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茫茫戈壁，高山密林，“龙宫”深
处……4 月中旬，记者踏访火箭军座
座导弹营盘，总能清晰地触摸到一种
战略导弹部队特有的战地文化印记。

战地文化，作为强军文化的重要组
成部分，在实战化军事训练中为鼓舞兵心
士气、提升训练水平发挥着重要作用。战
略导弹部队 50余载的砺剑征程中，不断
加强战地文化建设、打造战地文化平台、
完善战地文化保障、强化战地文化精神支
撑，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战地文化体系，其
中蕴涵着“长剑不语人不寐”的执着定力，
彰显出“一声点火天地惊”的豪迈底气，助
推倚天长剑的一次次浴火飞天。

大山深处的阳光

“‘升太阳’仪式现在开始！”岩层深
处，随着火箭军“东风第一旅”发射二营
教导员何海卫一声口令，营长钟昆龙把
一幅鲜艳的“太阳画”挂在了洞壁上。

大山深处的导弹阵地，阳光是难得
的奢侈品。曾几何时，为慰藉新战士对
阳光的渴望，一名班长画了一幅“太
阳”。久而久之，“升太阳”成了“地下龙
宫”里特有的仪式。

其实，“升太阳”并不是这个导弹旅
的“专利”。“阵地山连山、头顶一线天”，
官兵经常几十天见不到太阳，画一个红
彤彤的太阳，每天清晨准时“升”起在战
位上，这一特有的仪式成为火箭军不少
部队战地文化的一个缩影。

守山如家，爱山无悔，阵地就是战
场。战略导弹部队从诞生之日起就注
定与大山为伴，一代代官兵将强军报国
的信念融入大山、铸进阵地，逐步形成
了独具特色的战略导弹部队战地文化。

这里是连绵群山之中的一座导弹
工程兵营盘。记者在工区入口看到 6块
普通却又非同寻常的岩石。它们有的
被称作“忠诚石”，有的叫“血性石”，有
的被命名为“砺剑石”，每块石头背后都
有一个壮美的故事。比如“忠诚石”。
战略导弹部队组建之初，开国功臣王佑
林的儿子王文强从军入伍，他不恋机关
钻深山，成为常年与岩石作伴、与寂寞
为伍、与危险同行的导弹工程兵。在一
次掘进塌方的危险情况下，为掩护战友
安全撤退，王文强不幸被石块砸中，牺
牲时年仅 19岁。此后，官兵带着这块浸
着英雄鲜血的“忠诚石”转战南北，每到

一处都会把它擦拭干净，安放在工区最
醒目的位置。

行走在火箭军营区，你会发现，一块
石头、一句口号、一幅标语、一种精神往
往见证的是强军历史，彰显的是火箭军
战地文化的鲜明价值取向。这种无处不
在的熏陶感染，将官兵“能打仗、打胜仗”
的勇气和决心内化于心、外化于形。下
士刘聪说，充满军人血性的战地文化氛
围，是激励他们牢记使命、奔赴战场、勇
于牺牲的精神磁场。

发轫于火箭军某团的“红川精神”，
就是生动一例。起初，官兵走进这里，
仿佛一下子进入了一个封闭的世界，内
心对这片军事禁区抱着一种敬畏交织
的复杂情绪。针对大家这种心理状态，
这个团着力打造“红川魂”文化工程，组
织“感动红川”人物评选等文化活动，将
“红川魂”与战地文化融为一体，以文化
认同促进价值认同，在官兵中间激起强
烈共鸣。至今，官兵说起连续五届高票
当选、现已退休的高级工程师许家启，
依然叹服：他 40余年扎根红川没挪窝，
而且把军校毕业的儿子也带到这里，成
为“红川文化”的标志性人物。

镇国重器静卧深山，文化涵养坚守
之美，这是官兵立之当世、传之后来者
的忠诚之美。

悄无声息中点燃心灵火焰

“九州驭铁骑、全域展锋芒”。近年
来，伴随着火箭军部队跨越发展、转型重
塑，战地文化建设如影随形：车行万里孕
育“车厢文化”、长途拉练活跃“背囊文
化”、野外演兵呈现“帐篷文化”……时时
处处淬炼打赢之志、血性之气、奉献之美。

常年在寂寞中行走的导弹押运兵，
对“车厢文化”感触最为深刻。某铁运
营组建 50余年，执行押运任务 2000 余
次，车厢成为官兵“流动的家”。这里，
收音机、口琴、吉他、“流动图书箱”等是
伴随官兵业余生活的重要“装备”，班排
故事接龙、三两人的文艺演出、一个人
的独唱音乐会不时上演。

那年中秋，班长宋义忠和上等兵杨
鹏前往某偏僻地执行任务。仰望明月，
小杨思乡心切。宋义忠找来两个馒头，
夹上花生米和白糖，美其名曰“押运兵
月饼”，俩人对月当歌，留下一路豪迈。
宋义忠说，如此“节目”，是班长教他

