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年近百岁的老红军追忆草地炊烟，历史场景仿佛就在眼前。 星星之火照亮心中的远方。

半条棉被蕴含着温暖人心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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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一”前夕，一场以“军歌嘹
亮，共铸辉煌”为主题的专场诗歌朗诵
会在河南焦作举行。多位朗诵艺术家用
深情的朗诵，为人们精彩呈现军旅诗人
张献华的诗词意境。

朗诵会分为“金戈铁马军旅情”“不
能忘却的记忆”“晚霞如火畅想曲”三个
篇章，每一首诗作都向人们传递出诗人
浓郁的军旅情结。“敬一个军礼/写一首
赞歌/是因为我也曾经扛起过钢枪/走进
过威武的方阵/像铁流一样挺进/每一个
脚印都是沿着英烈的脚印/接受过滤接受
思考接受洗礼……”这是朗诵会开篇长
诗《八一礼赞》中的一段。“敬一个军
礼”，虽只是一个简简单单的动作，但它
却承载着一位军人一生中挥之不去的别
样情怀。“战友是当敌方的炮火袭来，你
把我扑在身下；战友是当敌人的子弹打
来，我把你挡在身后”。战友对于军人来
说，不是家人胜似家人、不是兄弟亲似
兄弟。可以说，战友情是军人融入血
液、透进骨子里的情感，是军旅诗人百
歌不厌的对象。朗诵者在台上深情吟
诵，听众在台下凝神细听，精彩的诗句
无不抒发着诗人真诚朴实的情感世界。

张献华是一位老兵，参加过边境作
战，业余时间酷爱诗词创作，有多篇作品
在各级媒体发表。

真情凝注岁月诗行
■辛振乾 薛俊美

在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 91周
年期间，人们注意到，社会各界把目
光再一次密集地聚焦于党领导人民军
队在过去 90多年间波澜壮阔的伟大征
程。人们通过各种形式表达对人民军
队的热情讴歌，抒发对人民军队英雄
人物的深情赞颂，推出了一大批在全
社会产生广泛影响的革命历史题材文
艺作品。那些铭刻在光辉军史中的革
命印记，那些感人至深的红色故事，
承载于形式多样的文艺品类，如同一
颗颗灿烂的红色珍珠，散发出夺目的
时代光彩，深深感染着广大受众，成
为这个盛夏备受瞩目的文化现象。

透视这一文化现象，我们得到的
启示是良多的。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方
面就是，在多元文化背景下，革命历
史题材文艺作品如何创新，才能真正
感染受众，让尘封于历史的珍贵记忆
真正彰显出动人的精神魅力？那岩浆
地火般的生死对决，那马灯摇曳时的
寒夜温暖，那撼人心魄的英雄壮举，
究竟怎样才能从历史深处更好地走进
今天人们的心灵世界？国家京剧院新
创现代京剧《红军故事》，就为我们在
思考这一问题时，提供了一个可供借
鉴的鲜活样本。

一

《红军故事》由《草地炊烟》《半
条棉被》《军需处长》组合而成，分别
由剧作家胡应明、徐新华和军旅剧作
家王宏编剧，李博、袁慧琴、杜喆等
国家京剧院知名演员担纲主演。三个
感人至深的故事，如同三束投向历史
深处的聚光灯，将那段艰苦卓绝的岁
月凝聚于舞台上。国家京剧院党委书
记宋晨表示：“国家京剧院将三个感人
至深的红军故事，以京剧艺术的表现
形式搬上舞台，就是要以艺术的感染
力展现红军精神，展现信仰的力量，
展现共产党人与人民群众荣辱与共、
风雨同舟的鱼水深情，用实际行动努
力创作出讴歌党、讴歌祖国、讴歌人
民、讴歌英雄的精品力作，做有信
仰、有情怀、有担当的新时代文艺工
作者。”

这三个红军故事，不少观众并不
陌生。在《草地炊烟》中，茫茫草地
中的红军班断粮断炊多日，老班长刘
红根用儿子牺牲时留下的唯一遗物——
皮带，作为全班充饥的食粮，留下的
小半截皮带承载着红军战士走出草地
的希望……在《半条棉被》中，三名
红军女战士来到罗霄山脉下的沙洲村
徐解秀家借宿，看到她家连御寒的被

子都没有，临走时将仅有的一床棉被
剪下半条留给徐解秀……《军需处
长》是根据 1983年 3月 27日 《解放军
报》“长征副刊”刊载的李本深同志
作品《丰碑》改编，讲述红军过雪山
时，军需处长火雁把自己的口粮、身
上的棉衣都让给了战友，牺牲时身体
变成一尊冰雪的雕像……通过京剧艺
术的全新演绎后，故事呈现出新的艺
术质感，产生了极强的艺术感染力。
“这三个故事，用我们的国粹艺术展
现出来，气势恢宏，直击内心。”“演
员的表演深深震撼了我，这不仅仅是
一个艺术作品，更是正能量在文艺界
的充分体现。”演出结束后，观众好
评不断。

