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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春孕育无限希望，奋斗创造美好

未来。

五四青年节前夕，结合全军正在广

泛开展的“新时代奋斗观”大讨论，解放

军新闻传播中心组织开展了“新时代奋

斗观·青春与青春对话”活动。

活 动 邀 请 了 5 位 优 秀 青 年 官 兵 代

表，与来自清华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

学、北京体育大学、人民大学附属中学的

学生们共聚一堂，谈奋斗、话使命、讲担

当，分享在平凡岗位上对青春奋斗的理

解感悟。此次活动还创新使用了虚拟技

术，全军首位数字记者穆兰亮相演播室，

与官兵代表一起向学生们讲述强军新征

程上的青春故事。

这 5 位优秀青年官兵代表分别是：

第 28 届“中国青年五四奖章”获得者、海

军一级飞行员张敏；三次“金飞镖”获得

者、中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部飞行员魏

星；陆军第六届“四有”新时代革命军人

标兵、第 74 集团军某旅陈永辉；全国三

八红旗手、武警西藏总队某支队达娃卓

嘎和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周桐庆。

“在航母飞行甲板上有一个 2 平方

米左右的区域，从这个角度望过去，准备

着舰的‘飞鲨’正面朝这里飞来……”演

播室里，张敏向同学们描述着自己的战

位。这位“刀尖舞者”，曾多次跟随辽宁

舰、山东舰编队执行远海任务，现在，他

又走上了航母着舰指挥官的岗位。他

说：“我很自豪能成为一名着舰指挥官，

是我遇上了这个最好的时代，我要努力

让自身更匹配、更适应这个时代。”张敏

的青春故事和人民海军发展壮大的脚步

同频。在他看来，能与时代同行，是自己

的幸运。

来自国防科技大学的周桐庆与张敏

有着同样感受。周桐庆所在的“天河”科

技创新团队，研制了“银河”“天河”一系列

高性能计算机。在数据和程序构建的数

字世界里，周桐庆和他的同事们不懈奋

斗，积极创新。从“银河”到“天河”，他们

接续传承着一代代军队科研人员的强军

梦、强国梦。周桐庆说：“我常常思考，是

什么让前辈们在一穷二白的时候创造出

那样的奇迹？又是什么让一代代科研人

员不断突破自我，甚至不惜献出生命？科

学精神一旦融入民族精神，便会产生无比

强大的前进动力。这种精神存在于很多

科学家的身上。他们从事的领域不同、经

历不同，但是都有一样的精神底色，用最

纯粹的中国心，挺起民族的脊梁。”

青春气贯长虹。“90 后”轰-6K 机长

魏星，笑容阳光。他曾驾驶战机跨雪山、

越荒漠、闯远海，三次夺得“金飞镖”。魏

星讲述成长故事时说：“28 岁那年，我在

一线的战备中改装机长。我进到座舱里

的那一刻，感觉全身热血沸腾。当时，机

组的人问我，你咋这么兴奋，我说机会难

得。他们又问我你害怕不，我回了一句

电影里的台词，‘烈士陵园见’。”

