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文 化 生 活文 化 生 活２０２４年５月２６日 星期日 责任编辑/袁晓芳

雕塑《重整行装再出发》，是北京工

业大学雕塑创作团队，以 1929 年古田会

议和 2014 年古田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为

背景创作的主题雕塑。作品通过一位老

红军为新时代革命军人整理行装的情

景，将革命前辈的殷殷嘱托与血脉相传

的军魂以形象化符号表达，雕刻出两代

军人鲜活的艺术形象，诉说着古田精神

的思想光芒。

雕塑创作团队在历时半年的创作

中，翻阅了大量党史文献资料，绘制了数

十幅草图，制作了 10 余件雕塑小稿，反

复思考如何以具体的雕塑形象来更好地

表现主题。

创作团队深刻领悟两次会议精神，

最终确定以一位穿越历史时空的老红军

为年轻军人“整理军装”的雕塑形象，表

达“重整行装再出发”的精神意涵。

军 装 是 一 种 精 神 、文 化 和 信 仰 的

延 伸 ，凝 结 着 军 魂 ，外 化 于 军 人 身 上 。

创 作 团 队 在 经 过 反 复 构 思 与 修 改 ，塑

造了身着不同质地军装的两代军人形

象。雕塑中，老红军饱含关爱，用沧桑

有 力 的 大 手 帮 助 年 轻 军 人 整 理 军 装 ，

细 心 地 为 他 扣 好 衣 领 的 纽 扣 ；年 轻 的

军人，郑重地向老红军致以军礼，表情

庄严、身姿挺拔，朝气蓬勃。整个雕塑

通 过 长 短 穿 插 的 泥 性 线 条 ，将 两 位 军

人 形 象 刻 画 得 朴 实 生 动 ，慈 爱 的 嘱 托

与 勇 敢 的 担 当 ，在 无 声 中 仿 佛 发 出 振

奋人心的回响。

用 艺 术 作 品 传 承 红 色 基 因 ，是 艺

术 工 作 者 的 责 任 与 担 当 。 主 题 雕 塑

是 表 现 红 色 主 题 的 一 种 恰 当 的 艺 术

形 式 。 雕 塑 自 身 凝 重 有 力 的 塑 痕 和

曲 折 绵 长 的 线 条 ，形 成 一 种 意 味 悠 长

的 情 景 叙 事 。 在《重 整 行 装 再 出 发》

的 创 作 中 ，创 作 团 队 将 新 老 军 人 间 的

红 色 基 因 传 递 ，表 现 为 老 红 军 为 年 轻

军 人 扣 好“ 军 装 扣 子 ”，这 个 动 作 可 谓

意味深长。

雕 塑 ，是 一 种 立 体 的 艺 术 表 现 语

言，尤其是具有叙事情节的主题雕塑，

对 于 人 物 行 为 动 态 的 表 现 尤 为 重 要 。

在《重 整 行 装 再 出 发》中 ，老 红 军 为 年

轻 军 人 扣 上 纽 扣 的 动 作 ，需 要 创 作 者

对这种动态十分精准的表现。创作团

队 通 过 反 复 模 拟 和 拍 摄 动 作 ，观 察 动

态 和 分 析 变 化 ，通 过 一 次 次 加 与 减 的

雕琢、一遍遍精心的打磨，使得这双泥

塑 的 手 渐 渐 充 满 了 温 度 ，形 成 了 自 然

舒展的动态塑造。

一 代 人 有 一 代 人 的 使 命 ，一 代 人

有 一 代 人 的 担 当 。 两 代 军 人 间 的 交

流 ，表 现 的 正 是 革 命 前 辈 向 新 时 代 革

命军人的殷切嘱托。年轻军人作为坚

定信念的传承者，身姿挺拔，焕发着青

春 朝 气 。 他 凝 望 着 革 命 老 前 辈 ，郑 重

敬 礼 ，表 情 中 流 露 出 崇 敬 。 对 于 雕 塑

中 的 人 物 形 象 ，创 作 者 虽 然 采 用 了 高

度 写 实 的 手 法 ，但 通 过 细 致 刻 画 老 红

军 整 理 军 装 、年 轻 人 郑 重 接 受 并 致 以

军 礼 的 情 节 叙 事 ，赋 予 了 雕 塑 内 涵 丰

富的象征意义。

用雕塑艺术表现精神传承
—《重整行装再出发》创作谈

■邹 锋

艺 境

中华民族在几千年历史中创造和

延续的优秀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源远

流长，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也是共产

党人深厚的文化根基。其中所蕴含的

修身养性、齐家报国、兼济天下的丰富

智慧，千百年来滋养着国人的心灵。新

时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仍是共产党人

加强自身党性修养的重要资源，学习和

弘扬其中的思想精华，对于广大党员树

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加强

党性修养和人格锤炼，具有积极作用。

传统文化中视“修己身”为做人、谋

事的前提，一个人的所作所为，取决于

修身的境界。“修身”一词，较早见于先

秦典籍中，儒家典籍《大学》让“修身”一

词以专有名词的形式出现。“修身齐家

治国平天下”这样的“君子价值观”，对

后世产生深远影响。儒家认为“修身”