的。这种代代相传的简单快乐，在官兵
的记忆里是那样朴实淳厚。

战地文化并非无源之水，它伴随强军
备战的铿锵步履不断发展，在悄无声息中
点燃官兵心灵的火焰。作为战略军种，火
箭军担负着独特的作战使命，也正是这种
特殊性，铺就了其战地文化的独特背景。

4月初，某导弹旅挺进密林展开驻训
演练，迷彩伪装下的宿营地与山峦融成一
色，而迷彩网下却“别有洞天”：既有沙土堆
砌而成的“长城”，也有用泥土塑起来的“铁
拳”，还有用废旧牛奶盒拼装而成的“导
弹”，帐篷门帘上挂着充满战斗气息的楹
联，“帐篷墙报”“床头格言”随处可见。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火箭军
部队在“剑行天疆”的岁月里，不仅探索
创新出多种野营文化形式，还按照“功
能集成、携带便利、操作简易”的要求，
研制出一批既满足文化需要又符合打
仗要求的文化装备：野战文化智能影音
设备，既能在线点播节目，也能实时收
看电视，还能观看 3D电影；野战文化携
行包几乎可以装下一个“连队俱乐部”，
能满足单兵、班、建制连队文化生活需
要，“小块头”上演“大智慧”。

战地文化美如画，铸魂育人励官
兵。走进战地营区身临其境用心感受，
你就会被这种带有阳刚之美的战地文
化深深吸引。某旅政治工作部主任赵
伟说，战地文化与战斗力生成提高密切
相关、相得益彰，在这样的环境下驻训
演练，官兵不仅有效缓解了疲劳，而且
训练热情也被不断激发出来。

战地文艺在“实战大考”

中彰显魅力

战地文艺，是战地文化的重要表现
形式。那年盛夏，某旅官兵在西北高原
经过一个多月连续强化训练，即将迎来
“实战大考”，个别官兵疲惫而焦躁。发
射前夜，一场战地文艺演出拉开帷幕。

迷彩服、训练装组成的“时装秀”，
在野战营盘绽放异彩；根据身边事创作
而成的小品《发射前夜》，让不少战士惊
呼“说的就是我”；颇有军营“吼歌”特色
的军歌联唱，“吼”去一身疲倦……火箭
军政治工作部一位领导说，在实战化军
事训练中，抓好战地文艺的传统不能
丢。在战略导弹部队波澜壮阔的砺剑
岁月中，战地文艺不仅没有褪色消减，
而且愈加鲜艳光亮。

中原莽莽群山深处，一场实兵演练
结束，火箭军“文艺轻骑兵服务万里行”慰
问活动火热登场。演员李丹阳放歌《强军
路上大步走》，舞蹈演员徐成瑶表演的《边
关情》，演员周炜的相声《梦飞翔》……歌
声、欢呼声、呐喊声在深山久久回荡。

在火箭军强军文化建设实践中，基
层官兵是最广泛的参与者与最大的受益
者。目前所有旅团建有战士军乐队等多
支特色文化队伍，形成“连有文体骨干、

营有特色队伍、旅团有组织多样文化活
动人才”的战地文化人才新格局。

仗剑挥金戈，文化润心田。近年来，
火箭军创作出版长篇小说《天啸》《红菩
提》《羌红》等 30多部文学作品，歌曲《练
为战》入选全军 10首战斗精神歌曲，《点
火》《跟我上》《强军战歌最嘹亮》等 7首
歌曲获全军军旅歌曲创作比赛一等奖。

长剑不语，见证精神之魂

在火热的训练生活中，战地文化以
其澎湃铁血、雄健风骨、豪迈姿态，深深熔
铸在火箭兵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之
中，成为激励官兵精武强能的重要支撑。
火箭军副政委唐国庆告诉记者，这些年火
箭军战地文化建设围绕精武建功、科技创
新、从严求实的价值取向，不断强化强军
兴军的文化支撑，给部队学习新知识、钻
研新装备、掌握新技能、创造新成果源源
不断地增添精神动力。

在某导弹旅，记者遇到一位“老山
沟”。他叫赵尚文，是该旅副旅长，也在
这个旅工作生活了33年。即将脱下军装
时，他动员儿子赵张旗远离繁华走进大
山接过守护“国宝”的担子。这不是简单
的“子承父业”，而是一种精神的薪火相
传。近年来，火箭军独具特色的战地文
化脱胎于血与火的演兵场，积淀形成的
“高原火箭兵精神”“导弹工程兵精神”等
具有地域、任务特色的强军文化精神，在
千山万壑的军营中绽放出耀眼的光芒。
“海拔高，工作标准要更高；氧气

