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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艺，反映

时代是文艺工作者的使命。习主席在中

国文联十一大、中国作协十大开幕式上

的重要讲话中，对广大文艺工作者提出

“心系民族复兴伟业，热忱描绘新时代新

征程的恢宏气象”的殷切希望，强调要

“唱响昂扬的时代主旋律”。作为文艺工

作者，应紧跟时代步伐、把握时代脉搏，

更加坚定自觉地担当起新时代的文化使

命，在唱响时代主旋律中展现文艺的新

作为、新气象。

“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

作。”所谓时代主旋律，就是围绕引领时代

前进的社会主流意识，文艺凸显的时代主

题、发出的时代强音。唱响昂扬的时代主

旋律，是革命文艺、社会主义文艺的性质

所规、使命所系、职责所在，是我们党领导

文艺战线、发挥文艺作用的光荣传统和重

要经验。回望百年奋斗历程，在党的领导

下，一代又一代文艺工作者坚持与时代同

步伐，矢志不渝投身革命、建设、改革伟大

事业，用丰富的文艺形式唱响时代主旋

律，为增强人民力量、振奋民族精神发挥

了重要作用。党的十八大以来，广大文艺

工作者与党同心同德、与人民同向同行，

真情倾听时代发展的铿锵足音，生动讴歌

改革创新的火热实践，推出大量优秀作

品，开展系列文化活动，发挥了聚人心、暖

民心、强信心的作用。实践证明，只有立

时代之潮头、发时代之先声，让时代主旋

律更加响亮，才能充分发挥文艺价值引

导、精神引领的功能作用，展示文艺作为

时代变迁和社会变革先导的魅力。

文艺是时代前进的号角，最能代表

一个时代的风貌，最能引领一个时代的

风气。因时而兴，乘势而变，随时代而

行，与时代同频共振，是文艺发展的一条

重要规律。新时代新征程是当代中国文

艺的历史方位。习主席指出，“广大文艺

工作者要深刻把握民族复兴的时代主

题，把人生追求、艺术生命同国家前途、

民族命运、人民愿望紧密结合起来，以文

弘业、以文培元，以文立心、以文铸魂，把

文艺创造写到民族复兴的历史上、写在

人民奋斗的征程中。”这为在新时代新征

程唱响时代主旋律指明了努力方向、提

供了重要遵循。

以文弘业，在聚力复兴伟业中开拓

新境界。“文者，贯道之器也。”越是接近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越是需

要付出艰苦的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新时代是中国人民在新的考验和挑战中

创造光明未来的时代，也是中国人民拼

搏奋斗创造美好生活的时代。置身这个

伟大时代，应从时代的脉搏中感悟艺术

的脉动，把艺术创造向着亿万人民的伟

大奋斗敞开，向着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

敞开，从时代之变、中国之进、人民之呼

中提炼主题、萃取题材，展现中华历史之

美、山河之美、文化之美，抒写中国人民

奋斗壮志、创造伟力、发展成果，全方位

全景式展现新时代的精神气象。要用跟

上时代的精品力作开拓文艺新境界，对

人民创造历史的伟大进程给予最热情的

赞颂，对为人民为事业牺牲奉献、顽强拼

搏的时代英雄给予最深情的褒扬，为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强大

的价值引导力、文化凝聚力、精神推动

力。

以文培元，在塑造中国精神上展现

新担当。鲁迅先生说，要改造国人的精

神世界，首推文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是当代中国精神的集中体现，是凝聚

中国力量的思想道德基础。要把培育和

