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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兵搭建的舞台，温

暖走心的细节

在新疆军区某合成团，下士谢鹏有

一个广为人知的“头衔”——“亮剑士兵”

剧组的导演、编剧兼演员。

结束一周的紧张训练后，战友们围

坐一起，为剧组演出的精彩节目喝彩，为

身边战友的多彩故事鼓掌，在笑声与泪

光中感悟军营生活的点点滴滴。

这个光彩夺目的士兵舞台从何而

来？

去年夏天，该团孙政委到二连蹲点

时，与官兵们一起在连队俱乐部观看了

一部名叫《红色家书》的情景剧。

舞台布置很简单，但引人入胜的剧

情设计、生动细腻的台词对话、细致传神

的表演刻画，紧紧抓住了官兵的眼球，现

场不时爆发出热烈的掌声。

“这是触及心灵的教育大餐，应该

推荐全团官兵都来看一看。”看完这部

连队官兵自导自演的情景剧后，深受触

动的孙政委回想起不久前的一次政治

教育课——

或许是教育内容比较枯燥，或许是

教育形式不够生动，台下一些官兵不时

眼神游离，甚至有人打起了瞌睡。

传统的教育模式，大多是“台上讲、

台下听”，在激发官兵情感共鸣方面差强

人意。

能不能试试用情景剧的形式来丰富

教育手段？

情景剧《红色家书》的主创，是二连

下士谢鹏。他毕业于一所艺术学院，既

会编剧，又懂导演，还能上台演出。

团党委在广泛征求官兵意见的基

础 上 ，决 定 让 谢 鹏 牵 头 组 建“ 亮 剑 士

兵 ”剧 组 ，编 排 舞 台 情 景 剧 ，在 全 团 定

期上演。

为了鼓励官兵积极参与，团机关在

强军网上发布了热情洋溢的招募信息，

还专门开设了一个咨询热线。

“我从小就梦想站在舞台上，为观众

带去欢笑！”炊事班战士张胜杰鼓足勇

气，说出自己的心愿。

一 位 平 日 里 沉 默 寡 言 的 通 信 兵 ，

也拨通了咨询热线：“虽然我不是科班

出 身 ，但 我 愿 意 贡 献 自 己 的 微 薄 力

量！”

