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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队的老兵都知道，厉志和排长
不对付，顶着。

这说来话长。来到部队的第三
天，厉志就被排长孙武批评了。新兵
集合，厉志的帽子戴歪了，值班员孙武
愣是在几十个新兵里，把厉志“提溜”
出来，让他回到军容镜前重新戴一
次。厉志很不情愿地照做了。孙武
说，想从地方青年转变为合格军人，先
要从军容严整开始。

厉志的脸红到了脖子根儿，嘴上
不敢说，心里却嘀咕：“哼，不就是帽子
戴歪了吗？有什么大不了的！”

厉志见孙武膀大腰圆，说话、喊口
号的声音都很大，跟他经常听到的从
基地传来的炮弹爆炸声一样响，于是
在心里把孙武叫作“孙大炮”。

新兵下连，厉志分到了一连二排，
让他没有想到的是，排长竟然就是批
评他的那个“孙大炮”。排务会后，“孙
大炮”把新兵们单独留下，自我介绍说
他叫孙武，和写《孙子兵法》那个百战
百胜的孙武同音同字。厉志不屑地
想：“还百战百胜，先胜了我再说。”孙
武说：“以前有兵背地里叫我‘孙大
炮’，叫就叫吧，大炮有什么不好，革命
战争就是在炮火硝烟的洗礼中取得了
胜利，要是我这个大炮能够带领你们
这群小炮发发命中，我还求之不得
呢。”厉志觉得孙武是在往自己脸上贴
金。

点名点到厉志，孙武一看，说：“是
你啊，还记得我吗，咱俩也算是不打不
相识。厉志这个名字好啊，现在励志
正是时候，可要是光励志不付出行动
也白扯。”其他新兵齐刷刷地看着厉
志，厉志偷偷拿白眼珠子瞪了一下笑
呵呵的“孙大炮”。

厉志想学炮长专业，可孙武偏让
他学炮手专业。而炮手专业的教员
正是孙武，说实在的，厉志心里挺别
扭的，咋就逃不出“孙大炮”的五指山
呢。厉志很努力，目标判定、射击定
向……每个课目都练得有板有眼。
他看得出，孙武看他的眼神是满意的，
这让他有几分得意。半年考核，厉志
拿了个全连第三。孙武找他谈话，说
他有点成绩就要翘尾巴，这样下去，再
想进步恐怕很难。厉志不服，发誓非
要拿个第一让孙武看看。

年终考核，厉志果然拿了个第
一。宣布成绩的时候，他在队列里得
意地看着孙武，那神情分明写着“这回
看你还说啥”。孙武讲评厉志的时候
只说了一句“还不错，看下一次的”便
没了下文，反而对这次考核稍有进步
的李华和刘辉大加表扬。厉志认定孙
武对自己有成见。

第二天，厉志打扫食堂卫生时，漏
扫了孙武凳子下的饭粒儿，被孙武狠
狠地批评了一顿。厉志梗着脖子：“不
就是个饭粒子嘛，有什么大不了的，小
题大做！”孙武拉着脸说：“该做好的事
情没有做好，就是责任心欠缺的表现，
这个坏习惯不改，将来成不了大事。”
厉志听了，心头的火气就像马上要爆
炸的炮弹一样：“行，我们走着瞧。”

厉志清晰地记得孙武说过的话：
任何人都没有天生的坚强，想成功就
要在阵痛中成长。为了不让孙武抓到
小辫子，厉志做事更加认真，争取不出
差错，训练也更加刻苦。可谁知再次
考核时，厉志发挥失常，成绩一般。

马失前蹄，厉志很难过。孙武说：
“你要是真励志，真有种，就再考个全
连第一给我看看，那才叫实力！”厉志

把牙咬得咯咯响，暗暗地说：“考就考，
我不但要考全连第一，我还要拿全旅
第一呢！”

可没等厉志拿到第一，排长就换
了。厉志心里有几分庆幸，但孙武说
过的每句话都深深地烙在了他心里。

两年后，厉志参加集团军炮兵专
业比武，取得了第一的好成绩。拿到
奖牌和证书，厉志第一个想告诉的人
就是孙武。听说孙武转业的消息后，
厉志有些惊讶。但他还是决定找到孙
武，要用事实证明自己是能成大事的
主。

