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传统山水画以山川自然景观

为描绘对象，历代名家名作层出不穷。

新中国成立后，以傅抱石、关山月、李可

染等为代表的当代画家坚持“笔墨当随

时代”“为祖国山河立传”的新山水画创

作思想，积极探索山水画形式和内容的

突破创新，创作出许多内涵丰富、思想

深刻的“红色山水”题材作品，尽显壮美

气魄。

1959 年，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 10 周年，著名山水画家傅抱石和关山

月为新建的人民大会堂联手创作了巨幅

山水画《江山如此多娇》（纵 650 厘米，横

900 厘米）。这幅作品以毛泽东同志《沁

园春·雪》词意为题材，紧扣词句“江山如

此多娇”中的“娇”字，倾情描绘了云开雪

霁下，一轮红日冲破云雾，神州大地山河

锦绣，焕发出欣欣向荣、生机盎然的万千

气象。

画作近景是江南的苍松翠石、青绿

山 川 ，草 木 葱 茏 、一 片 明 媚 ；远 景 是 北

国 的 冰 山 雪 岭 、苍 茫 云 海 ，辽 阔 无 垠 、

一 派 旖 旎 ；中 景 是 连 接 南 北 绵 延 不 尽

的肥沃原野、巍峨山川，长江和黄河贯

穿 整 个 画 面 。 两 位 画 家 锐 意 创 新 ，打

破时空束缚，把长城内外、大江南北不

同季节、不同地貌的自然和人文景观，

采 取 俯 视 角 度 ，由 近 及 远 ，层 层 递 进 ，

不 断 延 伸 。 古 老 蜿 蜒 的 万 里 长 城 、奔

腾 不 息 的 长 江 黄 河 、世 界 屋 脊 的 皑 皑

雪 山 ，以 及 苍 劲 的 青 松 、雄 浑 的 山 岩 、

莽 莽 平 原 、绵 绵 峻 岭 …… 不 同 的 景 象

和意象，在巨大红日的照耀下，交叠共

存于画中，一览无余，而且赋予它们深

邃 的 象 征 意 义 。 其 中 ，起 伏 逶 迤 的 万

里长城，象征着中华民族坚贞不屈、生

生 不 息 的 精 神 ；滚 滚 东 流 的 长 江 黄 河

如 同 两 大 强 劲 动 脉 ，象 征 着 伟 大 祖 国

团结统一、繁荣昌盛的壮阔气象；冉冉

旭日则寓意新中国如朝阳，前程似锦，

昂 首 在 世 界 的 东 方 。 由 此 ，画 作 生 动

诠 释 出《沁 园 春·雪》中 壮 美 山 河 的 妩

媚多娇和磅礴气势。

1959 年 9 月 29 日，《江山如此多娇》

历时 4 个月创作，5 易其稿，经周恩来总

理审定，毛泽东主席亲笔题词“江山如

此多娇”后，最终赶在国庆 10 周年盛典

前，悬挂于新落成的人民大会堂北大厅

墙壁上，成为献礼新中国华诞的传世佳

作，被誉为新中国“殿堂山水画”的奠基

之作。

1962 年至 1964 年，著名山水画家李

可染在广东从化和北京西山，以《沁园

春·长沙》的词意，先后创作了 7 幅同名

画作《万山红遍 层林尽染》。这 7 幅画

虽然尺寸各异，但构图基本相似，形成

了一组“红色山水”系列的经典之作。

创 作 于 1963 年 的 第 二 幅《万 山 红

遍 层林尽染》（纵 69.5 厘米，横 45.5 厘

米，中国美术馆藏），借鉴蜀中山水和广

东丹霞地貌的自然景观，在取舍、夸张和

想象中，淋漓尽致地描绘了南国山峦叠

嶂、层林尽染的浓郁秋色，抒发了画家对

祖国锦绣河山的炽热感情。

画面上，巍峨的山峰扑面而至。前

景部分，红色的树木如剪影一般挺拔耸

立，色彩浓重，折射出蓬勃向上的生命

力。中景部分，白色的飞瀑、溪流和掩映

在山峦中的屋舍，明亮夺目，与远景部分

层层叠叠的山峰交相辉映，气息通透。

整幅作品满幅构图，顶天立地，化“写境”

