在哪里，舞台就在哪里！

（制图：孙 鑫）

“天山雪莲”绽放基层舞台
■本报记者 张磊峰 通讯员 周叶青

初 春 时 节 ，新 绿 萌 芽 ，万 物 竞 生 。

站在乔有山上北望，蔚蓝天空下，潍河

两岸春意盎然。山下的诸城市枳沟镇

大北杏村，北看平原南靠群山，潍河潺

潺绕过。这里是中共一大代表、中国共

产党创始人之一、山东党组织的缔造者

和早期领导者王尽美的故乡。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这片土地“至

今东鲁遗风在，十万人家尽读书”的深

厚文化底蕴，连同乔有山坚韧挺立的傲

气风骨、潍河达济天下的宽广胸怀，给

王尽美打下深深烙印。

迎 着 春 风 ，我 又 一 次 走 进 大 北 杏

村，缅怀革命先驱，追思他的崇高风范，

感悟日新月异的变化。

石基、土墙、草顶……走过一处古

典院落，3 间低矮的茅草屋映入我的眼

帘。听村里一位老人说，当年这里原是

地主家的仓库，也是一家佃农的住所。

1898 年 6 月，王尽美就出生在这里。看

着这处故居，我脑海里不由得浮现出一

幅画面：少年抬眼望去，一边是地主家

的高大院墙，一边是贫穷人家的破落居

所，高墙内的人不劳而获，勤劳的人却

一生荷锄耘垄、只求温饱……年少时的

艰苦生活，培养了王尽美朴素的阶级感

情，促使他立下救国救民的志向。

故 居 旁 边 ，王 尽 美 烈 士 纪 念 馆 被

苍松翠柏环绕，庄严肃穆。在“少年立

志、救国拯民”陈列室，王尽美创作的

一 首 诗 题 在 墙 壁 上 ：“ 沉 浮 谁 主 问 苍

茫 ，古 往 今 来 一 战 场 。 潍 水 泥 沙 挟 入

海，铮铮乔有看沧桑。”

1918 年，20 岁的王尽美考入山东省

立第一师范学校。临行前，他登上乔有

山，远眺村后迤逦东去的潍河水，脱口

吟出了这激情澎湃的诗句，从中可见其

远大志向。

“参与中国共产党的创建，是王尽美

革命生涯中浓墨重彩的篇章。”在一艘仿

南湖游船前，伴随纪念馆讲解员的宣讲，

那个身着布衫、为党的事业四处奔波的

青年，仿佛穿越时空向我们走来……

到 济 南 后 ，王 尽 美 如 饥 似 渴 地 阅

读 进 步 书 刊 ，极 大 开 阔 了 眼 界 。 1920

年 11 月，他与邓恩铭等人发起成立“励

新学会”，创办《励新》半月刊，研究宣

传新思想、新文化。1921 年春，王尽美

牵 头 创 建 济 南 共 产 党 早 期 组 织 ，点 燃

了齐鲁大地上的星星之火。同年 7 月，

王 尽 美 作 为 山 东 代 表 出 席 中 共 一 大 ，

参 与 和 见 证 了 中 国 共 产 党 成 立 这 一

“开天辟地的大事变”。为了表达对实

现 共 产 主 义 这 一 崇 高 理 想 的 坚 定 信

念，他又满怀豪情地写下诗句，并把原

名王瑞俊改为王尽美：“贫富阶级见疆

场 ，尽 善 尽 美 唯 解 放 。 潍 水 泥 沙 统 入

海，乔有麓下看沧桑。”

赴莫斯科参加远东各国共产党及

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领导京

奉铁路工人大罢工、参与起草制定《劳

动法案大纲》……纪念馆展出的一张地

图上，留下了王尽美一段段革命足迹。

在辛勤工作与艰苦生活中，王尽美不幸

积劳成疾。即使后来病情加重，他也没

有 停 下 脚 步 ，依 然 忘 我 地 投 入 革 命 运

动，实践着自己“尽善尽美”的追求。

北 杏 广 场 上 ，王 尽 美 的 塑 像 静 静

矗立，故乡温暖地将他拥入怀抱，一如

当年热情迎接他回村那样。1925 年 6

月 ，王 尽 美 回 到 家 乡 养 病 。 家 乡 人 民

的纯朴善良、乔有山鸟鸣和潍河水声，

陪伴王尽美度过了一段平静时光。这

一年的 8 月 19 日，王尽美病逝，时年 27

岁 。 在 生 命 的 尽 头 ，王 尽 美 躺 在 病 床

上，让党内同志记录下遗嘱：“全体同

志 要 好 好 工 作 ，为 无 产 阶 级 和 全 人 类

的解放和共产主义的彻底实现而奋斗

到底。”

