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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彩 风

阅 图 这幅照片拍摄的是第 76 集团军某骑兵连战士进行乘马劈刺训练时的

场景。拍摄者采用“摇拍”手法，通过慢速快门配合镜头与运动对象同步

移动，达到主体清晰、背景动态模糊的效果，使画面更具动感和冲击力，展

现了战马铁蹄生风、骑兵英勇劈刺的风采。

（点评：张鹏）

乘马劈刺

文 明摄

在诸多绘画题材中，人物画无疑是

难度极高的一种。其难度在于不仅要把

人物画得像，更要画出人物的神采。叙

事、情感、精神、意境等，都要完美融合在

人物形象里。这着实考验着一位画家的

功力。

最近，川籍著名画家萧继东以年近

八旬的高龄，推出英雄主题系列人物油

画。画面主人公有年龄超过百岁的抗战

老兵、抗美援朝老兵，还有多位著名战斗

英雄。

与我们熟悉的很多英雄人物画作不

同，这些作品都是英雄人物的肖像画，都

是画家在现场写生基础上完成的。画面

上，除了英雄的面孔，没有闪亮的勋章，

没有历史情境的渲染，也没有其他表明

主人公是英雄的某些符号信息。这样的

创作方式，把本就难度极大的人物画创

作，几乎又推到了一种极致状态。画家

该如何表达出主人公作为英雄的特质？

他是如何跨越这一难度的呢？

从萧继东的创作过程看，这种跨越

似乎是一种极自然的过程。他告诉我，

他一边画，一边与英雄人物悠闲地聊着

天，聊家庭、生活，聊过去、现在……有的

上了年纪的英雄人物，跟他聊着聊着，甚

至就躺在沙发上睡着了。过了一会儿，

睡醒了，接着聊，接着画。

在 这 种 情 境 下 ，英 雄 已 经 远 离 了

战 场 硝 烟 ，回 到 了 和 平 安 静 的 日 常 生

活 ，回 到 了 生 命 本 真 的 状 态 。 比 如 画

面中的战斗英雄陈洪远，戴着眼镜，笑

容可掬，温文尔雅。如果不作介绍，你

很 难 想 到 ，他 曾 是 一 位 深 入 敌 阵 的 孤

胆英雄。

岁月流逝，在英雄的容颜里留下印

痕，不觉间慢慢隐藏了作为英雄的“光

环”。也许，在散步的人群里，在买菜的

路上，在接送孩子的途中……他们就是

生活在我们身边的普通一员。可如果有

一天突然了解了他们的故事，你一定会

大吃一惊，瞬间肃然起敬。

萧继东画的就是这样的英雄人物。

可以说，让英雄人物回到真实的生活情

境，回到生命的本真状态，是萧继东开始

这组英雄主题创作的第一步。第二步，

就应该让他们在作品中无声地讲故事，

讲属于他们独有的英雄故事。

生活中，有很多英雄，可能连他们自

己都不认为自己是英雄。但英雄毕竟是

英雄，自有其不一样的特质。这些不一

样的特质，无论被岁月隐藏得多么深，也

终将在不经意间显现出来。它可能是一

个眼神，可能是稍纵即逝的某个表情，无

论怎样，这些特质显然被萧继东敏锐地

捕捉到了。

这让我想起奥地利诗人里尔克的经

历。当年，他去给雕塑家罗丹当秘书，一

见面就吃了一惊。他说，我眼前的罗丹

是一个“老人”。罗丹当年才 40 多岁，怎

么就成了一个老人了呢？里尔克解释

说，他在罗丹身上可以看到历史的沧桑

和沧桑的历史。

也许，多数人难以具备里尔克那样

的观察力，但作为一名创作人物画的画

家，他必须把对象的独特神采，在画布上

呈现出来。否则，就不是一幅成功的作

品。萧继东自然深知其中道理。中国绘

画有着追求“形神兼备”的深厚传统。萧

继东画的是油画，本身具备追求形式美

的自觉。因此他在多年的创作历程中，

一直要求自己除了要表现显性的形式美

感，更要体现隐性的精神之美。他的这

种追求，也就很自然地体现在这组英雄

主题画作中——每名英雄人物神态各

异，仿佛都在讲述自己的故事。

细览一幅幅画作，我同时在想，他

们 之 间 是 否 会 透 出 某 种 相 似 的 特 质 ？

人 们 对 于 英 雄 的 理 解 可 能 千 差 万 别 ，

每位英雄人物也会有自己独特的阅历

和气质，但毕竟，这些作品都出自同一

个 画 家 。 他 观 察 英 雄 的 视 角 ，他 对 英

雄 的 理 解 ，一 定 会 投 射 到 他 所 画 的 英

雄形象上。

萧继东告诉我，他在采访抗战老兵

张仲安的时候，第一眼就惊诧于张老的

目光。那是如孩童般清澈明亮的眼睛，

让人感觉岁月的磨砺在他的眼中云淡风

轻，不曾留下痕迹。那炯炯有神的目光

仿佛可以洞穿世事，告诉人们眼前是一

位历经沧桑的百岁老人。

我忽然明白了，眼前不同的英雄人

物 肖 像 ，其 实 眼 中 都 透 出 一 种 相 似 的

光。这种光，散发着对生命的热爱和对

世间美好的万般珍爱。这种光曾经照亮

他们的青春，支撑他们完成让人仰视的

英雄壮举，也陪伴他们走过岁月的沟沟

坎坎，体味生命的各种滋味。这种光是

那样自然，又是那样鲜亮，因为那是生命

之光、大爱之光，是英雄本色之光。萧继

东画出了这种光，并让这种光直抵人心。

那天，萧继东在为张仲安老兵画写

生时，一边画，一边感动着。临别，张老

拉着他的手，如慈父般体贴，字字入微，

句句暖心：“萧老师，你把我画得太传神

了，谢谢！你的头发也白完了，注意休息

哦！”

