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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上吉安，直奔遂川而去。我

是晚上抵达县城的，在璀璨的灯光映照

下，满城迎风飘扬的红旗，满城鲜艳的红

灯笼，给我以强烈的视觉和心灵震撼。

遂川古称龙泉，为“文献名邦”，自古

人文荟萃。据不完全统计，自宋至清，遂

川先后建有各类书院 40 余所，其中以始

建于清乾隆年间的燕山书院最具代表

性，经考证其为较早实行分班制教育的

家族私塾。如此深厚的文化底蕴，曾使

遂川成为抗战时期的江西省文化中心。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

马列主义”，接踵而至的“五四运动”，促

进了马克思主义思想在中国的传播。中

国无产阶级开始登上政治舞台。

历史选择了遂川。20 世纪 20 年代，

毛泽东同志五进遂川。中国共产党在龙

泉大地建立地方武装，开展土地革命，让

遂川这个文风鼎盛的文明古县，成为红

色革命摇篮。

富有光荣革命传统的遂川，因众多

红色印记名闻天下：在这里，毛泽东亲手

创建了第一个县级红色政权；这里是第

一个红色圩场的诞生地，是军队建设“三

大纪律、六项注意”的原创地，首次提出

游击战术“敌来我走，敌驻我扰，敌退我

追”十二字诀……

朱毛会师成立红四军后取得的首次

大捷——五斗江战斗，也是在遂川。五

斗江战斗打出了红军军威，在政治上、军

事上都具有重大意义，为井冈山革命根

据地的创建、巩固、发展以及井冈山道路

的开辟作出了重要贡献。

五斗江乡位于遂川县城西北，是井

冈山革命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遂川

群众对红军情深意长，每当红军上前线，

老百姓便会涌到村头、河边、路旁，依依

不舍送别子弟兵。五斗江是五斗江乡境

内的一条河流，歌曲《十送红军》中“七送

里格红军，介支个五斗江。江上里格船

儿，介支个穿梭忙”，咏唱的就是这条美

丽的小河。如今，五斗江畔成为国家湿

地公园，建设了长征国家文化公园，保存

着五斗江战斗遗址和当年红军书写的标

语。“千军万马介支个江边站，十万百姓

泪汪汪。恩情似海不能忘，红军啊，革命

成功介支个早回乡。”站在五斗江红军渡

口，我轻声哼唱起这首词曲动人的江西

民歌，一时间情难自已泪流满面。

山川秀丽、物产丰饶的遂川，享有

“中国金桔之乡”“中国茶叶之乡”等美

誉，其实它也是江西的民歌之乡。遂川

民谣《欢唱红军胜利来》传唱至今：“哎呀

来！俚（我们）来唱欢迎红军哥，消灭白

狗子介样（这样）多。背枪炮，挑子弹，俚

（我们）笑呵呵，笑呵呵！哎呀来！亲爱

的红军哥！要不是红军哥胆子大，哪能

消灭白狗子介样（这样）多。”

我们从五斗江乡启程，前往五斗江

流经的新江乡横石村，一路山峦碧绿。

深厚的红色文化，优美的生态环境，让古

老的龙泉大地呈现一派生机勃勃、欣欣

向荣的美好景象。

四面环山，风景优美的横石村，是遂

川红色旅游景区，有红六军团长征先遣

纪念碑、红六军团西征出发地遗址等红

色历史遗迹。遥想当年，萧克率领的红

六军团转移到遂川横石一带集结，奉命

突围西征。红军西征前夕，遂川青年踊

跃参军，百姓前来送粮、送鞋。爱唱山歌

的遂川本土红军战士江治华，在迷蒙细

雨中告别家人、随军远行，从此再也没能

回到家乡。而他写下的山歌《红军阿哥

你慢慢走》，永远回荡在故土家园、神州

大地：“红军阿哥你慢慢走嘞，小心路上

就有石头，碰到阿哥的脚指头，疼在老妹

的心里头……红军阿哥你慢慢走嘞，革

命胜利呦你回头，老妹等你呦长相守，老

妹等你呦到白头。”

“忆往昔峥嵘岁月稠”。1988 年出

版的萧克将军创作的长篇小说《浴血罗

霄》，以白描手法再现了红军在这片红色

土地上的战斗生活和英勇奋战的历史。

红色沃土孕育红色基因。回望遂

川，引导和激励着我们赓续先辈血脉，继

续奋力前行。

（作者系《人民文学》编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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篆刻是一门古老的艺术，源远流长；