一句“烈士陵园见”，魏星说得轻松，但

是在场的每一个人都能感受到这句话背后

的重量。魏星说自己很喜欢一句话：不驰

于空想，不骛于虚声。摒弃不切实际的幻

想，脚踏实地付诸行动，才会业有所成。

青 春 从 来 系 家 国 ，何 惧 生 死 一 线

间。对于第 74 集团军的陈永辉来说，青

春是红线蓝线交织，是常与死神共舞。

他熟练掌握 60 余种搜排爆装备，参与排

爆 除 险 900 多 次 ，排 除 未 爆 弹 12000 余

枚，被称为“六边形排爆手”。

在他的邮箱中，留着一封没有发出的

邮件。每次出征前，他都会把这封邮件设

置成定时发送，如果能回来就撤销，若回

不来，这就是他最后的家书。“吾妻，夫将

远行，甚是不舍。结婚多年，家事你独自

操劳，育儿又艰辛，一生有你贤内助，我心

方安。吾儿，父心甚念……如果爸爸牺

牲，带着我的奖章，参军报国去！”信虽不

长，却饱含一名军人对事业的热忱、一个

铁骨硬汉对妻儿的柔情。

当榜样的力量与多彩的青春碰撞，青

春便有了方向。达娃卓嘎是个藏族姑娘，

一路走来，她经历过多次从“垫底”到“第

一”的过程。可以说，她的青春就是一次

勇敢的“逆袭”。没有天分，就勤学苦练，

别人据枪瞄准练 30 分钟，达娃卓嘎一趴

就是一上午，两肘磨出了鲜血……最终，

她在多个不同枪种的比武中夺冠。

在藏语里，达娃卓嘎是月亮仙女的意

思。她凭着一股不服输的劲头，练就了一

身过硬的本领。“从一个小女孩成为一名

女战士，我觉得每个女性都有自己独特的

样子。要勇敢地去热爱自己所热爱的事

业，勇敢地去实现自己所追求的梦想。”

在与榜样的对话中，青年学子们看到

了青春最美的样子，也看到了青春无限的

可能。节目录制结束后，许多学子仍意犹

未尽，把官兵代表围在中间，继续提问、送

上祝福，活动现场变成了“追星”现场。

“听了他们的故事，我明白青春就是

要用来拼搏的，我想向他们靠拢。”空军

与清华大学联合培养的飞行学员林晓风

难掩激动地说。

“看到榜样，就要向他们去学习，学

习他们的精神，学习他们在遇到困难时

所展现出的韧性。作为一名北航学子，

我们时刻要将国家的需要和我们的所学

相结合，不断探索，不断超越。”北京航空

航天大学李维一说。

上图：“新时代奋斗观·青春与青春

对话”活动海报。 海报设计：郭佩瑶

用奋斗书写青春华章
—“新时代奋斗观·青春与青春对话”活动侧记

■郭燕波 张 婧

活力军营

“诗味”是什么？唐代唐彦谦的《闻

应德茂先离棠溪》云：“苜蓿穷诗味，芭蕉

醉墨痕。”清代马曰琯的《题拙樵上人小

照》曰：“诗味禅心两无著，斜阳同看隔江

峰。”其中都提到了诗味。现代诗人臧克

家指出：“除非假诗之名而实在不是诗的

东西，形形色色的诗，都有它的‘味’。”

几千年来的优秀诗歌，如同百花园

中开不败的花朵，姹紫嫣红，色香各异。

时代不同、风格不同，“诗味”自然也不

同。即使同一位诗人，也不是一“味”到

底，有的甚至前后迥然。这“诗味”种种，

其实就是诗人把深切的生活经验、鲜明

的思想、浓烈而真挚的情感，通过独特的

艺术手法，加以酝酿、凝炼而成。

“五经易通，一味难得”。有“诗味”