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根本任

务，切实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生动活

泼体现在文艺创作之中，择取最能代表

中国变革和中国精神的题材，挖掘更多

代表时代精神的新现象新人物，不断提

升作品的精神能量、文化内涵、艺术价

值；树立大历史观、大时代观，把握历史

进程和时代大势，反映中华民族的千年

巨变，揭示百年中国的人间正道，弘扬以

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

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弘扬伟大建党精

神，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观念、

人文精神、道德规范，在固本培元、守正

创新中唱响时代主旋律。

以文立心，在培育时代新人上作出

新贡献。育人重在育德，立人必先立心。

以文化人，更能凝结心灵；以艺通心，更易

沟通世界。文艺承担着成风化人、塑造人

心的职责，只有向上向善才能成为时代的

号角。要适应时代要求充分发挥文艺育

人功能，不断推出讴歌党、讴歌祖国、讴歌

人民、讴歌英雄的精品力作，为人们提供

更丰富的精神食粮，让成风化人更具精神

高度、思想深度、艺术力度；坚持思想性和

艺术性的统一，用思想深刻、清新质朴、刚

健有力的优秀作品滋养人们的价值观审

美观，用启迪心智、润物无声的艺术感染

熏陶人们的心灵，歌颂真善美，针砭假恶

丑，传递强大正能量；坚持用文艺的力量

温暖人、鼓舞人、启迪人，引导人们提升思

想境界、品德修养、审美情趣，激励人们永

葆积极向上的乐观心态、奋发作为的进取

精神，为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

人作出更大贡献。

以文铸魂，在筑牢理想信念上实现

新作为。人民有信仰，国家有力量，民族

有希望。文艺是铸造灵魂的工程，文艺

工作者是灵魂的工程师。铸理想信念之

魂、立强大精神支柱、建共同精神家园，

彰显着文艺的思想高度、价值内涵和艺

术格局，更是承担时代使命、社会责任的

体现。要坚定不移地用崇高理想信念铸

魂培根，推出更多有筋骨、有道德、有温

度的优秀作品，塑造更多吸引人、感染

人、打动人的艺术形象，展现坚定理想信

念的强大精神力量，让信仰之美、崇高之

美、大爱之美在人们的心灵深处扎根。

立德树人的人，必先立己；铸魂培根的

人，必先铸己。要做有信仰、有情怀、有

担当的新时代文艺工作者，坚守艺术理

想，追求德艺双馨，自觉讲品位、讲格调、

讲责任，坚决摒弃庸俗、低俗、媚俗，把个

人的道德修养、社会形象与作品的社会

效果统一起来。

军队文艺是党的文艺事业的重要力

量，创作出大批弘扬主旋律且产生广泛影

响力的经典之作，是时代最高亢、最刚性

的音符。新时代新征程上，军队文艺工作

者要以强烈的历史主动精神，把艺术理想

融入强军兴军伟业，把握强军胜战、备战

打仗的时代脉动，不断提升军事题材创作

的思想穿透力、精神塑造力、艺术表现力，

用饱含军味战味的“风花雪月”，展现军队

文艺的独特魅力和时代风采，勇当唱响时

代主旋律的排头兵、生力军。

唱响昂扬的时代主旋律
■邓一非

华灯初上，河堤路上鲜有人走动，

树影在寒风中摇曳。人们在这样的天

气里早已逃回家中，或洗完热水澡陷

进 舒 适 的 床 里 ，或 放 松 地 摊 在 沙 发

上。现代化的供暖系统将室内和室外

完全隔绝成两个世界。

林一帆从河堤路热气腾腾的包子

铺 里 钻 出 来 ，穿 过 马 路 径 直 走 到 河

边。他倚着石栏，目光顺着河流的流

向望去，像是在思考什么。河面上的

风比街上要野一些，他的衣襟在寒风

中微微颤抖，一盘热乎包子下肚所带

给他的温暖在逐渐消退，搭上石栏的

手又缩了回来，一股凉意让他打了个

