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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笛新韵短笛新韵

电影作为一种视觉艺术形式，自诞
生以来一直就是中外状摹英雄形象和传
承英雄情结的重要载体。在新中国成立
以来的电影艺术创作历程中，英雄形象
的塑造和表达始终作为主流意识形态
跃动在银幕上，对其流光溢彩、气象万
千的发展道路进行回首、检视与反思，
将对我国未来英雄题材电影创作的演
进和提升，提供必要的思想启发和艺术
镜鉴。

一部英雄发展史，就是一部民族精
神成长史。1949年以降，伴随社会主义
制度在华夏大地生根拔节，我国亿万群
众的价值观发生深刻变迁，与之相适应，
新的审美观也逐步树立，游手好闲的富
家公子和花枝招展的豪门闺秀遭到人们
的藐视和鄙弃，而勤笃勇毅、善良淳朴的
普通劳动者成为人们褒扬和推崇的对
象。此时的观众已不再是解放前高踞于
城市中上层的达官显贵和小市民，而是
战斗和劳作在城乡不同战线的数以亿计
的共产党人和劳动群众，由衷祈盼在银
幕上索求中国革命趋向成功的内在因
由，真诚希望从电影中获取生活生存的
根本支撑，深切期冀通过电影提高自身
思想素养和文化素质。

在这种呼唤英雄主义情怀的特殊历
史语境中，《野火春风斗古城》《烈火金
刚》《平原作战》《战火中的青春》《林海雪
原》《烈火中永生》《暴风骤雨》《红旗谱》
等电影应运而生，并成功塑造了赵勇刚、
江姐、赵玉林、朱老忠等英雄群像，特别
是那些将个人追求融入社会理想、充满
历史温度和人性灵光、体现“寓教于乐”
的叙述方式，让观众为之振奋和欢悦。
鉴于这一时期的很多电影顺应契合了新

中国成立后人民群众对革命英雄主义和
革命浪漫主义的心理想象，因而被电影
理论界称为“红色经典”，其中的英雄形
象承载着观众的审美期待，对英雄与人
性、革命与爱情的复杂关系给予富有生
命动感的诠释，从而营构出既有特定历
史内涵又有丰富精神意蕴的崭新艺术世
界。

毋庸置疑，这段时期电影创作总的
基调和主题是革命和劳动，满怀激情地
讴歌了以共产党人为代表的时代英雄为
实现社会理想而英勇献身的壮举，银幕
上展现的气壮山河的血性和气冲霄汉的
气概，是一种时代精神的表达和反映。
这在新中国成立早期对提高民族凝聚力
和自信心、培养爱国主义精神品格、铸塑
健朗高尚的审美情趣等方面，发挥了培
根铸魂的积极作用。

但另一方面，由于当时电影题材的
匮乏和电影语言的相对单调，使得英雄
形象稍显脆弱与单薄，影响了电影文化
意蕴的拓展与开掘。英雄绝非是不食人
间烟火的固化标签，同样也是有血有肉、
有优点有缺憾的普通人，如果人为地拔
高和简单地放大其优长，那么创作出来
的电影的说服力也要大打折扣。进入

“文革”时期，电影成为“样板戏”的翻版，
英雄形象的塑造落入戏曲模式和机械套
路，以理性排斥情感，以共性吞噬个性，
程式化、脸谱化成为其主要美学特点。

20世纪80年代以后，我国银幕上的
英雄题材逐渐转向与人们生活命运息息
相关的社会现实，人物形象日趋丰满、可
感可亲，这种可喜变化是巨大社会变革
酝酿并催生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
后，经济建设成为我国政治社会生活和
思想文化生活的主题。电影作为一种高
雅艺术形式与大众审美文化，呈现的时
代英雄除了有亮丽品质和高洁操守，其
丰富的情感和朴实的言行更能打动和征
服观众。英雄题材电影的转型和变化主