少，奉献精神不能少；环境苦，我们苦
干不苦熬”，这是代代官兵用牺牲奉
献形成的“高原火箭兵精神”。前不
久晋升为一级军士长的盛德华，被官
兵称为这一精神的最佳“代言人”。
盛德华入伍 25 年，始终像骆驼刺一样
深深扎根在戈壁滩上。一次执行任务
遭遇沙尘暴，他靠着半袋饼干和一瓶
矿泉水坚守了两天；那年担负特殊任
务，他几乎天天与死神打交道，但他
总给人留下一种乐观和淡定的状态。
他曾当选党的十八大代表，被团中央
表彰为“向上向善好青年”，原第二炮
兵授予他“忠诚使命的高原火箭兵”
荣誉称号。

近年来，火箭军党委把长期积淀形
成的战地文化，概括为“爱导弹、爱阵
地、爱本职”和“讲忠诚、讲打赢、讲严
实、讲创新、讲奉献”，形成以“三爱”“五
讲”为主旨的砺剑精神，专门编写《砺剑
精神学习读本》，形成教育铸魂、文化培
塑、舆论引导、实践养成的培育体系，成
为火箭军官兵练兵备战的精神追寻和
价值坐标。

回首导弹战车留下的道道辙印，仰
望大国长剑绘就的恢弘弹道，你就会深
切体味到其中蕴藏着战地文化积淀的精
神之魂，它无时不刻在为国之重器淬炼
利剑锋芒，为导弹精兵注入胜战之魂。

