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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瓣心香一瓣心香

短笛新韵短笛新韵

“说句心里话，我也想家，家中的老
妈妈，已是满头白发……”词作家石顺义
在《说句心里话》这首歌词中，很好地体
现了当代军人内心的刚与柔，架起了军
人与亲人交心对话的桥梁，表达了为大
家舍小家的博大情怀，使军人形象更加
丰满真实。可谁知晓，这首歌词看似偶
得之作，实则是石顺义内心酝酿多年的
作品。

自从1979年调入空政文工团后，石
顺义一直尝试对当代军人的责任和担当
进行多方面、深层次的开拓，努力对他们
真实的内心世界与梦想渴望进行深入地
发掘与表现。他说，自己当兵之初，每次
想家的时候都想哭。然而，指导员问战
士们是否想家时，大家都斩钉截铁地大
声回答：“不想！”连问了好几遍，终于有
名小战士怯怯地说：“想家。”

石顺义当过战士、班长、排长，熟悉
基层连队的生活，了解普通官兵的内心
世界，为他的歌词创作打下坚实根基。
《说句心里话》这首歌，扎根于生活，来源
于生活，试图通过最质朴、最真实、最深
情的话语，说出战士们的心里话。

1987年，阎维文在全军第五届文艺
汇演上首唱由石顺义作词、士心作曲的
《说句心里话》。30多年来，这首歌伴随
阎维文去过无数座军营和边防哨卡。
2011年 3月，阎维文去南沙群岛慰问演
出。在那里，有两件事让他终生难忘：一
次是他在永暑礁为一名正在执勤、不能
观看演出的战士唱歌，当唱到“你不扛
枪，我不扛枪，谁保卫咱妈妈，谁来保卫
她”时，这名战友紧握钢枪，黝黑的脸上
挂满泪水。还有一天夜晚，阎维文和慰
问团成员刚刚回到舰上，准备休息。这
时，附近东海舰队的战友们听说阎维文
等老师都在，迅速将舰艇靠了过来。慰
问团立刻决定，为战友们加演一场。对
面的探照灯照向阎维文，慰问团的高音
喇叭冲着对面的船舷。那一夜，两艘军
舰在此起彼伏的颠簸当中，“你不站岗，
我不站岗，谁保卫咱祖国，谁来保卫家”
的歌声和战友们忘情的呼喊声响彻茫茫
夜空，成了阎维文珍藏的回忆。

石顺义的歌词源自他灵魂的律动，

文字便是他情感的韵脚。无论是“夜深
人静的时候，是想家的时候”（《想家的时
候》作词石顺义、作曲孟庆云），还是“风
平浪静的时候，你不会认识我”（《军人本
色》作词石顺义、作曲桑楠）；无论是“老
祖宗留下一句话，家和万事兴”（《家和万
事兴》作词石顺义、作曲刘青），还是“金
杯银杯不如咱老百姓的口碑，金奖银奖
不如咱老百姓的夸奖”（《口碑》作词石顺
义，作曲杨青山），这些看似朴实直白的
词句，渗透着一个词作家的深厚功底，触
及听众的柔软内心和精神高地。时代变
了，但人有不变的品质，心灵有不变的跳
动，情感有不变的温度。石顺义适应人
民欣赏需求，使得那些朴实无华、充满泥
土馨香的作品，拥有了众多听众，这皆缘
于他在作品中注入了真情。已故作曲家
士心曾言，石顺义笔下所流露出的是心
里话、真情话，它表达了广大指战员朴素
而崇高的内心世界。

石顺义的文学生涯始于写诗。“凌霄
羽毛原无力，坠地金石自有声。”这句诗
坛泰斗臧克家先生的亲笔手书，多年来
一直悬挂在石顺义家的客厅，被他奉为
座右铭。他说，歌词是用诗心去吻合音
乐，用真情去拥抱生活。歌词创作要依
生活行文、靠感情造句，凭玩弄语言游
戏、搭文字积木，靠几招花拳绣腿以掩饰
生活的贫乏，终究是不可取的。一首歌
能否唱响，要看音乐；能不能跨越时代长
久流传，关键在于歌词是否有“根”，要有
感而发，不能写无病呻吟的东西。石顺
义的作品之所以有生命力，盖缘于他深
深地扎根在军营这片土壤。只有熔炼军
人情感、汲取军人气概，才能写出无愧于
军队、无愧于时代的优秀作品。

