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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 花

阅 图

日前，“信仰的力量——李明峰主

题性军事美术创作教学观摩展”，在国

防大学军事文化学院举行。此次教学

观摩展分为“塑碑”“铸魂”“圆梦”3 个篇

章，集中展示了军旅画家李明峰创作的

42 件油画及雕塑作品，其中部分作品被

中 国 人 民 革 命 军 事 博 物 馆 、中 国 美 术

馆、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等收藏。

李 明 峰 是 中 国 美 术 家 协 会 会 员 。

1985 年军校毕业后，李明峰历任排长、

连长、副营长、美术编辑、军事记者等

职 ，这 些 经 历 不 仅 丰 富 了 他 的 人 生 阅

历，也为他的艺术创作提供了源源不断

的灵感。

在 40 余年的艺术生涯里，李明峰专

注于重大主题性军事油画与雕塑创作，

以匠心独运的构思、潜心创作的艺术态

度和精湛的美术造型语言，创作了众多

震撼心灵的作品。他的作品曾多次入

选全国美展、全军美展。

在重大主题性军事美术作品的创

作中，李明峰注重对细节的刻画和氛围

的营造，发掘具有个性特色与人性光辉

的生动形象，将伟大历史征程凝聚于壮

阔恢宏的丹青画卷。同时，他将强烈的

爱国情怀注入创作中，通过细腻的笔触

表达对英雄人物的敬仰之情，也使得他

的作品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在创

作过程中，李明峰不仅关注宏大的战争

场面，还深入挖掘细节与个体形象，生

动塑造了很多奋勇冲锋、视死如归的官

兵形象。

例如他的油画《永远的军魂》，以新

闻纪实的视角，再现了迎接中国人民志

愿军烈士遗骸归国的历史时刻。画幅

高 3 米、长近 6 米，画中仪仗队队员几乎

与真人一般高，增强了画面的真实感和

震撼力，营造出一种庄严肃穆的氛围。

同时，作品还通过色彩的运用和光影的

处理，增强了画面的视觉冲击力和艺术

感染力。

本次画展还邀请了多位专家学者

对李明峰的美术创作展开研讨。与会

专家认为：李明峰的作品在题材上紧扣

时代脉搏并兼有历史情怀，以油画形式

生动表现了人民军队历史上的重大事

件。李明峰的现实题材作品饱含军人

的血性和叙事张力，尤其是在画作《军

歌》中表现尤为强烈。李明峰从事过军

史编研工作，他在创作中始终保持严谨

细致的态度，注意对情节的筛选和对细

节的观照，力争使作品具有生动的叙事

性和合乎历史真实的准确性。李明峰

的创作显示出很强的叙事组织能力，尤

其是在大场面作品的创作中，得益于良

好的组构画面能力，作品在协调之中饱

含强烈的艺术冲击力。在画风上，李明

峰 的 作 品 展 现 出 深 沉 而 厚 重 的 特 质 。

他能够巧妙运用色彩和构图，营造出宏

大的战争场景和深远的意境，使作品在

生动准确的艺术呈现中，传达出朴素纯

真的信仰力量。

左上图：永远的军魂（油画）

李明峰作

画笔描绘信仰之光
■本报记者 梁 捷

“风雪载途还要去，人迹罕至守在那

里……”一个周末，新疆军区某连的“琅

琊苑”里传出歌声。一曲《我在最高的地

方守防》歌罢，顿时响起阵阵掌声。

提起“琅琊苑”，该连指导员感触颇

多。以前驻训期间，由于条件限制，连

队开展文化活动的场地、器材总是略显

单调。

“何不发动大家的力量，共同建设我

们的文化家园。”今年前往高原驻训，连

队充分听取官兵建议，将一个阳光大棚

建设成文化活动区。大家为它取名“琅

琊苑”。

走进这个文化活动区，首先映入眼

帘的是一面庄重朴素的荣誉墙。墙上悬

挂着许多荣誉标志、奖章和记录连队历

史的照片。

“每项荣誉的背后都有一段故事，它

们见证了连队的成长历程，也激励着我们

继续前行。”班长西里·买买提说。在“琅

琊苑”设立一面荣誉墙就是他的提议。

下士林浩热爱阅读，每到空闲时间，

他总是捧着喜爱的书沉浸其中。他建议

在“琅琊苑”里设一个图书角。

图书角建成那天，林浩拿出自己视

为“宝贝”的图书与战友们分享。自从这

个图书角运行以来，越来越多的战友在

林浩的带动下喜欢上阅读。

为了营造一个舒适宜人的学习环

境，连队上等兵李明还精心布置了“琅琊

苑”内的绿植。李明来自江南的小镇，从

小喜欢园艺。“琅琊苑”中有一株兰花，是

他特地让家人邮寄过来的，给大家的学

习环境增添了几分清新之感。

“‘琅琊苑’为戍边官兵营造了一片

文化园地。随着健身房、‘唱吧’的入驻，

文化活动区的建设越来越完善。”连队指

导员介绍说。

官兵共建文化园地
■本报特约通讯员 纵 恒

在 诗 词 天 地 里 ，爱 国 诗 词 是 能 撼

动 人 心 的 风 景 。 在 爱 国 诗 词 的 世 界

中，毛泽东同志的《沁园春·长沙》《沁园

春·雪》像两束光彩照人的花朵，绽放在

“江山如此多娇”的神州大地上，永远激

励着中华儿女踔厉奋发、勇毅前行。

一

1925 年秋，毛泽东写下《沁园春·长

沙》。词的上阕，诗人带着对中华大地

的无限爱恋，描绘了一幅祖国南方秀美

山川的迷人画图，同时发出国家命运谁

来主宰的呐喊：

独立寒秋，湘江北去，橘子洲头。看

万山红遍，层林尽染；漫江碧透，百舸争

流。鹰击长空，鱼翔浅底，万类霜天竞自

由。怅寥廓，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

词的下阕，诗人满怀救国救民的革

命豪情，根据自己早期从事革命活动的

亲身经历，对上阕提出的问题作出响亮

的回答，表达了他和他的老师、同学、战

友们担当中华民族救亡图存大任的雄

心壮志，抒发了近代以来中华民族优秀

儿女的共同心声：

携来百侣曾游。忆往昔峥嵘岁月

稠。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

挥斥方遒。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

当年万户侯。曾记否，到中流击水，浪

遏飞舟？

毛泽东坚信，中国的命运只能由中

国 人 民 自 己 主 宰 。 这 首 词 以 长 沙 为

名。长沙，是青年毛泽东求学的地方，

也 是 他 艰 苦 漫 长 的 革 命 生 涯 的 出 发

地。在这里，他结识了徐特立、何叔衡、

杨昌济、蔡和森、向警予、杨开慧、夏明

翰等一大批爱国志士和革命青年，共同

奔赴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解放的

战场。在这里，他组织新民学会，创办

《湘江评论》，组织领导“驱张运动”，创