就这样，在亲切自然的情感氛围里，

萧继东在生命与英雄之间，找到了某种

艺术平衡。在他笔下，生命本真与英雄

本色已经和谐地融为一体。画面中的

点、线、色、形，既是对英雄人物生命状态

的写实，又蕴含着画家对于生命与英雄

精神的理解。而且，这种理解是从他独

特的人生阅历和艺术追求中，生发出来

的。

萧继东出生于 1946 年，多年前就已

是满头白发。他的“早生华发”，仿佛天

生就是坎坷经历的某种隐喻。从新中国

成立初期到今天，悠长岁月给他以波澜

起伏、酸甜苦辣，也给他以扎实的生命体

悟、艺术馈赠。纵观他的创作履历，从青

年时代的《信仰》，到中年时代的《老将军

的新队伍》《光荣的中国》，再到汶川地震

后创作的《崇高的敬礼》《生命高于一切》

等，我们总能从中感受到他对于时代脉

搏的真切感知，和对崇高价值的热烈情

感。时代沧桑巨变，他始终对社会人生

保持着真诚的审美。

著名画家何哲生把萧继东的创作风

格，概括为“诚恳现实主义”。萧继东觉

得说到了他心坎上，时代呼唤诚恳，艺术

需要诚恳；诚恳是一种态度，更是一种精

神；艺术多一点诚恳，就多一分魅力。

作品出自心灵，方能抵达心灵。萧

继东以真诚之心理解英雄、塑造英雄形

象、展现英雄精神，最终跨越了创作难

点，也让作品引起心灵共鸣。那一幅幅

神态各异的英雄人物肖像，仿佛给我们

营造了一个延伸的世界，一个关于生命

与崇高价值的世界。它让人们在不同情

境下，总能从中得到美的感受与精神启

迪，感受到艺术之于社会人生的价值。

生命本真与英雄本色
—欣赏萧继东的英雄人物肖像画

■常 唐

哨所的槐花
■张德平

一簇簇的淡雅

像一场大雪

落在棵棵槐树上

这畅快淋漓的绽放

是蜜蜂的最爱

也缀满哨兵的喜悦

五月给阳刚添了几分浪漫

枪管里也注入一缕清香

又想起鲜美的槐花饼

味蕾牢记的

永远是妈妈的味道

槐花曾救济饥饿的村庄

也给我的童年涂了蜜糖

怀着感恩的心

摘下一串放入嘴里

细细咀嚼难忘的时光

伫立第二故乡

我深情地遥望

哨所的槐花和家乡的槐花

一样白，一样甜，一样香

有幸守护香甜的日子

我心里也装满了芬芳

陆航之光（歌词）

■黄礼彬

晨曦中战鹰待翔

陆航的热血滚烫

迷彩服闪耀希望

信念如磐不可挡

驾驶舱里目光如炬

穿越云海向远方

航线是梦想之弧

旋翼呼啸声震八方

与星星月亮为伴

风雨里磨砺翅膀

听党指挥的力量

看我们斗志昂扬

每一次起飞启航

都向着胜利飞翔

俯瞰着大地芳华

心中装着人民安康

危险中从不退场

赴汤蹈火亦无妨

看战鹰编队成阵

是空中钢铁城墙

新时代使命交响

陆航人挺膺担当

陆航之光闪耀在强军路上

精准打击守护祖国的边疆

钢铁意志在苍穹之下翱翔

战歌嘹亮共铸不朽的荣光

艺 境

一个连队连着一座城市，一座城

市传承一种精神。

犹记去年 8 月 1 日，上海越剧院

创排的军旅题材作品《好八连》在上

海宛平剧院隆重上演，再次拨动了这

个城市的心弦，唤起观众对一个连队

的深情回忆。该剧通过“双线”戏剧

编 排 ，反 映 了“ 南 京 路 上 好 八 连 ”从

1949 年进驻上海到 2019 年特战考核

所经历的 70 年发展历程，将昔日“霓

虹哨兵”与今日“特战尖兵”的形象交

叠呈现。但闻音韵如丝，唱尽军人铮

铮风骨；细品戏文如月，映照红色传

统血脉；更喜矫捷如燕，大展尖兵精

英风采。该剧先后在上海演出 20 余

场，场场爆满，广受好评，使这座城市

闪亮的“红色名片”再次成为人们的

热门话题。

时光回溯到 1963 年 11 月 29 日，

毛泽东同志在怀仁堂观看原南京军

区前线话剧团排演的话剧《霓虹灯下

的哨兵》。随着剧情的发展，毛泽东

被深深打动，称赞说：“这是一出很好

的戏，写得好，演得也好。这个戏要给

‘两会’的代表们看一看。”回到菊香书

屋，他仍觉激情难抑、诗兴大发，挥毫

写下了著名的杂言诗《八连颂》：好八

连，天下传。为什么？意志坚……全

诗如高山流水，自然流畅，语言简约，

朗朗上口。

“南京路上好八连”“拒腐蚀，永不

沾”的这种精神，在和平建设时期弥足

珍贵，也与毛泽东“进京赶考”的思想

