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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雕塑是在空间中建立的精神的实

体，以其艺术感染力激励、鼓舞人民。以

组雕形式为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立碑是我

多年的愿望，而对于革命历史，对于艺术

传统而言，不仅要通过艺术创作，表现波

澜壮阔的伟大征程，而且要通过创作培

养更多青年艺术工作者自觉地为红色文

化塑像。因此，作为党培养的文艺工作

者，国家主题性美术创作项目雕塑创研

班 导 师 、班 主 任 ，我 当 有 此 担 当 。 自

2021 年始，我与 20 多位青年学员重走长

征路，爬雪山、过草地，感怀先辈一往无

前的英雄气概，领悟其崇高理想追求，将

无限崇敬之情熔铸于创作中，终以作品

《长征组雕》让那永远镌刻在中国革命历

史中的英雄形象，成为永恒的丰碑。

习主席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 80 周

年大会上指出：“长征迸发出的激荡人心

的强大力量，跨越时空，跨越民族，是人

类为追求真理和光明而不懈努力的伟大

史诗。”

伟大的长征精神，作为中国共产党

人红色基因和精神谱系的重要组成部

分，已深深融入中华民族的血脉，成为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丰富滋养，成为鼓

舞和激励中国人民不断攻坚克难、从胜

利走向胜利的强大精神动力。长征精神

不仅深深影响了中国，还在世界历史上

书写了壮丽篇章。

长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工农

红军以非凡的智慧和大无畏的英雄气概，

战胜千难万险，付出巨大牺牲，胜利完成

的漫长而艰苦的光辉历程，有着许多惊心

动魄的故事。江西瑞金，乡亲们依依不舍

“十送红军”；湘江上游，浮桥被国民党反

动派的飞机炸断，官兵不怕牺牲，血战到

底，突破封锁线；贵州乌江，红军不畏天

险，毅然强渡；贵州遵义，一场重要会议成

为中国革命的一次重大转折……娄山关

大捷、巧渡金沙江之后，彝海结盟为强渡

大渡河、飞夺泸定桥赢取宝贵战略时间；

爬雪山、过草地、突破腊子口、吴起镇会

师、会宁会师。至此，长征画上句号，中

国革命开启了新篇章。

长征在中国革命史上具有里程碑

意 义 ，表 现 这 次 伟 大 远 征 的 电 视 、电

影 、文 学 作 品 较 多 。 关 于 这 一 题 材 的

绘 画 创 作 ，是 新 中 国 美 术 创 作 尤 其 是

革命历史题材美术创作的重要组成部

分，诞生了一系列红色经典，构成新中

国 美 术 史 的 重 要 篇 章 。 例 如 ，吴 作 人

的油画《过雪山》、董希文的油画《红军

不 怕 远 征 难》、沈 尧 伊 的 油 画《遵 义 会

议》，以及傅抱石的中国画《七律·长征

诗意》《沁园春·雪词意》《清平乐·六盘

山 词 意》《更 喜 岷 山 千 里 雪》等 经 典 绘

画 作 品 。 但 以 组 雕 形 式 表 现 长 征 ，却

一直付之阙如。

二

进 入 新 时 代 ，美 术 家 们 在 习 近 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更加自觉地为人民创作、为时代放歌，以