为“造境”，笔墨聚焦于山林，却有意截掉

了峰峦和坡脚，凸显出“雄”“阔”“满”的

特点，让人产生如同仰望纪念碑一般的

震撼感。画家运用“高远”技法，各种景

象 纵 深 推 进 ，突 出 了 中 景 的“ 雄 ”伟 高

大。画面上方留出一角空白，饱满透气，

显示出层层远山在氤氲云气中直达天

际，因远而“阔”，更有“万山”的纵横气

象。山前的瀑布、屋舍、树木、溪流，被置

于不同的层次，“满”中有远近、见纵深，

相互映衬，错落有致，表现出艺术性与思

想性的统一。

画作最为人称道的是色彩的运用和

处理。画家将传统的“积墨法”改为“积

色法”，创造出“以红当黑”的新视觉语

言。“万山”上“层林”的红色，与树干、屋

舍的黑色，以及由远而近的溪流、天空、

云朵的白色，构成了“红—黑—白”和谐

具象，形成强烈的视觉张力，展现出昂扬

向上的时代气息，创造性地表现了伟人

在《沁园春·长沙》中寄寓的豪迈诗情、浪

漫气质和博大胸襟，并且诠释了词作丰

富而深邃的内涵和主题。

笔下有山川，心中有大美。《江山如

此多娇》《万山红遍 层林尽染》，是新中

国成立以来美术工作者“为祖国山河立

传”的生动体现。沿着这条脉络，一代代

美术工作者以美言志、歌颂祖国山河，描

绘时代变革，陆续创作了众多优秀的新

山水画作品，为新中国美术增添了别具

诗意的鲜红亮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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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 图

这 幅 作 品 拍 摄 的 是 第

71 集团军某旅组织濒海训

练时的场景。作者采用中

长焦镜头，大光圈、高速快

门拍摄手法，记录了官兵练

习前倒时的瞬间，展现了官

兵锤炼过硬本领的风采。

（点评：徐高峰）

锤 炼
张志杰摄

盛夏时节，雁门关外。驻训间隙，

一 台 精 彩 纷 呈 的 演 出 拉 开 帷 幕 。 日

前，中部战区陆军“忠诚号”文艺小分

队到部队驻训一线展开巡演，给笔者

留下深刻印象。

近年来，中部战区陆军“忠诚号”

文艺小分队累计巡演 70 余场，为基层

官 兵 奉 献 了 一 场 场 丰 厚 的“ 文 化 大

餐”，唱响了嘹亮的战地旋律。

一个周末，第 82 集团军某部刚刚

结束一场跨昼夜训练，官兵身裹汗水、

面露疲惫。文艺小分队的到来恰逢其

时。

“这台节目不仅传播了主旋律、弘

扬了正能量，更重要的是演到了大家

的心里。”演出得到现场官兵的好评。

“创作者和表演者全部来自基层，

是我们最大的优势。”总导演郭娅告诉

笔者，这支由通信兵、话务员、驾驶员、

炊事员等组成的队伍，对于如何创作

官兵喜闻乐见的节目，有着独到见解。

2023 年 8 月 ，暴 雨 侵 袭 京 津 冀 。

郭娅所在单位闻令而动，深入受灾一

线展开救援。其中，一支党员突击队

翻山越岭、涉水穿淤，历时 13 小时，救

出一名 13 岁受伤女孩。任务结束后，

郭娅和队员们精心打磨，创作出一台

反 映 人 民 子 弟 兵 心 系 群 众 的 情 景 剧

《又见到你》，在随后的演出中引起官

兵广泛共鸣。

“基层火热的训练生活就是创作

最好的素材。贴近官兵、源自官兵、书

写官兵，才是军旅文艺创作的‘流量密

码’。”回忆起一个个挑灯创作的夜晚，

郭娅有很多感触。

在第 83 集团军杨根思生前所在部

队的野外驻训场，情景剧《去明天》通

过与先烈穿越时空进行对话的方式，

再现了“杨根思连”官兵的英雄壮举。

演出结束后，演员们在台上喊出老连

长“杨根思”的名字，台下“杨根思连”

