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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入伍到退休，整整穿了 37 年
军装。“绿军装是军人的脸面”。在当兵
的日子里，我始终像珍惜军人的荣誉和
自己的脸面一样爱惜身上的绿军装。
就是退休之后，爱军装的情结也没有淡
化，反而随着岁月的流逝愈加浓重。

记得第一次穿上军装是在 1969年
底。当时，我和 200 多名一起来部队
“接受再教育”的大学同学刚刚结束为
期一年的劳动锻炼，就接到上级关于
“锻炼期满的大学生可以留下当兵”的
精神，当兵是我多年的梦想，我就第一
个报了名。真没想到，曾 3次报名参军
被刷下来的我，竟凭着师机关对我的印
象和学生连党支部的推荐，被批准入
伍。那天，到军需仓库去换军装时，看
着那崭新的泛着亮光的国防绿军服，我
一下子就爱上了它。尽管由于我个子
矮而显得军装太大，让女同学把上衣的
下摆和裤腿往里挽起、缝上才能穿，但
我穿戴整齐后对着镜子一照，还是满意
而自豪地笑了。

接着，先是老父亲突然坐火车赶到
军营，专门和初穿军装的儿子照相，后
又受几个老同学邀请，与穿上军装的我
合影留念，这更增加了我的自豪感。自
打穿上军装后，从来不爱照镜子的我，
竟也有事儿没事儿穿着军装在镜子面
前自我欣赏一番，那种满足感真是无可
比拟。

进军营的第二天，我们就和机关人
员一起出早操。带队的政治部张副主
任在队前点名后，突然严肃地走到我面
前，举起双臂，为我扣好军装的风纪扣，
然后说：“军装就是军人的脸面，要一切
按队列条令要求做，连风纪扣也不能马
虎！”我的脸一阵发热，军人的荣誉感和
军装的神圣感油然而生。不久，机关组
织打靶。那天，当军务科长命令“卧姿
装子弹”时，我犹豫了：“穿着这一身干
净整洁的军装就这么往泥土地上趴
么？”这时，军务科长一声严厉的“卧
倒”，把我按倒在靶位上。事后我才知
道：这军装，平时需要保持洁净端庄，但
到了训练场上，就得按战场要求，就算
眼前是一坑泥水、一片蒺藜，也得趴上
去。我这才懂得：爱惜军装，首先要珍
惜军人的荣誉和使命！

一次冬季拉练，我在某团二连代理
副指导员。那天，我们奉命来到沧州献
县。白天我领着几名班长在一片荆棘
丛生的坟地练习“班进攻”，晚上一听到
熄灯号就疲惫地上床休息。半夜醒来，
我发现披在被子上的军装不见了。经
询问通讯员才知道，白天训练时，我军
装上衣被荆棘挂坏一个大口子，细心的
房东樊大娘发现后，趁我睡熟之际，让
通讯员把我的上衣悄悄拿到她的炕头，
她戴上老花镜一针一线地缝。当大娘
把缝好的军装盖在我身上时，尚未睡着
的我抚摸着军装破损处那密密麻麻的

针脚，激动的泪水夺眶而出：绿军装啊，
你穿在我身上，却也看在老百姓的眼
里，记在人民的心里！

要说绿军装的尊严和神圣，还得数
阅兵时刻。那年，我在石家庄陆军指挥
学院政治部工作。为向总部首长汇报
军事教学成果，学院决定在学员毕业前
举行一次阅兵，要求我们组成一个机关
方队参加。我们每天早晨五点半起床，
全副武装到操场练走正步，两三个钟头
后常常是气喘吁吁、汗流浃背。尽管两
套军服倒替穿且天天洗，还是很少能穿
上干爽的衣服。越是这样，军人和军装
在我心中的地位越至高无上。我几乎
每天早晨都照一照风纪镜，每一训练阶
段都让战友为我拍一张标准的军装全
身照留在影集里。正式阅兵那天，骄阳
似火。我换上崭新的军服，早早来到方
队集合地。在方队队长挑剔的目光中，
我预演了齐步走、正步走、敬礼、呼口号
等阅兵动作，并得到肯定。可等阅兵正
式开始后，我由于感冒初愈、身体发虚，
刚开始正步走，就感到有点头晕目眩，
自感步伐节奏失常。这时我想到学院
领导在阅兵动员时的话“这是在为学院
争光，为这身绿军装争光，我们不能出
一点状况”，顿时全身一个激灵。我睁
大眼睛向周围一扫：啊，一片军装融成
的绿光正把我包围，这是正义和神圣之
光啊。一个声音似响在我的耳畔：坚持
就是胜利！我咬紧牙关，一举一动都按
阅兵的要求做，力求一丝不苟、动作到
位。3发腾空的信号弹终于为阅兵画
上圆满句号。在方队撤回的路上，我终
感体力不支，晕倒在绿军装的包围中。
现在想想，的确是这身绿军装和献身军
旅的初心给了我坚持的勇气和毅力！