一番打听，厉志找到了孙武的
家。在摆放着奖杯奖牌和炮弹模型的
一个房间里，厉志见到了孙武——他
依旧穿着军装，依旧是有一番话要对
厉志说的样子，只是他在一个镜框里，
一个钉在墙上包着黑纱的镜框。

厉志心里猛地一震，鼻子一酸，不
知该说什么，只听嫂子说：“他意外发
现自己得了大病，当知道很难治好后，
也没有向部队汇报，而是在年底申请
了转业。”厉志有些不解，突然想起去
年旅里费了牛劲才安置了一名伤残人
员。

“他不想给组织添麻烦。他在病
床上说得最多的一个兵就是你，说你
有思想、有个性，说他如何看好你、又
如何激将你……他还说他有预感，你
一定会来看他的。可惜他没等到这一
天……”说着，嫂子拿出一个笔记本，

“这是他让我转交给你的……”
厉志接过笔记本，一页页仔细地

翻看。他红着眼圈，眼泪吧嗒吧嗒地
打在手臂上……厉志把自己的奖牌和
证书端端正正地放在镜框前，缓缓举
起了右手。

返营路上，厉志把笔记本紧紧地
捧在胸前，生怕丢了。他仿佛听到隆
隆的炮声和营区内响亮的呼号声，那
声音和笔记本扉页上的6个字让他久
久不能平静：厉志成长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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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现我党我军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的

作品，如何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守卫属
于自己的一席之地？这是我们眼下影视
剧创作不得不思考的问题。人们一般会
认为，这类作品有慷慨悲歌，有高亢激
越，有昂扬的革命情怀，这种说法无疑是
正确的。但是，如何运用革命浪漫主义
手法使其更具有浓郁的生活韵味，让观
众愿看爱看，同样是文化多元化的当下
必须重视的问题。

纵观一个时期以来的影视创作，我
们看到一个非常可喜的现象，那就是在
创作中越来越注重浪漫主义手法的运
用，从而给重大革命历史题材作品增添
了很大的感召力。观众看到，作品中那
些老一辈革命家和英雄们，不仅仅是富
有家国情怀和理想的革命者，其爱情、
亲情、友情等故事同样感人肺腑。比
如，电视剧《永远的战友》之所以反响强
烈，主要是因为其中所营造的浪漫格调
和色彩。这部作品以革命家邓颖超的
情感为主线，写出了一系列感人的故事：
与周恩来的夫妻情、与孙维世的母女情、
与陈铁军的姐妹情、与李硕勋等革命英
烈的战友情、与保育院孤儿们的母子情，
等等。这些情感故事，都写得生动而真
实。这部作品无疑是“伟人小事”的叙事
风格，与过去“伟人大事”的叙事明显不
同。它没有写革命史的大波涛，只写革

命史的小浪花。在周恩来与邓颖超的
爱情世界里，我们看到的是为了理想事
业的英勇奋斗，看到的是相互体贴和鼓
励，往往一个拥抱，就能透视革命家内心
深处的温柔世界。陈铁军与周文雍的刑
场婚礼，虽然是多次呈现过的故事，但
《永远的战友》把革命浪漫主义与现实实
现了更高层次的完美结合，因而浪漫中
更显庄严与神圣。作品的人物动作与
台词催人泪下，革命爱情令人一唱三
叹。这在以往的革命历史题材剧创作
中是鲜见的。

同样，在表现战友情方面，电影《古
田军号》把革命浪漫主义手法运用得极
其充分。作品毫不回避毛泽东与朱德关
于革命道路和红军发展方向的争论，直
面朱毛之间的分歧，为了寻找正确的方
向和道路，两人可以拍案而起，可以吵得
天翻地覆，但是目标明确——为了革命
大业。正因为如此，他们的战友情谊也
表现得入木三分、感人至深。特别是最
后两人分别时，朱德特意送给毛泽东一
件羊皮褥子，演员以无声胜有声的出色
表演，把两个战友之间的生死友谊逼真
再现于银幕。画面里还有一个非常精彩
的特写镜头，朱德在离开闽西的时候，手
里突然高举一个系着红绸的舞龙板凳，
这样颇具浪漫色彩的艺术设计具有多重
意义。它既是古田会议朱德用过的板
凳、是倾听毛泽东报告并且与毛泽东辩
论理论是非坐过的板凳，又是红军融入
闽西文化受到百姓热烈拥护、在舞龙时
用过的物件，这就成为一种象征，有了丰
富的思想内涵。这样一个农家板凳的特