王 尽 美 是 家 乡 人 民 的 骄 傲 ，他 的

事 迹 和 精 神 是 家 乡 人 民 的 宝 贵 财 富 。

2009 年 ，王尽美被评为“100 位为新中

国 成 立 作 出 突 出 贡 献 的 英 雄 模 范 人

物”。据潍坊市委有关同志介绍，当地

已建起潍坊市王尽美革命事迹教学基

地，还通过加强与济南、上海、嘉兴等

王 尽 美 工 作 生 活 过 地 方 的 沟 通 联 系 ，

联 合 开 展 红 色 教 育 ，弘 扬 王 尽 美 革 命

精神。

100 多 年 前 ，王 尽 美 登 临 乔 有 山 ，

壮志满怀，告别家乡投身革命。100 多

年 后 ，先 烈 的 家 乡 已 发 生 翻 天 覆 地 的

变 化 。 乔 有 山 脚 下 ，数 十 公 顷 的 樱 桃

大 棚 种 植 基 地 里 跃 动 着 丰 收 的 音 符 ，

一 颗 颗 红 樱 桃 缀 满 枝 头 。 村 民 们 说 ，

找 对 了 发 展 路 子 ，春 天 也 可 以 是 收 获

的 季 节 。 如 今 ，这 里 已 是 远 近 闻 名 的

优 质 果 蔬 种 植 基 地 。 现 代 化 农 业 园

区、乔有山农业公园等一批项目，带动

群众走上致富道路，为建设“尽美红色

小镇”赋予新的内涵。

乔有山 下
■何悦东

●《荀子》一书，由战国时期著名思

想家荀况及其弟子们整理而成。现存

的《荀子》为西汉时期刘向所校定，共

20 卷、32 篇。全书始于《劝学》篇，终于

《尧问》篇。《议兵》为该书的第 15 篇，从

用兵之要到为将之道都有所论及，是儒

家论兵的一座高峰。

●成语“兵不血刃”出自《荀子·议

兵》。书中讲，“故近者亲其善，远方慕

其德；兵不血刃，远迩来服”，意思是兵

器上没有沾上血，士兵没有经过战斗，

就取得了胜利。

●《荀子·议兵》中记载了魏国士兵

长跑考核的情景。当时，凡是参加考核

的士兵都要全副武装，衣甲、操弩、执戈

带剑，此外还要随身携带 3 天的粮食，

每天要跑 100 里。这样的训练要一连

进行 3 天。考核及格的士兵，会得到田

宅作为奖励。

●人们常说的“击鼓上阵，鸣金收

兵 ”，《荀 子·议 兵》中 也 有 明 确 记 载 ：

“闻鼓声而进，闻金声而退”。书中还

说“将死鼓，御死辔”，即一旦响起进军

令鼓，将士是至死不能后退的，驾驭战

车 的 人 纵 死 不 可 丢 掉 缰 绳 。“ 击 鼓 其

镗、踊跃用兵，偃旗息鼓、鸣金收兵”的

战法，在我国有悠久历史，体现出中国

兵家对作战、撤离、鼓舞士气等战争诸

环节的重视。

（李 文辑）

荀子原名荀况，战国末期著名思想

家。他适应战国末期政治、经济的发展

形势，批判地继承和发展诸子学说，成

为 先 秦 时 期 儒 家 哲 学 思 想 的 集 大 成

者。《荀子》一书正是其哲学思想的集中

体现。《议兵》篇是《荀子》中集中论述兵

学思想的专篇，系统阐述荀子对于先秦

以前军事思想的总结与思考；同时，《议

兵》篇在具体军事实践层面上也不乏精

彩论述。荀子是先秦儒家军事思想的

系统总结者。他的议兵之论，既继承孔

孟，又突破孔孟，可以说代表了先秦儒

家兵学思想的最高水平。

作为儒家学者，荀子议兵的突出特

点是以儒家民本与仁政思想来看待战

争。在儒家仁政思想的框架下，荀子认

为 战 争 胜 利 的 政 治 基 础 在 于 统 一 民

心 。 他 指 出 ，“ 民 齐 者 强 ，民 不 齐 者

弱”。民心齐，国家、军队就会强大；民

心涣散，国家、军队就会衰弱。荀子基

于民本的视角思考战争，指出决定战争

胜负的关键在于民众齐心协力。荀子

摆脱了单纯就战争论战争的观点，而是

在更高层面统筹考量政治与军事的关

系。纵观荀子军事思想，他尤其强调民

众在战争中的重要作用。《议兵》篇指

出：“凡用兵攻战之本在乎壹民”“故善

附民者，是乃善用兵者也。故兵要在乎

善附民而已”。在荀子看来，君主用兵

之道的根本，在于使民众和自己团结一

致；凡是善于获得民心支持的人，才是

真正善于用兵的人。

民心乃胜战之本。荀子沿袭了古

圣先贤“有德不可敌”“仁者无敌”的思

想传统，认为君主要固民之心就要做到

“隆礼贵义”“好士爱民”“政令信”。《议

兵》篇中说，“隆礼贵义者其国治，简礼

贱义者其国乱”“好士者强，不好士者

弱；爱民者强，不爱民者弱”“政令信者

强，政令不信者弱”。荀子通过正反比

较的方式，对如何赢得民心进行了重点

阐述。

先秦儒家一直有“重民”的传统，其

中颇为今人熟悉的，就是孔子的“为政

以德”及孟子的“民贵君轻”。荀子的

“民齐者强”较之孔孟的“民本”思想，切

实将“民”的利益作为政治秩序的首要

关切，并以维护这一利益作为最终目

的，让民之“齐”与国之“强”紧密相关。

自古以来，战争就不仅是军事实力

