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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幅作品拍摄的是新疆

军区某部文艺小分队为高原

官兵演出时的场景。小分队

队 员 以 精 彩 的 歌 舞 表 演 为

战友们送来了文化大餐。拍

摄者采用高速快门、超长焦

拍摄方式，将演员笑容绽放

的 瞬 间 定 格 。 画 面 自 然 生

动，富有感染力。

（点评：李安全）

绽 放
贾国梁摄

著名作家魏巍曾说：“有一个人，在

我一生的关键时刻帮助了我。他既是

我的老师，也是我的朋友，更是我的同

志，我永远不能忘怀他。”这个人就是黄

正甫，一位早期的共产党员。魏巍正是

在他的指引和帮助下，奔赴延安走上革

命道路的。

黄正甫，1909 年出生于陕西省白河

县。少年时，他曾在武汉中学读书。在

校期间，他阅读了《共产党宣言》《向导》

等 马 列 主 义 书 籍 及 进 步 刊 物 ，受 到 启

发，开始从事革命活动。1926 年 10 月，

他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任湖北省农协

纠察队长、省一中学生会主席、校团支

部书记等职。后来，黄正甫从武汉到郑

州，在共青团郑州市委做组织、宣传工

作。因中共河南省委遭到国民党破坏，

黄正甫与党组织失去联系。1930 年 10

月，黄正甫回到家乡，组织农民起义，后

在郑州一所师范学校教书，向学生传播

马克思主义思想、宣传抗战，并坚持文

学创作，时有作品发表。

在 郑 州 求 学 的 魏 巍 ，通 过 同 学 介

绍，前去拜访黄正甫。黄正甫比魏巍大

10 多岁，谦恭和悦。魏巍见他用的稿

纸很考究，又白又细，印着银灰色的格

子 ，字 书 写 得 很 认 真 。 魏 巍 读 他 的 作

品 ，知 道 他 的 观 点 是 和 劳 苦 大 众 一 致

的，很崇敬他，经常向他请教问题。黄

正甫也非常喜欢这个少年，时常向魏巍

推荐一些进步报刊和书籍。魏巍与黄

正甫从相识、相知进而成为无话不谈的

朋友。他们不仅谈文学创作，也谈政治

时局和抗日形势。在黄正甫的影响下，

魏巍成为一名追求进步、关心抗日时局

的青少年。

1937 年 7 月，中共中央号召全国军

民团结起来，共同抵抗日本侵略者，揭开

了全国抗战的序幕。同年 9 月，魏巍听

说在延安的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

（简称抗大）招生的消息，想前往报考，便

来找黄正甫商量。黄正甫听后，当即表

示赞同，并给西安的朋友写了介绍信，又

掏出一些钱交到魏巍手中，叮嘱说：“你

拿着这封信先去西安找我的这两位朋

友。他们会推荐你上抗大的。这点钱权

当路费。”说着他压低了声音，“你到了那

边后，查一查还有没有我的名字，不久我

也去找你。”直到此时，魏巍才知道黄正

甫原来是一名共产党员。

魏巍怀揣着介绍信，星夜兼程赶到

西安，找到了黄正甫的朋友，也去了七贤

庄八路军办事处，但由于种种原因，他报

名未能如愿。魏巍看到贴在墙上的八路

军 115 师军政干部学校招生的广告，果

断折返潼关，辗转来到临汾赵城县（今洪

洞县），找到了 115 师军政干部学校，在

报名时将名字“魏鸿杰”改为“魏巍”。他

入学后不久，115师军政干部学校并入八

路军总部随营学校（后改为抗大分校）。

1938年 4月，魏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在送走魏巍后，黄正甫毅然奔赴抗

日前线。1939 年冬，他奔赴延安，初入

陕北公学学习，后转入鲁迅艺术学院文

学系，经郭琦介绍重新入党。此时，魏