我爱绿军装，你是我军人生涯的
见证！

我爱绿军装，你使我的生命永远
年轻！

我
爱
绿
军
装

■
杨
玉
辰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

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

进步……”每一个时代的发展进步，都

会倾注于年轻人更多期望与责任。

夏秋之际，一些“少年娘则国娘”的

隐忧在网络空间蔓延，青少年中阳刚不

足、阴柔有余的倾向引发全社会广泛

重视。

偶像剧里，饰演英雄人物的演员线

条柔美、声线温软，少了角色本应有的

岁月风霜、血性虎气；综艺节目中，“流

量小生”大行其道，热衷化浓妆、翘兰花

指，似比女生更加柔、弱、美。

当青少年对阴柔之美过于沉溺，对

英雄热血太过陌生，对“苟利国家生死

以，岂因祸福避趋之”感悟太浅时，他们

身上必然缺少阳刚之美和浩然之气。

在“莫辨雄雌”的偶像文化影响下，许多

青少年精神缺“钙”、“软骨病”滋生，心

理“玻璃”化、情绪“瓷性”化。

“钙”质流失，亲近尚武文化不够，

不仅滋生“心病”，也影响青少年的体

质和毅力。很多人在文化学习中赢在

起跑线，体能素质却输在出发线：琴棋

书画样样精通，语数理外毫不逊色，但

冒险精神、意志品质极度欠缺、弱得

“爆表”。

“奉武运之方昌，睹休风之未淑。”

一个国家武运的兴衰，与社会风气有千

丝万缕的联系。战国时期的秦国，地处

苦寒之地，物资匮乏，却形成以自强不

息为指向的事功尚武精神。骑射之术、

兵戎之好在青年中蔚然成风，秦人遇有

战事“父遗其子，兄遗其弟，妻遗其夫，

皆曰：‘不得，无返。’……是以三军之

众，从令如流，死而不旋踵”。如此，秦

终能统一六国。清军入关之前，八旗实

行兵民合一，出生即习武，酷爱冰嬉、围

猎。而在晚清时期，满清贵族和清军都

抛弃崇尚武功的习俗，以华衣美食相互

攀比，居家弹筝击筑，终日斗鸡走狗。

“惯听梨园歌管声，不识旗枪与弓箭。”