同时也是一门历千秋而常新的艺术，至

今仍深受人们喜爱。前辈大师林立，代

有才人，各领风骚，而今新秀层出，为这

门艺术持续注入青春力量，绽放出新的

绚丽之花。

如果说诗歌是语言的精华，篆刻则

更为精炼，大多惜字如金、言简意赅。它

集书法、绘画、雕刻于一体。“一印虽微，

可与寻丈摩崖、千钧重器同其精妙”，方

寸乾坤，万千气象，既致广大，又尽精微。

学习篆刻利于培养辩证思维。从

创作过程看，写稿时是正的，上石是反

的 ，钤 盖 后 又 是 正 的 ，恰 是“ 正 反 和 ”。

从文字上看，印分朱白，文有阴阳。从

用 途 上 看 ，名 章 不 图 名 ，闲 章 并 不 闲 。

从功夫上看，既在印内，也在印外。初

学治印，应于印中求印，先要细心品赏

印中精蕴，继而辅以临摹，以达心手相

应，从而掌握规律，直到形神兼备。基

础打好之后，若想别开生面，就要印外

求印。“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小印

章要有大格局、大谋略。设计印稿时，

要坚持系统观念、整体思维。从章法布

局 上 看 ，有 聚 有 散 ，有 离 有 合 ，有 疏 有

密，正所谓“密不透风，疏可走马”“纵如

纵鹰，收如勒马”。笔画上，有简有繁；

字 法 上 ，有 增 有 减 ，有 伸 有 缩 ，有 断 有

连 ，又 有 移 、让 、屈 、叠 、借 、插 等 变 化 。

风格上，有巧有拙，有工稳，有写意，还

有方圆、虚实、轻重、险夷等，可谓处处

充满对立统一、奇正相生、相反相成。

篆刻虽是“雕虫小技”，但也能反映

出印人的学识、修养、阅历、感悟。学习

篆 刻 ，要 以 学 养 印 、以 识 养 印 、以 德 养

印。篆刻作品是印人经历岁月的印迹留

痕，捧读印谱时常会让人有穿越时空之

感。艺途两侧景色，既有磅礴，又有旖

旎，姹紫嫣红，争逸竞秀；既要多看阳春

白雪，也要关注下里巴人，须知印出吉

金、道在瓦甓。读的印谱越多，越感觉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日积月累，

对先贤、经典愈熟悉愈敬之。

印人常讲，“石不能言最可人”；又

道，“精美的石头会说话”。从一枚好的

篆刻作品中，不仅能感受到美，更能读出

印人的志趣、追求、情操和境界。一方

面，篆刻者赋予石头新的生命，有时更能

化腐朽为神奇；另一方面，石头也能化身

老师，教给我们很多东西。

写毛笔字的朋友常说，“非人磨墨墨

磨人”。刻印的人也有同样体会，篆刻是

磨出来的功夫、刻出来的本事，非人磨石

石磨人，非人刻石石刻人。“玉不琢，不成

器；人不学，不知道”，只有经历了“磨了

刻、刻了磨”、否定之否定、量变到质变的

过程，才会增强自信，熟能生巧，学有所

成。“能受天磨真铁汉”，磨石头磨掉的是

心浮气躁、坑洼顽劣。磨石头和起稿上

石时要心平气和、凝神静虑，奏刀刻制时

要自信果断、大刀阔斧。这多少有点儿

射击时“有意瞄准、无意击发”的意思，要

全神贯注，制心一处，身心合一，一气呵

成。刻石头刻懂了“精诚所至，金石为

开”，刻明白了“锲而舍之，朽木不折；锲

而不舍，金石可镂”，也刻出了“踏石留

印、抓铁有痕”的硬作风。学习篆刻使人

深刻，既能培养专注力，又能磨练毅力；

既能涵养静气，又能增强人的志气、骨气

和硬气。

篆刻是一门迷人的艺术，千变万化，

让人乐在其中。苟日新，日日新，又日

新，学不可以已。学习过程中，每天都在

清零，“觉今是而昨非”。看得多了，练习

久了，愈加懂得书法、章法、刀法，既要立

足传统、遵循法度，又要不落窠臼；既要

守正创新，又不能猎奇逐怪，才能真正走

上“篆刻石、勒修心”的大道。

新 时 代 有 新 气 象 ，新 印 人 出 新 作

品，匠心独运，别开生面。“路漫漫其修

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艺术之路并不

平坦，要一步一个脚印、坚持不懈走下

去，相信前方路上定有一个接棒的人在

等着，他的名字叫——传承。

篆 刻 新 说
■杨文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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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饭后，偶然又看到那幅战友送我