深度契合。“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

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

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

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

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

仗。”毛泽东同志的警世之言、谆谆告

诫，犹如黄钟大吕，切切在心。

此后不久，《霓虹灯下的哨兵》被

搬上荧幕广为传播。八连也因此成为

上海的一张红色名片、人民军队的一

面闪亮旗帜，备受瞩目。

上 海 南 京 路 ，昔 日 的“ 十 里 洋

场”，霓虹闪烁，满目繁华。当解放军

进 驻 上 海 时 ，国 民 党 预 言 上 海 是 个

“大染缸”，中共军队红着进去，不出 3

个月就会黑着出来。八连原是华东

军区特务团的一个辎重连，官兵大多

是来自胶东的贫苦农家子弟。1949

年 5 月，上海解放，该连被改编为二营

八连，7 月开进上海，被分配到南京路

上执勤，驻青海路刘家公馆。初进南

京路时，很多官兵不会用自来水、不

会用抽水马桶，没见过电灯，更没见

过 霓 虹 流 岚 、花 花 绿 绿 的 大 都 市 生

活。部队不是生活在真空之中。面

对南京路的灯红酒绿，八连能否保持

初心本色、经受住考验，这是一次全

方位的答题应考。

告别饥饿，仍不忘节约；面对诱

惑 ，永 不 失 本 色 。 八 连 从 节 约 一 滴

水、一分钱、一度电、一粒米、一寸布

的细节抓起，把艰苦奋斗精神当传家

宝，视严格纪律作风为紧箍咒，以实

际行动继承优良传统，并不断发扬光

大，有效抵御了“糖衣炮弹”的攻击。

面对利益的拉拢引诱，没有“拒腐蚀，

永不沾”的定力、“纪律好，如坚壁”的

自律，是很难做到防骄破满、笃行不

怠的。不论是在霓虹灯下站岗值勤，

还是在训练场上摸爬滚打，不论是作

风建设上常抓不懈，还是在连队建设

上全面过硬，八连几十年如一日发扬

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永葆人民军队

的宗旨本色，铸就了连队的魂，锻造

了 官 兵 的 心 ，历 经 70 余 载 而 熠 熠

生辉。

作 风 纪 律 从 来 不 是 虚 无 蹈 空 的

口 号 ，而 是 落 于 一 心 一 念 、一 言 一

行 、一 举 一 动 、一 岗 一 哨 、一 职 一 位

的 磨 砺 。 过 去 在 艰 苦 斗 争 中 如 此 ，

如今在和平建设时期更应如此。进

驻上海之初，八连提出“要让全连保

持 高 度 的 警 觉 性 ，决 不 能 吃 败 仗 ”。

尽 管 面 临 的 外 部 环 境 不 断 变 化 ，但

八连防微杜渐的政治警觉和抓细抓

小 的 作 风 纪 律 始 终 没 变 ，而 且 不 断

赋 予 优 良 传 统 新 的 时 代 内 涵 ，使 其

不断发扬光大。

八连坚持与时俱进，按照“光荣

传统不能丢，具体做法不拘泥”的原

则 ，让 艰 苦 奋 斗 精 神 焕 发 出 新 的 生

机 活 力 。 草 鞋 、针 钱 包 、纸 糊 信 封

“ 三 件 宝 ”渐 渐 退 出 历 史 舞 台 ，木 工

箱、理发箱、补鞋箱“三件宝”依然在

连 队 建 设 和 为 民 服 务 中 焕 发 青 春 ，

艰 苦 朴 素 、勤 俭 节 约 的 做 法 在 连 队

蔚 然 成 风 。 任 务 调 整 后 ，八 连 将 艰

苦奋斗的优良作风从过去工作生活

上 的 克 勤 克 俭 ，转 化 为 当 前 聚 焦 使

命 任 务 、苦 练 胜 战 本 领 的 精 益 求

精 。 2017 年 改 革 重 塑 ，八 连 转 型 成

为特种作战力量，迈向了换羽新飞、

跨 越 升 级 的 新 征 程 。 经 过 8 年 的 艰

苦磨炼，八连官兵超越自我、苦练本