尚武精神的衰落，使八旗子弟鞍马骑射

之技渐失，一溃千里。

尚武是一种枕戈待旦、精武强能、

效命疆场的勇者风貌，是一种不惧淫

威、敢于“亮剑”、血脉偾张的强者风

范。一个国家如果没有一种劲健的尚

武精神，即便经济隆盛、富甲天下，也不

可能真正获得他人的敬畏与尊重；一个

民族如果没有尚武好勇的内在精神支

撑，即便历史悠久、文明辉煌，也不会持

续获得别人的钦敬与仰慕。

习主席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

上强调，“要抓住青少年价值观形成和

确定的关键时期，引导青少年扣好人生

第一粒扣子。要广泛开展先进模范学

习宣传活动，营造崇尚英雄、学习英雄、

捍卫英雄、关爱英雄的浓厚氛围。”中华

民族五千年悠久历史中积淀的尚武文

化、人民军队赓续传承的红色基因，不

仅是对青少年及现役官兵的激励，也是

提振民族精神的良药。寻觅诗经的风、

雅、颂，浸润诸子百家经典著作，流连唐

诗宋词的壮美华章，走进折射英雄精神

光芒的红色经典，能让青少年升腾“岂

曰无衣？与子同袍”的爱国情怀，修炼

“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

屈”的浩然之气。

尚武绝不是好大喜功、穷兵黩武，而

是唤起和激活深藏于人们身躯内的刚

烈与血性。推崇尚武精神，就是以“居

则有礼，动则有威”的作风、“图国忘死，

贞之大”的气节感染青少年，激发其对

刚毅之美的向往、对责任担当的思考。

又是一年秋风起，又迎一年军训

热。眼下，一批批新生走进新校园，接

受军事文化的洗礼和熏陶，感受毅力与

担当的拔节生长。穿上干练迷彩、唱响

嘹亮军歌的他们，正拭亮阳刚底色，迈

出铿锵步伐，走出果敢气势！

激荡尚武雄风
■郝东红

枪林弹雨，炮火硝烟，身陷囹圄，宁
折不弯。这是一群为信仰而战的共产
党人用生命谱写的波澜壮阔的颂歌。
杨虎导演的影片《信仰者》，用艺术的手
法和诗意的镜头，还原了有信仰、有大
义的方志敏带着对美好中国的期望走
过短暂而绚丽的一生，还有无数和他有
相同信仰的革命志士为了可爱的中国
而浴血奋斗。笔者有幸采访杨虎导演，
听他谈一谈《信仰者》的幕后故事。

陈雨薇：杨虎导演您好！能不能简
单谈谈《信仰者》这部电影如何体现您

的艺术追求？

杨虎：《信仰者》是一部主旋律电
影，首先必须追求真实。从化妆、服装、
道具的选择到每一个画面挑选拍摄场
景，我们都精益求精、力求真实。拍摄
的时候刚好赶上雨季，道路非常泥泞，
我们为了还原故事发生的历史环境还
有季节感，花了不少功夫，有时为等待
合适的光线、天气，好几天才能完成一
个镜头。这部电影不是教条的灌输，我
们力求把红色基因融进历史人物，每一
句台词、每一个行为都经得起推敲。

第二，希望能给当下年轻人讲好这
个故事。80多年前的历史人物，所处的
时代背景与我们今天截然不同，通过这
个片子搭起一座桥梁，让“90后”“00后”
能走进他们的太爷爷、太奶奶生活的历
史背景中。《信仰者》中的这些人物，都
用自己的一生在追求信仰：方志敏被国
民党军官轮番劝降、长期监押，他不为
所动，在狱中写下《可爱的中国》；寻淮
洲 21岁当军团长，22岁壮烈牺牲；胡天
桃的身上始终挂着母亲留下来的要饭
的碗，他参军是为了让全天下母亲不再
要饭……希望这些历史上有理想、有抱
负、有担当的年轻人能够引发当下年轻
人的共鸣，让其感悟那一代人的精神追

求——建设一个美好的新中国。
陈雨薇：这部影片如何做到您追求

的真实？

杨虎：在后期剪辑过程中，有很多
精彩的段落都被我忍痛舍弃。历史上
缪敏被敌抓走，方志敏写信给缪家堂哥
请其营救缪敏。当时设计的情节是方
志敏在救援的路上遭遇敌人并发生激
烈巷战，但我最终还是把这一段剪掉
了，一是因为在历史上方志敏并没有参
与救援，若保留这一段，电影真实性就
被减弱；二是骑兵和巷战虽然丰富了故
事情节，增强敌我双方矛盾冲突，但在
我看来过于戏剧化。还有就是对现场
同期录音的质感追求真实。我非常反
对回到车间再配声音，如果有的地方动
效受影响，我才选择后期录音弥补，但
依然会把原始的重要场景的声音都保
留，这也是从真实艺术效果出发。如果
把真实的历史人物、历史事件搞得很虚
假，观众是不会接受的。