写反复出现，虽然没有台词，却把革命理
想和战友情谊叙述得淋漓尽致。

电影《红星照耀中国》的故事讲述，
也借助了革命浪漫主义手法。徐海东为
革命牺牲66位亲人，编导运用感人的细
节和表情，把人物的内心世界刻画得形
象生动，表达出徐海东的悲痛愤恨以及
革命意志的无比坚定，令人深深感动。
为什么美国记者斯诺在经过较长时间访
问之后，得出“中国的希望在延安”的结
论？就在于他在延安看到共产党和红军
领袖们是如何与老百姓融为一体，如何
与普通士兵一样过着艰苦生活。他们住
窑洞，穿补丁衣服，却在思考天下百姓的
翻身解放。无论革命多么艰苦，遭遇多
么大的挫折和牺牲，共产党人那种对革
命坚定不移的意志和情怀，深深感染和
影响着斯诺。因此在了解无数感人的故
事之后，他认为这是一个有理想、有信仰
的党，中国革命的最后胜利，必将会属于
这样的共产党人。

革命历史题材影视作品要创出一条
新路来，必须重视浪漫主义手法的运
用。应该说，许多作品都有意在做这样
的探索。比如电视剧《伟大的转折》中，
有一段关于四渡赤水贺子珍负伤的情
节。红军奔袭云南，渡河之后，突遇敌机
轰炸，贺子珍全身17处中弹。她苏醒后
对赶来的毛泽民说：“主席在指挥作战，
不要告诉他，不要分他的心。把我寄在
老乡家吧。将来革命胜利了，我们再相
见吧！”毛泽东闻讯后跃马赶到，贺子珍
在担架上握着他的手说：“主席，把我留
下，你们前进吧！”毛泽东默然无语，抬起

担架，决绝地向前走去……这些描写，都
极具革命英雄主义的浪漫色彩，为革命
历史题材剧的创作增添了崭新的表现手
段。

但是，在革命历史题材剧的创作实
践中，我们常常遇到另外一些问题。比
如一个题材重大、思想深刻、内容精湛的
作品，在观众中往往得不到应有的呼
应。有人直截了当，说现在进电影院的
多为年轻人，年轻人不喜欢这类题材。
我以为这只说到了问题的一个方面，长
期以来，我们无限夸大了影视的娱乐功
能，久而久之就形成一个观念：有思想的
作品没市场。一些追韩哈日的作品、一
些照搬好莱坞模式的东西，已经改变了
青年观众的口味。

不过从另一个角度分析，革命历史
题材作品确实有需适应当下社会、艺术
再提高的问题。怎样适应当下的审美，
怎样在争取青年观众中取得更大主动，
这是我们必须思考的。前边提到的一批
作品在浪漫主义手法的运用上，就是主
动作为的一种表现。如果认为自己的作
品是革命历史题材便在制作上不讲究，
放弃了高标准，简单地用思想性替代艺
术性，那只会远离观众。一个时期以来，
注重革命浪漫主义在重大革命历史题材
剧中的表达，就是创作中的有益探索。
生活永远都是丰富多彩的，永远都是产
生优秀作品的沃土。在创作中毫不动摇
地坚守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自信，尊重
历史，艺术地去表现历史，为时代奉献更
多经典之作，这是广大文艺工作者的责
任与使命。

革命浪漫主义的文艺魅力
——谈谈革命历史题材影视作品中的浪漫主义表达

■陈先义

“两岸的豆麦和河底的水草所发散
出来的清香，夹杂在水气中扑面的吹
来；月色便朦胧在这水气里。”奶奶嗓音
沙哑，熟悉地吟诵着《社戏》的片段。儿
时，我爱猫在奶奶怀里，一起翻阅《语
文》课本。书页里清爽的气息，含着豆
麦蕴藻之香，沁透岁月的静谧。

