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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诗歌创作确实越来越困难了，

一方面是读者的审美品位越来越高，另

一方面诗人自身也面临着内心和外界的

巨大挑战。刘笑伟始终如一的坚守、与

时俱进的创新和刻苦勤勉的努力，都凝

结在军旅诗集《强军，强军》中。这部诗

集是他在军旅诗歌创作道路上的证明和

收获。他用其特有的温暖和煦的诗情、

简洁明快的诗风和高尚慷慨的诗意，为

读者勾勒了新时代军旅诗歌的壮丽图

景。

在奋斗中国梦的伟大征程中，“强

军”是新时代中国军队最嘹亮的号角，也

是新时代中国军人矢志国防和军队建设

最闪亮的关键词。作为新时代的军人，

刘笑伟把“强军”作为自己军旅诗歌创作

的核心价值和审美主体，是一种极具挑

战性的创作，因此非常值得赞赏。在这

部诗集中，我们可以看到，他的军旅诗歌

紧跟新时代的强军步伐，贴近现实，观

照生活，写兵心抒兵情励兵志。在《朱

日和：钢铁集结》中，他诗情的迸发如同

炮群出膛的炮弹迅猛而激越：“这是战

斗的集群在集结/在辽阔的、深褐的大

漠 戈 壁 疾 驰/翻 腾 起 隆 隆 的 雷 声/犹 如

夏日的篝火，用暴雨般的锤击/为祖国

送去力量和赞美……我们是中国军人/

是绿色的海洋，是枪炮所构成的/金属的

鸽子，是夏日乐章中/最热烈的一节；是

峭壁上的花朵和黄金……我们热爱的

云朵，垂下雨滴/守卫祖国大地上每一粒

细微的种子”。

在《强军，强军》中，我们可以看到，

刘笑伟的军旅诗歌根植于中华民族深厚

的诗歌传统，汲取了历代军旅诗词尤其

是边塞诗歌的滋养，张扬着深沉的英雄

主义和爱国主义情怀。他用他的笔讴歌

时代、唱响正气，表达和抒发了军人对祖

国的忠诚、对人民的大爱，歌颂了中国军

人英勇善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英

雄气，以及对人类和平的渴望与捍卫。

比如，他在《枪族》中这样写道：“枪的语

言是世界上最简洁的语言/只有一句话，

不容你回答/或者站起来或者死亡/不允

许你有别的选择//当有一天，所有的枪/

在沉寂中长满青苔，或者生根、发芽/它

所吐露的花朵/是人间最美的春天”。只

有 4 行的短诗《花重千钧》，以其意犹未

尽的意境更令人遐想和深思：“春天很

轻/轻不过你的眼神/而此刻花重千钧/

压弯了地平线”。因为这是一个士兵的

眼神，而在遥远的地平线，那里则是他守

卫的和平与安宁，是他守卫的春天。

诗歌是诗人奔放的心灵与时代的潮

流激越撞击后怒放的花朵。对于诗歌创

作来说，贴近现实贴近基层，并不是简单

的复制和模拟生活。在《拆弹手》中，刘

笑伟给我们捕捉了一个士兵的壮美瞬

间：“或许是一个动词/也可能是一个名

词/我必须小心打磨/保持它们微妙的平

衡/让它们发出形容词般的微光/我怀抱

着这个炮弹/尽量让里面的火药温柔下

来/变成黑色的土/孕育一畦繁花”。的

确，像诗人所说的那样，“军旅诗就是这

样诞生的/你必须把这金属的炮弹/拆分

组合打磨抛光/让它变得浑圆/不再有棱

角/让它在你的手中沉甸甸的/有了上膛

的渴望”。在这首诗歌中，诗人用他朴素

的想象力，为我们构造了一个拆弹手的

朴素形象，但这拆弹的瞬间，不管是“动

词”“名词”还是“形容词”，其中隐藏的一

个关键词就是军人面对的是危险和牺

牲。这也是新时代军旅作家“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的责任和担当。

刘笑伟的军旅诗歌崇尚传统，诗风

朴素自然，通俗易懂，不媚不俗，传承了

中国诗歌的正统之美。比如在《军装》

《军被》《军姿》这样一组以军人日常生活

中司空见惯的事物为表现对象的诗歌

中，刘笑伟以其娴熟的诗歌技艺给我们

带来了不同的审美享受。他的《军装》

“从没用针线/缝过军装/挑灯夜看/却总

见密密麻麻/布满针脚//那是目光之针/