办自修大学和工人夜校，建立湖南共产

主义小组，组织领导工农运动，使湖南

长沙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

活动最积极活跃的地区之一。在这里，

他通过扎实深入的调查研究，详细了解

中国社会现状和农民运动发展状况，写

下《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

运动考察报告》，批判党内右倾机会主

义错误，提出了“谁是我们的敌人？谁

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

要问题”的科学论断，提出了“国民革命

需要一个大的农村变动”的重要思想。

1919 年 8 月 4 日，毛泽东在《湘江评

论》刊发的《民众的大联合（三）》一文中

指出：“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

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

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以毛泽东

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以“为有牺

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的英雄气

概，以“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的革命精

神，扛起挽救民族危亡的重担，带领中国

人民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完成了推翻

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在

中国的反动统治、建立人民当家作主的

新中国的伟大使命。《沁园春·长沙》蕴含

的救国救民精神，是毛泽东同志留给我

们的一份极其珍贵的精神财富。

二

1936 年 2 月，毛泽东率领陕北红军

来到秦晋高原黄河岸边的陕北清涧县

袁家沟，准备渡河东征。正值大雪纷飞

的隆冬时节，一幅壮美的北国风光图画

铺展在诗人面前。毛泽东心潮澎湃，诗

兴大发，又一首以“沁园春”为词牌的爱

国诗篇诞生在他的笔下：

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望

长城内外，惟余莽莽；大河上下，顿失滔

滔。山舞银蛇，原驰蜡象，欲与天公试比

高。须晴日，看红装素裹，分外妖娆。江

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惜秦

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

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

雕。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这首词的上阕，是对祖国北方大好

河山的礼赞。词的下阕，诗人在吟咏中

华大地江山多娇、英雄辈出之后，笔锋

一转，写出“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

今朝”这震古烁今的词句。毛泽东说，

这三句是指无产阶级。在他看来，只有

无产阶级和作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中

国共产党，只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

中国人民，才是砸烂旧世界、建立新中

国的根本力量。

《沁园春·雪》，是《沁园春·长沙》姊

妹篇。两首爱国词作的问世，中间相隔

11 年。11 年，在历史的长河中，只是短

短一瞬。但对于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

和中国革命来说，却是一个伟大的历史

跨越。在这 11 年里，发生了很多大事。

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合作取得了北伐

战争的胜利，却遭受了背叛革命的国民

党反动派的疯狂屠杀。1927 年，毛泽东

带领队伍上井冈山，开辟了农村包围城

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革命道路。随

后几年，红军粉碎了凶恶的国民党军队

一次又一次的反革命“围剿”，革命根据

地不断扩大，中国革命出现蓬勃发展的

大好局面。但由于党内机会主义错误

的领导，导致第五次反“围剿”斗争的失

败，中国革命遭受了重大挫折，中央红

军被迫实行战略转移。1935 年 1 月召

开的遵义会议，在中国革命的最危急关

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

革命。1935 年 10 月，历经艰苦卓绝的

长征后，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在这 11 年

里，中国共产党从一个幼年的党逐步成

长为一个成熟的党，屡经挫折的中国革

命也开启了新的局面。尽管前进的道

路上仍有数不尽的艰难险阻，但毛泽东

坚 信 ，中 国 革 命 一 定 会 取 得 最 后 的 胜

利，中国人民一定能够创造一个无比光

明的未来。“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这

是对中国革命自信的写照，更是对中国

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创造历史伟力的深

情赞美。

三

爱国报国，是中国诗词创作的优良

传统。早在《诗经》里，就有不少脍炙人口

的爱国诗篇。李白、杜甫、白居易、辛弃

疾、陆游等诗人，创作了众多传之不朽的

爱国主义诗篇。这些诗篇，在中国封建社

会的漫漫长夜里，成了点亮人心的灯火。

如杜甫的《闻官军收河南河北》，洋溢着对

前线告捷、国家安定到来的喜悦：“剑外忽

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

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白日放歌须纵

酒，青春作伴好还乡。即从巴峡穿巫峡，

便下襄阳向洛阳。”