的作品，生命是不朽的。诸如，王维的

“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明月松间

照，清泉石上流”，透着清新“山水”味；

孟浩然的“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

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溢出醉人

“春”味；陶渊明的“种豆南山下，草盛豆

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散发

着“田园”味……中国古代诗人表达思

想情感很少直来直往，多倾向于回环往

复的委婉，追求的正是一个“味”字。

诗人要示人以什么样的“诗味”，是

受自己的信仰或价值观支配的。这就

是语言表达的立场化。那么，“诗味”在

哪里？诗人杨万里认为，“闭门觅句非

诗法，只是征行自有诗”，意思是深入生

活就会有诗，“诗味”在大众生活中。那

种埋在象牙塔里、躲在故纸堆里，因袭

他人的诗歌，出不了真正的“诗味”。

毛泽东同志曾在致陈毅的一封信

中说，诗要用形象思维，不能如散文那

样直说，所以比、兴两法是不能不用的。

如《泊船瓜洲》中的“春风又绿江南

岸”，诗家皆言这个“绿”字用得好。王

安石开始用了“到”字，后改为“过”，又

改“入”“满”等字，先后换了十几个字，

最后才确定为“绿”。“绿”是名词，在这

里作“动”词用，这样去“比”“兴”求味，

之所以人皆称好，因为它不仅概括了

“到”“过”诸字，而且新鲜、有色彩、有生

趣，其“味”是其他字代替不了的。

这种字句的推敲，不是单纯技巧问

题，而是和内容血肉联系的。一个人物

的刻画，一个事件的描写，都不可避免

地带着诗人的思想和情感，只有用了恰

当的字句才能准确表现生活真实，才能

真切表达诗人的思想和情感，以真正的

“诗味”，对读者产生感染力。

唐代诗人杜荀鹤认为，“辞赋文章能

者稀，难中难者莫过诗。”这里所言，乃是

写诗的一种高度和难度。而“诗味”正是

这种高度和难度的融合与发散。

“诗味”是思想的芬芳。王阳明说，

“人之诗文，先取真意。”艾青在《诗论》

中指出，“没有思想内容的诗，是纸扎的

人或马。”他们均主张作诗无论是艺术

构思还是内容，都应注重思想的表达。

没有思想，仅限于堆砌辞藻，难以创造

出浓郁“诗味”。宋代梅尧臣说：“作诗

无古今，惟造平淡难。”朴素平淡、天真

自然，之所以难，就难在平淡之中见精

神，溢出“诗味”。如刘禹锡的“沉舟侧

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看似白

描，内蕴深刻，于“诗味”中道出事物的

发展规律，昭示人们事物总是发展的，

个别的停止不会影响全局前进。

“诗味”是灵智的创造。元好问在

《论诗三十首》中指出：“纵横正有凌云

笔，俯仰随人亦可怜。”直言一些人和韵

酬唱之作的苍白。古人写诗酬人，答者

以原韵和之，受原韵局限，再加上没有

具体生活感受，往往只能在藻声韵脚上

争奇斗巧。这种只注重形式，内容苍

白、无病呻吟的诗，是没有生命力的。

元稹在《酬孝甫见赠十首》中写道：“杜

甫天材颇绝伦,每寻诗卷似情亲。怜渠

直道当时语，不著心源傍古人。”他特别

推崇杜甫的创作风格：一是“直道当时

语”，敢于反映现实；二是“不傍古人”，

具有独创精神。

“诗味”是情感的触发。臧克家在

《学诗过程中的点滴经验》中说：“有了

战斗生活的蕴蓄，有了对这种生活的深

厚、真挚的热情，到一定时间，具备了一

定 的 条 件 ，你 无 意 去 寻 诗 ，诗 却 来 碰

你。诗情像满溢的塘水，你无法遏制它

的倾泄。”一首“诗味”四溢的好诗，是一

种抑制不住的兴奋和激动，诗思一来，

如同潮水般不能阻挡。

“诗味”漫谈
■于永军

艺 境

七 彩 风

阅 图

一部优秀文艺作品的出现绝非偶

然，就像繁花一样，开在沃土之上，有阳

光雨露的滋养。同样，歌曲《战友之歌》

的问世也有一个漫长的孕育过程。

1969年 12月，我参军来到贵州省军

区。军旅生涯中，我当过警卫员、文书、班

长、通讯报道员、炊事员等。因发表的多

首诗歌获得好评，1972年我幸运地被中

央民族学院（现中央民族大学）录取。那

几年，我们学校常同原北京军区战友歌舞

团一起演出，从那时起，我心里就萌生了

以“战友”为主题创作一首歌曲的想法。

1978年春，我开始构思创作歌曲《战

友之歌》。那天早晨，我把同在贵州省军

区文艺宣传队的刘苗鑫叫到我的宿舍说：

“我们写一首《战友之歌》吧，用队列歌曲

的形式，不要长，就两段词，易记易唱。”接

着，我把对歌曲的构思又同他说了说。

很快，刘苗鑫就拿出了《战友之歌》

的歌词初稿。我觉得歌词符合最初的构

思，有朝气，也有感召力，但有几句词还需

要修改。如，他在初稿中写道：“年轻的士

兵们亲如兄弟，革命把大家召唤在一起。”

