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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习主席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重要讲话系列谈

和平年代，一支军队最可怕的就是

患上“和平病”。国家富强，不能忘记烽

火狼烟；太平岁月，更要做好战斗准备。

历史远没有走到铸剑为犁的阶段。

如果有人把战争强加到我们头上，我们

要扪心自问，能不能做到召之即来、来之

能战、战之必胜？

我军几十年没打仗了——在新时代

的征途上，向精神懈怠宣战、向和平积弊

开刀，是我们必须打赢的“第一仗”。

祛除“和平病”的一剂良方，就在我

军深厚的文化根系中。

这是世界战争史上罕见的一幕。

抗美援朝战争釜谷里战斗中，志愿

军第39军347团7连打退敌人多次进攻

后仅剩7人，弹药消耗殆尽。敌人6辆

坦克的后面，跟着1个营的兵力，再次发

起攻击。

此时，司号员郑起吹响冲锋号，离他

只有10米远的敌人竟然出人意料地调

头溃逃……联军总司令李奇微在回忆录

里这样描述，“这是一种铜制的乐器，能

发出一种特别刺耳的声音，在战场上它

仿佛是非洲的女巫。只要它一响起，共

产党的军队就如同着了魔法一般，全部

不要命地扑向我军，每当这时，我军总被

打得如潮水般溃退。”

一把小小的军号何以产生如此魔

力？在于这支军队拥有“压倒一切敌人

而决不被敌人所屈服”的英雄文化根系。

军队乃至战争的较量，某种意义上

是文化的较量。先进军事文化，蕴含着

一个民族的价值取向和精神风尚，滋养

着一支军队的灵魂，塑造着一支军队的

精气神，是战斗力的重要源泉。

“中国民族之武，其最初之天性也。”

自古以来，中华民族就孕育着光彩夺目、

烛照后世的军事文化。

如果说，千年历史积淀形成了传统

军事文化的座座高峰，那么共产党领导

的人民军队，则创造了中国军事文化新

的历史高度。

这支队伍的文化基因里，党对军队

的绝对领导，是胜利之魂。

陈云说过：“我们的军队也会打败

仗，但是打不垮……在别的军队里头，一

个连长、团长、师长反水，就可以把队伍

带走，可是我们的军队不是这样……这

是什么力量呢？这是党的力量。”连美军

都感叹，“在战争中还从未发现一支健全

的共产党军队陷入解体。”

这支队伍的文化基因里，一不怕苦、

二不怕死的战斗精神，是制胜密码。

世界上每一支军队都有自己的英

雄，但人民军队的英雄不是孤立的个体，

英雄的壮举也不是一种偶然。从赵一

曼、董存瑞、黄继光、邱少云，到“狼牙山

五壮士”、东北抗联八位女战士……一个

人的慷慨赴死可歌可泣，无数人的舍生

忘死铸就胜利。

习主席说：“只要还有一个人，就要

同敌人血战到底，这是人民军队的信

条。”人民军队拥有产生英雄的沃土，这

就是文化的力量。

中国军人死都不怕，还怕什么？这

种英雄气概，从来都是我军军事文化最

集中、最深刻的体现，永远丢不得。今天

的我们都应该想一想：穿上军装，有没有

“愿得此身长报国，何须生入玉门关”的

豪情？练兵备战，有没有“晓战随金鼓，

宵眠抱玉鞍”的紧切？战斗打响，有没有

“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的血性？

没有英雄气，祛不了“和平病”；没有

英雄梦，何谈强军梦？从根子上铲除和

平积弊的土壤，必须坚持用习近平强军

思想铸魂育人，让舍身报国、以战为荣的

价值取向，舍生忘死、一往无前的血性胆

气，融入官兵血脉、成为行动自觉。

没有英雄气，祛不了“和平病”
■平 言

强军文化建设离不开精神的支撑，
精神从何而来？需要我们在日常生活
中濡养，需要我们有一种坚定的信念和
浩然之气。

一

1927 年 10 月，南昌起义最后剩下
的一支部队，在江西的群山中艰苦跋
涉。走到江西安远时，只剩下 800 多
人，队伍可能一哄而散。生死存亡的
关键时刻，朱德站出来了，面对溃散的
队伍，朱德以浩然之气大声疾呼，同志
们，我们都是中华好男儿，只要我们不
怕死，就没有战胜不了的艰难险阻。
我们正在经历俄国革命的 1915 年，但
我相信，我们一定能够走出困境。革
命虽失败了，但我们还是要革命的，我
们只要不放弃，只要我们不怕死，就一
定会迎来胜利的明天。朱德从俄国讲
到中国，从国际讲到国内。谁也不会
想到，一支面临溃散的队伍，正是因为
朱德的这次演讲，留住了革命的希
望。在最黑暗的日子里，朱德的浩然
之气给了这支似乎丢了魂的队伍一个
灵魂。这个灵魂便是通向胜利的一盏
明灯，于是这支 800 多人的队伍，后来
成了中国革命的火种，以不可阻挡的
燎原之势燃遍神州。