另外，一个历史上真实发生的故事
如何与当下的现实勾连起来？我在结
尾把观众从 83年前一下子拉回现在的
学校操场，同学们高声朗读《可爱的中
国》；把历史人物的照片放在最后展现
给观众，让他们真实感受这些英雄，每
个人身上都有鲜活的故事。

作为一部故事片，历史背景是不允
许虚构的，人物的对话只能依靠创作者
在历史氛围中揣摩，触及英雄灵魂，找
到一种恰如其分的台词表达。片中呈
现的十几个人物，从主角方志敏到递烟
锅子的小战士，每一个角色的前史和背
景我们都做了大量工作，期待能给观众
留下深刻印象。

陈雨薇：在第21届上海国际电影节
上，刘畴西的扮演者赵毅获得最受传媒

关注男配角奖，《信仰者》中这些演员的

哪些特质让您选择了他们？

杨虎：这部电影里没有大明星，我
在选择演员时首先看他们的个性、特质
是否符合历史人物。演员们在电影中
接过革命烈士背负的使命和职责，认同
自己扮演的角色并生发出同样的信仰，
最后传递出来的人物就真实、可信、有
感染力。

陈雨薇：影片的摄影风格也为电影
加分不少，有360度摄影也有长镜头，您

如何设计《信仰者》的镜头语言？

杨虎：为体现战争片的特点，我用
运动摄影拍摄战争场景，还有长镜头。
比如胡天桃临刑前那场戏，就是不停机
360度拍摄。还有就是监狱的戏，监狱
是很安静的氛围，我们的镜头缓缓移
动，仿佛慢慢走进观众内心深处。

陈雨薇：这部电影中途数次更改名
字，为什么最终定名为《信仰者》？

杨虎：我在开始选片名的时候就考

虑，这是讲述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它的
核是什么，靠什么打动观众。一开始电
影叫《北上北上》，后来叫《第十军团》，
最后定名为《信仰者》，这个片子的魂就
是讲信仰，没有信仰的支持，这些人物
是立不住的，他们那种情怀、担当都源
自于内心的信仰。有句话说“那些为理
想信念而战的斗士，是值得我们现代人
永远怀念的”，不管追求信仰的路多么
曲折、牺牲多少生命，一茬一茬人前赴
后继，带着信仰、背负希望走到今天。
英雄是民族最闪亮的坐标，走近他们，
我们才知道身上流淌的热血从哪儿来、
应该挥洒到哪儿去。

讲真实故事 筑信仰之桥
——电影《信仰者》导演杨虎专访

■陈雨薇

迷彩，已分辨不出颜色

伤痛，抛在了脑后头

挑战极限，实战训练

风霜雪雨不可阻挡

稚嫩的脸上闪烁着古铜色的光芒

身怀绝技，个个本领高强

胸前的一点金黄

是汗水浇铸成的勇士勋章

一腔热血，威武阳刚

沸腾着青春的力量

问一声我的战友，你苦不苦

问一声我的兄弟，你累不累

汗珠子摔八瓣

泥水滴嗒嗒淌

你用行动告诉我

特战队员，拥有不一样的风采

强军路上就要敢打敢赢崭露锋芒

枪擦亮，弹上膛

战士的责任担肩上

日夜守卫在祖国的边关海防

像铸石一样顽强

不要问我苦不苦

不要问我累不累

自从穿上这身军装

我便懂得战士的荣光

祖国与人民的安宁

时刻放心上

准备着，时刻准备着

只听祖国一声召唤

义无反顾上战场

晚风轻轻吹来阵阵花香

和平生活下人们的笑脸多么安详

看看这些士兵兄弟

亲爱的朋友你还能说什么

坚固的国防他们用肩扛

他们就是共和国的脊梁

致特战队员
■刘 红

每个时代都有别样的青春，或娴
静唯美，透着小家碧玉的青涩；或热血
澎湃，家国情怀贯穿始终；或矛盾纠结，
随着多元化思潮涌入而陷入迷茫与困
惑……文清丽的长篇小说《爱情底片》
（中国文史出版社）以女性特有的感性
体验，“去反省我们曾经青春时的焦虑、
不羁、迷惘、彷徨，去寻找年轻岁月的质
感”。从作者笔端流露出来的青春岁
月，总能让我们在审视人物灵魂的同
时，窥探自己内心深处的渴望。
《爱情底片》的故事发生在 20世纪