是感情之线/穿针引线间/从英姿少年/

到双鬓如雪//渐渐地/军装与我的皮肤/

粘在一起/融为一体/每晚脱衣时/都有

撕裂的痛楚//卧在床上/看月光下/红色

的血/浸染金黄的骨头/渐渐地/周身又

长出一层/绿色的皮肤/这是谁都撕扯不

掉的/包括岁月”，这是一定有着军旅岁

月磨砺的诗人才能写出的诗歌，是一定

有着对军旅人生拥有深沉热爱的诗人才

能写出的诗歌。在他的笔下，老兵的《军

被》“方方正正/棱角分明/没有火气/安

安静静/放在哪儿/都是兵的风景/只有

长 满 茧 花 的 老 兵 的 手/才 能 让 军 被 有

型”。再来看看他的《军姿》：“不能在水

泥地上/扎出肉色的根须/在军营里没人

瞧得起/不能让汗水/穿透胶底鞋/就不

算真军人//盛满阳光的操场上/练军姿

成为必修课/向上 向上/阳光越是锤击/

我们越要接近太阳//听 骨节在噼啪作

响/汗 珠 在 皮 肤 上/擂 响 密 集 惊 天 的 战

鼓/拔 向上拔/即使狂风吹来/也要纹丝

不动/眼睛上的睫毛/都不能发出一丝声

响//拔出军姿来/你就是真军人了/练军

姿/就是把纪律/压进青春的枪膛/对着

自己的胸口/无情地扣动扳机”。看到这

里，我们可以发现，诗人对军旅日常生活

之美的审视与捕捉，是何等的敏锐、智慧

和深刻。

诗歌是时代最嘹亮的声音。刘笑

伟的军旅诗歌题材多以国家、民族、革

命等历史感的内容为主体，描绘了一个

优秀的军旅诗人内心深处的精神关注

与铁血情怀。在《强军，强军》这部诗集

中，我们还可以在《夕阳，醉卧沙场》《春

天的军营》《移防之夜》《朱日和的“狼”》

《一个大校的下午茶》中，聆听到诗人对

“强军”这个关键词的反复吟咏。尤其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部诗集收入的 4 首

长诗《铸魂》《中国声音》《上膛》和《风雷

激》中，刘笑伟更加发挥了他诗歌创作

中所独有的开阔的政治视野、历史的纵

深感和雄浑的气势，突出了新时代军营

和军人的情感，深层次地表现了新时代

革命军人为实现强军梦而奋斗的信仰、

追求、愿望、理想和风貌，史诗性地凸显

了爱国主义和英雄主义这两个根本的

主题，给我们带来了别具一格的审美气

象。

品读军旅诗歌的闪亮关键词
——简评刘笑伟军旅诗集《强军，强军》

■丁晓平

这一幕令人血脉偾张——

淫雨霏霏，一座长埋地下 50 年的墓

碑重见天日。黑白画面中，墓碑上的字

被 重 新 描 红 ，红 色 颜 料 被 大 雨 冲 刷 而

下。当人们以白布轻轻拭去碑上泥土，

一颗红星闪烁呈现。

这 是 埋 入 墓 地 50 年 的 李 大 钊 墓

碑。泥水缓缓落下，回忆潸然揭开。

红色影片《革命者》，以李大钊英勇

就义前最后 38 个小时为主轴，穿插相关

历史事件，拼图式、非线性地讲述中国共

产党成立前后的革命进程，交叠呈现了

李大钊 38 岁的生命华章。

影片中，李大钊的家窗明几净，向窗

边钢琴望去，黑白琴键高起低落，音乐声

汩汩流出。李大钊两次弹奏钢琴的镜头

各有其妙，教爱妻弹奏时情意绵绵，与学

生演奏时激情澎湃。

在我看来，钢琴弹奏出的《国际歌》

恰是升华影片主旨的神来之笔，也是理

解影片深刻内涵的一个入口。借助光与

影的艺术桥梁，观众从中认识了一个更

加鲜活、更接地气的李大钊。

他不为自己和家人谋荣华富贵，而

为大众求温饱安康。李大钊的薪水除了

救 济 穷 人 ，大 部 分 都 用 于 开 展 革 命 活

动。北京“共产党小组”成立后，时任北

京大学图书馆主任的他每月从百余块大

洋 的 薪 俸 中 拿 出 80 块 作 为 活 动 经 费 。

后来创办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也是他

帮助筹措资金，解决了经费困难问题。

在澡堂里，李大钊教小乞丐庆子认字，一

笔一画，循循善诱：“工字下面加个人为

天，天下的天，为天下谋幸福才是真正的

大事。”这番话表达了李大钊的信仰和追