巍已从抗大毕业，被分配到晋察冀抗日

根据地工作。

烽火岁月里，两人天各一方，音信

隔绝。魏巍始终牢记这位师长，在人生

道路的关键时刻，给予自己的指点和帮

助。直到 20 世纪 50 年代末，两人终于

再次联系上，经常书信来往。魏巍才知

道黄正甫在解放战争期间被分配到陕

鄂边开展工作。新中国成立后，黄正甫

任武汉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旧址纪念

馆馆长等职。有一次，黄正甫从武汉来

到北京，二人朝夕相聚，纵情畅谈。

黄 正 甫 于 1980 年 7 月 在 武 汉 病

故。魏巍惊悉噩耗，特书挽联，“星落楚

天，江风飒飒，怀尔前驱战士 ；云横燕

山，海浪漫漫，哭我益友良师”，沉痛悼

念这位革命引路人。

魏巍的一段难忘情谊
■郑学富

界碑庄严而神圣，是军人心中的

精神图腾，也是丹青画谱中动人的视

觉语言符号。

寂寞边关冷，边关岁月长，可是

界碑永远都不会孤独。不管是爬冰

卧雪，还是顶风冒雨，边防军人都会

为它描红添色，让它青春永驻。

孙 立 新 的 油 画《昆 仑 山 口 的 界

碑》以 雄 浑 的 笔 触 表 现 了 昆 仑 山 边

防军人巡防的群像。这幅作品并没

有 着 力 刻 画 边 防 战 士 的 面 部 表 情 ，

而是以意象的手法渲染出自然环境

的 恶 劣 ，通 过 人 物 奔 走 的 动 势 展 现

其 在 艰 苦 条 件 下 不 屈 不 挠 、坚 强 乐

观 的 精 神 。 风 雪 铺 天 盖 地 ，官 兵 逆

风而行，在没膝的雪地中艰难跋涉，

洋 溢 着 青 春 奋 进 的 姿 态 与 阳 刚 之

美 。 特 别 是 风 雪 中 庄 严 矗 立 的 界

碑，界碑上的“中国”和鲜红的国徽，

与 迎 风 飘 扬 的 国 旗 交 相 辉 映 ，成 为

画 面 亮 点 ，具 有 极 强 的 视 觉 冲 击

力 。 整 幅 作 品 传 达 出 一 种 波 澜 壮

阔、震撼人心的力量。

铁 打 的 营 盘 流 水 的 兵 。 边 防 军

人换了一茬又一茬，把忠诚与奉献铭

刻在界碑上。康中源的油画《最后一

次巡逻》，聚焦即将退伍的老兵最后

一次巡逻，和界碑告别的情景。在这

幅画中，界碑是重要的形象语言，占

据画面的三分之一。画家以仰视角

度描绘界碑，使之有一种崇高感。军

人虽然只是半身像，却强化了主题，

使整个画面构成既稳定有张力，又有

现代审美视角下的形式感。界碑采

用粗犷硬朗的绘画手法，连同军人黝

黑粗糙的面孔，沉淀出岁月风霜磨砺

的痕迹。特别是对军人面部表情的

刻 画 ，通 过 紧 闭 双 目 流 下 的 那 颗 泪

珠，把依依不舍之情推向高潮。画家

以细腻入微的笔触，展现了军人铁血

柔情的内心世界。

象征手法，在绘画中有着强烈的

暗示作用和寓意性。赵晓建的中国

画《界 碑》，在 现 实 主 义 创 作 风 格 的

基 础 上 ，用 象 征 手 法 与 传 统 水 墨 相

结 合 的 艺 术 语 言 ，刻 画 了 一 群 阳 刚

英勇的戍边战士形象。他们有的在

山巅远眺，有的在国旗下傲然挺立，

有的持枪警惕地注视前方……没膝

的雪，凛冽的风，对他们而言早已司

空 见 惯 ，那 伟 岸 的 身 姿 如 同 一 座 座

界 碑 ，无 声 地 耸 立 在 祖 国 的 边 防 线

上 ，尽 显 新 时 代 革 命 军 人 刚 毅 顽 强

的 精 神 品 格 。 画 家 运 用 象 征 手 法 ，

生 动 诠 释 了 忠 诚 与 奉 献 、青 春 与 使

命的兵之本色。

将 象 征 主 义 元 素 融 入 绘 画 创 作

中 ，不 仅 能 有 效 提 升 表 达 效 果 的 艺

术 性 ，还 可 以 使 绘 画 创 作 的 内 涵 得