石顺义不善言谈，不凑热闹，不爱上
镜头，一辈子就信奉脚踏实地、少说多
干。天道酬勤，更酬真诚。从1973年发
表作品至今，著有《太阳的手》《我是一棵
树》《石顺义歌词选》等多部歌词集，歌词
1000余首，小说、散文、歌剧剧本30余篇
（部），多次荣获“五个一工程”奖等军内
外奖项。作为一名军旅文艺工作者，石
顺义为人民军队特别是身处的飞翔军种
写下很多歌曲。《我们的天空》《空军人》

《空降兵进行曲》《机场的小路》等，经久
传唱。在他的歌词中，总是体现着浓浓
的兵味，流露出对战士的一片深情。诸
如“有一群人，是男人中挑选出的男人”
（《空军人》作词石顺义、作曲沈丹），“憨
憨地一笑多少情意，你就像一片泥土沉
默不语”（《我的士兵兄弟》作词石顺义、
作曲臧云飞），“春色更浓，军衣更绿，小
雨把我和春天溶在一起”（《唰啦啦下起
小雨》作词石顺义、作曲士心）等，俯拾皆
是。

一个民族需要英雄精神的引领，英
雄品质需要歌颂、尊崇和铭记。曾经有
人认为，和平年代，流血牺牲相对少了，
英雄也距离人们越来越远了，甚至很多
年轻人盲目追星。作为军人的石顺义看
在眼里，忧在心中，写下了“白鸽飞舞的
年代，你不会认识我，我的名字没有明星
们显赫。硝烟散尽的日子，你不会留心
我，我的故事或许会被歌声淹没”。他没
有停止思考，而是执着地追寻英雄品质，
继而才有“你不认识我，我也不寂寞。你
不熟悉我，我也还是我。假如一天风雨
来，风雨中会显出我军人的本色”（《军人
本色》）等句子。奇思妙想，小切口中他做
出了大文章。近几年，喜欢听《军人本色》
的人越来越多，网络点击率节节攀升。英
雄不仅是普通百姓的向往与敬仰，更是
众多军人的进行曲，激励着他们不断向
前。这是一种呼唤，更是一种情怀。

“创作任何一部作品，都要从小角度
进入，但是要落在大主题上。”石顺义说，
主旋律也要有人性的情怀，越是通过个
人情感写到国家，越会让人觉得真实。
好的作品是迸出来的，不是挤出来的，有
感而发的作品才有成功的可能。说起
《父老乡亲》的创作，他至今激动不已。

20世纪90年代初的一个晚上，石顺
义下班回家，妻子说有个陌生人捎来了
几斤绿豆小米，连杯水都没喝就走了，甚
至连名字也没有留下。来人只说这是家
乡的特产，养人。望着那打满补丁的粗
布口袋，石顺义明白了，这是某个一直没
有忘记自己、却被自己淡忘了的乡亲送
来的。

石顺义从小生长在农村，老百姓那
勤劳善良、朴实憨厚的形象深深地刻在
他的心里。在那个物质生活极端贫乏的
年代，留下了很多温暖的记忆。入伍后，
部队也一直驻守农村。他们当时从河北
移防至山西，刚开始没有营房，一个连队
住在一个村庄，一个班住在一户老乡家

中。野营路上，乡亲们把烧好火炕的房
子让给部队，把家中仅有的几斤白面给
战士们包水饺。一次，石顺义得了一场
大病，大妈像慈母般守候在他身旁，为了
给他补身体，还杀了家里正在下蛋的老
母鸡熬汤。

石顺义说：“当年是乡亲们用无私的
爱养育了我们，无论身份如何变换，都不
能忘记含辛茹苦把自己养大的普通农民
和平凡百姓。以此引申，由小到大，我们
党、我们这支军队、我们这个国家乃至整
个社会都不能忘记生命和生存的根本。”
在构思《父老乡亲》歌词的过程中，每当
想到这些，泪水便会从他的眼眶悄然洒
落。那些往事中有他成长的脚印，也有
他泪光点亮的亲情。于是，一串串真挚
的词语从心间缓缓流淌：“我生在一个小
山村，那里有我的父老乡亲，胡子里长满
故事，憨笑中埋着乡音……”