二

《红军故事》的成功，在于其故事
选择的独到，更在于主创人员对于历
史的深刻认知和对历史精神的准确把
握。
“历史走到今天的节点，回忆重温

过往，为的是珍视与正视。珍视那些
真挚赤诚的人和事，正视历史的记忆
和呼唤。赞崇高之信念，叹人情之真

挚，立人物形象之鲜活，抒不忘初心
方得始终之大美，是我们这次创作的
最高任务。”总导演张曼君在创排京剧
《红军故事》之初就对剧目的创作背景
和目标等提出具体要求。是的，革命
历史题材作品之所以有着永恒的魅
力，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其本
身融入的红色基因。无论时代如何变
迁，人们总能从中找到文化之根与力
量之源。《草地炊烟》燃起的是崇高革
命信仰，半截皮带体现出生命的延续
和精神的承继；《半条棉被》讲述了军
民亲如一家的鱼水深情，彰显中国共
产党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的
不变初心；《军需处长》在冰刀雪剑中
锻造出一座铁血忠诚的丰碑，让人从
中能感悟到英雄身上的伟大人格力
量。漫漫长征路上浓缩提炼出的三个
红色经典故事，蕴含着人民军队的胜
战密码，其中彰显的信仰之力和大爱
情怀，是任何一个时代都不可或缺的
文化特质。

与此同时，《红军故事》的成功，
证明革命历史题材与京剧艺术的联
姻，使得作品在人物形象塑造特别是
人物心灵世界的呈现上有着独特优
势。京剧音乐性的念白、声情并茂的
唱腔、舞蹈化的形体动作、精致细腻

的表演风格、舞台形象的美学要求等
艺术特点，让故事讲述更加生动可
感，让人物演绎形神兼备，使观众在
视听感受上有了新颖别致的情感体
验。《草地炊烟》中饰演红军小战士周
国才的青年演员赵辉辉，通过跌打翻
扑身段的技法精彩呈现人物内心的
情感纠葛，给观众以撼动人心的观
感。《军需处长》中饰演军需处长火雁
的国家一级演员杜喆，通过文戏武唱
的技巧突出人物性格，巧妙运用如抢
背、跪蹉、探海等京剧传统程式，展现
出火雁在饥饿寒冷中找寻红军战士
所遇到的困境。演出中，同一处舞
台，草地、村庄和雪山的多种环境和
场景，都让观众如身临其境。这不仅
是因为舞台布局的变化，还因为演员
在唱腔、手势、身段、台步等方面的表
演，京剧配乐与现代交响乐的和谐配
合等。比如《半条棉被》配唱了清亮
甜美的湖南民歌，悠扬婉转的曲调让
听者沉浸在老百姓思念红军的氛围
里；在表现“献被”“抢被”“剪被”的过
程中，巧妙运用京剧中的抢、夺、拦、
剪等程式动作，将人物与戏剧冲突刻
画得入木三分。《军需处长》结尾处，
火雁挥舞着红腰巾翻扑滚跌，将剧情
推向高潮，深深打动了现场观众。

三

京剧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粹，有着
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实践积累。然而近些
年来，受流行文化特别是快餐式文化的
冲击，古老的京剧艺术面临受众减少、人
才断层与流失等压力。现代京剧《红军
故事》的成功上演，为京剧艺术不断拓展
视野、拓宽受众面、提升影响力等诸多方
面，都提供了可以借鉴的思路和经验。
用京剧艺术讲述革命历史故事，两者相
得益彰的结合互融，让革命历史故事与
京剧艺术都彰显出应有的时代魅力。

与此同时，《红军故事》代表着一种
鲜明的价值取向。它再次说明，波澜壮
阔的革命历史有着永恒的精神价值，蕴
藏着无数生动鲜活的创作素材，无论在
何时都有着震撼人心、直击灵魂的力
量；在多元文化生态下，我们只有秉承
着对伟大历史的深深敬仰，抱着真诚质
朴的艺术追求，才能在历史记忆中开掘
出大美大爱，创作出受众喜闻乐见的精
品力作，使作品艺术价值实现最大化，
使文化繁荣的高地不断得到夯实。这
是当代文艺工作者应该肩负起的责任
与担当。 （剧照由李春来提供）

《红军故事》：红色记忆的深情礼赞
■夏董财

今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
这 40年，是注定辉耀中华民族

史册的 40 年。春风激荡起时代进
步的滚滚浪潮，让古老的中华文明
爆发出惊人的创造伟力，让一个崭
新的中国屹立于世界的东方。

回望这 40年，让人陡生万千感
慨。多少历史性时刻值得我们永远
铭记，多少日新月异的变化就发生在
我们身边，多少举世瞩目的成就让我
们激动满怀……作为一名军人，我们
亲历和见证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波澜壮阔，我们更亲历和见证着人民
军队改革强军的铿锵步伐。