也许对朱德当年讲的“俄国革命的
1915年”，包括队伍中多数领导干部，并
不知道它的背景和内涵，但是从朱老总
坚定自信的声音和无比睿智的眼神里，
他们看到了革命必将胜利的希望，看到
了未来红色中国的一线曙光，看到了一
种军人特有的浩然之气。这种浩然之
气，成为了人民军队的一种红色基因，
成为了我军官兵的一种血性精神。这
种浩然之气，培养了我军一脉相承的强
军文化，造就了我军不惧一切强敌的英
雄气概。
《亮剑》中的主人公李云龙有一句

非常经典的阐述我军这种浩然之气的
豪言壮语：“纵然是敌众我寡，纵然是身
陷重围，也要敢于亮剑，我们要敢于战
斗到最后一个人，一句话狭路相逢勇者
胜。”敢于“亮剑”，靠的是坚定的信仰和
浩然之气。魏巍笔下的松骨峰战斗就
有这样气壮山河的场景：连队战士子弹
打光了，便和敌人拼刺刀、肉搏，有的用
手榴弹砸，把敌人的脑浆砸出来，有的
用牙咬，把敌人的耳朵咬下来，有的被
燃烧弹烧着了，便抱着敌人一块烧死。
美军第 8集团军司令范弗里特，就是那
个发明了“范弗里特当量”的人。他的
理论是根据伤亡最小、成果最大的需
要，炮弹随便使用，火力密度和强度超
常规倾泻。然而，战到最后，“范弗里特

当量”还是奈何不了中国军人。范弗里
特被中国军人的浩然之气深深折服，他
说：“中国军队是一支有信仰的军队，他
们那种从容不迫慷慨赴死的姿态是一
种谜一样的‘东方精神’。”

二

一个军人的浩然之气需要文化来
濡养，社会文化造就的高尚健康的氛围
也是必不可少的。随着文化的多元化
和传播手段的多样化，一个严肃问题已
经无可回避地摆在我们面前，那就是我
们今天该怎样来传承中国军人的浩然
之气？我们军人的那种英雄气概在现
代化装备面前是不是已经过时？我们
的文艺该如何塑造和展现当代军人的
崭新形象？这些问题都需要我们做出
回答，因为对这样一些问题的认知的正
确与偏差，将会直接影响军队的强军文
化建设。

可以肯定地说，随着文化媒介的现
代化，人们对英雄形象的理解，对英雄
那种浩然之气的认知，已经出现了审美
的偏差。撇开理想信仰这些重要话题
不说，过去，我们谈英雄形象，谈军人形
象，口中的词是线条分明、阳刚气魄、孔
武有力、紫铜色的脸膛，因为这些代表
着“英勇”“忠诚”“责任”“献身”。今天
不同了，对青年男性或军人，人们已经
逐渐习惯用“帅哥”“靓仔”来表示对其
相貌的赞美。出现于银幕荧屏上的人
物形象，几乎是清一色的白面书生，有
的影视剧甚至用“小鲜肉”这样几近低
俗的词汇来称谓长相帅气的青年军人，
英雄角色也不可幸免地沾染了带有几
分奶油味的“娘炮”。

不要小看了这样一些微妙的变化，
久而久之，它会弱化我们健康的审美
观，乃至直接影响我们军人血性精神的
养成。军人的士气，无所畏惧的牺牲精
神，需要我们日常生活的点滴养成。那
种充满奶油味的“小鲜肉”形象，那种白
面书生式的偏女性化的装扮，与我们军
人所应有的阳刚形象是不兼容的。然
而曾几何时，出现于荧屏上的军人，几
乎突然都成了漂亮异常的小帅哥。我
们习惯的那种训练场上的黑肤色面孔
的军人形象，渐渐远去了。我们军营流
行的歌曲，也多了一些软绵绵的“兵哥
哥”的流行调。有人认为，当兵的军人
也有七情六欲，也有个人喜好，就应该
跟着时尚走。对这种观念，我们应及时
而断然地棒喝，因为它与人民军队的强
军文化是极相抵触的。

历史教训屡见不鲜。早在魏晋南
北朝时期，就曾经发生过这样的事情。
一些士族的青少年子弟们，流行搽胭抹

粉，服丹饮药，平时生活中热衷于模仿
搔首弄姿的做派和时尚。这些东西后
来为当时的青年所追逐，大家居然不是
看谁长相威武，而是互相攀比，看谁长
得更加妩媚，看谁的皮肤嫩得更像女
人。结果如何？等到了战场上，在北方
草原的彪形大汉们的铁拳暴揍下，他们
成了任人宰割的“两脚羊”，没等交手，
便乖乖当了俘虏。

