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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儿有梦梦如歌，青春赋诗诗犹壮。

《向着胜利》——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国防军事频道的“八一”特别节目，以胜

利作为节目的主题和脉络，言约旨远地

构成了人民军队这部宏大历史叙事的导

读。

“大道至简。”所有艺术形式都有其

精神图景，都有其鲜明的文化属性。军

营文化之所以产生直击心灵的力量，简

而言之，就因为蕴含其中的“战味”“军

味”“兵味”，构成了强军使命的文化篇。

战味——人民军队
的“胆剑篇”

我国古老的典籍《孟子》较早表述了

胜利的辩证法：“战而胜之”——胜利，必

须以战斗来赢取。如战士歌声所唱：“有

一个道理不用讲，当兵就要打胜仗。”

人民军队建军 97 年的征途，可用一

个充满铁骨豪气的成语概述——负弩前

驱。负弩者，携器持锐、拔剑张弓；前驱

者，狭路刀锋、浴血前行。历史风云、时

空叠影，战胜、打赢，从来都是人民军队

发展道路上恒定的坐标。

1933 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

央政府批准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建

议，以南昌起义的 8 月 1 日作为中国工

农红军成立纪念日，人民军队从此有了

建军节。同年颁布了我军最早的军人

誓词——《中国工农红军誓词》。红军

战士的战斗誓言振聋发聩：“拿我们刺

刀和枪炮与敌决一死战。”

爝火传薪，雄关漫道。在今天的强军

使命中，我们同样面对深刻的“胜战之

问”。新一代士兵的《军人誓词》同样铿锵

有力：“苦练杀敌本领，时刻准备战斗。”

世界上很多东西能够复制，但胜利

从来不可以复制。这是战场的根本法

则，也构成了军旅文化的根本标注和美

学品质。

梁启超在中华民族多难的年代曾这

样感慨：“中国向无军歌，发扬蹈厉之气

尤缺。”然而，自从“八一”镌刻下一个神

圣的时刻，胸怀“把人民军队建设成为世

界一流军队”强军梦的人民军队，不仅改

变了历史，也重新谱写着军歌。让激荡

着血脉、翻卷着战火的军歌，成为强军征

程上的“胆剑篇”。

“吟咏所发，志惟深远。”以艺术的形

式来展现这样的军旅文化特质，从审美

的角度来描述这种历史风骨血脉，无疑

使文艺作品拥有了一种令人肃然起敬的

文化深情。文艺作品需要“温醇之境”，

但作为历史沉淀最深厚、最凝重的军旅

文化，更需要“风雷之句”。文化的价值

取向决定着艺术的“化境”——

“我要冲锋，我要出击，我要胜利。”

年轻士兵的歌声直白却壮怀激烈地畅抒

着胜利的渴望；“红装美，武装美，报国岂

能让须眉。”在女军人的戎装面前，种种

名牌顿失颜色；《战士与祖国》的诗朗诵，

以报告词的形式展开，朗诵者一张口，便

激荡着战斗气息……

这 是 一 场 没 有 舞 台 的 节 目—— 军

港 、甲 板 、训 练 场 、野 营 驻 地 …… 皆 可

且歌且舞。但让观众眼睛为之一亮的

是，在每一个节目中，一身迷彩服就是

演 出 服 ，道 具 都 来 自 战 士 们 日 常 训 练

生活。

毫无疑问，以战位为舞台、以戎装为

演出服，是军营基层文化活动最常见的

形式，简单质朴，但其中的美学容量绝非

一般的道具布景可替代。所谓战斗气

息、战斗精神，往往展现在这种风格中，

既充满火热的“战味”，又充满诗意地彰

显出文化自信。

军味——强军征程
上的“红旗谱”