求。水激则石鸣，人激则志宏。一个人

影响并照亮另一个人，靠的正是信念之

火。

他不满足于个人小家庭的相聚相

守，而为劳苦大众争美满和幸福。李大

钊是一个为民请命、心怀苍生的人。他

做了别人想做却不敢做的事情：为底层

百 姓 发 声 ，为 被 欺 压 的 中 国 人 讨 回 公

道。影片通过张学良、李庆天、徐三的眼

睛，展现不一样的李大钊；通过与蒋介

石、陈独秀、毛泽东的交往，展现多维度

的李大钊。这些“不一样”与“多维度”交

叉，定格出李大钊的人物坐标：中国共产

主义运动的先驱，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

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的

主要创始人之一。

他不为个人远大前程，而为劳苦大

众寻找一条光明的路。就像马克思当年

没有选择走“马克思部长”“马克思行长”

的耀眼之路，李大钊也没有谋划个人的

远大前程，而是为中国的前途命运奔走

呼号。在一次又一次的革命行动中，他

发出了呐喊：“租界是上海的，上海是中

国的！”在一次又一次的失败中，他有了

痛彻心扉的领悟：“我们有主义，但他们

手里有枪！”在李大钊影响带动下，毛泽

东等革命青年逐渐走向成熟，发出了振

聋发聩、掷地有声的铿锵誓言：“北京多

小啊，真正大的是整个中国！”“救中国，

终究还是要靠我们自己！”

“进前而勿顾后，背黑暗而向光明。”

李大钊最终选择舍生取义。他平静地对

奉中共地下党组织之命营救他出狱的庆

子说：“如果我死了，能够唤醒那些麻木

的人，我可以去死。”诗人纪伯伦曾经说

过：“爱情是一个光明的字，被一只光明

的手，写在一张光明的纸上。”对李大钊

那一代革命者来说，他们之所以面对死

亡无所畏惧，就是因为他们对祖国对人

民爱得深沉。

这就是影片《革命者》为我们塑造的

李大钊。他的勇敢，他的坚持，他的热

情，他的温柔，种种情愫最终在行刑时累

积达到顶点。

此时，“全世界无产阶级的歌”——

《国际歌》在一同被行刑的革命者口中响

起，犹如山洪暴发一样，瞬间击中观众心

房。

他们心怀大义，为真理而播撒火种，

寻求中华崛起兴盛之路。他们靠信仰引

领人生，以理想书写生活，精神峭拔如雪

山高耸。他们将身躯化成火炬，我们的

眼里才有了光明。影片中李大钊的话始

终萦绕耳畔：“你们要相信，高尚的生活，

常在壮烈的牺牲之中。”正是有了他们的

相信，才有了今天的中国！

精神峭拔如雪山高耸
■董益李

初读保尔和冬妮娅故事的时候，

我还是青涩少年，对英雄充满了向往

与期待。如今人到中年，才忽然发现

其实记忆中的英雄带给我的，是一种

温暖、闪烁着光辉的感觉。真实的英

雄，不必是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登高

者，不必是肩佩绶带、全国闻名的功勋

者，可能只是我们身边的某一个无名

者。比如我家小区旁边，那个在料峭

的春寒中一步一滑坚持上班的环卫工

人；比如去年夏天我散步时遇到的，那

个跳下河救起儿童后，穿着滴水的黑

色 T 恤，在夜色中默默离开的中年男

人。还比如，身边这位中等个子、言语

不多，叫吴昌兵的退役军人。

在最灿烂的青春年华，吴昌兵走

进了军营。14 年后，脱下戎装，转业

回到家乡。军营生活留给他的，是刻

进骨子和血肉里的力量。2018 年 11

月，曾在湖北省荆门市掇刀区安监局、

区政府办公室工作过的吴昌兵，担任

掇刀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党组书记、局

长。

2020 年的春天，突如其来的新冠

肺炎疫情让所有人深陷其中。

“吴局，我们家这边交通管制，可

能赶不回来值班了！”

“没事，我来！”

“兵哥，我这儿想捐献蔬菜，可是

人手不够。”

“别急，等着我，我来！”

“吴局，现在市区交通管制出行不

便，我们防疫物资紧缺。”

“别担心，有我在，我来！”