的书法作品《沁园春·长沙》，往事历历

在目，不由得有了“荡胸生曾云”的豪迈

与激荡。

那年晋西北的冬天，不仅来得格外

早，气温也创了新纪录，零下 30 多摄氏

度的低温，似乎冰封了一切。树上晶莹

的冰枝、山上白茫茫的雪霜，装扮着苍

茫的黄土高原。

与自然界的寒冷与冰封相对的是

阵地上的一派火热。夕阳下，已经在严

寒中连续奋战了几个小时的官兵没有

半点倦意，还是那样忙碌和麻利。从每

个人口中呼出的白色气雾，让人不由联

想到蒸汽机时代那象征着力量的火车

头，以巨大的热情牵引承载着使命，达

到胜利的彼岸。

一个月来，大家沉浸在首个智慧化

工位使用、“新型号”首飞的巨大兴奋

中。在大家眼里，在军旅生涯中能赶上

这 样 重 大 的 任 务 ，是 无 比 的 幸 福 和 荣

耀。我们不知疲倦地奔波在阵地上，在

激情与自豪面前，晋西北那令人战栗的

寒冷显得微不足道。

老 班 长 吉 坤 在 动 员 部 署 会 上 说 ：

“我快要退休了，在退休之前能赶上这

样的任务，我这近 30 年没有白干。我决

心不留遗憾、不惜代价、誓夺成功……”

晚饭时间，摘下厚厚的面罩，一层

层薄冰在不经意地抖动中落下。每个

人眉毛上那晶莹的冰霜逐渐化成了水，

此时的一碗姜汤，甚至能喝出“翡翠白

玉汤”的感觉，难得的小憩让幸福感充

满了整个阵地。

“叮铃铃……”一阵急促的电话声

响起：“司令员马上就到阵地，要看看任

务准备情况。”

司令员是发射战线上的老兵，对任

务极为熟悉，每次来阵地，我们都如临

大考。他看得细、问得准，常让我们意

识到自己还差得远。

从塔上到地下，从库房到控制间，零

下 30 多摄氏度的严寒和令人窒息的寒

风 ，一 点 没 有 影 响 司 令 员 的 认 真 和 细

致。最后在导流槽前，司令员停住了脚

步。我当时一下子就蒙了，厚厚的冰层

已经顺着导流槽溢出，这说明沿着导流

槽向塔架方向的通廊一定已经被冰封

住，这样的阵地状况势必会影响后续的

任务准备。

没有预料中的严厉批评。“我知道

大家这一段时间很辛苦，但辛苦的意义

在于任务的圆满完成。这样的阵地状

态不行，给你们 3 天整改时间，我会再来

看。大家辛苦了。”司令员的话语很平

静，可我的心里却翻江倒海。

“首长可以宽容我们的过失，我们

不能纵容自己的失误，48 小时内必须除

去 阵 地 通 廊 所 有 的 冰 ……”司 令 员 走

后，站长的指示振聋发聩。

冰封的通廊大概有 20 米，冰层的厚

度从 20 到 50 厘米不一，主要困难是作

业面十分狭小，一次最多只能进去两个

人，而且根本没有办法直立作业，只能

半蹲着进行除冰……经党委研究，组建

党员突击队，每两人一组，每组 1 小时，

24 小时不间断开展工作。

晚上 8 点，鲜红的党旗已经悬挂在

通廊口，36 名党员整装待发。在简单的

动员后，我和一名老班长作为第一组进

入作业面。

刚刚爬入作业面，一股凛冽的寒风

就毫不客气地向我们袭来，吹得人几乎

无法呼吸。我突然意识到，在预想困难

的时候，我们忽略了通廊中这可怕的穿

堂风。晋西北严寒中锻造的冰层格外坚

硬，加上空间有限，且冰层十分光滑，铁

镐无法施展开，破冰速度缓慢。不到 10

分钟，我们就已经有些腰酸，速度也急剧

下降。

“这样不行，必须上油锯，否则任务

完成不了。”