“山河铭刻”，是节目的主题之一。

人民军队听党指挥的忠诚信念，就是铭

刻在山河之间的“铁的必然性”。

对军人而言，忠诚是一种信念。而

信念之所以成为信念，是因为内心对于

理想的渴望、对于梦想的坚定。我们这

支军队是世界上唯一一支被称为“人民

子弟兵”的军队，这种人民子弟、家国儿

女的身份认同，构成人民军队特有的精

神内涵，成为我军光荣与梦想的支撑点，

也延续着我军红色基因。

歌声传岁月，枪杆担山河。人民军

队独有的红色文化底蕴，打造出红色基

因鲜明的精神标识。

当年采访过的老红军回忆说，南昌

起义枪声一响，颈系红色布条、臂扎白毛

巾的起义军官兵便开始放声高歌。参加

起义的部队，很多参加过北伐战争。而

这些部队中的党代表和政治主官大多由

共产党员担任，由他们所编创的一大批

革命歌曲，成为我党在军队中开展宣传

和教育的有力武器。于是，从八一军旗

飘扬的那一天起，《工农兵大联合歌》等

红色军歌的节拍，便伴随着我军征战的

步履。

“我们是英勇红军呵，拼热血头颅，

把革命完成。”这是一位百岁老红军唱

给我听的《红军歌》。在解放军档案馆

里，保存着 1932 年湘鄂赣军区政治部刊

印的《红军歌曲》集，里面有包括这首歌

在内的 24 首红军歌曲。除了《国际歌》

之外，其余都是红军各部队自己创作的

歌曲。“每次打仗前打仗后，大家都要在

一起唱。”老红军忆及往事，依稀可见泪

光……

历史的方位感是如此清晰，今天，新

一代士兵的歌声同样豪情激荡：“捍卫和

平，我们枕戈以待；逐梦疆场，我们决胜

未来。”如果说，一代代军人在不同的年

代，选择了共同的文化表达，认同着共同

的美学品格，那么请相信，这一定与这支

军队秉承的价值理念有关，一定与这支

军队的血脉传承有关。

血 染 红 旗 旗 不 倒 ，举 旗 自 有 后 来

人。人民军队百年红旗谱，就是红色文

化中不可替代的“军味”。

在“八一”特别节目中，集中了一批

创作自我军各个历史阶段的经典军歌，

在舞台上产生了强烈的同理心和共情

力。皆是耳熟能详之词曲，却有百听不

厌之魅力。蓬勃着无限生机的经典，让

人获得一种凛然于历史、铿锵向未来的

浓烈意蕴。

因为你的嘹亮，我们追寻到光芒——

这是诗，也是史。

1949 年，地处云南边境的富宁县解

放。有一天，一支衣衫褴褛却排列成作

战队形的队伍走出了山林，更让人惊讶

的是，队伍中全部是妇女。由于刚刚解

放，情况不明，我军守备部队立即展开警

戒，以防意外。

突然，那支队伍里传来了沙哑却高

亢的歌声。尽管听不清歌词，但旋律如

此熟悉——《国际歌》。

这是我们的同志。部队领导闻之动

情，当即派人同样唱着《国际歌》上前联

系。原来，这是一支由壮族女子组成的

红军队伍。虽然在反动派的一次次“围

剿”中与组织失去了联系，但是她们一直

在山林中坚持战斗。

当得知解放军来到时，她们欣喜若

狂。可长期与组织失去联系，不知该怎

样才能接上关系。这时，她们想起了歌

声——1935 年，她们就开始传唱壮语版

的《国际歌》，无论条件多么险恶，歌声从

来没有停过。

《国际歌》的旋律，就这样成为找到

自己的同志的文化密码。

我在东北抗联纪念馆曾看到抗联

“口琴社”的介绍。在物资极度匮乏的条

件下，部队用缴获的口琴组织起若干个

口琴队，200 多人分散在各个部队，吹奏

《义勇军进行曲》，伴奏《开路先锋》……

瞩目纪念馆陈列的斑驳口琴，抗联

军歌《露营之歌》的旋律让我泪流满面：

火烤前胸暖，风吹脊后寒……

流动的旋律构成有形的历史，军营

红色文化的蕴集传递、光荣绽放，留下清

晰的“军味”刻度。节目总导演杨丽的

“导演阐释”如是写道——向红色经典致

敬，与伟大时代同行。

兵味——新时代新
的“大风歌”