王锡仁看到这首歌词后赞叹不已，
这位以写歌剧《红珊瑚》而闻名乐坛的老
作曲家，为歌词中所蕴含的那种深厚的
乡土情怀所感动。他从这首神形俱佳的
歌词中看到了家乡的山山水水，听到了
亲人遥远的呼唤，想到了父老乡亲们对
自己的种种恩情，一种强烈的感情共鸣
使他们二人的词曲完美地融合在一起。
因为有爱才有情，因为有情才有歌。石
顺义说，他相信这首从骨子里流淌出来
的作品能感动自己，也一定能感动别
人。这部作品语言形式平易、亲切，思想
内涵质朴、厚重，多年来广为传唱。尤其
是歌词末尾的那句点睛之笔“树高千尺，
也忘不了根”，更是表达出亿万人内心真
挚的情愫。

战士自有战士的情，战士自有战士
的爱，踏踏实实地说出战士的心里话，是
石顺义对自己一贯的要求。这些年，石
顺义说不清自己得到多少荣誉和奖励，
然而，他把那厚厚的一叠获奖证书压在
箱底，把战士的挚爱藏在心灵深处。有
一次，他到某部体验生活，正在操课休息
的战士得知他就是《说句心里话》的作者
时，纷纷朝他围拢过来。有人掏出手绢
请他签字，有人伸出手臂拉他合影……
他珍视战士们的这份真情，他说，这是自
己荣获的最高荣誉。

作为共和国同龄人，刚满70周岁的
石顺义说：“一个作家要坐得住，不浮躁，
才能努力去创作习主席讲的‘高峰之
作’。不忘初心，继续前进，我还要再写
70年！”

说出战士的心里话
■赵广砚

2019年 9月 22日，我和夫人利用
休假上了老山，以了却我心中那份挂
念，并带去一个广西边防老兵对捍卫
和守卫老山的战友们的崇敬和怀念。

老山位于云南省文山州麻栗坡县
天保镇驻地船头村以西边境线上，主
峰海拔1422.2米，是边境的咽喉要道，
战略位置十分重要。

从麻栗坡县城到老山主峰 53公
里盘山路，尽管我们有减震性能良好
的坐骑，也丝毫抵挡不住九曲十八弯
的颠簸，一个多小时的车程，10多年
没有晕过车的夫人忍不住下车吐了两
次。到了驻守连队门口，壁照上刻的

“戍边模范连”5个大字映入眼帘，顿
时让我肃然起敬。赵文玄指导员带着
两名排长和军医在大门口热情地迎接
我们。

我们先开车到“老山军魂”雕像广
场参观。这个广场原来也是山峰，在
老山战役中被炮火削低了两米多，战
后被平整成了广场。雕像以老山主攻
团突击队队长、118团5连副连长张大
权为原型塑造。1984年 4月 28日，在
夺取制高点时，遭到敌强大火力阻击，
部队伤亡很大。突击队队长张大权身
上已有 3处重伤，他把被子弹打穿腹
部而流出体外的肠子盘起来，坚持指
挥剩下的20多名战士向制高点冲锋，
自己毙敌 4名，第一个攻上去并将军
旗插上老山主峰，被暗堡里的敌人一
梭子弹击中头部和右腿，壮烈牺牲，中
央军委追授其“战斗英雄”荣誉称号。

我们在张大权烈士的雕像前，把
从麻栗坡县城买来的香烛和鞭炮点
燃，虔诚地三鞠躬，以此表达对英雄的
敬仰之情。

穿过雕像后面的老山战斗展览
馆，沿着象征争夺主峰牺牲将士人数
的 223级台阶拾级而上，来到镌刻着

“老山精神万岁”几个大字的主峰纪念
碑前。主峰有一哨所，山顶建起了一
个可以360度通视的观察所。当天万
里无云，可以一览整个老山全貌，连绵
起伏的山峰，陡峭的崖壁，茂密的植
被，这一重要的军事要点，确实是一夫
当关、万夫莫开。

在主峰碑旁边，有一块孙毅老将
军题写的“理解万岁”的石碑，还有一
块反映老山精神核心“艰苦奋斗、无私
奉献”的石碑镶嵌在堑壕的墙上。
1985年 5月，共青团中央和总政组织
部组织“保边疆献青春”演讲报告团，
在与北京师范大学师生座谈中，大学
毕业后入伍、经过军校一年训练直接
上战场的报告团成员、三等功臣刘勇，
感到当代大学生需要被理解，更需要
学会理解。报告后，他在一名同学的
签名本上写下“理解万岁”几个字。随
着报告团的全国巡讲，“理解万岁”架
起了军地青年深刻理解和沟通的桥
梁，也成为改革开放以来最响亮的口
号之一。1990年，孙毅将军挥毫“理
解万岁”赠送给刘勇。不同时代的两
代军人，共同用青春和热血诠释着军
人的牺牲奉献。以爱国主义和革命英
雄主义为核心的“艰苦奋斗、无私奉
献”的老山精神，和“为人民甘愿吃亏、
乐于吃苦、勇于献身”的法卡山精神等
一起，永远铭刻在民族的丰碑上。