到 进 一 步 丰 富 。 何 永 兴 的 油 画《昆

仑 赤 子》整 体 色 调 浑 厚 凝 重 。 远 山

峰 如 剑 排 ，形 成 一 道 天 然 屏 障 。 主

题 人 物 在 扎 实 严 谨 的 造 型 中 ，借 用

抒情性的用笔，精准表达其神韵，同

时使之有一种传记性的崇高感。士

兵与祖国，赤子情怀与庄严界碑，已

经融为一体。一代代官兵把青春筑

成 界 碑 。 作 品 通 过 战 士 干 裂 的 嘴

唇 、因 暴 晒 而 干 燥 皲 裂 的 皮 肤 等 细

节 刻 画 ，特 别 是 人 物 清 澈 而 坚 定 的

眼 神 ，让 我 们 瞬 间 读 懂 了 边 防 军 人

心中的信念：高原可以缺氧，荒漠可

以 不 生 寸 草 ，但 祖 国 的 界 碑 不 可 移

动 一 厘 一 毫 ，我 们 守 卫 的 地 方 是 中

国！

这 样 的 铮 铮 誓 言 在 周 福 林 、周

阳 蝶 彩 的 油 画《戍 边 英 雄·祁 发 宝》

中 也 体 现 得 淋 漓 尽 致 。 画 面 中 ，危

急时刻，祁发宝毫不畏惧、张开双臂

的背影，仿佛矗立的巍峨界碑，令人

动容。

“愿得此身长报国，何须生入玉门

关”。在边关，一代又一代边防军人用

忠诚与奉献铸就军魂，不惜用生命筑

成守护祖国的钢铁长城。他们化为界

碑，绵延成山脉，只为心中那份清澈的

爱。

图①：昆仑山口的界碑（油画）

孙立新作

图②：最后一次巡逻（油画）

康中源作

图③：界碑（中国画） 赵晓建作

图④：昆仑赤子（油画）

何永兴作

图⑤：戍边英雄·祁发宝（油画）

周福林、周阳蝶彩作

神 圣 界 碑
■刘 红

西北戈壁，战歌嘹亮。近日，第 82

集团军某旅“铁心向党，矢志强军”主题

文艺演出在野外驻训地上演。

演出在《花开盛世》的舞蹈中拉开帷

幕。参演官兵随着音乐翩翩起舞，青春

活力在舞台上尽情释放，点燃了现场的

热烈气氛。

原创小品《妈妈的味道》以鲜明的立

意 和 明 快 的 风 格 ，深 深 打 动 了 在 场 官

兵。小品表演者、上等兵刘思怡最初拿

到节目脚本时，就被其中充满生活气息

的台词所感染。

“要干好本职工作，当个好兵。”每

次刘思怡与妈妈通电话，妈妈总会这样

叮嘱她。这次，刘思怡随部队千里机动

到西北戈壁，是她入伍后第一次参加野

外驻训。她每天和男兵一样背负沉重装

具，面对恶劣环境，锤炼专业技能。每当

坚持不下去的时候，妈妈的鼓励就像一

股暖流，给了她战胜困难的勇气。为了

诠释好小品中的角色，刘思怡特意和母

亲通了一次长时间的电话。在妈妈的句

句叮嘱中，她感受到了母爱的细腻和深

沉，也把这份真挚情感，通过表演传递给

战友们。当小品表演结束，台下响起雷

鸣般的掌声，有的战友眼中泛起泪光。

能用自己的表演，让戈壁滩上的战友们

感受到远方亲人的温暖牵挂，刘思怡觉

得很幸福。

“你从军的那条路比妈妈的思念长，

你手中的那杆枪比岩石有力量……”歌

伴舞《战士与母亲》旋律舒缓动人，表演

者用舞蹈语言，将战士心中对建功立业

的渴望，以及对母亲深情的报答表现得

淋漓尽致。歌伴舞《为共和国默默行军》

讲述了革命军人舍小家为大家的无悔选

择。他们为万家灯火负重前行的身影，

也留在了妈妈牵挂的目光里。

《南泥湾》《咱当兵的人》《军人的血

性》……这些诞生于不同年代的军歌，饱

含爱国深情，展现了革命军人的坚定意

志和战斗精神。歌曲激起在场官兵的共

鸣，大家时而跟随节奏鼓掌互动，时而和

歌手一起歌唱。

“陈祥榕在 18岁年华，用他的生命守

护了自己的初心……”朗诵《清澈的爱，

只为中国》在抒情的背景音乐中展开。

演员的朗诵声在风中回荡，一句句铿锵

有力的誓言，一段段感人至深的回忆，深

情讴歌了新时代革命军人保家卫国的坚

定信念。

诗朗诵、舞蹈、二重唱……一个个精

彩的节目，串联起整场演出，引发了现场