为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解放
军报》从即日起至12月举办“亲历与
见证——我与改革开放 40年”征文
活动。征文希望通过作者讲述在改
革开放 40年间，亲身经历的国防和
军队建设标志性事件，充分展现人民
军队改革强军的生动实践和辉煌成
就，热情讴歌人民军队永远不变的宗
旨和本色，生动展现火热军营发生的
深刻变化和广大官兵的精神风采。

征文题材为报告文学或纪实散
文，篇幅以 3000－5000字为宜。电
子来稿请发送至：czfk81@126.com,
并在“邮件主题”处注明“亲历与见
证——我与改革开放 40年征文”字
样；纸质稿件请寄至：北京市阜外大
街 34号解放军报文化副刊编辑室，
邮编：100832。请在信封上注明“亲
历与见证——我与改革开放40年征
文”字样。征文优秀作品在《解放军
报》刊发后，将组织优秀作品评选并
结集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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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下旬，陆军第 76集团军邱少
云生前所在旅文艺轻骑队创排“砺剑高
原·热血青春”主题晚会，辗转在方圆近
百公里的各个点位巡演，为正在平均海
拔 3700米雪域高原驻训的官兵送上精
彩文艺节目，激发官兵在艰苦环境中加
紧练兵备战的满腔热情。

演出在女子群舞中拉开序幕。伴随
着欢快的节奏，身着迷彩的女兵闪亮登
场，赢得官兵热烈掌声。这次驻训，该旅
女兵整建制挺进高原，与男兵一样战风
沙、斗严寒，这掌声是对她们“巾帼不让
须眉”最好的褒奖。“头顶的太阳，燃烧
着青春的余热，他从来不会放弃，照耀
着我们行进……”该旅合成四营官兵组
建的星火乐队，演唱的歌曲《我们的时
光》引发了官兵共鸣。歌声尚未远去，
由官兵自导自演的小品《一声令下》登
场。小品把连长在抽查战备物资时与
二班战士发生的一件趣事，淋漓尽致地
展现在官兵面前。“实战化来不得半点
虚假，否则要付出血的代价！”连长掷地
有声的讲评，让官兵在欢笑之余得到警
醒。紧接着，节目《挑战第一名》让获得
全营步枪分解结合课目月冠军的上等
兵邹桥远，接受官兵现场挑战。相声
《提意见》把该旅组织“官兵心声倾听
会”的故事搬上舞台。“掉皮掉肉不掉
队，瞄准第一就冲击……”全场官兵在
三位演唱者的带领下，齐声高唱《军人的
名字就是第一》，将晚会推向高潮。

兵写兵，兵演兵，节目动人心。据
该旅领导介绍，临时组建的文艺轻骑队
既没有华丽的服饰、没有专业的导演、
没有炫目的灯光，甚至彩排都是在训练
间隙见缝插针进行，但接地气的节目将
官兵身边故事搬上了舞台，深受官兵欢

迎，使官兵精武强能的热血豪情不断得
到激励。 （张宏斌、相双喜）

★近日，新疆军区某红军师结合
“传承红色基因、担当强军重任”主题教
育，根据党史军史和红军师战史，精心
编排“忆峥嵘岁月、唱战斗歌曲、担强军
重任”主题晚会，巡回演出于天山南北

该师所属的座座营盘，给官兵送上了一
堂别开生面的教育课。

晚会以合唱、独唱、朗诵、舞蹈等多
种艺术表现形式，追溯我党我军一步步
成长壮大的历史印记。情景表演《万水
千山》以扣人心弦的音乐、形象生动的表
演，将红军战士从战略转移到胜利会师
的伟大壮举演绎得淋漓尽致。歌曲联

唱《游击队之歌》《军民团结向前进》《抗
日军政大学校歌》抒发抗日战争中坚定
的革命信念。表演唱《英雄赞歌》将电影
《英雄儿女》场景搬上舞台，王成紧握爆
破筒与敌人同归于尽的壮举让官兵热
血沸腾。舞蹈《洗衣歌》中，演员用肢体
语言形象生动地演绎出解放军官兵与
藏族人民深厚的鱼水情谊。当《红军师

战歌》响起时，全场官兵起立高唱，刹那
间，嘹亮的歌声震撼人心。

近年来，该师深入挖掘红色资源，
在基层部队广泛开展“红色基因代代
传”工程建设，从唱战歌、学战史、析
战例、忆战将活动中感悟红色历史，在
触摸历史中深烙忠诚印记、深扎信仰
之根。 （李 康）

青春激扬在迷彩世界

陆军第76集团军邱少云生前所在旅文艺轻骑队来到训练场，在训练间

隙为官兵带来精彩的小节目。 张宏斌摄

新疆军区某红军师编排“忆峥嵘岁月、唱战斗歌曲、担强军重任”主题教

育晚会到基层单位巡演。 张 立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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