的 角 逐 ，更 是 民 心 的 争 夺 、士 气 的 比

拼。战争胜败与能否凝聚民心息息相

关。“政治决定军事，民心即是政治”的

观点，一直贯穿于中国古代军事思想发

展历程。这一观点，历经数千年历史淘

洗、接受成千上万次战争淬炼，其真理

性在实践中不断得到检验。《孙子兵法》

指出：“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故可以

与之死，可以与之生，而不畏危。”意思

是政治上获取民众支持，上下同心同

德，是决定战争胜负的重要因素。孟子

也指出，“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

和”。战争中，“天时”“地利”这些外在

因素，比不上“人和”，“人和”就是民心

所向与内部团结。到了汉代，淮南王刘

安在《淮南子·兵略训》中指出，“兵之胜

败，本在于政”“众之所助，虽弱必强；众

之所去，虽大必亡”。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人民的力量被

最大程度地发动起来。毛泽东同志在

革命初期就提出，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

护革命的群众是真正的铜墙铁壁。在

抗日战争时期，他又指出“战争的伟力

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提

出了“兵民是胜利之本”的人民战争思

想。陈毅同志也曾深情地说：“淮海战

役的胜利，是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来

的。”迈入新时代，习主席深刻指出，民

心是最大的政治。这一重要论述，是中

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历程的历史智慧结

晶。中国共产党人的这些深刻思想论

述和伟大实践，无不赓续着中华优秀传

统军事文化的基因。

人心向背是决定国家盛衰、事业成

败的根本因素。做任何工作，都需要团

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可以

调动的积极因素，筑牢干事创业的民意

基础。实现强国强军的伟大梦想，需要

凝聚全国人民的智慧与力量。上下齐

心、内外协同，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块使，

拧成一股绳，我们才能击水中流、劈波斩

浪、所向披靡。中国古代兵学理论中关

于政治与军事关系的思考、关于民心向

背与战争胜负的论述，对于我们当代强

国强军事业仍具有现实启示价值。

链 接

唐代杨倞的《荀子注》是现今流传的

《荀子》最早注本。清末王先谦总汇诸家

校注，纂成《荀子集解》一书，后被收入中

华书局出版的《诸子集成》中，流传最广、

影响最大。近现代有关《荀子》的研究著

作，主要有刘师培的《荀子补释》《荀子斛

补》、陶鸿庆的《读诸子札记·孙卿子》、钟

泰的《荀子订补》、向仍旦的《荀子通论》、

李中生的《荀子校诂丛稿》、杨筠如的《古

典·哲学时代——荀子研究》、杨大膺的

《荀子学说研究》、路德斌的《荀子与儒家

哲学》等。较好的注释本有梁启雄的《荀

子简释》、北京大学《荀子》注释组的《荀子

新注》、李涤生的《荀子集释》等。

（付耶非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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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耶非，工作于军事科学院战

争研究院，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历

代军事思想和军事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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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部战区空军某基地“天山雪莲”文化服务队赴高原一线部队慰问演出，开展为兵服务。图为

队员演出及与官兵互动的场景。 赵忠太 刘载誉摄

文艺轻骑兵风采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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