真挚的情感、精湛的技艺，传承和展现长

征精神散发的永恒光辉。2021 年，中国

美术馆《长征组雕》创作项目立项。起

初，我们创作团队成员根据长征内容进

行构思并创作，但绝大多数都是跨步、举

旗、吹号等概念化的造型。一个缺少精

神生命体验的创作团队是做不出真实感

人的作品的。因此，我们决定沿着红军

走过的路，重温长征精神。带着对红军

的崇敬，带着对战争的想象，我们多次走

进福建、贵州、四川等地区采风，同时走

访当地群众，聆听他们的回忆。这种收

集口述史的方式，让雕塑家们收获了诸

多鲜活、生动、具有感染力的第一手历史

文献资料，听到了许多可歌可泣的感人

故事。我们的热情、感动，被灵感火花点

燃，恍如置身于红军队伍，在枪林弹雨中

奋进；我们的思路打开，一幕幕摄人心魄

的场面浮现脑海……

长征题材是中国当代现实主义雕

塑创作不断重塑和深化的主题。我们

的创作团队在这 3 年中，围绕长征行进

路线对十送红军、血战湘江、强渡乌江、

遵义会议、娄山关大捷、巧渡金沙江、彝

海结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爬雪

山、过草地、突破腊子口、吴起镇会师、

会宁会师等题材深入分析，在构图、构

思上力求寓真实于浪漫主义表现中，并

以大构成的整体气象抒写恢宏的雕塑

诗篇，化写实于写意之中的艺术手法，

塑造整体与个体形象，形体凹凸隐显，

正暗合征程的跌宕峥嵘。其中，既有大

气磅礴的场景描绘，也有细节刻画，旨

在通过丰富的表现手段，深入挖掘长征

精神的历史价值和文化内涵，展现长征

精神的历史力量和美学魅力，激发广大

观众爱党、爱人民军队、崇尚英雄的情

感共鸣……

在收集资料与创作过程中，我们深

深为那些真实事迹所打动。它使我们在

整个创作过程中都倾注了真情。

譬如，在表现《强渡大渡河》时，我们

对照现存实物、文献时，发现强渡大渡河

的船并非以往美术作品中所描绘的平头

船，而是翘头船。这艘造型奇特的当地

木船长 10.5 米、宽 2.3 米、高 2.2 米，船身

呈三角形，船头高高翘起。这种造型，不

但能减小水流阻力，而且翘起来的船头

让船工便于倚靠，也便于在回旋的激流

中掌握行船方向。正是在当地船工舍命

帮助下，17 名勇士组成渡河奋勇队分两

批乘坐翘头船，渡过湍急的大渡河。经

过 激 烈 战 斗 ，勇 士 们 成 功 控 制 对 岸 渡

口。随后，中央红军先遣队第一军团第

一师第一团在安顺场开始强渡大渡河，

最终渡过了这一“天险”。雕塑《强渡大

渡河》就是按实际的翘头船来进行艺术

加工的，极具造型上的力度与构图上的

动势。我们永远忘不了在参观中国工农

红军强渡大渡河纪念馆时，了解到一位

19 岁的战士肠子被打了出来，但他自己

把肠子按进肚子，用裤带把它勒紧，继续

划船向前冲，这也成为这组雕塑创作的

原型之一。

1935 年 6 月，中央红军抵达夹金山

脚 下 ，向 着 长 征 途 中 的 第 一 座 雪 山 进

军。夹金山地处邛崃山脉龙门山中段，

平均海拔 4000 多米，山上终年冰封，白

雪皑皑，空气稀薄，气候变化无常。在翻

越雪山过程中，很多红军官兵牺牲了。

一位战士在爬山时，突然发现雪地上露

出一只手，手里握着一本党证和一枚银

元。党证上写着：刘志海，中共正式党

员，1933 年 3 月入党。这枚银元是他向

党交出的最后党费。因担心身体被积雪

埋没，所以他高高将右手举起来。即使

到了生命最后时刻，这位红军战士仍不

忘作为党员该尽的义务。这个震撼人心

的历史细节，是我们在创作《爬雪山》时

重点表现的内容之一。

我们在创作《过草地》时，也得到历

史事件的启发而使得作品内涵升华。红

军过的草地主要指的是位于青藏高原与

四川盆地之间的川西北若尔盖地区，此

地多为高原湿地、泥质沼泽。人、马在草

地上行走，须脚踏草丛根部，沿草甸前

进。若陷入泥潭，无人相救，会愈陷愈

深，乃至被吞没。草地区域气候恶劣，每

年 5 月至 9 月为雨季，沼泽变成漫漫泽

国。中央红军是在 1935 年 8 月开始过草

地的。这时当地天气一日三变，温差极

大，夜间气温很低，冻得人们瑟瑟发抖。

红军官兵过草地前，大多衣单体弱。第

二天一早起来，往往会看到草地上长眠

着一些战士，有的甚至是跟自己背靠背

休息的战友。红一军团有个班就是这

样，几个人一组，相互依靠着，怀里抱着

枪坐在草地上，像熟睡一样，但再也没有

醒过来，俨然一座永远凝固的组雕。雕

塑《过草地》就表现了一组这样的情景，

深沉凝重，催人泪下。

三

在策划、创作《长征组雕》时，我们带

着深深的革命情感，希望让观众从雕塑

艺术中感受长征血与火的艰苦岁月。这

组作品按时间顺序呈现了事件发生的

时间轴，用丰富的雕塑手法呈现不同情

节，并通过独特角度和真实细节讲述事

件发展。创作团队、展示设计团队就像

导 演 调 度 画 面 ，并 利 用 空 间 、造 型 、色

彩、光影，利用多种手段处理各种关系，

使时间、秩序与情节满足创作要求，实

现叙事宗旨。在《长征组雕》的展示现

场，一座座雕塑有机地串联起红军长征

的基本路线。在整体上，组雕由一个具

有精神性、象征性的场景和 15 个红军长

征途中最具代表性的场景组成，各自独

