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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作品作为一种精神产品，没有

实用属性，但优秀的艺术作品常常能够

跨越时间和空间，触动心灵、升华情感、

激发行动。从事雕塑艺术 20 多年来，如

何让作品更具有精神感召力、更富有艺

术感染力，一直是我思考的主题。

这些年来，我国时常会有不同程度

的洪涝灾害发生。解放军和武警部队

官兵总是冲在抢险救灾第一线。他们

以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为第一准则，用

生命筑起守护防线。这不仅是对人民

生命财产的捍卫，更是对党和人民无限

忠诚的体现。“万众一心、众志成城，不

怕困难、顽强拼搏，坚韧不拔、敢于胜

利”的抗洪精神，已经成为中华民族无

比珍贵的精神财富。我一直在思考，如

何将这种精神伟力通过雕塑这一艺术

形式表达出来，让伟大的抗洪精神成为

一座永恒的丰碑。经过长时间的构思

和 7 个多月的深入创作，作品《人民至

上》在今年初夏时节终于完成。这件作

品不仅是对英雄们的致敬，也是对民族

精神的歌颂。

在构思过程中，我深入研读了历年

来抗洪抢险的相关资料。在众多影像

资料中，总能看到类似的画面：在洪水

肆虐的波涛中、在冲锋舟的颠簸中，官

兵坚定的眼神、被磨破的手臂、被洪水

长时间浸泡而溃烂的双脚、疲惫却不失

坚毅的面容……都深深印刻在人们心

中，也成为我创作感受的重要来源。

为了更好地捕捉官兵的形象和精

神面貌，我多次前往承担抗洪任务的部

队和受灾地区采访，与参与任务的官兵

和受灾群众进行深入交流，倾听他们的

回忆和诉说，感受官兵面对任务时的勇

敢 和 老 百 姓 面 对 灾 难 时 的 坚 强 与 乐

观。老班长朴实的言语，群众感动的泪

水，手机中记录的一个个瞬间，无不让

我动容。风雨中，军爱民、民拥军的深

情画面，定格在这些言语和照片里，也

刻印在人们心中。我试图通过造型语

言刻画这些感人瞬间，将它们转化为雕

塑造型，使观者能够看到战士们用生命

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决心，一

起感受历久弥新的鱼水深情。

在作品形式的选择上，我最开始设

计为组雕形式，以抗洪抢险中的几个真

实故事为原型，创作 3 组到 4 组情景故

事，每一组情景由 3 到 5 个人物构成。

但 在 草 图 和 小 稿 的 初 稿 完 成 后 ，我 发

现，尽管这样处理会凸显人物、刻画生

动细腻，但由于故事场景比较分散，无

法凝聚合力，也无法烘托洪水来临之际

紧张危急的整体氛围。思考再三，我下

决心将几组分散的构图统一组合到一

个大构图中。最终，作品外轮廓运用横

向构图形式，雕塑从左至右逐渐升高，

象征着人民军队在抗洪过程中昂扬向

上的斗志和战胜洪水的决心。这种构

图不仅在视觉上给人以力量的律动感，

也在情感上传达了一种积极向上、战之

必胜的精神。在人物动态设计上，我着

重于表现官兵在抗洪中各种不同的动

作姿态以及细腻生动的表情，甚至是他

们身上的泥水和汗水，我都要求自己必

须投入感情精心刻画，力求在细节上尽

可能做到真实和生动。在情节内容方

面，我选取了抗洪抢险中的多个典型场

景和事迹，并对每个情节进行艺术提炼

和具象化加工，将它们有机结合在完整

的构图中。在最终的成品中，有人正奋

力挥动打桩的铁锤，有人正肩扛沙袋加

固 堤 坝 ，有 人 背 着 老 人 转 移 至 安 全 高

地，还有很多人正在水中用身体阻挡洪

流……我希望通过对人物个性化地展