这 场 节 目 ，有 影 视 明 星 抑 扬 顿 挫

的 诗 朗 诵 ，有 著 名 电 视 主 持 人 担 纲 主

持 …… 这 些 当 然 是 提 高 观 赏 力 的 亮

点 。 而 由 中 央 宣 传 部 、中 央 军 委 政 治

工 作 部 联 合 发 布 的“ 最 美 新 时 代 革 命

军人”的代表出现在节目中时，立刻便

成 为 节 目 的 点 睛 之 笔 。 他 们 不 是 明

星 ，何 以 如 此 闪 亮 ？ 因 为 他 们 的 强 军

故事充盈着“兵味”。

由此，我想起了鲁迅先生所说，我们

需要用新的形、新的色来表现中国人、中

国事以及中国向来的魂灵。

刚在《解放军报》看到这样的新闻：

抗日战争时，某部二连为庆祝战斗胜利

而筹办了一次官兵同乐会，从那时到现

在，这样的官兵同乐会已经举办到 1198

场了。

这个普通连队一代代官兵几十年步

履如歌、壮歌如风，其中的价值承载、文

化记忆所展示的“兵味”十足的新形象和

新故事，足以超越“明星效应”。

正是这样的“兵味”，以向善、向美、

向真的精神向度，为我们的军营文化提

供了精神样本，让我们有了重新讲述、重

新传播、重新书写今天军营声音、军营故

事的新角度、新灵感。

特别节目中有不少新节目，军营生活

气息浓郁、讲的都是兵的故事，如：《开发

射车的帅小伙》《五公里》《75厘米》……一

看就能感受到其创新之处。但是，它们最

有韵味、最有价值的是浓浓的“兵味”，既

有飒沓流星之潇洒，又有剑及履及的意

志。你听，“我在军营数第一”的豪情风

姿；你看，“顶天立地真英雄”的男儿情怀，

足以抵得流传千古的《大风歌》。

“祖国放心，强军有我。”这是战士与

大好山河的一种永恒约定，也是用青春

写给祖国的“军令状”。把这种新时代的

奋斗观，浓墨重彩地体现在文化作品中，

就是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的风景与版

图，就是披坚执锐军旅方阵里风起云扬

的“兵味”。

图①：海军文艺骨干表演《舞动军

营》。

图②：节目现场，主持人采访“最美

新时代革命军人”代表。

图③：第 77 集团军“铁血”文艺小分

队演唱《75厘米》。

图片由节目组提供

强军文化的“三味”
—从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防军事频道“八一”特别节目《向着胜利》说起

■郑蜀炎

“伟大的长征精神一直鼓舞着我，特

别是进入戈壁驻训以来，大家战风沙、斗

酷暑，苦练杀敌本领……”近日，第 82集

团军某旅的野外驻训地，一场以“书香军

营，奋斗强军”为主题的读书交流会正火

热展开，三级军士长常一飞结合亲身经

历，分享了阅读图书《长征》的心得。入

伍 21 年的常一飞，是连队公认的“技术

大拿”。得知营里开展读书交流活动，他

将自己喜爱的图书推荐给战友们。他觉

得，每次读到革命先辈们的故事，总能从

中汲取战胜困难的力量。

受他的带动，列兵李莘也参加了读

书交流会。“我想给大家推荐这本《仪仗

兵》。书中讲述了新兵李振杰从懵懂少

年成长为阅兵护旗手的故事。我和他

有着相似的成长经历，也希望像他那样

‘淬火成钢’……”李莘在台上声情并茂

地讲述阅读收获。他觉得，来到条件相

对艰苦的戈壁，是自己成长锻炼的好时

机。他的讲述引起了战友们的共鸣。

“我们结合驻训任务特点，在业余时

间开展读书交流等战地文化活动，更好地

引导官兵筑牢思想根基、激发战斗精神。”