最终，从班排到机关，从列兵到排

长，从参谋到助理，一支由不同岗位官兵

组成的文艺演出队伍诞生了。

演员有了，团领导给剧组布置了第

一个演出任务：以“预防训练伤”为主题，

排演一部情景剧，提醒官兵在训练中科

学做好防护。

这可把剧组愁坏了：“这么抽象的防

护知识，该怎么用舞台剧来体现？”万事

开头难，几经周折，剧组七拼八凑勉强排

出一部剧。

演 出 现 场 ，情 节 简 单 、台 词 生 硬 ，

互 动 环 节 更 是 尴 尬 ，没 有 观 众 愿 意 主

动 参 与 。 好 不 容 易 有 个 观 众 上 了 台 ，

大 家 一 看 ，原 来 是 个“ 托 儿 ”—— 卫 生

连的军医。

出师不利，导演谢鹏愁容满面。团

宣保股迅速行动起来，积极联系驻地文

艺团体，邀请专业编剧和演员，为剧组开

设培训班。从角色塑造到情感表达，从

台词把握到动作配合，剧组成员认真揣

摩学习。

以 此 为 契 机 ，该 团 与 驻 地 文 艺 团

体 深 入 交 流 ，共 同 探 索 如 何 带 给 官 兵

欢 乐 的 同 时 ，将 教 育 内 容 巧 妙 融 入 情

景剧之中。

几经修改、打磨，剧组的作品《谁吃

了蛋糕》终于出炉——

班长孙欢欢悄悄把仅有的一块蛋

糕，留给了上等兵李润泽；为了感谢副

班 长 陪 自 己 练 体 能 ，李 润 泽 又 偷 偷 把

蛋糕放到了副班长的内务柜里；而后，

这 块 蛋 糕 在 班 内 6 名 战 友 的 内 务 柜 中

“漂流”传递……大家都想把好东西留

给 战 友 ，最 后 这 块 蛋 糕 竟 又 回 到 班 长

手中。

一 件 平 凡 的 小 事 ，折 射 出 官 兵 友

爱 、共 同 进 步 的 浓 厚 氛 围 。 温 馨 的

剧 情 赢 得 大 家 喜 爱 ，剧 组 排 练 的 艰

辛 与 汗 水 ，都 化 作 节 目 上 演 时 的 光

彩 与 骄 傲 。

看 完 节 目 ，列 兵 周 宇 不 禁 发 出 感

慨：“这让我想起自己的班长。虽然他

在 训 练 中 严 厉 了 些 ，但 其 实 处 处 关 心

着我。”

“鲜活的舞台表演形式，能让我们重

新审视身边那些容易被忽视的美好事

物，将那些饱含温暖的细节放大，传递给

大家。”一营陈教导员说。

演出结束，官兵们沉浸在温馨感动

之中，兴奋地讨论着剧情，久久没有散

去。一名战士期待地问：“‘亮剑士兵’剧

组下次什么时候演出呢？”

寓教于乐的舞台，方

兴未艾的魅力

周末休息时间，官兵们讨论的话题

常常绕不开“亮剑士兵”剧组。他们创作

的情景剧有的颇受欢迎，成为官兵追捧

的焦点；有的却饱受争议，甚至被一些官

兵“吐槽”。

该团一名领导说：“这正是创作的魅

力所在。被大家吐槽的那些作品，更能

激发我们的思考和探索。”

前不久，该团组织《如何当一名合格

带兵人》主题教育课。授课开始前，幕布

拉开，一级上士李津出现在舞台中央。

谢鹏编排的情景剧《瘦身日记》开

演。主角李津本色出演，讲述了自己想

方设法帮助班里新战士次丹多杰健身的

故事。

“亮剑士兵”剧组走上教育课堂，效

果立竿见影。精彩的演出，为战友们生

动演绎了“军中之母”的平凡与伟大，让

官兵们在欢声笑语中感悟、学习。

看完演出后，次丹多杰有感而发：

“ 这 部 剧 简 直 是‘ 神 还 原 ’！ 没 想 到 ，

我的成长故事也能搬上舞台与战友们

分享。”

最初，班长这个角色是由剧组成员

王运凯来扮演。他几次向谢鹏吐露，塑

造角色时，尽管已尽全力去揣摩，可总感

觉自己演不出当事人那种微妙的情感变

化和内心感受。

后来，谢鹏提议，干脆把主人公李津

本人请上台，让他自己演自己，原汁原味

还原这个故事。

有了情景剧的烘托、铺垫，随后的

教育课效果良好，每一位参与者都沉浸

其中。

课后讨论，列兵辛安吐露心声：“最

近，我正因为班长督促自己训练太紧而

生闷气。上完这节课，我体会到了班长

的良苦用心。”

该 团 一 名 领 导 说 ：“ 要 看 到 ，寓 教

于 乐 的 舞 台 ，以 独 特 魅 力 提 升 了 教 育

质效。”

如同涟漪层层荡漾开来，越来越多

官兵渴望在这个舞台上绽放光芒。随着

时间推移，“亮剑士兵”剧组也见证了许

多官兵的成长与蜕变。

一次，剧组与官兵互动时，一名战友

在大家注视下，鼓足勇气站起来。他说

出一个充满挑战的愿望——在团里即将

开拍的一部短视频中，出演男一号。

该团领导带头为这名战士鼓掌：“我

们要为官兵搭建更多舞台，鼓励他们讲

述自己的故事。”

在情景剧的编排过程中，官兵们学

会了换位思考，体会到不同角色背后的

情感与责任。他们通过扮演战友、家人，

加深了彼此的理解，团队的力量也因此

更加凝聚。

容量有限的舞台，广

阔无垠的事业

随着“亮剑士兵”剧组越来越火，各

连都跃跃欲试，希望自己连队的故事有

机会登上舞台。

新的问题随之浮现——各单位上报

的剧本很多，但质量参差不齐。

谢鹏看着手中的文稿，不禁摇头叹

息：“质量是关键。剧本的好坏，直接关

系到演出的口碑。我们宁愿选择不演，

也不能敷衍观众。”