离开主峰，经过一段有着大小不
同猫耳洞的堑壕，看到“甘洒热血守边
疆，誓与阵地共存亡”“一人辛苦万人
甜，一家不圆万家圆”“大洞小洞猫耳
洞洞洞藏龙卧虎，步枪机枪冲锋枪枪
枪怒火满膛”等充满革命英雄主义和
浪漫主义的对联，让我仿佛又回到当
年边防战斗的青春岁月。

下到“老山军魂”雕像广场。广场
一侧依山而立的“军歌石林”，每一块
石碑雕刻着一首军歌，《再见吧妈妈》
《血染的风采》《小草》《我爱老山兰》
《十五的月亮》《望星空》《热血颂》《两

地书?母子情》等都是当年风靡全国的
歌曲。1985年春节联欢晚会上，失去
双眼戴着墨镜的战斗英雄史光柱唱的
《小草》，和失去一条腿坐着轮椅的大
学生排长、一等功臣徐良唱的《血染的
风采》，曾让亿万华夏儿女泪湿衣襟热
血沸腾。我仿佛听到，一群艺术家永
不停歇地演唱着这些歌曲，和长眠这
里的战友们一起祝福祖国、思念亲人、
怀念战友，歌唱战斗的青春。也提醒
每一个到这里的人：哪有什么岁月静
好，只不过是有无数军人在牺牲奉献。

“首长，请喝一杯老山茶！”一名战
士端来一杯清茶。赵指导员介绍，老
山山高林密雾大湿气重，有三分之一
的天气是云雾缭绕，终年泉水不断，因
此，这里的茶有种特别的味道，到老山
的人都要来一碗老山茶，除了解渴去
乏，也是从茶香里寻找老山精神。我
端起冒着热气的老山茶细细品味，碧
绿清亮的汤，入口苦涩，含一会儿清
香，吞进去后久久回甘，这不正是先苦
后甘、苦中有乐的老山精神吗？

不觉天近暮色，已是连队开饭时
间，我们请求在连队与官兵共进晚
餐。赵指导员临时调整把我们安排到
连部桌，六菜一汤的伙食，大家吃得津
津有味。临走时，我交给连长1000元
钱算是伙食费，连长死活不肯要，推了
半天，我怕他们为难，就说这算是一个
守卫法卡山的老兵给守卫老山的战友
们的一点心意，给大家买几只鸡加个
菜。

天已变暗，车下到书写着“不忘昨
天干好今天展望明天，热爱老山建设
老山守卫老山”对联和“祖国知道我”
横批的连队拱门前，我停车专门留了
影。晚上住在原老山边防团团部，现
在的麻栗坡会谈会晤站。

第二天早餐后，在会谈会晤站同
志引导下，我们来到麻栗坡烈士陵园
祭拜。陵园依山而建，墓碑呈梯状排
布，安息着在扣林山、老山、八里河东
山等战斗中牺牲的900多位烈士。这
是英雄灵魂的方阵，一座座墓碑就像
一个个整装待发的战士，时刻准备听
从祖国的召唤！我不禁想起 19岁的
烈士王建川当年在战场上写给母亲的
诗：“放心吧妈妈，我已经懂得了‘战
士’的含义……战士的决心早已溶进
枪膛里，为了祖国不惜血染战旗。”

匆匆老山行，永铸铁血魂；同为守
边人，无悔献青春。

铁
血
魂

■
谈
汪
洋

在新中国成立 70周年的庆典中，
电影《决胜时刻》为节日的北京平添了
热烈而喜庆的气氛。作品通过 1949年
开国大典前夕在中国大地上发生的激
荡人心的故事，把人们的思绪一下子带
回到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让人们倍感
中国革命胜利的来之不易，从而更加真
诚地热爱我们的党、热爱我们的国家、
热爱我们的军队、热爱我们的人民，也
更加坚定我们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
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

作为革命历史题材的宏大叙事作
品，怎样写出新意来？怎么提升作品品
质？这是摆在作家艺术家面前一个比
较突出的问题。领袖人物形象塑造是
关键，其核心是艺术形态的领袖人物怎
么完成由形似到神似的转变。