对帅哥、靓仔的称谓，绝不仅仅是
语言称呼问题。在我看来，一个健康的
社会，更需要多一些阳刚之气。特别是
军人职业，需要的是献身精神和忠诚刚
毅的品格，容不得队伍里的“脂粉气”和
“奶油味”。

三

文化是社会风尚的风向标。有媒
体披露，这些年某国一些男欢女爱的格
调软绵绵的电影电视作品，已经对大众
审美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在该国的军队
中也毫不例外。矫揉造作的明星示范，
加上电影电视的倡导，使该国青年军人
竟然发疯般痴迷化妆品，军队竟然逐渐
成为化妆品业界的大客户。在军营多
次内务清查中，都发现有的男兵包裹中
的高级化妆品数量，居然比女明星还
多。试想，这样每天脸上涂满化妆品的
士兵，还能上得了战场吗？这些时尚直
接影响到该国军人的作战能力。受时
尚文化和影视剧的影响，如今贪生怕
死、追求享受、拒服兵役在有的国家已
经成为社会问题。安于享乐弱化的是
军人的血性，而文化起着关键性的作
用。由此看来，我们讲强军文化建设，
绝不仅仅是关起门来自己办强军文化
那么简单，需要社会的综合治理。不是
社会流行什么，军营就可以追随什么，
流行的、时尚的，未必就是对的，也未必
符合军营强军文化建设的需要，有的还
可能是相悖的。

早在 100多年前，梁启超曾经发表
脍炙人口的《少年中国说》，其中有一句
著名的话就是“少年强则中国强”。文
章极力歌颂少年的朝气蓬勃，寄托了对
少年中国的热爱和期盼，表达了作者对
少年心强体强的热切关注。眼下的网
络媒体上，也有一句模仿的话颇为流
行，那就是“少年娘则国家娘”。对这句
话，我认为决不是调侃之言，而是社会
对当下一些影视剧和当红明星的无情
嘲讽和尖锐批评。军营永远都是青年
的群体，而青年是由社会输送到军营
的。这样的一种文化滋养，注定有悖于
我们军人的血性精神和浩然之气的培
养。因此，我认为强军文化建设，需要
社会文化建设的综合力量。

四

在网络日益发达的今天，我们特
别需要提倡高尚健康的审美情趣，军
营文化建设就更是如此。不久前，笔
者参加一个关于网络“抖音”的座谈
会，不禁别有一种感触和担忧。这种
30 秒一抖、永远无穷无尽的手机新视
频，每时每刻都在不断更新。这种视
频，在刚入伍的青年战士中，也极有市
场。究其题材，万变不离其宗，几乎都
是清一色的漂亮男女在演绎言情类的
擦边球故事。他们一张口便让人大倒
胃口，不是酸唧唧甜嘻嘻的“我想你”
之类，便是搔首弄姿的性感挑逗动
作。当然，偶尔也有一些生活小技巧
之类的小设计，只是这样的内容多为
装潢门面，应付网络检查。据专业部
门统计，这样的一种视频，每天观看的
青少年居然多达 2 亿人次，每周观看
的多达 5 亿人次，点击者多为十几二
十几岁的年轻人。当然，超高的点击
量，必然猎取超高的利润，才引来了那
么多无视社会道德的冒险者。如果我
们的年轻人都去竞相追逐这样一些格
调不高的东西，那对社会文化生态是
多么严重的损害。据说，中国的有声
阅读市场已经跨过了 40 亿元年收益
的大关，我们不否定这种新传播方式
的积极意义，但是对一些靠打擦边球
赚取巨额利润的行为，如果听之任之，
必然带来更多的社会危害，这种危害
也必然波及军营。

文艺作品在娱乐民众的过程中，
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民心。我们并不
要求每一部作品都成为精品力作，但
如果是部张扬英雄精神的作品，就应
该彰显男人或军人世界中某种有力
度的行为范式。社会流行文化，直接
影响着军营文化建设，我们要用一切
高尚健康的东西，抵制一切腐朽的没
落的低俗的东西。士兵那种视死如
归的浩然之气，那种危难时刻敢于亮
剑的精神，需要我们平时点点滴滴的
养成。

让我们颇感欣慰的是，眼下社会
对审美的误判逐渐走向清醒和自觉。
从去年开始，一些艺术院校招生广告
明确告知，一些仅靠颜值报考的新生
不再成为“香饽饽”。这是一种鲜明
的社会导向。艺术竞技场上，拼的是
实力和素质，靠脸蛋终究不能持久
的。在战场上，拼的是勇敢和智慧，
拼的是一个人的综合素质。因此，滋
养军人的浩然之气，培养军人的血性
精神，在强军文化建设中，是我们时
时不可懈怠的任务。