阵阵掌声。官兵立足现有条件，自编自

导自演，将对基层训练和生活的热爱，以

形式多样的节目呈现出来，抒发了“铁心

向党、矢志强军”的豪情壮志。

“听吧，新征程号角吹响，强军目标召

唤在前方……”演出尾声，全体官兵合唱

《强军战歌》。豪迈的歌声，如同吹响的号

角，在西北戈壁的驻训场上久久回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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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沙场有约，青春誓言如铁；我

与沙场有约，生死与共飞跃。”近日，在南

海之滨的某座军营，《沙场有约》的动人

歌声响起。海军某部“火蓝”野战文艺小

分队正在这里为官兵演出。

从今年初接到巡演任务，“火蓝”野

战文艺小分队的全体队员就坚定了一个

决心：为官兵服务、用作品说话。队员们

经常牺牲周末和假日时间，创作排练。

歌伴舞《我的青春你不懂》、民族舞《花开

东方》等节目专业要求高、动作难度大，

在一遍遍练习中才被打磨成型；小品《我

要休假》、相声《谈心》、器乐合奏《战马奔

腾》等节目配合协作多、穿插节奏快，在

一次次推倒重来中才被搬上舞台，队员

们为的就是用精心创作和精彩演绎，讲

好身边战友的故事。

“接地气，有兵味！”这是巡演所到部

队官兵对节目最多的评价。演出中，文

艺小分队队员轮番登台献艺，不仅用真

情将现场气氛不断推向高潮，而且在交

流中，拉近了心与心的距离。从潮州到

三亚，从湛江到青岛，台下官兵“再来一

个”的呼声和雷鸣般的掌声不绝于耳。

在三亚，台下官兵提出想与小分队

合演一个节目，队员们就临时打破节目

顺序，克服连续演出的疲劳，与官兵携手

创作、同台演出；在潍坊，一名爱好音乐

的战士向小分队请教唱歌技巧，队员刘

旭昶就利用休息时间，与这位战友交流，

耐心教唱；在营口，因站岗执勤错过演

出的警卫连官兵请求与小分队提前合

张 影 ，小 分 队 就 把 队 伍 临 时 集 结 到 连

队 门 前 ，即 兴 为 战 士 们 加 演 了 几 个 节

目 ……许多场演出，应官兵需求，反复

临时增加节目。

“文艺小分队的节目精彩，队员们对

官兵的真挚情感更让人感动。”某单位教

导员张建辉说。

“火蓝”野战文艺小分队此次巡演辗

转 8省 16市，累计为 3万余名官兵及部分

军属演出。一些部队野外驻训条件艰苦，

队员们因陋就简、就地搭台；演出行程紧

凑，他们总是进驻就演出，演完就转场。

队员王圣文的相声《谈心》，是每场必演的

节目。偶尔，他还要客串一下主持人。或

许是因为水土不服，加上奔波劳累，在青

岛某单位演出时，他突然发烧了。但看到

台下热情的战友，王圣文拒绝了大家劝他

停演休息的建议，演出结束后才回去休

息。他笑着说：“既然来了，就要对得起大

家的等待，对得起这个舞台！”

一路奔波，一路收获。“火蓝”野战文

艺小分队一路风雨兼程，坚持把文化服

务送到基层最末端、练兵最前沿，把强军

旋律传播到官兵的心坎上，为部队练兵

备战提供精神动力。

“强军文化建设是否有成效，基层官

兵最有发言权。官兵的热情也一直激励

着我们。能为一线的战友们送去欢乐、

送上祝福，带去一场有温度、有激情的演

出，为他们练兵备战加油助力，是我们的

宗旨。”“火蓝”野战文艺小分队队长刘可

琴说。

下图：“火蓝”野战文艺小分队深入

某部驻训点位慰问演出。 作者提供

“火蓝”情暖兵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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