现和细节刻画，让静态的雕塑作品“活

起来”，让观众感受到其中顽强的生命

力和强烈的情感。

在这个雕塑作品中，洪水的造型塑

造 无 疑 是 一 项 重 要 而 极 具 难 度 的 任

务。创作时，必须巧妙地捕捉并表现出

水的形态与质感，使之既直观又具有辨

识度，同时还要展现其作为洪水令人畏

惧的一面。在传统美术作品中，水往往

被赋予了平静与美好的寓意，而本次创

作需要将其塑造为一种充满力量与威

胁的存在。在最终成稿中，大家可以看

到，作品通过粗犷的线条和翻滚的波涛

造型，结合斑驳而冷硬的水纹肌理，营

造了一种湍急洪流的紧迫感和危机氛

围 。 在 画 面 中 ，洪 水 作 为 无 情 的 攻 击

者，每一次拍打都如同刀砍斧劈般留下

斑驳的“伤口”。这些“创伤”不仅是对

洪水肆虐力量的直观展现，更从侧面彰

显了官兵面对无情洪水依然坚强战斗

的精神。

这件雕塑的创作，对我而言，不仅

是一次充满挑战和收获的创作过程，更

是一次精神探索和洗礼的过程。作为

一名军旅艺术工作者，我深感自己有责

任用艺术的方式，将这些感人至深的故

事和精神传递给社会，让更多人受到感

动和鼓舞，从而记住那些在灾难面前挺

身而出的勇士们。今年入夏以来，我国

多流域再次进入汛期，多地暴发不同程

度的洪灾险情，一批又一批解放军和武

警部队官兵再次向险而行，用生命守护

江河安澜。在此，请允许我以此作品向

战友们表达最诚挚的致敬。

上图：雕塑《人民至上》，入选“第十

四届全国美术作品展览”，现陈列于江

西省军区。

浪尖托起英雄的群雕
—雕塑《人民至上》创作心路

■郎 钺

茫茫戈壁，一望无垠。清晨，天色

微明，冷风裹挟着碎石迎面而来。这是

我第一次参加野外驻训，荒漠、沙石、枯

木不断映入眼帘，一切都是陌生而新鲜

的。戈壁滩上，天气变幻莫测，时而艳

阳高照、晴空万里，时而狂风大作、沙尘

肆虐。

黄昏，夕阳染红了天际，一场战地

晚会拉开序幕。

“好！再来一个要不要？”

“要！”只见人群中，一名上等兵跳

起街舞，一串潇洒利落的空翻动作，博

得战友们阵阵喝彩。

眼前的热闹情景让我想起家乡的

“火把节”。每到那天，寨子里就会组织

摔跤、唱山歌等活动。直到夜幕降临，

熊熊的篝火燃起，全村的男女老少身着

民族服装，随着音乐翩翩起舞……

“ 寒 风 飘 飘 落 叶 ，军 队 是 一 朵 绿

花 。 亲 爱 的 战 友 ，你 不 要 想 家 ，不 要

想妈妈……”一位战友唱起熟悉的《军

中 绿 花》，不 禁 让 我 的 心 头 泛 起 一 缕

乡愁。

大学毕业后，我怀揣从军梦想踏上

西行的军列。遗憾的是，出发那天，因

为种种原因，我的家人没能来送行。母

亲不识字，托人代写了一封信给我。我

把那封信带到了军营，两年来，一直带

在身旁。

此时，我情不自禁回到帐篷里，从

箱底翻出那封信。“孩子，很抱歉没能亲

自去送你。但我相信，在军旅路上，你

能越走越远……”信刚读到一半，各种

心事不禁涌上心头，或许是因为来驻训

前，我的军考失利；或许是因为驻守边

关的孤寂，心里忽然有种失落感。

忽然听到炊事班班长侯晓峰喊大

家 去 烧 烤 ，我 回 到 了 场 地 中 。 烧 烤 架

旁，已经挤满了战友。不一会儿，音乐

声响起，大家纷纷走到篝火堆前，围成

一个大圈，手拉着手，欢快地跳起舞来。

二级上士刘柏青看出我有心事，便

询问我情况。我缓缓倾诉心中的苦闷：

“父母给我取名‘优’字，是希望我能博

学多才，但这次军考失利，我辜负了他

们对我的期望……”

得 知 我 是 因 军 考 失 利 ，心 理 落 差

大，刘柏青便耐心地开导我：“人生没有

过不去的坎，也没有翻不过的山，只要

不迷失方向，一定能到达胜利的彼岸。”