全 体 官 兵 集 体 喊“ 到 ”，声 音 震 耳 欲

聋。主演张敏至今仍清晰记得那时的

场景。当听到台下官兵齐声喊出“三

个 不 相 信 ”精 神 时 ，他 的 泪 水 夺 眶 而

出。

将文化服务送至基层，既丰富了

基层官兵业余文化生活，也让文艺小

分队队员得到锻炼。

三名战士、一条军犬，大漠深处，

一 座 孤 独 的 导 航 台 站 远 离 营 区 。 日

前，文艺小分队专程赶到这里。

这是一场只有三位观众的演出。

面对三名平均年龄只有 25 岁的年轻战

士，队员们看到他们的目光从略显拘

谨到充满期待，再到溢满笑意，心中无

不受到触动。

当队员于金涛高唱起那首《站在

草原望北京》时，他看到其中一名战士

的眼里泛起了泪光。“那一刻，我读懂

了坚守的意义，更深刻地理解了作为

军队文艺工作者为兵服务的责任。”于

金涛说。

近年来，“忠诚号”文艺小分队先

后创作了 80 余首歌曲和数十部情景

剧、小品、相声等作品，有的歌在官兵

中广为传唱，有的节目在网络上点击

量过千万。

“不干扰部队工作、不打扰官兵生

活”，这是他们始终恪守的原则。每次

巡 演 ，他 们 都 直 奔 演 训 场 ，到 位 就 展

开 ，演 完 就 撤 收 。 除 了 演 出 ，每 到 一

处，他们还会适时开展晚会策划、活动

组织、教唱歌曲、乐队排练等文化骨干

培训，帮助基层单位培养自己的“文艺

轻骑兵”。

“我们希望‘忠诚号’文艺小分队像

燎原星火，用艺术的形式温暖官兵的

心，鼓舞干劲士气。”这是每一名小分队

队员的心声，更是他们努力的方向。

左上图：“忠诚号”文艺小分队深

入某驻训点位，为官兵演唱歌曲《向着

胜利冲冲冲》。

黄先宇摄

鼓舞士气，高歌向战行
■朱柏妍 郭琬琪

客 居 岭 南 近 30 年 ，我 在 骨 子 里 早

已成为地道的岭南人。或许是缘于对

第 二 故 乡 的 爱 ，以 及 从 事 生 态 诗 歌 创

作 与 研 究 ，当 我 读 到 军 旅 诗 人 曾 凡 华

创 作 的《神 秘 阴 影 —— 关 于 东 莞 森 林

的诗报告》《杂草之美》等诗作时，感触

颇 深 。 神 游 诗 境 ，心 灵 仿 佛 变 成 在 诗

行 间 跳 动 的 音 符 ，奏 出 唤 醒 林 间 万 物

的钟鸣琴音。

“萋萋杂草/声名狼藉/但在水泥高

耸的森林里/很是养眼/有一种风物长宜

的雅量/摇曳之间/营造梦幻的世界/那

种出自天然的美/人工无法仿制……”曾

凡华创作的这首《杂草之美》，聚焦于寻

常可见的“萋萋杂草”，从杂草“风物长宜

的雅量”里，寻找生命前进的动力。诗人

通过对寻常小草的心灵审视，唤起读者

对生态与生命的珍视。

自然生态追求的是万物和合、各得

其所，同沐和煦阳光；生命生态追求的

是人与自然、人与人的相融相通、诗意

相处；心灵生态追求的是平和宁静、涵

纳万象，道通天地。在中国传统的山水

田园诗中，人们窥天探地的心思，一直

流淌其中。品读曾凡华的诗，仿佛面对

岭南葱郁的群山与江河，产生心灵上的

同频共振。

“如果只是坐而论道/东莞就不会出

现 这 片 森 林 ……”在长诗作品《神秘阴

影——关于东莞森林的诗报告》里，诗人

缓缓揭开东莞这个“被阳光抚爱着、有着

普希金诗里‘神秘阴影’森林”的幕幔，并

以“一种幽深而庄严的方式，向世人陈列

出改革之初的先见之明”。接着，读者可

以看到“钢铁与水泥在这片土地上发出

的交响”，作品书写了改革“理念的释放”

和“心灵的畅想”。

“ 我 还 想/在 林 间 的 小 屋 摆 一 部 钢

琴/像柴可夫斯基一样/写一部森林的交

响诗/序曲里坠着流星/华彩乐章的密林

凉意袭人/再以柔美的和弦表现旷地上

空气的光辉/并将森林的沉思/与意识隐

秘角落产生的音乐旋律/融为一体……”