要表现在3个方面：
一是更加注重对感情氛围的营造和

渲染。政治意蕴与观众情感相融合、社
会心理和个人心绪相融汇，是《周恩来》
《百团大战》《焦裕禄》《蒋筑英》《孔繁森》
《铁人王进喜》《钱学森》等主旋律影片的
叙事依托。在电影中，当人们看到十里
长街数万民众哭送总理英灵时、看到彭
德怀在雨中等候从前线归来的左权时、
看到焦裕禄病重期间用钢笔顶着肝部办
公时、看到英年早逝的蒋筑英生前对子
女的一片深情时、看到孔繁森将藏族老
阿妈的双脚放进自己怀里时、看到王进
喜为相濡以沫的妻子洗脚时、看到钱学
森充满感慨地对妻子蒋英真情告白时，
一种刻骨铭心的痛惜和感动涌上心头，
观众再也无法忍住自己的眼泪。正是在
这些时代英雄身上，凝聚和彰显着进步
的思想和优秀的品德，这思想和品德植
根于大地，与千千万万普通人的所思所
想所爱所系息息相通，因而也易为观众
所接受和认同。这些影片中的英雄塑造
逼近生活肌理，内蕴着对精神境界的现
实处理与诗意升华，立足于观众可感知
可理解可效仿的基点之上，观众在情感
激荡与心灵震撼中自觉吸纳与认同时代
英雄的精神品格。

二是更加注重对现实社会的反映和
再现。一部表现时代英雄的主旋律片要
去影响和感染观众、引发观众的关注和
共鸣，前提在于首先让观众对影片所描
绘的社会人生有一种认同感，这就需要
影片直面客观真实的社会环境，哪怕是
严酷、危殆、困厄、痛苦的社会人生。时
代英雄与平常百姓生活在同样的社会
里，其生存情境、情感、欲望、需求也是普
通人随时经历和常常遇到的，因此，从社
会一隅最普通的凡人小事切入，用时代
的先进思想和优秀精神去烛照点绘这些
日常生活，就能给观众以深刻把握社会
人生的诸多启迪。例如，《战狼》和《湄公

河行动》对边境贩毒现象猖獗的深刻揭
露，《黄大年》对市场经济条件下价值观
念裂变的深透描绘，《唐山大地震》对惨
痛的自然灾害的悲切回忆，《无问西东》
对时代变革中各种矛盾的无情袒露，这
些社会现实都是电影塑造时代英雄形象
所无法回避的，也是当今人们感同身受
的。只有让观众从变动不居的大时代各
层面各角落的人文景观中，时时感受到
英雄的坚定立场和博大胸怀，才能使影
片透射出强烈的感染力、亲和力。如果
依然用主观臆造的、率性演绎的现实去
应付观众、蒙骗观众，观众只能不屑一顾
地扬长而去。

三是更加注重艺术手法的创新与突
破。在《大决战》《大转折》《建国大业》
《建军大业》《我和我的祖国》等反映老一
辈革命家精神风貌的影片中，那些对天
风海涛、江河汹涌的自然情景的特写，
那些对硝烟升腾、气势恢宏的战争场面
的航拍，给观众留下难以忘怀的印象。
《云水谣》中的幽长古道、百年老榕、神
奇土楼、灵山碧水，让观众仿佛进行了
一次身临其境的游历。此外，诸多主旋
律影片都以精巧的构图、优美的音乐吸
引着观众。简而言之，当下以刻画时代
英雄为主题的主旋律影片的观赏性大
幅提升。

如果说新中国成立初期的英雄题材
影片在创作上侧重于人物的思想理念与
行为取向，那么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近
年来的影片则倾向于时代英雄的价值追
求、情感变化和心理趋向，同时又注重对
其思想行为内驱力的解读，从而启发和
引领观众弘扬正义正气、守护家国安
然。新中国成立以来，众多可敬可爱的
时代英雄银幕形象引导一代又一代人沿
着正确人生道路健步行走，更为青少年
的健康成长提供了永不枯竭的精神滋
养。英雄主义是新中国电影艺术的风
骨，失却风骨便失却了魅力！

礼赞英雄是银幕的永恒主题
■刘金祥

军歌是军人心音的激荡，是军旅
生活的艺术刻录。在军营里官兵唱起
军歌，吼响的是一种责任担当，闻之使
人振奋；而在营区之外听退役军人再
咏军歌，则使我们仿佛听到一种历史
的回响，它印记着往昔的峥嵘岁月，彰
显着光荣的传统本色，飞扬着不懈的
战斗精神，给人以回望的温馨和回味
的感动。近日，由沈阳音乐学院主办、
沈阳市军队退休干部和自主择业干部
业余合唱团及原沈阳军区前进文工团
部分退役文艺工作者联袂演出的音乐
会《我是一个兵》，就带来了这种艺术
享受，激人心魄，励人奋斗。