“可这样狭小的空间，使用油锯有

风险。”

“每次上一台油锯，应该没问题，别

再犹豫了，否则任务无法完成。让我先

试试。”

老班长急切的眼神和不容置疑的

语气让我感动。我知道，老班长经验十

分丰富，他说能行，一般不会出问题。

任务紧急也让我不得不下决心。20 分

钟后，油锯开始破冰。坚硬的冰层在它

猛烈的攻击下，泛起无数冰花。

通廊内作业面干得火热，通廊外也

是热火朝天。大家自发组织起来将通

廊内清出的冰拉出去，并与雪混在一起

拍得整整齐齐。本来大家可以回去先

休息一下再来，可没有一个人回去。大

家说：“回去了心里也不踏实。不如在

作业面旁边守着，有什么事情还可以帮

个忙，心里踏实。”

时间过得飞快，不知不觉中已是凌

晨两点，由于除冰的速度远赶不上运冰

的速度，不少人大部分时间是在通廊口

等待。纯净的天空、皑皑的白雪、呼啸

的寒风，组成了一幅独属于那个冬天最

美的画卷。

困意袭来，许多人打起哈欠。“来个

节目活跃活跃气氛，清醒清醒脑子吧，

我看大家有点困。”老班长的提议立刻

得到了大家的响应。

搞 个 什 么 节 目 呢 ？ 我 脑 子 飞 转

着。前一阵，单位一直在开展“理论王

者挑战赛——毛泽东诗词专场”，不少

战友都能背诵毛泽东诗词。我突然想

到了《沁园春·长沙》，“恰同学少年，风

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指点江

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那

激昂的文字、奋斗的姿态和现在是多么

契合。于是，在我的建议下，大家一起

开始背诵，不，应该是演绎或者说体悟

《沁园春·长沙》。

“鹰击长空，鱼翔浅底，万类霜天竞自

由。怅寥廓，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

反复吟诵中，朦胧的睡意烟消云散，胸中

的豪情不断涌出。

不远处，点点灯光突然闪现，几十

个战友冒着严寒，步履铿锵地走上了阵

地。原来，是各个团支部组织的团员突

击队也上来了。

团支部书记自豪地对我说：“我们

团员也不能落后，不是我让大家来的，

都是自发的，拦不住。”我心底溢满自豪

和喜悦，在这样的团队中工作不是一种

莫大的幸福吗？

那天晚上由于去的人多，很多人没

有工作可干，又没有人愿意回去，大家

就组织起来，打扫卫生、清理积雪。最

终，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仅用不到 20

个小时，就完成了除冰任务，受到上级

表扬。

多年过去，每每谈论到那次除冰，大

家最难忘的就是一同吟诵《沁园春·长

沙》的场景。“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

生意气，挥斥方遒……”只要有这种精神

在，还有什么困难我们不能战胜？那个

夜晚，照亮了很多人，也为我保留着书生

意气。

那 个 照 亮 我 们 的 夜 晚
■路 俊

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从 1964 年

首演至今，历久弥新，广受观众的欢迎

和喜爱，成为中国芭蕾舞史上的传奇。

该剧以中国革命史为背景，讲述了

从恶霸南霸天府中逃出来的丫鬟琼花，

在红军党代表洪常青及战友们的帮助

下，从一名苦难的农村姑娘，成长为有着

坚定共产主义信仰的革命战士的故事。

重温这部经典舞剧，令人不得不叹

服其思想性与艺术性的有机融合和高

度统一。我想，这朵芭蕾艺术之花之所

以能长久绽放舞台，与它在艺术上不懈

地追求与创新是分不开的。

舞蹈形式创新。从演出整体布局

来看，舞剧《红色娘子军》跳出了西方芭

蕾舞剧的传统结构框架，采取一气呵成

的表演形式，剧情紧凑，环环相扣，突出

了人物和情节的自然流动与融合。从

舞蹈上看，该剧将芭蕾舞的艺术形式与

中 国 古 典 舞 、民 族 舞 等 艺 术 手 段 相 融

合。对于突出足尖和腿部技巧的古典

芭蕾而言，演员上半身的表现力相对薄

弱，这一点在《红色娘子军》中得到很大

改观。在第一场“琼花逃走”的片段中，

琼花足尖弓箭步亮相的精妙编排就是

借鉴了京剧艺术中的出场亮相。这一

创新编排把人物的精气神展现得淋漓

尽致。

浓厚的生活气息是艺术创作的基

本要素。这就要求创作者要把现实生

活 的 典 型 化 元 素 ，有 机 地 融 入 到 作 品

中。剧中“娘子军练兵”和“军民同乐”