立又浑然一体，其高低起伏、曲折蜿蜒、

轻重疾徐的视觉节奏，犹如一首铿锵有

力的进行曲。

这组雕塑首展于中国美术馆建馆

60 周年大展，许多老战士在《十送红军》

前唱起革命歌曲。很多观众看到含泪惜

别的乡亲形象，看到金沙江、大渡河的船

工，感叹人民的力量；看到沉入湘江的红

军，看到冒着枪林弹雨飞夺泸定桥的勇

士，泪流满面；看到毛泽东同志在遵义会

议上的光辉形象，深感革命先辈的伟大

和崇高。

《长征组雕》，是新时代弘扬革命传

统、抒发艺术情感的重要载体。今天，这

组雕塑巡展于全国，让观众重新追寻长

征足迹，深度感悟长征精神。

（作者系民盟中央副主席、中国美术

馆馆长、中国美协副主席）

《长征组雕》的精神意蕴
■吴为山

创 作 谈

这张照片拍摄的是某部组织实

弹射击的场景。

导弹发射是短促的景象，拍摄

时机的掌握难度较大，要想让高速

飞行的导弹定格在作品中，必须准

确预测导弹进入构想位置的时间。

拍摄者采用广角镜头、高速连拍的

方式，抓拍了这一瞬间。背景中旭

日初升，阳光穿透云层洒下光辉，赋

予作品开阔的视野，也凸显了防空

导弹双发齐射的非凡气势。作品从

一个侧面展现了官兵敢打必胜的精

神风貌。

（点评：黄池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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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刺苍穹

喻 潇摄

今年是中央红军长征出发 90 周

年。联勤保障部队第 908 医院医护人

员利用巡诊间隙来到瑞金市叶坪乡，

重温那段红色历史，追寻革命先辈风

雨兼程的战斗足迹，汲取昂扬奋进的

精神力量。

古樟葱郁、松柏挺拔，淅淅沥沥的

雨丝中，红军烈士纪念塔巍然耸立。

这 座 纪 念 塔 高 13 米 ，塔 座 为 五 角 星

形，塔身布满小石块，象征着无数为革

命牺牲的烈士。医护人员怀着崇敬之

情，来到纪念塔前缅怀革命先烈。

距纪念塔不远处，有一幢明代青

砖灰瓦建筑——谢氏宗祠。大家走进

正厅看到，正面墙上悬挂着马克思和

列宁的画像。1931 年 11 月，中华苏维

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此召开，宣

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

立。仔细倾听讲解员的描述，医护人

员仿佛又回到了那个火热的年代。

历史因铭记而永恒，精神因传承

而 不 朽 。 叶 坪 乡 华 屋 村 的 后 山 上 ，

有 17 棵“信念树”。中央红军长征出

发 前 夕 ，该 村 17 名 青 壮 年 在 后 山 各

栽下 1 棵松树，怀着“青松常在，革命

必胜”的信念，加入红军踏上漫漫征

途 。 如 今 ，青 松 依 旧 在 ，不 见 儿 郎

归。这个故事让大家在心里更加贴

近那段悲壮历史。

“我们读小学时，课本里有一篇题

为《吃水不忘挖井人》的课文，说的就

是‘红井’的故事……”沿着崎岖小路，

大家来到沙洲坝村，军医双峰为战友

们讲起“红井”的故事。

1933 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

中 央 政 府 从 叶 坪 搬 迁 到 沙 洲 坝 村 。

毛泽东同志看到村里没有水井，乡亲

们吃水要到很远的地方去挑，于是带

领军民挖了一口水井。新中国成立

后，乡亲们把这口井取名为“红井”，井

旁立着“吃水不忘挖井人，时刻想念

毛主席”的石碑。如今，“红井”已成

为革命传统教育的生动课堂。

“红井水哟，甜又清哎，手捧清泉

想亲人……一曲《红井水》至今仍在瑞

金传唱，映照着中国共产党人对人民

的赤子之心。”双峰富有感染力的讲

述，让红色历史更加清晰可感，在场的

医护人员听后纷纷鼓掌。

“作为新时代军队医务工作者，我

们要弘扬革命传统，全心全意为人民

服务，到群众最需要的地方，践行救死

扶伤、大爱无疆的医者仁心，守护好人

民群众的生命健康。”医院领导介绍，

该院诞生于烽火硝烟中，先后参加了

淮海战役、渡江战役等重大战役。

“苏区干部好作风，自带干粮去

办公……”参观过程中，大家还重温

了客家山歌《苏区干部好作风》。医

院 领 导 说 ，驻 守 在 江 西 这 片 红 色 热

土，他们积极践行苏区精神，常态开

展以“读红色书籍、讲红色故事、唱红

色歌曲、建红色环境、做红军传人、创

红军连队”为内容的“六红”活动，引

导全体医护人员在铭记历史中铸魂

塑形、接续奋进。

直抵人心的红色文化，让广大医

护人员不断加深对党史军史的认识了

解，提升了建功强军事业的积极性、主

动性。今年以来，医院先后有多项科

研成果受到军地表彰。

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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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力军营