（题图：长剑傲苍穹 冯根锁摄）

长剑引弓处，剑气如虹
—“实战化军事训练的文化思考”系列报道之四

■本报记者 王卫东 特约记者 李永飞 宋开国

2011年11月22日，唐江同志托人

给我送来一本纪念集，书名是“溶入生命

的歌”。这本集子是纪念《长征组歌》的，

书内收录了我的一篇评论文章。唐江于

1938年、在他10岁时就参加了八路军，

真正是“吃部队乳汁长大”的音乐家。他

还曾任原北京军区战友歌舞团团长，是

《长征组歌》的首任指挥。一看书名，就

知他对长征和《长征组歌》用情之深。

《长征组歌》和参与《长征组歌》创

作、演出，都是值得纪念的。

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是人类历史

上的奇迹，其艰难，其险恶，其英勇，其悲

壮，都堪称伟大英雄史诗。

我是一个长征的崇拜者。在我的意

识里，每一个走过长征的人，都是穿越苦

难与死亡的勇士。他们的每一个脚印，

都是一曲壮歌。崇山峻岭，关河险阻，长

驱二万五千里，枪林弹雨、饥饿和死亡，

那是怎样一种生活，需要多么坚定的信

念和巨大的勇气！长征对于军人，乃至

整个国家和民族，永远都是一面旗帜，一

座精神高地，永远鼓舞和召唤后来者。

毫无疑问，长征是文艺创作的重要

题材，已经产生并将继续产生许多伟大

作品。《长征组歌》就是其中之一。

《长征组歌》的产生本身带有传奇

性。歌词的作者萧华将军是长征的亲历

者。他18岁时，任少共国际师的政委，一

生戎马，直至任解放军原总政治部主任。

就是这样一位沙场上将、军中才子，1965

年，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30周年前夕，写

出了不朽的组诗《红军不怕远征难》，也就

是后来《长征组歌》的歌词，重现了当年的

铁血征途、风云岁月。真实、大气、感人、

史诗品格，是这部组歌的特点。

1975年的一天，我和原战友文工团的

唐诃应邀去人民日报社撰写评论文章。唐

诃是《长征组歌》的作曲之一。交谈中，我

问及组歌的创作过程。他说，中央非常重

视，周总理亲自过问，要求作品是革命的、

民族的、大众的；主创人员通力合作，依靠

集体智慧，反复推敲修改。上下努力，《长

征组歌》才浑然一体，臻至完美。

长征已经远去。但“长征”二字就像

神祇一样，在不断召唤你的信念，你的勇

气和灵魂。

1995年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60周

年，我和首都文艺界的部分代表重走了长

征路。我是怀着朝圣的心情上路的。我

们从江西瑞金出发，一直到达陕北的吴起

镇。在于都河畔——红军长征出发的地

方，我仿佛觉得长空中有歌声飘来，“红旗

飘，军号响。子弟兵，别故乡……红军夜

渡于都河，跨过五岭抢湘江……”悲壮之

声，久久回荡。壮士一去兮不复还，许多

人就此一别，竟成永诀。我在遵义城那栋

熟悉的楼房边，思考伟人的作用和历史的

走向。我在大渡河的泸定桥上徜徉，体验

兵凶战危，丈量历史的距离和精神的海

拔。“踩波踏浪歼敌兵……铁索桥上显威

风”，摸着冰冷的铁索，我感觉到了勇士热

血的温度。在雪山草地，我心中不断浮现

红军将士身处绝境的那份坚强，仔细体味

“革命理想高于天”的真实内涵。在吴起

镇，望着山坡上残破的窑洞，我仿佛听到

了欢快的锣鼓和秧歌声，看到了满是风霜

和征尘的战士脸上的笑容。

2008年8月初，原北京军区战友歌

舞团在保利剧院隆重举办《长征组歌》第

1000场公演，我有幸得以观赏。一部合

唱作品，由原创单位历经几十年，公演上

千场，并依然受到观众的热烈欢迎，殊属

不易。这也足以证明《长征组歌》强大的

艺术生命力。

《长征组歌》是一场艺术的接力。许

多著名艺术家都曾经参加《长征组歌》的

创作和演出，如唐江、唐诃、生茂、马玉

涛、马国光、贾世骏等。光阴荏苒，其中

许多人已经谢世，但他们的名字和业绩

都将留在中国的艺术史上。

崇高与美丽不朽。就像新的长征还

会继续一样，《长征组歌》这样的经典之

作永远常青，必将成为我们永久的精神

财富，铿锵嘹亮的歌声会永远回荡在历

史的天空。

英
雄
史
诗
的
召
唤

■
喻

晓

“官兵一致同甘苦，革命理想高于

天……”《长征组歌》这部红色经典，每

一次响起都让人心潮激荡。因为《长征

组歌》，中央红军长征的出发地于都诞生

了一个名为“长征源”的业余合唱团。目

前，这个合唱团在各地演出《长征组歌》

已达200多场。

苏区时期，于都仅30余万人，先后就

有68000多人参加红军，10万余人支前参

战。参加长征的于都子弟就有16800多

人，还有近万名挑夫随军出征没有留下姓

名记载。在长征出发的这块土地上，人们

对于长征、对于红军、对于长征精神，有着

与众不同的深厚情感。8年前，由于一个

共同的名字——“红军后代”，肩负着传承

长征精神的共同使命，来自不同工作岗位

的人们，怀揣着唱响主旋律、弘扬伟大长

征精神的共同愿望聚集到一起，长征源合

唱团就在这块传奇土地上诞生了。

在选择主打演唱曲目上，合唱团成

员们不约而同地选择了《长征组歌》。从

于都出发的二万五千里长征，是理想信

念的伟大远征、是检验真理的伟大远征、

是唤醒民众的伟大远征、是开创新局的

伟大远征，而最能完整展现这段光辉历

史的文艺作品之一就是《长征组歌》。

合唱团的成员来自不同单位，没有任

何报酬，靠什么来坚持？凭什么来凝聚？

成员们的行动在告诉我们：靠自觉，靠奉

献，靠发源于这片土地上的伟大长征精

神。合唱团成立之初，由于没有合适的排

练场所，排练活动多次更换场地进行。从

单位会议厅到学校教室，再到文化艺术培

训大厅。阵地辗转，思想不乱；不管在哪

里，无论是严寒酷暑，大家都毫无怨言；有

的团员家中小孩年幼，每逢训练时就一起

带到排练现场，称是“从小耳濡目染”。合

唱团陈列室墙上还留下了一位成员抱着几

个月大的孩子、一位成员吊着手臂坚持在

排练的图片。

于都人对长征有特殊情感，对《长征

组歌》有着深厚的感情，到部队传播红色

经典，是合唱团的共同愿望。合唱团成

立以来，多次应邀到部队。2013年6月，

著名词作家王晓岭看完合唱团的演出

后，对大家说，“相信你们无论走到哪里

都能震惊四座，因为你们的情感如此真

切动人”。2014年 10月 17日，是长征

出发80周年纪念日。在长征出发地于

都，原北京军区战友文工团与长征源合

唱团共同演绎《长征组歌》，在《长征组

歌》词作者萧华将军的女儿萧雨、萧霜的

见证下结为“姊妹团”。此后，原战友文

工团一批批专家的指导，让合唱团在艺

术表现上有了长足进步。

让合唱团成员们至今记忆犹新的

是，合唱团在2016年沿长征路线巡演中

的情景。一路上，合唱团的演出激起观

众的强烈共鸣，热情的观众给合唱团报

以热烈掌声。一位老将军特意穿上挂满

军功章的军装与团员们合影，还将他珍

藏的苏区时期珍贵文物，郑重地交给合

唱团保存。

近年来，合唱团荣获“全国文化系统

先进集体”，合唱团的“《长征组歌》传播

巡演”项目入选为“国家艺术基金资助项

目”……这些荣誉，代表着人们对长征的

深情致敬。《长征组歌》穿透岁月的光芒，

依然照耀着我们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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