激灵。

河面还未上冻，两岸是延绵几公

里的河堤公园，高耸的建筑将霓虹灯

光投向亮堂的河面，看上去一片花花

绿绿。本地出生的林一帆，此时觉得

眼前的城市既熟悉又陌生。他 6 年前

参军，1 年前退役去了南方打工，如今

再回到这里，城市的变化日新月异，往

事更显遥远。寒风顺着裤管往里钻，

他本能地跺跺脚。明天，他就要去新

的岗位报到，那是本地一座国有火力

发电厂。在本地有个踏实的工作，才

能让父母放心。对他而言，工人这个

称谓朴实而光荣。

翌日去单位报到后，走在回家的

路上，林一帆发现一家非常精致的零

食店，瞬间让他想起战友宁远。他觉

得这些零食绝对是宁远的最爱。林一

帆在蘑菇岛上一待就是 5 年，巴掌大

一座海岛，除了观测和巡逻，最开心的

事就是送补给的日子。岛上通信信号

不好，打电话总是断断续续，每次送补

给 的 船 都 会 带 来 报 纸 、杂 志 还 有 信

件。林一帆退役前一年，宁远来到海

岛。这个从大城市来的小伙子初上海

岛颇不习惯，在林一帆的帮助下才安

心在海岛待了下来。林一帆算算时

间，宁远服役期已满，如果退役的话这

会儿已经返乡。3 个月前，林一帆给

宁远写过一封信，但没等到回信，电话

也没打通。

对于习惯了海岛生活的林一帆来

说，城市还是嘈杂了些，不过朝九晚五

的工作倒也让他得心应手。一个月

后，他收到一封信，寄信地址因为浸了

水渍已经模糊不清，但是从收件人几

个字上不难看出是宁远的笔迹。林一

帆焦急地打开信件，信里写道：

“帆哥：很久没有联系，是否一切

安好？想知道你走了以后岛上的变化

吗？哈哈，放心吧，一切都好，我已经

习惯海岛上的生活，请不要挂记。当

初你在的时候 5 个人守岛，现在是 3 个

人，我们还是按计划每周一升国旗，每

天观测巡逻和整理记录。一个多月

前，有一只狗被送到岛上，很可爱，我

给它起名叫蘑菇，与本岛同名。因为

蘑菇的到来，岛上着实热闹了一阵，即

使在夜里也能听见狗吠。后来它整天

趴在地上不吭不哈，也不好好吃饭，没

等送出岛就过世了。现在，岛上又像

以前一样安静了。班长说蘑菇可能是

受不了岛上的环境，但我觉得一定是

蘑菇病了……”

林一帆咬了咬嘴唇，继续往下看：

“帆哥，你总是说，像我这种大城市来

的人，能在岛上待两年实属不易，服役

期满一准退役。我想告诉你，我留队

了，岛上值班班长给我授的衔。我也

不知道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选择。以

前在家里总是由着性子来，这次想看

看自己能坚持多久。让你感到意外了

吧？想想你当初又是因为什么选择留

队的呢？岛上的日子虽然艰苦，但是

如果我走了，总会有新的人补上来，又

要经历困难的过渡，不如就我在这里

守着。我现在能熟练完成海岛的全部

任务。咱守的是祖国的疆土，想一想

意义非凡，你说呢？关于未来，期待再

次和你相聚！”

林一帆眼睛是红的，捏着信纸的

手有一些颤抖。他注意到信是两个月

前发出的，宁远应该是留队后给他回

的这封信。他没有想到宁远会选择留

队。吃惊的同时他更为宁远高兴，宁

远在信里所展现的独立和坚韧让他颇

感欣慰。

灾祸总是用意想不到的方式袭击

这个世界，带走美好，留下破碎！

几天后，林一帆通过家里的电话

接到一个噩耗——宁远牺牲了！来电

的是同在岛上的一个叫郝志刚的战

友，他在电话里的声音很沉闷，还有

一些颤抖，大概陈述的情况是：“宁远

在执行巡逻任务时，因为布满苔藓的

岛礁湿滑，不慎跌落岛礁，撞击到了

头 部 ……”郝 志 刚 与 林 一 帆 并 不 相

熟，只是知道宁远给“帆哥”写过信，所

以通过退役人员信息找到了林一帆。

林一帆像被闪电击中，脑子里瞬

间闪过宁远所有的影像，还有宁远曾

对他说过的那些关于未来的构想以及

此时就躺在旁边桌面上的那封信。这

一切都真实地呈现在他的面前，此时

却都被这根电话线拦腰斩断。

“啥时候的事？”

“两个月了。对不起，现在才通知

到你。”