军营之歌如一条澎湃浩荡的大
河，浪花奔腾，丰富多彩。在一个多小
时的节目里呈现什么歌曲？音乐会的
策划者颇下了一番功夫。他们紧紧围

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主题，以
《我是一个兵》为切入点，由此延伸开
来、深入进去，集中表现兵的本色、兵
的情怀、兵的理想、兵的精神。他们既
选择了意蕴深厚、在宏阔层面上讴歌
党和祖国的作品，如《英雄中国》《长江
之歌》《红星歌》《一生交给党安排》《当
祖国召唤的时候》，又安排了切口较
小、反映干部战士练兵备战和学习生
活的作品，像《当我成为战士的时候》
《打靶归来》《师长有床绿军被》《我为
伟大祖国站岗》；既选择了揭示军人风
貌、在社会上有广泛影响、人民群众耳
熟能详的作品，如《十五的月亮》《望星
空》《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我把太阳
迎进祖国》，又安排了抒发干部战士情
怀、富有地域特色、深受当地军民喜爱
的作品，像《乌苏里船歌》《话说老沈
阳》《我们的心并不遥远》《一个雷锋前
面走，千万个雷锋跟上来》。昂扬旋律
再现广大指战员在各个历史时期的前
进步履，展现人民军队听党指挥、能打
胜仗、作风优良的精神风采，在典型的
音乐形象中透视一代代官兵接力奋斗
的壮美画卷，体现中国军人的核心价
值观。

音乐会运用独唱、对唱、领唱、小
合唱、大合唱等多种形式，充满浓郁的
军韵兵味，富有时代感。主持词把串
联和解说结合起来，在每首歌曲演唱
前介绍其产生的时代背景和创作故
事，增强了作品的厚重感，助推其思想
感召力和艺术感染力的释放。

军歌的主调是战斗歌曲和队列歌
曲，而歌咏是部队文化活动最常见的
形式，构成军事文化的一个亮丽标
识。正是把握这些特点规律，音乐会
把合唱作为主打，140人的合唱队始
终置于舞台中央，或合唱、或伴唱，或
为主角、或做背景，贯穿全场，气势壮
观。站在舞台上的退役老兵，曾是长
期工作在部队一线的战斗员和军营文
化建设的骨干力量，对这些军事声乐
作品所表现的内容和精神有最深刻的
理解及体验。或许在表演技巧上尚显
稚嫩，在声音表达上也欠华彩，但他们
在舞台上的动作、表情体现了兵的素
养、兵的神采，独具阳刚之美，他们唱
出了战斗歌曲的金戈铁马之声、队列
歌曲的排山倒海之势，弥漫着训练场
上的泥土气息和演习场上的硝烟味
道，给人带来温暖记忆。

退役不褪色，转岗不移志，发铿锵
之声，做无私奉献。愿嘹亮军歌响彻
新时代的征程，砥砺广大退役军人坚
毅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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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是一种文化符号，更是一种情
感的标记。在我38年军旅生涯中，大
多是在部队过的年。早年在某工程团
服役，每临春节，我都会背起行囊到基
层过年，用手中的笔记录军营别样的
年味。

团圆是最浓的年味，是最浓的情
怀。有人说，它像大自然涓涓的流水，
总会遇见高山与沟壑，却始终奔流不
息，温润着世代中国人的精神家园。

“每逢佳节倍思亲”，说的就是对家的
依恋、对情的寄托。每到春节，作为保
家卫国的军人，一边是回家与亲人团
聚的期待，一边是肩上沉甸甸的责
任。而他们最终总是把回家的愿望、
对亲人的思念深深埋于心中，选择握
紧钢枪坚守岗位。

那是1974年春节前夕，我来到所
属施工二连，正赶上连队党支部研究
春节探亲名额分配。按照上级下达的
指标，这个连可安排包括 2名干部在
内的10名同志探亲。8名战士的探亲
名额分配很快就确定下来，当研究哪
两名干部探亲时却发生了争执。连长
刘洪泰和几名支委一直坚持把探亲名
额给指导员陈绍光和一位排长，理由
是指导员已连续3年没有回家过春节
了，另一位排长年龄偏大，得回家相
亲。但他们二人执意不肯接受。最后
举手表决，少数服从多数，他俩只好服
从。看到陈指导员终于踏上归途，大
家心里暗自高兴：今年指导员终于可
以回家与亲人团聚了。可让人没有想
到的是，就在离过年还有5天时，指导
员提前归队了。同时，他早已让人为
连长买好回家的火车票。目送火车载
着连长远去，陈指导员脸上才露出欣
慰的笑容……