一段时间过后，谢鹏的烦恼越来越

多：不光缺新的好剧本，还缺排练时间。

前不久排练新剧本时，有 4 名演员

没到位。无奈，谢鹏只好暂停节目进度。

接连两周，原本人头攒动的舞台旁

空无一人。强军网上，战友们“催更”的

留言层出不穷：“这么好的节目，怎么说

停就停了？”

该 团 政 治 工 作 处 一 位 领 导 也 是

“亮剑士兵”剧组的“粉丝”。他也敲击

键 盘 留 下 一 段 话 ：“ 请 不 要 轻 易 放 弃 ，

给 剧 组 更 多 机 会 ，让 他 们 继 续 发 光 发

热 。 这 样 的 节 目 ，值 得 我 们 去 珍 惜 和

呵护。”

面 对 战 友 们 的 热 情 与 期 待 ，谢 鹏

心 中 充 满 前 所 未 有 的 压 力 。 夜 深 人

静 时 ，他 常 常 独 坐 灯 下 ，反 复 修 改 剧

本 。 他 深 知 ，自 己 不 仅 仅 是 在 编 排 一

场 场 演 出 ，更 是 在 为 战 友 们 传 递 温 暖

与力量。

团宣保股再次行动起来，进一步调

整排练时间表，在官兵正常训练任务不

受影响的前提下，为剧组成员积极争取

更多业余时间来排练；建立定期沟通机

制，及时为剧组解决排练过程中的其他

难题。

在团党委大力支持下，剧组引进部

分先进舞台设备，为情景剧的创作和表

演提供硬件支持。与此同时，剧组成员

不厌其烦，反复打磨每个剧本，力求将作

品呈现得尽善尽美。

不久后，剧组即将重回舞台的消息

不胫而走：“今晚有演出！赶紧吃完饭去

抢个好位置……”

情景剧作为一种生动且富有感染力

的艺术形式，能够汇聚教育者与被教育

者双方的能量，深入浅出地传达教育理

念，让官兵们在欣赏中领悟，在领悟中进

步。

不久前，该团发放调查问卷，广泛征

集关于“亮剑士兵”剧组的改进意见。总

结 吸 纳 官 兵 们 反 馈 的 100 余 条 宝 贵 建

议，剧组创造性推出了嘉宾点评、主持人

访谈、时空对话等新颖模式，增强了节目

的感染力和亲和力。

某营教导员在一次节目中这样评

价：“‘亮剑士兵’通过生动的情节和鲜活

的人物形象，将信念、精神、作风等核心

内容传递给官兵。战友们可以看到自己

的影子，感受部队的温暖，领悟军人的使

命和责任。”

一 部 剧 就 是 一 次 说 理 ，一 台 戏 就

是 一 场 教 育 。“ 亮 剑 士 兵 ”剧 组 创 作 的

节 目 就 像 一 场 场 无 声 细 雨 ，滋 润 着 官

兵的心田。

战士龙正睿说：“每当我站在舞台

上，扮演那些为国家民族抛洒热血的英

雄和身边的精武标兵时，心中充满了崇

敬和自豪。这种体验，让我更加坚定了

全力以赴练兵备战的决心。”