分 为 两 个 层 面 ，一 方 面“ 修 者 ，饰 也 ”

“身，躬也”，端正言行举止，与人的外在

活动有关；另一方面“所谓修身在正其

心者”，修炼情绪心性，与人的内在涵养

有关。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性教育

是共产党人修身养性的必修课，也是共

产党人的‘心学’。”党性并不是一个抽

象的概念，而是对于每个党员内在的要

求和必须恪守的原则。党员干部应该

用好“修身”智慧，在实践中进行自我教

育、自我完善、自我改造，完成自我进

步，提升思想境界。

“文以载道，文以化人。”只有全面

深入了解中华文明的历史，才能将优秀

传统文化的基因转化为修养党性的思

想力量。我党自成立之日起，就是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和弘扬者，

也是中国先进文化的积极倡导者和发

展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很多思想

观念和道德规范，有其永恒闪耀的价

值。如“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民本思

想、“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的无

私思想、“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

而乐”的政治思想、“穷则独善其身，达

则兼济天下”的爱国思想……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是我们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

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的深厚基础。

我们应充分利用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的丰富资源，自觉将优秀传统文化有机

融入到党性教育中。

“明体达用、体用贯通”，运用优秀

传统文化涵养党性修养，应加强党员队

伍对优秀传统文化的践行探索。优秀

传统文化中修身理论的产生和发展过

程本身就是实践的过程。孔子的实践，

在于他面对礼崩乐坏，奔走呼号，倡导

以“仁”为核心的理想；王阳明是心学的

建立者也是实践者，以天下苍生计，发出

“吾心光明，夫复何求”的人生感言……

“道不可坐论，德不能空谈，于实处用

力”。广大党员干部在加强党性修养的

过程中，不能割裂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关

系，要将传统文化思想精华与实践统一

起来，在实践中不断深化对传统文化中

思想精神的认识，促进思维、道理与笃

行实干的多维互动和深层融合，在不断

实践中锤炼过硬的党性修养。

党性不是天生的，党性修养也不是

一蹴而就的，必须在持续不断的学习教

育中形成、在不断的工作实践中保持、

在不断的推陈创新中增强。我们要积

极主动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

方法，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和发扬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正心修身、培基固本、增强

党性，不断提高自己的党性修养和思想

水平，更加自觉地投入到伟大实践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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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科学院自建院以来，就是一个