活动组织者、某营教导员崔恒说。

除了读书交流活动，他们还借助战

地摄影展、黑板报、广播站等平台，遴选

展示鼓舞兵心士气的官兵作品；设立龙

虎榜、先锋岗等，宣扬优秀官兵事迹，激

励大家创先争优。

战地书香
■晋 蒙 王政杰

作为一名战士，我长期身在基层，对

基层官兵的生活非常熟悉。时间愈久，

我愈发觉得，军营里特有的感动和温暖

都值得记录下来。我写诗，不想仅停留

在展现人们常在影视剧里看到的军人形

象，而是想写官兵内心真实的情感。

为了纪念新兵连，我写了一首长诗

《巴丹吉林与大海》。这首诗以月份的

形式呈现：从 9 月开始，一名青年穿上

军装、踏上远行的火车，“一支蓬勃的队

伍，一支青春的队伍/穿过喧天锣鼓，鞭

炮齐鸣声/我或许是想展示挺拔有力的

身 姿/始 终 高 昂 着 头 、睁 大 眼 睛 ”；10

月，第一次参加队列训练，“每个动作反

复分解/直到把十个人的队伍变成一个

人”；11 月，新兵授衔，“红肩章，一种静

止的美/无边无际的爱、荣光”……次年

7 月，第一次跟随特战队员外出驻训，

“巴丹吉林就像一片黄色的海洋/飓风

永 远 正 确 ，不 经 风 暴 ，帆 船 不 能 远

行”……

这首诗虽然是写我个人的成长体

验，但我想它具有成长的普遍性，每年

都会有一茬茬新战友这样走过来。

后来，一次偶然机会，让我真正体

会到诗人们笔下的“边关”。经历寒冷、

险绝，我看到雪山的雄峻、官兵的忠诚，

当时就萌生了一个想法，要用诗歌的方

式为边关的战友们素描，向人们传递一

种向上、向善的温暖力量。

在创作过程中，我经常将自己的

形象融入诗中，并以那些驻守在边防

的战友们为榜样进行反思内省。我在

《写 给 祖 国 的 申 请 书》中 写 道 ：“ 祖 国

啊！请用您风暴硕大的双手/把我拽

进巴丹吉林沙漠，不给一棵草木/一滴

水，用您最热烈的、三伏天的太阳/以

沙地为炉、朔风为铲，翻我烤我/让我

修 炼 一 双 火 眼 金 睛 ，辨 认 潜 伏 的 敌

人”，以此表达戍边官兵无惧任何艰难

险阻，请求去艰苦的环境中摔打磨砺、

锤炼本领的信念。

在《鹰飞不过去的地方》中，我讲述

了一个真实的故事。“阿妈，阿妈，我慢

慢地叫着/竟然让我想起奶茶、篝火、手

捧的哈达/那牧羊的孩子/还有一只新

生的羔羊正吮吸奶汁。”过去，哨所生活

条件艰苦，冬季大雪封山，补给无法及

时送达，官兵很难吃到新鲜蔬菜。德

吉、普次和次仁曲珍 3 位藏族阿妈，便

每人背着自家种的几十斤蔬菜和官兵

的家信上山。她们一次次徒手翻过乱

石密布的峭壁，坚持了近 40 年。如今，

“鹰都飞不过去”的哨所前已经修好了

沥青路，配送车可以将各种蔬菜及时送

到哨所。阿妈们有时为见娃娃们一面，

还是会和配送车一同上山。当我在报

纸上读到这个故事后，泪水溢满眼眶，

思绪如同点燃的火捻，在笔记上记了满

满一页。我认真写下：“边关军旅的温

暖表达”，算是给自己的诗歌创作定下

的目标。

弘扬主旋律，讲好强军故事，我期

待 有 一 天 能 写 出 军 营 版 的《青 春 万

岁》。即使前路漫漫，布满荆棘，我都会

一往无前，激情满怀。

以
深
情
笔
触
讴
歌
士
兵

■
董
庆
月

艺 境

活力军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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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①

②②

“第一次执行巡逻任务给我留下深

刻的印象，我特意把在甲板展旗宣誓的

场景画在石头上，时刻激励自己……”

前不久，我到船艇支队采访被战友们称

为“石头画家”的中士黄佳俊。在迷彩

帐篷内，他正拿着一块“石头画”，向新

战友们讲述自己第一次参与江面执勤

巡逻任务的经历。

帐篷的角落里摆满各式各样精美

的“石头画”，皆出自黄佳俊之手。石头

上绘制的火热训练场景活灵活现、形象

生动。“能用自己的爱好记录难忘的军

旅生活，是一种幸福。”黄佳俊笑着说。

谈起创作“石头画”的初衷，黄佳俊

讲起了自己的成长经历。大学毕业后，

他放弃优渥的工作，毅然选择从军报国，

成为一名船艇兵。新兵下连后，黄佳俊

第一次登上船艇甲板，奔腾不息的江水、

战风斗浪的船艇兵、岸边千奇百怪的鹅

卵石，让他萌生了创作灵感。何不以鹅

卵石为材、训练为题，描绘热火朝天的军

营生活、记录船艇兵的酸甜苦辣？

在石头上作画，困难很多。鹅卵石

的形状各异，就连涂抹颜料也是一道难

题。黄佳俊先尝试在小块石头上绘制

人物画和风景画，经过反复练习，逐渐

掌握了石上作画的技巧。

对黄佳俊来说，每一幅“石头画”呈

现的不仅是官兵生活，更蕴含着一段段

感人故事和真挚情感。

采访期间，他为我递上一块题为“战

友情”的“石头画”，讲起背后的故事。

不久前，在一次江面巡逻任务中，编

队途经一片暗礁密布的水域时，船体因

暗流冲击发生颠簸，黄佳俊一脚踩空，不

慎跌倒。老兵蒋海帆见状，不顾个人安

危，立刻扑过去抓住他的腰带，将他牢牢

拽住，方才避免了他跌入水中。这块“石

头画”记录的正是当时的情景。

“军港的夜啊静悄悄，海浪把战舰

轻轻地摇……”傍晚，风吹皱江水，不断

拍打着船舷，广播里循环播放着歌曲

《军港之夜》。结束一天水上巡逻的船

艇兵们准备返回营区。远处的青山高

耸入云，金灿灿的余晖照在船上，也照

进官兵的心里。甲板上，黄佳俊拿起画

笔和一块鹅卵石，将这美好的一刻描绘

在石头上。

石画传情
■王 肸

今天我出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