林一帆不相信宁远就这么走了。

他几乎是一口气跑到房子后面的山坡

上，用拳头狠狠捶打自己的心口。充

满内疚和自责的他仿佛只有这般才能

喘过一口气来，却难以减轻内心的痛

苦……

他的痛苦来自于宁远对自己的信

任，来自于那张年轻脸庞的简单和质

朴。他时常假设，如果宁远退役了，一

定有一段不错的未来。想到这里，他

更心如刀绞。

这年冬天格外冷，宁远永远留在

了烈士陵园。

林一帆了解到二次入伍的政策，

年底的时候又一次如愿踏上从军路。

怀揣着宁远的信，林一帆不知道是宁

远成为了他还是他成为了宁远——怀

里揣着的分明是一封写给未来的信。

写
给
未
来
的
一
封
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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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柏地位于江西瑞金北部，是党史、

军史中的重要地标。毛泽东同志那首著

名词作《菩萨蛮·大柏地》，更让它广为人

知、声名远播。

1929 年春节前夕，大柏地的土豪劣

绅跑了，穷苦百姓也外出躲避，因为听说

有一支红军队伍来了。对于这样的场

景，这支由红四军主力组成的队伍并不

陌生。自当年年初，毛泽东、朱德率领这

支队伍离开井冈山根据地，踏上转战赣

南的艰难行程，这样的场景屡见不鲜。

近一个月的时间里，这支孤军奋战的队

伍一路风餐露宿、艰难跋涉，前有堵截、

后有追兵，在大庾、平顶坳、崇仙圩等地

遭遇多场恶仗。加之“沿途都是无党无

群众的地方”，既找不到粮食，也找不到

向导，已到了十分艰难的境地。毛泽东

在给中央的报告中曾感叹：“追兵五团紧

蹑其后，反动民团助长声威，是为我军最

困苦的时候。”

红军到达大柏地时是 2 月 9 日，正

好是农历大年三十。由于部队与敌人

追兵拉开了一定距离，毛泽东决定在大

柏地休整一天。就在大柏地，连日的饥

寒交迫激起红军将士心头的怒火，他们

纷纷要求与国民党军拼一场，不能再这

样被动挨打。毛泽东与朱德在察看了

大柏地的地形后，决定打一场伏击战。

随后，红四军干部会议在王家祠召开，

毛泽东主持了会议，做出具体的战斗部

署。

粟裕曾回忆道：“这天正是阴历除

夕，我们闯到土豪家，把土豪准备的年夜

饭吃了个精光。吃饱喝足以后，我们离

开大柏地，埋伏在石板道两旁山上的树

林里……”土豪家的年夜饭慰劳了打土

豪的红军，但不是每个红军战士都能吃

上。为了让战士们过年吃好饭，毛泽东

与朱德商量后决定，部队可以借老百姓

的东西吃用，但必须写下借条，待日后再

还。等红军离开大柏地，老百姓返家后，

发现红军虽然吃用了东西，可都留下了

借条，这让他们很惊奇，世上还有这样的

军队？

更让他们惊奇的是，3 个月后的一

天，毛泽东带军需人员回到大柏地，据实

给付银圆进行赔偿，即便借条丢失，只要

百姓报出数，也都进行了赔付。这一天，

同样兴高采烈的还有瑞金县城的百姓，

他们让毛泽东也感受到了惊喜。毛泽东

人还没到县城，但他带队还款的消息早

已传开。老百姓实实在在感受到，红军

与旧军队完全不同，确确实实是人民的

军队。敲锣打鼓声在瑞金县城响起，正

在进城的毛泽东和军需人员受到老百姓

的自发欢迎。毛泽东由衷地感叹：“瑞金

是个好地方，一定要把这块革命根据地

搞好。”