90年代，人物聚焦在一批工作后又重上
大学的年轻人身上。那是一个社会急
剧变化的时期，会遭遇各种思潮相互激
荡的困惑。在繁华的“京都”和人才辈
出的“京华艺术学院”，“不少人都会被
各种利欲诱动，于是有人迷失了，有人
逃离了，也有人保持了本真的自己”。
主人公汪哲是来自西北某部队的中尉
军官。她出身贫苦，曾在青年军官张家
伦的家里当过保姆，并由此爱上张家
伦、爱上军营。后来她入伍当兵、提干
考学，成为“京华艺术学院”文学系学
生。在充斥物欲与利益的都市生活中，
她就像一股清流，在光怪陆离的世相百
态中坚守本心。才华横溢的诗人同学
江天、背景深厚的官二代刘琦、富甲一
方的商人朱鸣光等人的追求，都没有改
变她对张家伦刻骨的爱恋。哪怕张家
伦得了绝症，她也坚持与他结婚，陪他

走完生命最后一程。但作者并不想单
纯地塑造纯美无瑕的爱情，通过汪哲的
书信和日记，我们看到她内心的纠结与
波动，在喧嚣浮躁的校园中也有过迷失
与艰难的抉择。这种不完美，更烘托出
坚守爱情的可贵与崇高。

小说讲述的不仅仅是爱情故事，还
有大学校园里学生群体的众生相、一代
人的精神迷茫与反思，以及已经逝去的
青春时光。透过那些人那些事，读者同
样能看到自己的青春印痕。

人情练达的江天，从进入校园开
始，就懂得如何经营自己的“朋友圈”；
一直嫉妒汪哲才华的富家女张韵依，虽
骄傲如孔雀，但总是在与汪哲的交锋中
产生挫败感；痴恋那段无望而不合时宜
的爱情的刘虹，最终惨淡地结束自己的
人生……每个人物都有丰富的内心，面
对生活也都有难以言说的秘密，在被赋
予智慧、美貌、才华与优雅等不同特点
的同时，作者又将每个人物的狭隘与无

奈展示出来。读者能从中看到时代的
发展与变迁，领略“生活的粗粝及人物
内心的幽微”。

小说最令人感动的是关于军旅的
描写。在远离闹市的部队营区，生活着
一群生气勃勃的军人，还有可爱的来队
军嫂。生活虽然平常质朴，但那般单纯
而温情的日子就像吹响一支悠远的笛
子，把家长里短和真挚情感“调拨得生
动起来”。这或许源自作者的军人经
历，才能写出让人陶醉的摇曳多姿的军
旅生活气息。

叔本华曾说过，“小说家的使命，并
不在于叙述伟大的事件，乃是使细小的
事件变得引人入胜。”为了让人物更加
真实饱满，作者用主人公的作品、书信
和日记剖析其复杂的情感和烦乱的思
绪，隐晦的留白和零星的信息埋下层层
伏笔；用“会议记录”和“处理决定”揭开
面具背后隐藏的人性，更加反衬出主人
公的纯真品性。用平凡日常的细节描

写把读者带入故事现场，以女性特有的
视角赋予人物个性化表达，于冷静客观
中塑造丰富的心灵脉络和情感过程，使
小说中的人物形象更富有生命张力。

小说的故事情节算不上波澜起伏，
却如一泓清泉，在缓缓流淌中荡涤读者
的思绪。特别是在小说结尾，多年以
后，文清丽以师姐和作者的双重身份
走进汪哲的家里，看到汪哲与同学的
青春合影，一曲《绒花》中两人潸然泪
下。“世上有朵美丽的花，那是青春吐
芳华……”那是一种青春的怀念，是过
尽千帆后的眷恋，留下的余韵悠长，仿
佛能触摸到岁月的质感，审视流年中那
些不曾忘却的灵魂。

于岁月流变中审视灵魂
——长篇小说《爱情底片》读后

■夏董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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