如果说指导员陈绍光巧让探亲名
额体现的是对岗位的坚守和先人后己
的风格，那么施工三连的一条特殊“连
规”则体现了干部对战士的关心和厚
爱。三连连长张玉成走马上任时，就
在支委会上提议：每年除夕，干部全部
上岗，把战士替换下来看晚会。这一
提议，得到支委们的一致赞同。除夕
夜，张连长正在一号哨位站岗，电话响
了，是文书打来的，说连队电视机坏
了，别人捣鼓不好，让他回来看看。张
连长即刻让文书来接替他站岗，自己
匆匆赶回连部。那时连队只有一台金
星牌彩电，靠屋顶竹竿绑着天线接收
信号，因除夕那天风特别大，竹竿剧烈
摇晃，电视屏幕上忽而雪花飘飘，忽而
把人扯成几节。张连长扛来梯子上了
屋顶，可这一调试就下不来了，得靠手
固定方位。过了一会儿，下面的同志
都嚷着上来替换他，连长说啥也不肯，
一直在屋顶坚持着……

“廉不廉，看过年。”1979年春节
来临之际，我所在的团政治处正忙着
给基层分配“精神年货”——图书，其
中有不少是刚刚解禁的中外名著。当

时有人提议，这些书给团首长也留一
点，算作政治处给团首长的新年礼物
吧！于是，大家挑了一些书籍，和地方
慰问的糖果、糕点等慰问品一起包装
好，由我带报道组的同志分送给团首
长。谁知第二天，这些新年礼物全部
被退了回来，还有通讯员送来的团长
宋德昌、政委何昌余联名写的一封信：

“我们这个团队是参加抗美援朝的铁
道兵转岗过来的。当年在朝鲜战场，
祖国亲人慰问给志愿军的礼物很多，
但首长指示，全部送给一线作战和抢
修铁路的同志们。上下一致、官兵一
致，是我们部队的好传统，任何时候都
不能丢……”

这些久远的春节记忆，既模糊，又
清晰，让我重温军营过年的味道，那是
浓如老酒的战友情，那是干部关爱战
士的爱兵情。它让人剔除利益的纷
繁、抛弃物质的负累、摒弃越规的念
想，以一颗纯洁的心去营造节日的暖
意。桩桩小事，看似平凡，但分明都写
着“忠诚”“责任”“担当”“廉洁”等字
眼，折射出我军光荣传统的延绵赓
续。薪尽火传，不知其尽。一位从战
争年代走过来的老前辈说得好：“军队
的凝聚力和战斗力皆系于光荣传统的
不断弘扬。只要大家都自觉保持本
色，珍惜荣誉，不断进取，就能使我军
光荣传统永远发扬光大。”

别
样
的
军
营
年
味

■
向
贤
彪

2020年 1月 14日晚，第六届中国诗
歌春晚在北京举行。晚会主题为“光荣?
梦想”，分《家国情怀》《回眸经典》《诗酒
远方》《盛世华章》4个篇章。

朗诵家一舟大胆创新，边诵边舞毕
飞宇的小说《青衣》，水袖飘飞，唯美浪
漫。张筠英精彩演绎著名诗人李瑛的
《比一滴水更年轻》，虹云、刘纪宏分别朗
诵苏轼的《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和根
据艾青的名篇改编的《吹号者》。艺术家
将诗词中饱含的情感和历史的沧桑表达
得淋漓尽致，感人肺腑。

“他用坚定的意志、勇气和思想，向
一个穿越了五千年文明的民族，吹响了
前进的号角，吹响了——前进的号角。”
作为压轴节目，艺术家瞿弦和将著名诗
人吉狄马加的力作《时间的入口》演绎得
精彩绝伦。

中国诗歌春晚创办于 2015年春节
前夕。本届晚会在全球设立近 60个会
场，北京、东京、纽约 3大会场首次诗意
联动。

（王长征）
上图：第六届中国诗歌春晚现场。

第六届中国诗歌春晚

诗颂国魂 文彰自信

“速潜……”随着艇长急促的口
令，潜艇与阳光、蓝天作别，遁入了大
洋深处。多次随“深海蛟龙”执行战备
值班任务，这一天最令我难忘。因为
这一天是大年三十，我们品尝了一顿
聊出来的年夜饭。