以《沁园春·长沙》《沁园春·雪》为代

表的毛泽东的爱国诗词，讴歌中国人民

改天换地的热情和豪迈，一改中国旧时

代爱国诗篇沉郁悲凉的诗风，写得热血

沸腾、潇洒自如、痛快淋漓。在中国文化

发展的征途上，毛泽东同志用扭转乾坤

的笔触，把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伟

大奋斗，写在辽阔壮美的中华大地上，写

进每一个中华儿女的心中。《沁园春·长

沙》《沁园春·雪》像两盏永不熄灭的指路

明灯，以其特有的爱国报国的担当和自

信，以其主人翁的自觉姿态和英雄气概，

引领和激励着无数中华优秀儿女奋发有

为、奋力进取。

写在大地上的爱国篇章
—读毛泽东《沁园春·长沙》和《沁园春·雪》

■陆振兴

总有这样一些文艺作品，无论看过

多少遍，只要相关荧幕亮起、旋律响起、

书页翻起，时间的尘埃就会被瞬间拂去，

感动依旧，触动常新。

央视版以中国四大名著改编的电视

剧、《亮剑》……刚刚过去的暑期，在许多

卫视荧屏上热播的依然是这些“看它千

遍也不厌倦”的老剧。“台词都快背过了，

也不愿意换台”“要么热血沸腾，要么热

泪盈眶”。剧中一个个经久不衰的人物

形象，已超越角色本身，成为一串串文化

符号，陪伴人们成长，连接着大家的荧屏

记忆。

文 化 兴 则 国 家 兴 ，文 化 强 则 民 族

强。党的十八大以来，广大文艺工作者

倾情投入、用心创作，推出大量优秀作

品，发挥了聚人心、暖民心、强信心的作

用。衡量文化事业发展状况，最重要的

标尺在于文艺作品的整体质量，在于能

不能持续涌现优秀作品。暑期百看不厌

的老剧，今天依然能“霸屏”，或许是一个

提醒：文艺工作者必须在“高原”之上再

攀“高峰”，努力创作出更多经得起时间

检验、具有标杆价值的“代表作”。唯有

这样，才能让自己的作品留存在人民心

中，在时间的花园中种下属于自己的那

一朵玫瑰。

哲人有言，经典中蕴含的思想穿透

力、审美洞察力、形式创造力，都值得人们

去“取经”。探究老剧热播的深层次原因，

对于我们更好聚焦时代主题，牢固树立精

品意识，用情感和功夫锤炼作品，用时间

和心灵酿造作品，保持创作精品的追求，

创作属于我们时代的经典，大有裨益。

习主席深刻指出：“人民的需要是文

艺存在的根本价值所在。”事实上，人民

生活中就蕴藏着文学艺术创作的宝贵资

源。人民生活是一切文学艺术取之不

尽、用之不竭的创作源泉。经久不衰的

热播剧之所以受到群众喜爱，一个重要

原因是为人民抒写、为人民抒情、为人民

抒怀。比如年代剧《人世间》，以北方某

省会城市的周家三兄妹为视角，回溯 50

年来的中国百姓生活史。剧中的角色，

像极了我们的左邻右舍、家中长辈。尽

管是部年代剧，但剧中传递的精神并不

“老”，里面契合历史的真实和情感的逻

辑，以及蕴含着的属于那个时代却仍未

过时的精神特质，打通了历史与时代的

隔膜，让当下的观众有了“代入感”。“人

世间”，归根到底是回到“人”身上，回到

人与人朴素的情感关系上。这启示我

们，文艺作品要超越一己悲欢、杯水风

波，要符合普通人的生活逻辑，把人民的

冷暖、人民的幸福放在心中，把人民的喜

怒哀乐倾注在作品里，讴歌奋斗人生、刻

画平凡人物，为观众呈现进步的、向前

的、涌动的生命活力，给观众带来心灵的

感动。

文化是民族的精神命脉，文艺是时代

的号角。一些电视剧之所以被反复播放，

一个重要原因在于蕴含其中的精神力

量。《亮剑》中“逢敌必亮剑，狭路相逢勇者

胜”的血性胆气、《士兵突击》中许三多“不

抛弃不放弃”的奋斗意志……看这样的

作品，人们与其说是被一个个人物故事

“燃”到，不如说是被涌动其间的爱国情

怀、进取精神感染。止于至善，方能臻于

至美。正能量最能感染人。经由感染人

实 现 提 升 人 ，恰 是 文 艺 创 作 的 不 懈 追