书香弥漫的地方，这固然是由科研单位

里文化人的爱好决定的，但也与老院长

叶剑英元帅的倡导与影响有关。

记得在 20 世纪 80 年代初，我还是一

个中学生的时候，有一天从报纸上忽然

读到叶剑英元帅题为《攻关》的诗：“攻城

不怕坚，攻书莫畏难。科学有险阻，苦战

能过关。”当时，我还不知道叶帅曾经担

任军事科学院院长，也不知道叶帅与科

研的关系，但是我被他的这首诗深深地

感动了。作为身经百战的无产阶级革命

家、政治家、军事家，叶帅在这首诗中别

出新意地把书生与战士联系起来，把读

书与攻城联系起来，把科学的险阻与战

场的关隘联系起来，展现了时代气息和

深远诗意。

后 来 ，当 我 调 到 军 事 科 学 院 工 作

后，经常听到科研人员谈起叶帅的这首

诗，有的还把这首诗挂在办公室里，节

日的舞台上人们总要激情澎湃地朗诵

这首诗，我才进一步加深了对这首诗的

理解，也加深了对叶帅的理解。我想，

正因为叶帅有领导我军军事科学蓬勃

发 展 的 经 历 ，才 会 写 出 这 首 诗 。 可 以

说，《攻关》是他几十年战斗和读书经验

的结晶，是他对军事科学院全体科研工

作者的嘱托和激励。

此后，在军事科学院工作的漫长时

间里，我经常听到老一辈的科研工作者

谈起叶帅刻苦读书学习的故事。在我脑

海中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他创造性地提

出读书“三遍法”，即一读、二记、三用。

“一读”，就是按照书里文章的先后顺序，

一篇篇、一段段、一句句地眼看、嘴说、手

写，一边阅读、一边圈点，看、说、写同时

进行。“二记”，就是在书的“天头地脚”、

边白中缝、段末行间作批注；将记忆、理

解和运用统一起来。“三用”，就是联系实

际理解运用。

叶帅的读书“三遍法”并非泛泛而

谈，每一法都贯穿着非常具体的行动。

比如在第二法“记”中，他就始终做到边

读书边批注。他的批注主要有三种形

式：一是“符号批注”，就是在书上标注

不同的符号。他曾经在一些书里标注

有红杠、蓝杠、红框、蓝框以及问号等符

号。这些不同符号是他对书中某一内

容的意见或看法的标志，反映着他在读

书时的思考和想法，此后再次看到这些

符号，都能很快使他进入思考状态。二

是“时间批注”，就是读书后记录下读的

时间、地点、遍数。叶帅习惯反复阅读

一本书，但并不一定每次都全部回看，

时 间 批 注 能 够 帮 助 他 准 确 地 查 阅 回

顾。三是“文字批注”，就是在所读书中

的某个地方留下文字。叶帅的读书“三

遍法”关键点就在“文字批注”上。他曾

在读过的书里，留下大量宝贵的文字批

注。据说，他对列宁的《哲学笔记》进行

过长期反复研读，还仔细研读了《哲学

笔记》中所涉及的许多德国古典哲学的

书籍资料，并对其中的内容作了各种标

记和文字批注，记录了他关于这些内容

的思考和认识。叶帅的这个读书“三遍

法”，使我受益匪浅。特别是当我由行

政工作改做科研工作以后，我用“三遍

法 ”“ 恶 补 ”了 一 些 我 军 政 治 工 作 学 学

科 著 作 ，收 到 了 很 好 的 效 果 。 我 深 深

感谢老院长给我们留下的这一宝贵读

书经验。

我 读 过 一 本 名 为《爱 书 元 帅 叶 剑

英：一位身边秘书的回忆》的书。此书

生 动 叙 述 了 叶 帅 读 书 奋 斗 的 一 生 ，体

现了他活到老、学到老，学以致用的风

采。据记载，叶帅终身恪守“抓紧时间

工 作 ，挤 出 时 间 学 习 ，偷 点 时 间 休 息 ”

的 座 右 铭 ，坚 持 做 到“ 做 一 样 ，学 一

样。做一生，学一生”。他寻找各种时

间读书，除了白天的工作间隙，还在早

晚 休 息 时 挤 出 时 间 读 书 ，也 在 外 出 路

上或者视察途中寻机读书。他读书的

面 很 宽 ，主 张 一 个 人 的 读 书 范 围 要 尽

可 能 广 泛 一 些 ，不 能 仅 局 限 于 某 一 方

面或某一类的书，而要视野开阔一些，

涉猎的范围广泛一些。他反复研读并

作 过 批 注 的 书 籍 ，涉 及 哲 学 、政 治 、经

济 、文 化 、军 事 、天 文 、地 理 、历 史 等 。

他 说 ：“ 在 学 术 上 ，本 来 没 有 平 坦 的 道

路，只有不避艰险的迂曲攀登，才有希

望到达光辉的胜景。”

我爱读书，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是

受了叶帅的影响。每当我从长着一棵

棵高大茂盛的梧桐树的叶帅旧居经过

时，就不由得驻足凝望。我仿佛感到，

从里面飘出来的一阵阵书香，是那么的

浓 烈 、隽 永 。 它 们 弥 漫 在 整 个 军 科 大

院，熏染着一代又一代的军科人读书、

著书，让科研创新的活力始终浸润着书

香的芬芳。

永远芬芳的书香
■周培清

阅读时光

日前，驻北京市老干部服务管理

局 某 干 休 所 的 官 兵 来 到 北 大 红 楼 参

观。现场为他们讲述历史的不仅有展

馆解说员，还有一同前来参观的该所

老干部们。

“五四运动是一场轰轰烈烈的爱国

救亡运动……”驻足在复原五四运动前

夜准备游行场景的展室，革命老前辈吴

洪范和王子玉动情的讲述，让现场官兵

深受触动。

这是该所组织开展“老革命·新青

年”系列活动的一幕。他们通过开展参

观红色旧址、观看红色电影、邀请老干

部授课等活动，教育引导青年官兵发扬

革命传统，坚定理想信念。

“老干部是我们服务的对象，也是

我们学习的榜样。他们身上宝贵的精

神财富，能引导青年官兵传承红色基

因、走好军旅路。”该所领导说。

老干部们虽离开工作岗位多年，

但他们退休不褪色，始终关心着国防

事 业 和 青 年 官 兵 的 成 长 。 在 该 所 举

办的五四青年节座谈会上，两名青年

团 员 根 据 入 伍 后 的 所 见 所 学 所 思 谈

切 身 感 悟 ，表 达 了 传 承 革 命 精 神 、立

足 岗 位 建 功 的 心 声 。 老 干 部 们 也 结

合自己的革命历程和人生感悟，寄语

青 年 官 兵 ：“ 青 年 人 要 以 爱 党 报 国 为

青春远航动力，努力谱写绚丽的军旅

华章。”

夕阳辉映朝阳红
■张小康 张 维

这幅作品拍摄的是

海军士官学校第二十九

届军事体育运动会上，

200 米着装游泳比赛时

的场景。选手们全神贯

注，蓄势待发。作者采

用大光圈、高速快门的

拍摄手法，以对角线构

图、虚实结合，使画面产

生纵深效果，烘托出比

赛现场的紧张气氛。

（点评：倪帅）

蓄势待发

■摄影 江昭奕

活力军营

陆军某训练基地结合“挺膺担当奋进强军新征程”主题团日活动，组织

丰富多彩的文体活动，有效激发了新兵的训练热情。图为官兵在进行拉歌

比赛。 孔 耀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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