潜艇内空间狭小，不像水面舰艇
拥有宽敞的厨房和餐厅，特别是水下
潜航的时候，密封的空间里更不可能
煎炒烹炸，只能吃一些预先处理好的、
加热即食的食品。那天，艇上的年夜
饭真的是乏善可陈。三下五除二地吃
完，大家意犹未尽，小王先说起了他东
北老家的杀猪菜：“快过年的时候，家
家都要杀年猪，当天就把五花肉、肥
肠、肝等与酸菜一起煮，晚上这一锅炖
菜热气腾腾上桌，吃起来醇香又不油
腻。”小王的一番话，刺激了我们的味
蕾，那些记忆里的美味不禁流淌而出。

“我家过年要做‘豆腐肉盒’，这也
是我们博山名菜。”来自山东的小马接
着说，“把豆腐切成长方块，控水后过
油炸定型，用刀贴豆腐块顶面切出箱
盖，要保证不能切断，把每块豆腐的中
间部分掏空，填入五花肉剁成的肉泥
和香菇丁，然后上锅蒸熟，再勾芡浇
汁，那味道真是绝了。”小马越说越兴
奋，还不停地比画着手势。“每次回家
探亲，我妈都要做给我吃。”此话一出，
气氛有些变化，这是除夕啊，万家团圆
的夜晚，我们却远离家乡、远离亲人，
连向家人道一声“过年好”都无法实
现。一时间，大家都沉默了。

我一看情形不对，赶紧接过话题：
“你们说的这些菜，还是油水大，做起
来复杂，等找机会去我家，我下厨给你
们做点爽口菜尝尝。”“你还会做菜
啊？”老刘打趣地说。“那当然。拿手菜
是腌萝卜。”“腌萝卜有啥难的？这也
算拿手菜？”大家一片笑声。“别小瞧腌
萝卜，有讲究的。要选用皮脆、有嚼劲
的红萝卜，切成咱们帽徽那么大，放进
盆里撒上盐，腌渍两小时左右，再把盐
水倒净，加入生抽、香油、香醋、白糖。
最好是镇江香醋，不要用白醋。”

“老刘，你有啥拿手菜？说来听
听。”我不失时机地将了老刘一军。“我
没有拿手菜，但我爱人有。”老刘颇为得
意地说，“你们说的都是菜，没有主食，
所以我给你们来份花糕。我爱人每次
做糕，先要把糯米粉、大米粉、糖混合拌
匀，微微打湿，揉搓成干湿适中的粉状，
再筛成细粉。然后在糕屉刷一层薄
油，铺上一层细粉，蒸透，再铺一层红豆
沙和一层细粉，再蒸。其间，可以均匀
地撒上蜜饯和干果。蒸熟放凉，切成
小块儿，咬一口糕，那叫一个甜、香。”

“大家还有啥好吃的菜，赶紧说
说，让咱们再吃一顿年夜饭！”在我的
提议下，大家又七嘴八舌地报了不少
菜名。直到老刘大声嚷嚷“别再上菜
了，已经吃撑着了”，大家才在一阵欢
笑中结束了“龙宫”谈吃，结束了这一
顿特殊的年夜饭。

是夜，躺在窄窄的床铺上，我仍在
回味战友们聊到的美食。没有山珍
海味、佳肴珍馐，都是朴实的家常味
道。此刻，这些味道应该正在遥远的
祖国大地四溢升腾。那一瞬，我觉得

“龙宫”除夕的索然无味都变得有滋
有味……

“龙宫”年夜饭
■李 仲

是谁把你栽在这里？
像抹丹青，染绿几片山石。
小岛上这仅有的一簇墨竹呵，
风浪中你可曾想到孤寂？

多少年了，你无言地站在山巅，
披一身光洁，吐一腔正气。
把青春涂在每一片新叶，
把忠贞写在每一缕根须。

岁岁年年，给小岛以绿的生命，
日日月月，给战士以钢的气质。
有了你，波涛里有了不退的春色，
有了你，阵地上添了无穷的诗意。

上哨去，我抚摸着滚动的新笋，
就像抚摸闪亮的枪刺。
下哨归，我凝望着片片竹叶，
把无限春意装进心底。

呵，你不曾孤寂也不会孤寂，
看，小岛上又崛起多少新枝——
竹竿是那一杆杆钢枪，
绿叶是那一身身军衣。

绿叶是那一身身军衣
■刘忠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