……

吴昌兵的应答及时又有力。他既

是当家人、指挥员，又是守门人、战斗

员。在完成自己繁重任务的同时，他

主动承担起滞留外地同事的工作，40

多天连轴转，风雨无阻。当时，医护人

员防疫物资短缺，吴昌兵心急如焚，号

召全区退役军人捐款捐物。短时间内

筹到的捐款和物资，在危急时刻发挥

了大作用。大家都隔离在家，食物蔬

菜等成为紧俏物资。吴昌兵忽然想

道：现在不正是家在农村的退役军人

挺身而出的时候吗？于是马上电话联

系，组织他们捐赠蔬菜。他又找到一

位开货车的退役军人，把捐赠的蔬菜

免费给社区居民一户户送上门，这一

送就是 2 万多斤。

一个口罩一件雨披，是他的全部

防护装备；一部手机，成了当地军民的

应急电话；一枚党员徽章，就是他的名

片。那段时间，吴昌兵处于 24 小时待

命和工作状态。遇到各类突发情况，

他总是拼尽力气应对和处置。他深

知，大家面临的，就是一场没有硝烟的

战争。在他的感召下，全区 1100 多名

退役军人纷纷申请加入抗击疫情一

线，齐心协力守护群众安全。

平 淡 无 奇 的 生 活 中 也 有 波 涛 汹

涌 ，随 遇 而 安 的 命 运 里 也 有 辗 转 起

伏。一个人的品行与道德，就这样得

以凸显。在部队的 14 年，每一次参加

重大任务都是血与火的淬炼，都刻在

吴昌兵的记忆深处，令他难以忘怀。

吴昌兵书柜里高高的一摞荣誉证书，

都是危急时刻的血汗浇筑，是他一次

次向梦想走近的见证。

看着吴昌兵的荣誉证章，我忽然

想到法国作家阿尔贝·加缪的一句话：

我并不期望人生可以过得很顺利，但

我希望碰到人生难关的时候，自己可

以是它的对手。

会当水击三千里，别来无恙再相

逢。吴昌兵到退役军人事务局工作

后，掷地有声地说了一句话：“我要把

这里建成真正的退役军人之家。”这是

决心，更是情怀。前两年，驻荆武警部

队部分家属就业问题矛盾较为突出：

年龄大、学历不高，用人单位不愿意接

收。了解情况后，吴昌兵二话没说，开

始东奔西走，请示汇报、沟通衔接，跑

断腿、磨破嘴，引起相关部门的重视。

2019 年，几名随军家属工作安置问题

得以解决，解除了官兵的后顾之忧。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吴昌兵知道

退役军人就业创业的艰难和不易，就

想办法带领全局一班人通过举办春

节、国庆和冬季专场招聘会促进就业，

举办教育培训帮助就业，利用协会帮

扶带动就业，让 300 多名退役军人有

了稳定工作。

由于不常见面和联系，偶尔我也

会翻看吴昌兵的微信朋友圈。前几天

看到他晒出几道菜，是为女儿做的鳝

鱼面、西红柿炒鸡蛋等，颜色艳丽，油

光水滑，还冒着丝丝热气，让人极有食

欲，我不禁莞尔——他还是一位温厚

的父亲呢。就是这样一个看起来普通

的 中 年 男 子 ，关 键 时 刻 总 是 冲 锋 在

前。2001 年部队野外驻训期间，山洪

暴发，他从洪水中救出一个小学生；休

假时，他在龙泉公园门口急救过一名

晕倒的老人，然后悄悄离开。

我们崇敬英雄，既感佩于“以身殉

道不苟生，道在光明照千古”，也向往

“ 我 自 横 刀 向 天 笑 ，去 留 肝 胆 两 昆

仑”。是的，真正的英雄来自于人性深

处的美好，是对公共责任的承担，是无

处不在的利他精神，是在平凡岗位对

某种善良行为的坚持。他们是不忘初

心、为了理想而坚定前行的人。每当

看到吴昌兵忙碌的身影，看到他在夜

色中消失于人海，我就觉得，正是一个

个像他这样的人，让我们的生活更有

安全感，也让身边的街道、房屋、草木

等，在天幕下发出点点光辉。

一
个
人
的
光
辉

■
何
红
霞

山东省威海市岸边的幸福门，像一

个水晶相框嵌入了无穷的海滨风光，不

论怎么取景，碧海蓝天间的刘公岛，都

会以独特的身影成为焦点。身旁的游