领，实现了从“霓虹哨兵”到“特战尖

兵”的转变。

身居闹市一尘不染，作风越严本

色越真。“南京路上好八连”之所以始

终是人们心中的一张名片，是因为其

历久弥新的精神传承始终在激荡鼓舞

人心。如今，社会发展面临的外部环

境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但长期经

受“四大考验”、抵御“四种危险”的“赶

考”仍在继续。精神空虚会导致信念

动摇，利益诱惑会招致腐化堕落，斗志

松懈会催生贪图享受，蜕变腐败的现

实案例在时时警示我们。学习八连的

精神，我们深刻感悟到，越是坚守本色

初心，就越能成就事业，对个人如此，

对军队同样如此。

人 们 曾 千 百 次 地 探 求 一 支 军 队

制胜的密码和强大的真谛。细细剖

析，其中重要的一条，就是作风纪律

决定成败。英军著名将领蒙哥马利

元帅，看到我军官兵在解放上海后席

地而睡的照片时曾感慨地说：我这才

明白了这支军队为什么能够打败经

美国武装起来的蒋介石数百万大军。

红色基因代代相传，本色初心永

志不忘，是人民军队纯洁巩固和不断

走向胜利的根本保证。“好八连”自觉

赓续光荣传统，精神历久弥新。只有

具备了精神上的定力、信念上的坚守、

作风上的严格和纪律上的自觉，我们

才能够“拒腐蚀，永不沾”，才能够“上

参天，傲霜雪”。这样的军队，试看天

下谁能敌！

﹃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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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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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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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力军营

海上编队踏浪出征、战鹰凌云振翅、

军旗迎风飘扬……海军某联合训练基地

营区内，一幅幅主题鲜明、色彩绚丽的文

化墙绘画吸引着官兵驻足观看。前段时

间，在人民海军成立 76 周年之际，该基

地发动官兵利用业余时间完成了营区百

米文化墙主题创作，立体呈现人民海军

逐梦深蓝、向海图强的生动图景。

“拓展教育模式、厚植强军文化，要

发挥官兵主体作用，提高参与度才能获

得认可度。”该基地领导说，他们以营区

围墙为载体，发动官兵自主创作，打造独

具特色的军营文化风景。

构图打底、颜料调配、勾线填色……

官兵分工协作，默契配合。这支“业余画

家”队伍中，既有学过美术的文化骨干，

也有零基础的官兵，大家边学边画。“和

战友们一起创作，把单调的墙壁变成一

幅幅别具特色的作品，我们都特别有成

就感。”二级上士吴丽冰一边勾勒画面轮

廓，一边笑着说。

该基地宣传干事江鑫钰介绍，手绘

文化墙活动坚持“兵写兵、兵画兵、兵育

兵”，机关负责策划主题，内容选择、版

式设计等均由官兵自主完成。至今，他

们已经完成多个主题的创作。创作前，

官兵都要认真学习相关史料，熟悉英模

事迹，无形中受到了教育。

如今，手绘文化墙不仅是基地营区

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更成为官兵开展思

想政治教育活动的“户外阵地”。前不

久，该基地某团新兵集训队来到这里组

织“蓝色军营故事会”，每名新兵挑选自

己感兴趣的墙绘畅谈感受，讲述自己参

军入伍的故事。

营区有道“手绘文化墙”
■雷 彬 库德热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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