“咱当兵的人，有啥不一样……”

周末，我途经家属院，广播里传出嘹亮

的歌声，几个孩子一边跟唱，一边捡拾

掉落在地上的红叶。似曾相识的画

面，让我仿佛回到从前。

6 岁那年，我和母亲随军来到新

疆 叶 城 ，走 进 了 这 座 位 于 叶 尔 羌 河

旁、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端的小城。如

今，当年许多事我已经淡忘，只依稀

记得营区大院柏油路面上车辆碾过

的黑色印痕；夏日午睡时，院外传来

的“哒哒”马蹄声和从小听到大的一

首首军歌……

那时放学后，我们大院里的孩子

都喜欢聚在荷花池边玩耍。因荷花池

靠 近 连 队 ，官 兵 的 歌 声 总 会 传 入 耳

中。他们声音很洪亮，歌词却有些难

辨别。小伙伴们常围拢在一起讨论，

猜测歌里唱的到底是什么意思。

“他们唱的是‘咱当兵的人，就是

不一样’。”

“不对，不对，他们唱的是‘咱当兵

的人，有啥不一样’。”

“你们说的都不对，他们好像唱的

是‘说不一样，其实也一样’……”

那到底是一样还是不一样呢？我

们争论不休，也没有结果，到最后大家

情不自禁地跟着官兵唱起来，也不管歌

词对错，谁的嗓门高过对方便算胜利。

直到考入军校，我才发现儿时的

我们领会错了歌词大意。但教官说，

军歌本身就是为提振士气，我们当时

也算歪打正着，至少在“吼”歌这一点

上找到了门道。很快，在学校各种集

会的拉歌环节中，“吼”歌优势再次得

到印证。

“团结就是力量，团结就是力量，

这力量是铁，这力量是钢……”礼堂瞬

间沸腾，与其说官兵在唱歌，不如说大

家在“吼”歌。整个会场完全被有节奏

的声浪和掌声淹没。舞台上，各队指

挥员分站两侧，声如洪钟、相互较量；

台下官兵热情高涨，扯着嗓子，脸颊通

红，声音高昂。身处其中，我感觉自己

的每一个细胞都在不受控制地使劲。

其实，如此场面让人很难听清大

家在唱什么，可那又有什么关系？拉

歌的目的之一在于压倒对方，这也是

军歌凸显出的军人血性，更是军人精

神面貌的展示。

我从军校毕业后，再次回到熟悉

的边疆。身为女兵排排长，我也常给

新战友教唱军歌。军歌嘹亮，唱出了

先辈们的热血荣光，也激发了我们的

战斗热情。

我所在部队是经典歌曲《毛主席

的战士最听党的话》的诞生地。小时

候我就曾听过这首歌，只是不了解歌

词背后的故事。

有一次，我跟随团里组织的心理

服务小分队前往边防哨所。我们的

车 到 达 阿 拉 马 力 边 防 连 时 已 是 中

午。刚下车，我们就听到连队官兵在

唱：“毛主席的战士最听党的话，哪里

需 要 哪 里 去 ，哪 里 艰 苦 哪 安家……”

山里空旷，歌声回荡，纯净的声音撞击

着山崖四壁，也撞击着大家的心。我情

不自禁地跟着唱起来。

1962 年，伊犁军分区宣传干事李

之金来到阿拉马力边防连，与边防战

士同吃、同住，一起巡逻、站岗。有一

天晚上，一名战士在与战友聊天时，动

情 地 说 ：“ 哪 里 需 要 我 ，我 就 到 哪 里

去。哪里艰苦，我就到哪里安家。”李

之金听到后深受触动，激发了灵感，创

作了这首歌。

在连队荣誉室，老唱片中缓缓流淌

出岁月的声音。“祖国要我守边卡，扛起

枪杆我就走，打起背包就出发……”一

刹那，我仿佛看见前辈们扎根边防、艰

苦奋斗的身影。边防连的官兵换了一

茬又一茬，扎根边防的坚定信念也传

承了一代又一代。那穿过岁月的歌

声，依然那么青春、嘹亮。

军歌嘹亮
■刘欣雨

兵味一得

《长征组雕》之“娄山关大捷”（雕塑） 吴为山主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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