或许是多年从军的缘故，军人的血

性与正气让曾凡华独到的诗眼发现自然

万物蓄蕴的阳刚之气。哪怕是一棵不屈

的野草，作者也会不惜笔墨，写出野草壮

写春绿的豪情。

“或许有人能从树干斑驳的象形文

字中/读出我的生平/其实就一个‘绿’字

即可概括/从湘西那片绿林启生/走向绿

营/穿了一辈子的军衣/座右铭里填写喜

爱的颜色还是那个‘绿’字/当然/能死在

苍桑的莞香树下/更合我意/倒不是做鬼

也想风流/而是祈望为莞树的伤口供一

点养分/好让它多结香脂/为人间添一点

清芬……”

这是诗人的心迹，是诗人用绿色的

生命之火熔铸出的生态诗行，是一个老

兵用“兵心”写就的诗。

“兵心”写就绿色诗行
■胡红拴

阅读时光

文艺轻骑兵风采录

绿水逶迤去，青山相向开。盛夏，

辽阔的赣鄱大地青山苍翠，处处洋溢

着勃勃生机。武警江西总队“星火传

播”小分队翻山越岭，跋涉在当年红军

战斗过的地方，将“文化大餐”送到基

层部队，受到官兵好评。

“星火闪耀，万丈光芒，振奋精神，

鼓舞力量……”在武警赣州支队于都

中队训练馆内，演出在“星火传播”小

分队队歌《星火闪耀》的优美旋律中拉

开帷幕。小分队队员们英姿飒爽，神

采奕奕，点燃了中队官兵的热情。

“今年是红军长征出发 90 周年，我

们的巡演活动第一站踏上赣南这片红

色热土，将从于都出发，沿着当年红军

的足迹，把一场场演出化作问候，送到

战友身边。”“星火传播”小分队负责人

田东洋说。

“节目很有特色，非常精彩。”于都

中队指导员许宇鹏说，作为驻守在长

征出发地的官兵，他们也将自编自演

的快板《说长征》奉献给大家。

“ 十 月 里 来 秋 风 凉 ，中 央 红 军 远

征忙。星夜渡过于都河，古陂新田打

胜 仗 ……”快 板 声 声 ，带 着 官 兵 和 小

分队队员重温那段峥嵘岁月，引来阵

阵掌声。

夏日的赣南，烈日当空。在武警

永 丰 中 队 ，小 分 队 队 员 们 汗 流 浃 背 ，

顶 着 高 温 为 官 兵 奉 上 精 心 准 备 的 节

目。表演唱《沙场之花》、脱口秀《那

些事儿》、歌舞《决胜战场》等节目，生

动刻画了官兵不怕苦累、投身练兵备

战，将热血青春奉献给强军事业的豪

迈气概。

“冲锋号，冲锋号，一声号令山呼

海啸，冲锋号，冲锋号，敢与强敌过过

招……《冲锋号》送给你们，希望战友

们奋勇冲锋、一往无前。”乐队主唱汪

志宏对战友们说。

“没想到小分队的演出这么精彩，

既带劲，又解乏！”看完演出，武警赣州

支队特战中队下士车永杰说。这两天，

他和战友们正备战比武，连续高强度的

训练之后，迎来了“星火传播”小分队的

慰问演出，有效缓解了大家训练的紧张

与疲惫。演出结束后，官兵依依不舍地

挥手送别小分队的队员们。

“我们的名字，取自‘星星之火，可

以燎原’。我们的愿望是将红色火种

播 向 四 方 ，为 官 兵 练 兵 备 战 鼓 劲 助

威。”该总队宣传处领导说。

演出间隙，小分队队员还和官兵

一 起 来 到 中 央 红 军 长 征 出 发 地 纪 念

园。“我们要继续挖掘红军长征故事作

为创作题材，以优秀的节目回报给战

友们。”小分队队员杜德义说。

红色沃土英雄魂，星火闪耀后来

人。“播撒星火，担当使命，我们永远

在路上。”“星火传播”小分队队员们

表示。

左上图：“星火传播”小分队在武

警赣州支队南康中队巡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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