奶奶当过炊事兵，退伍后在村里当
了语文老师。在我看来，她实在是这世
上能将食物和《语文》课本结合得最妙
的人。单是封皮上“语文”那两个线条
纵横的大字，我们就争论个不休。我说
像排骨和油条，她说像柳条扑棱棱的菜
篮子。也难怪，我们最爱评说课本里那
些勾人味蕾的吃食。

听奶奶讲百草园里紫红的桑椹，
呀，小时候听得双眼发直。《落花生》里
的花生，《故乡的烤红薯》里红薯一端冒
出的酱色糖浆，经奶奶绘声绘色地一
讲，怎个妙字了得！我们一起画杨桃腌
萝卜，也在月夜掘蚯蚓钓河虾，更精心
制作冰心笔下的小橘灯……

与奶奶相伴的乡下生活，因为《语
文》而酸酸甜甜。《故乡的杨梅》酸倒了
奶奶的牙，没事，《井》里的每滴水都清
甜。尤其是奶奶讲到凉凉的井水再浸

上红红的李子，咬起来又甜又脆，我心
里仿佛住了个夏天，夏风习习直吹心
底。

与课文《柳叶儿》里做菜包子相似，
奶奶爱用柳叶儿烙饼，我看落日也像

“一个大樱桃，鲜红鲜红，全是肉做
的”。那时，奶奶在锅灶前还忙些啥？
哦，榆钱饭加老腌汤，拌荠菜再使劲放
些小葱酱油！

不瞒大家，我“觊觎”过北大荒的
“棒打狍子瓢舀鱼”，这厢奶奶已盛出一
碗碗喷香的阳春面；我沉醉于荔枝蜜的
浆液甘甜，她已买来一瓷罐稠黄的桂花
蜜；我大嚼着她炒的五香蚕豆，她偏要
固执地称其为罗汉豆；我为她大声朗读
过《槐乡五月》，她在槐花树下笑弯了
眼。“吃咸的，浇上麻油、蒜泥、陈醋；吃
甜的，撒上炒芝麻、拌上槐花蜜。”3年
级的那碗槐花饭，能惦记十几年。那年
的4月，我就看院里的那棵槐树何时开
花，趁奶奶不留意，真摘了一把槐花塞
嘴里。

你看，课本里的食物，奶奶都会想
尽办法做出来。而迟钝的我长大后，才
惊觉这便是乡情的味道。

潜移默化的“语文”味道下，是奶奶

无所不在的语文教育。
譬如，奶奶讲课文爱演绎，各个年

级《语文》课本里的故事都能融为一
炉。革命家陈毅以糍粑蘸墨水的专注，
列宁在狱中写字时把面包捏成墨水瓶
的乐观，都是奶奶教育我时百说不厌的
例子。

我问奶奶最喜欢的课文是哪篇，奶
奶回答“《金色的鱼钩》”。她抹着泪讲
红军老班长的故事，仿佛鱼汤和野菜汤
都蘸满泪水。许是当兵的情怀不曾褪
去，奶奶最爱讲课文里的革命故事。行
军草地上的青稞面，带着牙印的发黑的
牛膝骨，奶奶一说起来，话就收不住。
奶奶总说以前日子不好，她们行军时会
烙些饼在路上吃，那时没饮料卖，只能
喝面汤。故而读到课文里梁生宝喝面
汤时，她就忍不住叹气。

在奶奶的语文教育下，我长大了，
当兵了。

入伍那天，人头攒动。一个身形
佝偻的老人背着床单裹成的包袱，布
鞋底蹭着地面，挪着脚，无助地张望。
运兵车前的我心里悲戚不已——那是
奶奶！

奶奶面庞憔悴黄瘦，还特意带了副

老花镜——平时不服老的她从不戴，许
是这次怕在茫茫人群里找不到我吧。
我奔向奶奶，她赶紧颤巍巍地拆开包
袱，露出一提兜鸭蛋。奶奶的眼睛几乎
贴在鸭蛋上，为我费劲地剥着蛋皮。