我觉得缺乏亲切感，没有把自己融入其

中。于是，我将这句歌词改成“战友战友

亲如兄弟，革命把我们召唤在一起”，将第

三人称转换成第一人称，把“大家”改成

“我们”，一下子就形成了音乐的“动机”，

使其节奏感产生了飞跃，激昂、轻快、亲

切，唱出了战友之间无尽的情谊。

随后，我开始谱曲。在当时独立一

团那间空屋子里，我一边踏着节奏，一

边哼着旋律，靠一台破旧的脚踏风琴完

成了这首歌的创作。为了让曲调出新，

我大胆运用羽调式来谱队列歌曲。小

调的旋律更加亲切，能使队列歌曲富有

民族性，又具抒情化。在主题音乐的选

择上，我借鉴了内蒙古传统民歌《红旗

歌》，使其舒展开阔。

1978 年 4 月 ，《战 友 之 歌》创 作 完

成。最初，我同时投稿给《苗岭歌声》和

《解放军歌曲》杂志。那时，我还是个青

年作者，对歌曲能否发表心里没底。

一直到 8 月，独立师三团邀请我去

为他们创作节目，我和战士们吃住在一

起。离开部队的头一天晚上，我把《战友

之歌》拿来教唱，第二天就回贵阳了。大

约一周后，三团一位指导员忽然来到宣

传队驻地找我，见面第一句话就说：“你

那首《战友之歌》在我们全团传开了！”直

到今天，我还能清楚地回忆起他那激动

的面容。听了他的话，我再次将这首歌

投给《解放军歌曲》杂志，并给编辑部附

了一封自荐信，说《战友之歌》如何受到

战士们的喜爱，希望能支持发表。

有一天，我刚到办公室，战友举起

《解放军歌曲》杂志惊喜地对我说：“小

杜快看，你的歌曲发表了，还登在封三

的位置呢！《战友之歌》这个命题真好！”

没过多久，我收到《解放军歌曲》编

辑部的一封信：“杜兴成同志，《战友之歌》

由海政歌舞团合唱队演唱录音并教唱，已

于元月二十日‘解放军生活’专题节目中

播送，不知听到否？最近收到《广播电视

节目报》第33期，12日~17日做此歌教唱，

请注意届时收听，并转告词作者，特此函

告！傅晶，一九七九年二月六日。”作曲家

傅晶的这封信着实让我激动，因为那个年

代电视还不普及，作品能被中央人民广播

电台选作“每周一歌”很不容易。

1979年，我回母校，何金祥教授带我

去傅晶家做客。傅老师见到我就说：“你

那首《战友之歌》在部队反响强烈呀！”他

随即递给我一本《解放军歌曲》，里面刊登

了一篇欧波、华珍的评论文章《情真意深、

曲调亲切——评〈战友之歌〉》。文章写

道：“一首群众歌曲，能让人唱起来受到鼓

舞和受教育，而且百唱不厌，余音不尽，是

难能可贵的。《战友之歌》就是战士们爱唱

爱听的一首好歌曲，唱完或听完后，给人

们留下深刻印象，并能使人回味一番。”