人感叹，这漂亮的小岛，真是让人容易

忘记时间的地方。我不以为然，刘公岛

怎么会让人忘记时间？在岛上，我分明

看到堂皇的海军公所，早已将时间定格

在 1895 年，那是中日甲午战争打下的时

间烙印。

海军公所曾是清代北洋海军将领议

事办公之地，主体建筑依然保持着原貌，

是目前国内保存最完整的清代军事衙

门。朱漆正门之上，是李鸿章题写的“海

军公所”匾额。当年，李中堂挥毫泼墨写

下这几个大字时，心中一定也充满了“守

疆土、保和局”的梦想，只是没有料到梦

很快就会破碎，一场甲午战争让北洋海

军在这匾额下灰飞烟灭，也宣告了洋务

运动的失败。折戟沉沙铁未销，那些收

藏在海军公所的战争遗存，依然能带我

们触摸那段悲壮的历史。

一门炮身残件，静静地陈列在大门

外。看介绍才知道，这是当年装备在日

岛炮台的地阱炮。日岛面积不足 0.01 平

方千米，位于威海湾南口中央，其炮台可

以与刘公岛和威海湾南岸炮台配合，形

成交叉火力，控制刘公岛东南海口，战略

位置十分重要。在日军对刘公岛发起全

面进攻前，“康济”舰管带萨镇冰带领 30

名水手驻守在日岛炮台。

1895 年 2 月，面对日军从陆地和海

上发起的进攻，萨镇冰指挥守岛水手与

敌展开激战。由于地阱炮的构造非常

特殊，没有瞄准镜，需要有人在外面指

引开炮方向，稍有不慎就会被敌人的炮

弹击中。萨镇冰作为指挥官，亲自承担

了这项任务，极大鼓舞了水手的士气，

据日军的战史资料记载：“此役，敌炮台

颇能战。以八门大炮抗击我舰队二十

余艘，运转巧妙，猛射我各舰。”但是经

过激战的日岛炮台损毁严重，丧失了战

斗力，按照提督丁汝昌的命令，萨镇冰

撤 回 刘 公 岛 。 多 年 后 ，作 家 冰 心 撰 文

《记萨镇冰先生》，文中写道：“萨镇冰先

生，永远是我崇拜的对象，从六七岁的

时候，我就常常听见父亲说：‘中国海军

的模范军人，萨镇冰一人而已。’”冰心

的父亲谢葆璋与萨镇冰是福州同乡，在

北洋海军“来远”舰任职，亦多次与日军

激战。“来远”舰最终沉没在刘公岛，谢

葆璋死里逃生。

走进海军公所，议事厅的牌匾“威镇

海疆”刺痛了我的双眼。看不出是何人

题写，但怎么看这都是对那段屈辱历史

的嘲讽。一个个栩栩如生的人物蜡像，

还原了北洋海军高级将领召开军事会议

的场景，这中间有人壮烈殉国，也有人怯

战偷生。其中，提督丁汝昌在刘公岛苦

战多日，却盼不到援军，在军心涣散、难

以为继的情况下，最终选择自杀殉国，做

到了“余决不弃报国之大义，今惟一死以

尽臣职”。走入丁汝昌的公事房，阳光透

过窗户格栅，在依然如昨的陈设上洒下

斑驳的影子。伴随着讲解员的讲解，我

似乎能更真实地体会走到生命尽头的丁

汝昌。不能把装备留给日本人、炸毁“定

远”舰、派鱼雷艇向搁浅的“靖远”舰发射

鱼雷……下达这一系列命令的丁汝昌，

是多么的悲愤与绝望。

在海军公所的后院，陈列着一些多

年来打捞出水的北洋军舰遗物。其中，

有两门德国克虏伯公司 1884 年生产的

210 毫米口径后膛炮，曾是“济远”舰上

的主炮，被称为镇馆之宝。在长长的炮

管下，有个小男孩在抬头仰望，若有所

思。这引起了游人的注意，纷纷把他纳

入了镜头。我注意到，小男孩神情肃穆，

拳头紧握，海军公所里的故事，一定对他

幼小的心灵产生了影响。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受到教育和

震撼的何止是小男孩，离开刘公岛，同行

的游人唱起《红旗飘飘》。在这歌声中，

我又想起了萨镇冰。1949 年五星红旗

升起的时候，他荣任首届全国政协委员，

是北洋海军中唯一看到新中国成立的高

级将领。

时间烙印
■李 仲

五彩河滩（油画） 朱志斌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