“孙孙爱吃鸭蛋，家里的一瓷瓮我
全煮啦！还记得鸭蛋那篇课文么？”听
着奶奶的乡音，我默然点头。语文书刚
发下来那会儿，汪曾祺的《端午的鸭蛋》
我能读好几遍。

“筷子头一扎下去，吱——红油就
冒出来了。”奶奶不自觉地念出声，掉光
牙的口腔微张，漏风的话语分散在空气
中。我不禁泪眼蒙蒙。

“在部队大方些，好吃的要和战友
们分。课本上讲志愿军战士在抗美援
朝时，一个苹果大家也要分吃哩。”奶奶
边说边从包袱里摸出一兜柿饼，塞给了
我。不知怎的，我想起了《背影》，真切
地体味到包裹着亲情的橘子，为什么那
般五味杂陈却自有风味……

奶奶与《语文》书
■冯 斌

当安检门的警报声响起时
人们还是惊异于那块弹片在他身体里
飞行了三十年。事实上，弹片既不被
尘土接纳，也不被血肉消解
就真的是在飞行
在略高于大地的空中贴地飞行
在时光的加速器里失重飞行

三十年前
从一声巨响中逸出的一块弹片
呼啸着击中了他的肋骨一侧
并在他的身体里蛰伏了三十年
最初是如鲠在喉，后来是钝器
再后来是一只趋光的啮齿动物
一到阴雨天，就在他的骨头上磨牙
想从骨头上钻一个洞
沿着预定的路线，继续飞行。起初
他想把这只啮齿动物赶出来
但几年之后，就适应了这种痛
并愿意用自己的血肉喂养它
他相信这种痛
能把他从日常的烟火中提起
提到尖兵班的序列中
与在那场遭遇战中牺牲的战友
一起举杯畅谈，一起冲锋陷阵

多年之后，他相信弹片和他一样

也会变得苍老
变得行动迟缓、记忆模糊——
古老的敌意
在同为父母所赐的血肉之躯中
和解、惺惺相惜。就像他开始怀念
投出手榴弹的那个敌人。如果
没有被狙击手击中，现在应该也到了
儿孙绕膝的年龄。他真的想和他
再次相遇，在生与死的边境线
坐下来，喝一杯酒，聊一聊往事

三十年间
他带着愧疚之心
多次回访故地
那才是真正把他养育成人的故乡啊
而两国的边界线
在战火硝烟飘散之后，早已风烟俱净
但给后辈留下了壮烈的英雄史诗

一到那里，身体里的小兽
就会变得前所未有的温顺
温顺得如同
生长在烈士陵园里的一株蔷薇
一只穿行于生死两岸的鳟鱼
他还想继续喂养它
直到生命尽头的烈火
把它养成一柄带给死亡的鸣镝

啮齿动物
■雷晓宇

三 伏（中国画） 孔 紫作

最后一次，我来到哨位，
思绪宛如那起伏的海浪，
也许该想想明天的送别，
我却想起了第一次上岗……
也是这样皎洁的明月，

“咚咚”的心跳得激动又紧张；
一位即将离队的老兵，
交给我口令：“准备——打仗！”
交接完毕他并不离去，
久久地凝望着远方的灯光，
忽然，他紧紧摇住我的手：

“新同志，祖国在你肩上！”
霎时间，我仿佛长大，

像英雄一样挺起胸膛，
虽然才刚刚学会射击，
却自信，哨位就是铁壁铜墙！
五年了，多少次想起这位战友，
今夜，才真正理解他如火的心肠，
呵，夜风送来接岗的新兵，
老战友呵，咱俩的心情多么相像！

最后一次来到哨位
■刘忠全

夜晚 遭遇一把琵琶
雷霆和闪电 在弦上埋伏千年

指尖发出号令 划破夜空的寂静
瞬间 雨点追逐着雨点
战马追逐着战马
呐喊追逐着呐喊
十万芦荻被秋风重重围困

不是愁绪
不是悲歌
走不出壮烈的情怀
最后 让剑光浇灌如血的花朵
世间总有一些事物重于生死

青铜的音符 纵身跳下悬崖
奔流的江水猛然停顿了一下

十面埋伏
■顾中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