求。无论时代怎么变，人们对真善美的

需要只会持续炽热，对文艺作品“走心”

的需求只会更加强烈。广大文艺工作者

只有眼纳千江水、胸起百万兵，发扬中国

文艺追求向上向善的优良传统，把握时

代大势，揭示人间正道，为历史存正气，

为世人弘美德，倡导健康文化风尚，摒弃

畸形审美倾向，作品才能温润心灵、启迪

心智，传得开、留得下。

“作画妙在似与不似之间，太似为

媚俗，不似为欺世。”这是国画大师齐白

石曾提出的创作主张。经典剧到底好在

哪？正是因为它们以现实生活为依据，

找到了“似”与“不似”的结合点，有审美

性又不失真实性，能激活观众对于人物

与世界的想象，能唤醒观众内心深处的

情绪与记忆，能让观众透过剧集品读自

己的生活。事实上，每一部经典剧铺展

的画卷，既荡漾着理想主义的浪漫，更深

蕴着现实主义的真切。看央视版《西游

记》，沉浸于瑰丽的想象、有趣的情节之

时，也会感受到那“路在脚下”的无悔追

求、那种为了目标不懈前行的执着；看央

视版《红楼梦》，那一颦一笑间，契合着我

们心中“林妹妹”的形象，也能体味美好

背 后 挥 之 不 去 的“ 悲 凉 之 雾 ，遍 被 华

林”。激发这样的观剧体验，无需浮夸的

剧情、表演，要的反而是朴素、克制，是用

心、用情，以及精雕细刻、精心打磨。

古人云：“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

辉之谓大。”当年经费短缺、技术落后，那

些经典剧集是怎么诞生的？这归功于叙

事的扎实与踏实、人物形象的充实与真

实。比如央视版《西游记》剧组，迎来日

出送走晚霞，靠的只是仅有的一部摄像

机。这种不畏艰辛、肩挑霜花将“西游”

拍摄进行到底的精气神，激励主创人员

以敬畏之心倾情创作，也让这样的努力

感染了观众。反观时下个别影视剧，特

技不可谓不华丽、场景不可谓不精美，却

缺 少 打 动 人 心 的 力 量 。 精 品 之 所 以

“精”，在于其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

精良。实践证明，当文艺作品不再故作

深沉、矫揉造作、凭空杜撰，不煽情不烂

俗，而是回归精良标准、德性维度、平民

视角，那些温暖而不失崇高的生活智慧，

那些中国人代代相传的价值观，就能跨

越年龄的隔阂而沁入人心，给人带来清

新的审美体验，散发出别样的时代魅力。

“登高使人心旷，临流使人意远。”广

大文艺工作者是时代画卷的执笔者。只

有既望见时代“大江大河”的宏观之势，

又捕捉朵朵浪花的微小之姿，把美的价

值注入美的艺术之中，从时代的脉搏中

感悟艺术的脉动，把艺术创作向着亿万

人民的伟大奋斗敞开，从时代之变、中国

之进、人民之呼中提炼主题、萃取题材，

才能展现中华历史之美、山河之美、文化

之美，抒写中国人民奋斗之志、创造之

力、发展之果，全方位全景式展现新时代

的精神气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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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时光

活力军营

日常训练生活题材，抓拍到

位才能出彩。这幅作品拍摄的是

新 疆 军 区 某 部 官 兵 训 练 时 的 场

景。作者抓住了官兵协同出击的

动感瞬间，采用低角度拍摄，以动

静结合、虚实对比的方式，增强画

面的现场感。作品主体突出、构

图饱满，展现了官兵敢打必胜的

战斗风貌。

（点评：何 星）

协同出击
郑孟彬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