2 月 10 日，农历正月初一。一路紧

追不舍的刘士毅旅两个团趾高气扬地进

入红军的口袋阵，随着朱德一声令下，战

斗在 15 时左右打响。响彻山谷的枪声，

对于躲避战祸的百姓来说并没有什么特

别之处，但在红军将士看来，这是除旧迎

新的誓言，这是绝地反击的号角，更应该

是庆祝胜利的炮仗。

刚交手时，敌人气焰很嚣张，而这一

仗对红军来说，则关系到生死存亡，非胜

不可。红军弹药少，很快打光了，战士们

便 用 刺 刀 、枪 托 、木 棍 、石 头 同 敌 人 血

战。紧要关头，朱德指挥埋伏在半山坡

作为总预备队的独立营直属队向山下猛

冲。红军将士用打不垮的意志、不怕流

血牺牲的决绝，诠释了信念的力量，让胜

利的天平最终倾向我方，这是红军将士

期待的新春贺礼。

陈毅给中央的报告中这样说：“是役

我 军 以 屡 败 之 余 ，作 最 后 一 掷 击 破 强

敌。官兵在弹尽粮绝之时，用树枝、石

块、空枪与敌在血泊中挣扎，始获得最后

胜利。为红军成立以来最有荣誉之战

争。”时间的长河，不知在大柏地留下多

少枪声，唯有这个春节的枪声永远回荡

在历史的天空，成为大柏地特有的春节

记忆。在这记忆中，红军毙敌伤敌 300

多人、俘敌 800 多人、缴枪 800 多支。红

军终于在瑞金站住了脚，新年迎来新气

象。

1933 年，毛泽东再次来到大柏地，

脚下的土地已经成为中央苏区，呈现出

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目睹战场遗迹，

想起当年情景，他不禁心潮澎湃，写下了

《菩萨蛮·大柏地》：“赤橙黄绿青蓝紫，谁

持彩练当空舞？雨后复斜阳，关山阵阵

苍。当年鏖战急，弹洞前村壁。装点此

关山，今朝更好看。”

时至今日，大柏地正如词中所写“今

朝更好看”。绿水青山间，点缀着一栋栋

错落有致的漂亮小楼，灰色琉璃瓦屋顶，

白色亮丽的外墙装修，正是一幅乡村美

景图。当然，其中“更好看”的是那一面

面布满弹孔的墙壁，这是“当年鏖战急，

弹洞前村壁”的真实投影。一批又一批

来访者，在这墙壁前走入了大柏地的春

节记忆，理解了毛泽东的词作，情感得到

升华，精神得到洗礼，也留下了他们终生

难忘的记忆。

大柏地的春节记忆
■李 仲 董 伟

憩（中国画） 姚世宏作

大山峭立勾勒出天空几何形的版图

土屋像楔子嵌在山腰

土屋里走出清瘦的山中少年——

我的父亲

他抬头望望天

天幕浓黑缀着月亮和星星

少年背着土豆，书包

走在窄窄的山路上

涛声从峡谷谷底浮上来

陪着他一走就是二十里

江流冲刷着崖壁

少年伫立江边目光随流水漂远

江面多么宽阔，比脚掌宽比山路宽

江水多么澎湃

像少年心中抑制不住的激情

少年在江边小城

穿上绿军装翻越山岗

军营是少年闯入的崭新天空

他尝试着展开翅膀练习飞翔

训练场，射击场，农场，战场

他洒下汗水血水，咽下泪水苦水

他从少年长成了青年

从战士成长为军官

——我的父亲

用脚拓展出自己人生的疆土

他羽翼丰满，鼓荡岁月之风

用肩膀撑起家的横梁

三十多年军旅生涯

是父亲青春的跨度，光阴的经纬

是一分一秒累积的葱绿岁月

军人执着，眼里只有橄榄绿——

这一种生命的颜色，和平的颜色

脱下军装的那一天

父亲把军装整整齐齐叠好放进衣柜

他说往后自己就是老百姓了

要带孙子享受普通人的生活

他买菜做饭，打牌访友

回故乡老屋重温少年时光

父亲七十一岁时患肺癌切除左肺

手术后，面对家人的忧戚

父亲说：没什么大不了的

疾病就是敌人，你强它就弱

他不要拐杖不要人搀扶

挺立着像一座倔强的大山

几年过去，病魔被父亲吓跑了

父亲总说他老了

天空虽大飞不动了

但人活天地间不能气馁沮丧

心放宽广，路也就宽广了

父亲的话朴实刚硬

像种子，风一吹就会破土

就会长成峰峦

军人父亲的人生写意
■张向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