他还帮我拨通母亲的电话。落榜

后，我一直没有勇气给家里打电话。此

刻，我强忍着泪水向母亲倾诉心中的失

落。母亲告诉我，我们彝族娃娃从哪里

跌倒就要从哪里站起来。别灰心，勇敢

跨过这个坎。

放下手机，我的心情轻松了不少，

回到战友们身边。大家正在切蛋糕，趁

我不注意，战友把一小块奶油抹到我脸

上。在欢声笑语中，我心中的孤寂和纠

结都烟消云散了。

深夜，风很大，但我的心里是暖融

融的。晚会结束后，在帐篷里，我借着

微弱的灯光，写下留队申请书。

戈 壁 滩 上
■杨仰优

兵味一得

7月中旬，盛夏的白俄罗斯布列斯特

市近郊。傍晚，落日余晖染红了天边云

彩。位于穆哈维茨河畔的中白“雄鹰突

击-2024”陆军联训两国合训营地，一场

“中国文化交流演出”正在进行。

高高飘扬的中白两国国旗下，刚走

下训练场的中白参训官兵欢聚一堂，管

弦乐声、锣鼓声不绝于耳，掌声、欢笑声

此起彼伏。

“看，这是中国传统的舞狮表演！”锣

鼓声中，两只神采奕奕的“狮子”来到场

地中央。在观众的欢呼声中，两只“狮

子”翻滚跳跃、摇头摆尾，一连串动作惟

妙惟肖，点燃了全场的热烈气氛。

“南拳和北腿，少林武当功……”伴

着歌曲《中国功夫》激昂的旋律，《武动中

华》节目拉开序幕。10 多名官兵轮番展

示了棍术、剑术、太极拳等中华武术，赢

得观众的阵阵喝彩。

“上看下看，左看右看，变！”中士关

宇航和下士王小彬带来川剧变脸表演。

他们走到台下与白方官兵近距离互动，

一张张变换的脸谱引起白方官兵啧啧惊

叹。他们一边欣赏，还一边兴致勃勃地

模仿。大家对两位演员精湛的技艺，报

以热烈掌声。

随着中华民族乐曲声响起，“中华服

饰展示”节目粉墨登场。演员们精心准

备，身着中国不同朝代、不同民族的服饰

亮相，引得观众阵阵欢呼。这一刻，欢乐

友好的气氛消融了语言和文化的隔阂。

当大家熟悉的苏联歌曲《喀秋莎》唱

响时，全场气氛瞬间沸腾。中白两国的

友谊之花在歌声中激情绽放。

“联训期间，中白双方组织开展了文

化交流、军体竞技等活动，为进一步深化

两国军事交流合作架起友谊的桥梁。”中

方文体交流活动负责人吕远介绍说，通

过这种互动、表演、体验的方式，能够让

白方官兵更加直观地了解和感受中国文

化的魅力。

下图：舞 狮 表 演 赢 得 观 众 阵 阵 掌

声。图为“狮子”与白方官兵亲切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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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屋里，有茶几、沙发和绿植，书籍

按类别整齐摆放，能在这么舒适的环境

中读书，是一种享受！”周末，武警江西总

队上饶支队警勤中队中士毛志体验了

“求阙书屋”后高兴地说。

像毛志一样，越来越多的官兵习惯

利用业余时间来“求阙书屋”学习充电。

“官兵集思广益，给书屋取名为‘求阙

书屋’，意为存有警惕自省的意识，以‘求

阙’的心态融入知识海洋，汲取营养；以

‘求阙’的姿态谦虚做人，行稳致远。书屋

现收藏有 11类、约 6000册图书……”该支

队政治工作处领导介绍说，支队针对青年

官兵的阅读需求，以智能化、实用化、开放

化的建设理念，积极拓展阅读资源、创新

阅读方式，引导官兵自觉放下手机，走进

书屋，品味书香。

一段时间以来，该支队已先后完成

了所属中队书香军营建设。走进婺源中

队“婺美书吧”，笔者看到书吧内设有党

政、军事、科技、文学等专区，官兵正在书

吧内尽享阅读之美。工作中，他们广泛

征求官兵意见，采取由官兵“个人点单”

图书，再统一购入的方式，确保满足官兵

不同的阅读喜好。

“不要忘了自己为什么当兵，很多时

候支持你走下去的，就是你的信仰。”在

该支队玉山中队，官兵正在开展“读书分

享会”活动。班长蔡友情讲述了自己阅

读方志敏《狱中纪实》的感想，引发战友

们的共鸣。

婺源中队卫生员王树江拿着自己

“点单”的图书《黄帝内经》告诉笔者，他

一直想学习中医知识，希望通过不断读

书学习，提高技能，学以致用。

该支队有关负责人介绍说：“我们每

年为每个基层单位投入不低于 5000 元

的标准，用来更新购买官兵‘个人点单’

的需求图书，并及时把热门新书充实到

书屋。”

“开展读书活动，是提高官兵思想文

化素养的有力抓手，是丰富官兵文化生活

的有效途径。”玉山中队指导员介绍说，在

2023年武警部队“强军风采”群众性文化

活动有关评选中，玉山中队被武警部队表

彰为“书香中队”。这些年来，中队先后 17

次被上级评为“基层建设标兵中队”，荣立

集体二等功 6次、集体三等功 17次。

在书香军营收获成长
■曹先训 张永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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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 作 谈

这幅作品拍摄的是陆军某部官兵进行战术训练时的场景。作者采用长焦镜头、高速快门记录下一名战士

刻苦训练的身影。铁丝网下，战士全力匍匐前进的姿态和飞扬的尘土，增强了画面的动感效果。作品从一个侧

面展现了官兵勇猛顽强的战斗作风。

（点评：张文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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