苏联在列宁逝世以后，对列宁的银
幕形象塑造一直摸索了 15年，直到
1939年电影《列宁在 1918》的问世，才
真正完成了一个不仅形似而且神似的
列宁形象。演员古月最初饰演毛泽东，
只是形似的探索阶段。到了唐国强在
《长征》中对毛泽东形象的塑造，才真正
完成了由形似到神似的艺术再现。其
实，在《决胜时刻》中，不论是扮演毛泽
东的唐国强，还是扮演周恩来的刘劲，
对领袖人物的塑造都有新的跨越：那就

是艺术家在作品中努力探索人物的内
心世界，用心表现人物的性格特征，极
力避免人物形象的碎片化。影片中，毛
泽东或慷慨激昂，或娓娓道来，领袖的
睿智和胆魄、战略家的特有气质表现得
淋漓尽致。

三大战役之后的国共和谈，是和平
解决中国命运和民族前途问题的最后
一线希望。和谈破裂，则归于国民党反
动派希望帝国主义干涉中国内政的破
产。在表现国共和谈的画面中，国民党
和谈代表团首席代表张治中席间忽然
冒出一句话：“国共之争是兄弟之争
嘛！”周恩来当即拍案而起，严正怒斥：

“这是革命与反革命之争嘛！你们难道
像兄弟一样对待我们吗？你们国民党
从 1927年算起，杀了成千上万的共产

党人，这笔账人民是要清算的！”
这是有据可查的历史，也是第一

次如此真实地再现于银幕。周恩来这
些掷地有声的话语，真正反映了国共
两党斗争的实质。像这样的细节和对
话，是这部电影最能引发人们思考的
部分。

电影《决胜时刻》把普通小人物的
命运与重大题材叙事有机地融为一
体。作品在紧张刺激的反特战、百万雄
师过大江、与国民党唇枪舌剑的谈判等
一系列宏大事件中，非常巧妙地植入了
毛泽东的警卫队长陈有富、16岁的小
卫士田二桥以及新华电台播音员孟予
这 3个青年人的故事。他们与毛泽东
互动的细节，给整部作品增色不少。其
中，毛泽东为警卫队长陈有富和播音员

孟予的恋爱牵线搭桥的情节，毛泽东批
准田二桥回乡探亲的片段，以及毛泽东
看着田二桥带血的遗书潸然泪下的画
面，都使作品产生了非常强烈的震撼
力。

如何在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影片创
作中挖掘领袖人物的丰富情感，如何表
现领袖人物与人民之间水乳交融的情
感关系，《决胜时刻》开辟了一个全新的
视野。

当然，这部影片也不是尽善尽美。
比如关于毛岸英这个人物，缺少必要的
故事细节；任弼时小提琴独奏可以不用
西洋音乐，等等。但《决胜时刻》依然称
得上是一部具有开拓创新意义的优秀
作品，也将成为纪念新中国成立 70周
年的文化记忆。

宏大叙事艺术的突破
——评新中国成立70周年献礼电影《决胜时刻》

■陈先义

在边关的界碑前
我以一个军人的名义
铺展蓝天为笺
写一封铁骨铮铮的信
与一朵守望的云彩

五月是边关的春天
那些穿行在山涧河谷的战友
把每一个姿势都放得很轻
很轻 从天空落下的翅膀
惊起五月 一夜槐花的喧闹
或看云彩起舞 潮起潮落

与云彩亲近 丰满的琴声
让我无法闭目去怀想
一段青春的剪影和如火的岁月
只闻到她娇媚动感的体香
纷纷掉在地上的花朵
都是云彩庄严的誓言

每一朵云彩都是边关的雨
谁屹立前沿哨所 护卫昨夜松月
谁站在澜沧江畔 看帆影欢歌
谁又在一米柔波里披上了
绿荷花香 风不说
鸟儿也不告诉我

在我的眼里 所有的云彩
都是边关的手语
满地花瓣不需要人懂
和平的天空 举着白云
也举着一个军人的光阴和梦想
与我心中那一缕甜蜜的乡愁

你在清晨递我青花杯
我把一杯普洱饮成温柔黄昏
在边关的背影里想些过去的心事
当一匹月光从奇峰上流下
界碑身边的那朵云彩
是我窗前那盏如虹的灯……

在边关，守望一朵云彩
■许 星

生命的支撑（中国画） 苗再新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