1980 年 3 月，原总政文化部向全军

推荐 12 首歌曲，《战友之歌》是其中一

首。后来，《战友之歌》又获得“全国第

一届音乐作品奖”和首届“中国人民解

放军文艺奖”等荣誉。回首往昔，我很

庆幸自己能为部队官兵创作出这首受

到大家喜爱的歌曲。

《
战
友
之
歌
》
诞
生
记

■
杜
兴
成

作品背后的故事

【幕启】背景屏幕闪现倒计时数字，

并伴画外音：5，4，3，2，1，起爆！

【背景】原 子 弹 呈 蘑 菇 云 形 状 ，定

格。字幕：1964 年 10 月 16 日下午 3 时，

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

甲：那一刻，五洲四海为中国惊叹；

乙：那一刻，整个宇宙停止了呼吸；

丙：那一刻，我们等了太久太久；

丁：那一刻，九万里神州扬眉吐气；

领：那一刻，来得太不容易！回首那

激情燃烧的岁月，多少往事可歌可泣！

甲：当新中国刚刚成立，中国人民开

始书写人间奇迹。

乙：有人却凶相毕露，妄图把新中国

扼杀在摇篮里。

领：伟大领袖毛主席拍案而起：

众：我们要有自己的核武器！

领：于是，数十万大军隐姓埋名，

众：浩浩荡荡开进茫茫戈壁。

甲：那是一场人生无悔的选择，

乙：那是一场轰轰烈烈的壮举！

众：上不告父母，下不告妻女。风沙

拌米饭，盐水煮豆子。历经多少风风雨

雨，付出多少艰辛努力。

领：终于，我们有了自己的“神箭”，

也留下多少感天动地的传奇……

甲：1968 年 12 月 5 日凌晨，一架飞

机从大西北向北京飞去，周总理正等待

着这架飞机。

乙：突然，飞机发生故障，摇晃着栽

向黑沉沉的大地。机舱里，一个急促的

声音骤然响起：

领：“文件！我的文件——”

众：撕心裂肺，悲怆焦急！

甲：清理飞机残骸的时候，发现了两

具紧紧抱在一起的遗体。

乙：人们艰难地把他们分开，发现了

一个惊人秘密：

领：两具血肉之躯之间夹着一个黑

色皮包，里面装着国家绝密——热核试

验核心数据！

众：郭永怀和他的警卫员一起，在生

死关头书写了惊天地、泣鬼神的伟大壮举！

甲：全军挂像英模林俊德，坚守罗布

泊 52 年，参加核试验 45 次。生命的最后

7 天，他创造了和死神赛跑的奇迹。

乙：他知道生命所剩无几，戴着氧气

面罩向生命高峰发起最后冲击！

丙：医生劝他休息，他喘着粗气留下

最后的话语：

领：“我是搞核试验的，一不怕苦，二

不怕死。这辈子，我只做了一件事，就是

核试验！我……很……满……意……”

众：才华和热血奉献给浩瀚大漠，信

念和忠诚刻写在中华大地！

领：两弹元勋邓稼先，28 年扎根戈

壁。

甲：临行前妻子问他：“去哪里？”

领：“不能说。这是秘密。”

甲：“去做什么工作？”

领：“不能说。这也是秘密。”

乙：从此他为中国的两弹事业，贡献

出了毕生精力。

丙：一次试验出现意外，他奋不顾身

冲进爆区，成功拿到宝贵的第一手资料，

却受到核辐射严重侵袭。

甲：英雄队伍，英雄辈出，他们只是

其中的几例。

【背景】连续出现“两弹元勋”照片：

钱学森、朱光亚、钱三强……

乙：“两弹一星”队伍中涌现出多少

英雄，

领：他们的丰功伟绩祖国永远不会

忘记，

众：人民永远不会忘记，历史永远不

会忘记！

领：是什么赋予了他们无穷力量？

甲：是什么激励着他们舍生忘死？

乙：耳边又回响起那气壮山河的呐喊：

众：热爱祖国，无私奉献！

自力更生，艰苦奋斗！

大力协同，勇于攀登！

领：“两弹一星”精神，过去、现在、

将来，

众：永远是激励我们创造新辉煌的

强大精神动力！

大漠春雷（情景诗朗诵）

■刘世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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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采用大光圈、高速快门的拍

摄手法，记录了新疆军区某团官兵在

课余时间开展文化活动的场景。丰富

的课余生活缓解了高原官兵的训练压

力。远处连绵不断的雪山和战士们青

春洋溢的面庞遥相呼应，使画面富有

很强的感染力。

（点评：黄 维）

轻松一刻

■摄影 李 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