一 年 多 来 ，“ 亮 剑 士 兵 ”剧 组 为 全

团 官 兵 奉 献 了 几 十 部 情 景 剧 ，生 动 再

现 了 军 营 生 活 的 点 点 滴 滴 ，无 论 是 热

血 沸 腾 的 训 练 场 景 ，还 是 惊 心 动 魄 的

战 斗 瞬 间 ，无 论 是 战 友 并 肩 作 战 的 情

谊，还是家国情怀的告白，都演绎得有

声有色。

每 次 演 出 后 ，现 场 观 众 还 会 给 每

一名演员打分。官兵们自发的掌声和

呐 喊 声 ，就 是 对“ 亮 剑 士 兵 ”剧 组 最 大

的褒奖。

“我们相信，这个士兵舞台会越来越

完善、越来越精彩，为团队注入更多活力

和动力。”如今，剧组的 10 多名成员已然

成为战友们身边的“明星”。

“亮剑士兵”剧组不仅得到全团官兵

的广泛赞誉和认可，还通过在强军网上

的展演，吸引了众多兄弟部队战友的关

注。

“走红”之后，剧本如何推陈出新？

创作灵感如何源源不断？剧组后期怎样

协调运转？

这些问题，一直困扰着谢鹏和剧组

成员们。不过，该团领导对剧组的发展

很有信心：“剧组的成功，源于创作的节

目增强了官兵的参与感。后续，我们要

紧跟官兵活思想，不断创新发展，为官兵

带来更多更好的作品。”

士兵舞台：教育创新的天地有多大
■梁 晨

又到周末，秋风送爽，新疆军区某合

成团官兵吃完晚饭，带上马扎直奔操场

看节目。

渐渐围拢过来的人群，在操场中心

围出一个圆圈。“舞台”上一个人也没有，

聚光灯下，只有提前摆好的几张桌子当

道具。

随着开演时间越来越近，密密麻麻

的观众填满了“舞台”周围的缝隙。

节目开始前 10 分钟，不知人群里谁

喊了一声：“‘谢导’来啦！”

战友们纷纷仰起头，目光追随着士

兵导演、下士谢鹏和他带领的“亮剑士

兵”剧组成员。

“‘谢导’，这回的主角是我吗？”一名

战友踮起脚尖扯着嗓子喊了一声，周围

的官兵都笑了。

“亲爱的战友们，我们来了。”谢鹏朝

大家挥挥手，四面八方的呐喊声随着剧

组的亮相，包裹着小小的“舞台”——“亮

剑士兵”演出正式开场。

“亮剑士兵”剧组，已经成为该团一块

闪亮的文化品牌。工作之余，官兵们走上

舞台，演绎发生在过去和今天的故事。剧

组下设导演、编剧、配音等小组，全部由官

兵组成。其中，剧组的“灵魂人物”谢鹏被

战友们亲切地称为“谢导”。

今天上演的历史情景剧《我与曹德

荣一起参战》，再现了解放战争时期“特

级爆破英雄”曹德荣在战斗中坚守阵地、

英勇杀敌的故事。

演出一开场便掀起高潮，引得观众

掌声、喝彩声不断。一个小时后，演出将

近尾声，谢鹏宣布要从观众中随机选出

几名战友，上台与“曹德荣”展开一场跨

时空对话。

“谁来？”谢鹏话音刚落，台下的官兵

纷纷高举手臂大喊：“选我！选我！我有

话要说……”

为了吸引导演的注意，有的战士甚

至站到马扎上，一下高出来半个身子，热

情地挥舞着双臂。有的战士好不容易

“抢”到上台的机会，却紧张得脑门上全

是汗珠，一下子忘了自己要说什么。

“咱们团又配发新装备啦”“我们连

比武竞赛拿了第一”……身临其境的沉

浸式互动，让官兵们争相向老前辈汇报

今日军营的变迁，既放松了身心，又重温

了历史，接受了精神洗礼。

“不管是士兵还是军官，只要有正能

量的故事想分享，都有机会走上舞台，成为

主角。”谢鹏和战友们深入挖掘并艺术再现

军史和军营生活中的各种场景，用精心编

排的角色、剧情和对白，让官兵身临其境地

体验互动，引发大家对部队建设和自身成

长的思考，达到了寓教于乐的效果。

“亮剑士兵”演出开场了
■梁 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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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新疆军区某合成团“亮剑士兵”剧组

演出剧照。

图②：“亮剑士兵”剧组演出剧照。

图③：情景剧《穿越》剧照。

梁 晨、盖潇帅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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