两个场景，女兵练枪群舞、男子短刀群

舞 、斗 笠 舞 等 都 运 用 了 符 合 剧 情 的 道

具，丰富了古典芭蕾的语言。特别是女

兵端枪瞄准前行的动作和造型，是对古

典芭蕾足尖技巧的挑战，要求演员具备

脚尖的过硬技术，同时还必须有端枪的

手臂力量和平衡能力，否则就无法有力

地呈现女兵勇武刚健的形象。这些编

排设计都源于现实的部队生活，在以往

的中外芭蕾舞剧中是独一无二的。

音乐元素创新。创作者运用了民

族音乐素材和交响化的表现手法塑造

人物形象，展现舞剧主题。“万泉河水清

又清，我编斗笠送红军。军爱民来民拥

军，军民团结一家亲。”这首《万泉河水

清又清》，历经几代人的传唱，早已家喻

户晓。剧中序曲源自电影插曲《娘子军

连歌》，多次运用在娘子军连队集体形

象出现的场面中，有时是乐队演奏，有

时是通过合唱表现出来。剧中选取的

这些经典插曲，都具有很高的艺术水准

与鲜明的海南民族特色。

为了突出刚劲丰满的音响效果，该

剧在运用管弦乐队的基础上，大量采用

独 具 中 国 特 色 的 打 击 乐 器 和 弹 拨 乐

器。如红军党代表洪常青的出场亮相

等场面，民族打击乐器的创新运用，对

烘 托 气 氛 和 人 物 造 型 发 挥 了 积 极 作

用。尤其是配乐中加入的竹笛、芦笙等

具有海南音调特色的乐器，使得表演不

仅体现了传统芭蕾舞剧动感的节奏特

点，更具有浓厚的海岛风情。正如中央

芭蕾舞团团长、第三代“琼花”的扮演者

冯英所说：“《红色娘子军》无论是在音

乐上还是在‘美感’上，打破了古典芭蕾

的程式化，是一种创新。除了表达民族

情感方面独树一帜，在艺术展现上也打

破了古典芭蕾程式化的东西。”

人物刻画手段创新。西方芭蕾舞剧

多采用抽象的表现手法渲染人物特性，

不追求故事情节的完整呈现。而舞剧

《红色娘子军》体现了中国芭蕾舞剧重视

戏剧性的表现手法，在进行艺术抽象和

升华的同时，强调人物间的戏剧冲突和

故事情节的发展，使得剧中音乐和舞蹈

在塑造典型人物和刻画人物性格方面获

得良好效果。比如“斗笠舞”片段，为充

分表达军爱民、民拥军的思想，作曲家特

意将这一段音乐处理成载歌载舞的形

式。此外，表现洪常青的音乐主题坚定、

沉着又别具深邃开阔的意蕴；表现南霸

天的音乐主题则侧重体现他的阴险毒

辣。这些人物的音乐个性在剧中交织碰

撞，产生了强烈的戏剧效果。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我们再次重温

这部芭蕾舞剧，仍然会被它的思想魅力和

艺术魅力深深感染。可以说，这部作品以

独特的中国式理念和表达方式，当之无愧

地跻身芭蕾名剧之林，成为中国乃至世界

舞剧史上一朵绚丽的艺术之花。

艺术之花久久绽放
—从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中感悟艺术创新

■吕丁一

扫二维码观看芭蕾舞剧
《红色娘子军》精彩片花

这幅作品拍摄的是陆军某部

官兵战术训练时的场景。作者采

用慢门拍摄、动静结合的方式，定

格了官兵出击的瞬间。画面中的

动 与 静 ，烘 托 出 紧 张 的 训 练 氛

围。4 名队员分工协作、密切配

合，展现出过硬的军事素质和顽

强的战斗作风。

（点评：黄辛舟）

冲 锋
■摄影 孙卓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