濡养军人的浩然之气
■陈先义

习主席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
上的重要讲话中强调：“要广泛开展先
进模范学习宣传活动，营造崇尚英雄、
学习英雄、捍卫英雄、关爱英雄的浓厚
氛围。”学习习主席重要讲话，我们感
到，为我们伟大的民族英雄高歌，为我
们英雄辈出的伟大时代高歌，讲好中
华民族英雄的故事，讴歌并塑造好我
们时代楷模的光辉形象，是我们文化
文艺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职责！

英雄的故事，是一个伟大的富矿，
有待我们去发现、去深挖。好的故事
震撼人心，有一则长征故事至今令我
感动：长征路上，陈慧清突然要生孩
子，正赶上一场激烈的突围战刚一打
响之时，而且是难产！她疼得满地打
滚，身边没有一个医护人员，只有几个
红军小战士。一公里外，红军名将董
振堂正率众拼死作战，眼看顶不住了，
董振堂拎枪冲回来问：“到底还有多长
时间能把孩子生下来？”没人能够回
答。于是他再次冲回阵地，大声喊道：
“我们一定要打出一个生孩子的时间
来！”结果，战士们死守几小时，硬是等
陈慧清把孩子生下来。战斗结束，一

些战士经过产妇身边时怒目而视，因
为很多战友为此英勇地牺牲了。而董
振堂面对此情此景，说了句载入史册
的话：“你们瞪什么瞪？我们流血牺牲
不就是为了这些孩子吗？”80多年前，
在那种情况下，一个红军将领说出这
样的话，这是多么伟大的境界和情
怀！如今过上幸福生活的人们该作何
感想？难道我们不该为先烈们做点什
么吗？

一个有希望的民族，不能没有英
雄，一个有前途的国家，不能没有先
锋。我是个军旅电视人，为英雄高歌
是我的职责所在，使命所在。这些年，
我们从《豫东之战》《七战七捷》到《英
雄孟良崮》《上将许世友》；从《井冈山》
到《决战南京》；从《我的兄弟叫顺溜》
到《我的特一营》；从《陆军一号》到《热
血军旗》；从《DA师》到《我是特种兵》
系列；从电影《战狼》到今年刚刚制作
完成待播的军改大戏《蓝军出击》《陆
战之王》等，我们拍摄的作品近百部，
获奖百余项。

习主席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
上的重要讲话中要求广大文化文艺工
作者“深入生活、扎根人民，把提高质
量作为文艺作品的生命线，用心用情
用功抒写伟大时代，不断推出讴歌党、
讴歌祖国、讴歌人民、讴歌英雄的精品
力作，书写中华民族新史诗。”不断推
出讴歌英雄的精品力作，我们还有很
多工作要做，任重而道远，但首先必须
深入生活、扎根人民。

那年我带着《英雄孟良崮》主创
人员去山东选景，在沂蒙山区颠簸了
8天，与其说选到了景点，还不如说是
寻找到了一种精神。在沂蒙老区，我
们听党史办的同志讲了这样一个真
实的故事：因男人们都去支前担架队
了，村上只有二十七位妇女。为了让
部队迅速过河歼敌，在冰冷的河水
中，这二十七位妇女给穿插部队当桥
桩，让队伍从她们的肩膀上踏过。我
们的战士过河后，在岸边集体敬礼。
队伍走了，她们中的几位妇女却落下
了终身残疾。听完故事后，大家都流
泪了，发誓：“拍不好老区人民支前
戏，就愧对英雄的老区人民！”后来这
个故事在《英雄孟良崮》的第四集里
被艺术地再现，被人们称之为“战争
支前戏的精彩乐章”。这个故事使我
深深认识到，不深入生活、不扎根人
民，就不会有精品力作。

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影视剧、当代
军旅题材影视剧是凝聚英雄群谱故
事的富矿，也是最能体现时代精神，
为广大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题材样
式，它可供开采、挖掘、创作的前景广
阔，大有可为！无数的革命先烈和英
雄人物，为了祖国和人民的利益英勇
地牺牲了，让我们高举起他们的旗
帜，唱响他们的赞歌，不忘初心，砥砺
前行，为创作出无愧于英雄、无愧于
时代的精品力作而不懈努力！

为
英
雄
高
歌
，是
我
们
的
责
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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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过内蒙古大草原，越过塔克拉
玛干大沙漠，历经 43 天，奔赴 30 个市
县 79 个基层单位，组织开展 105 场慰
问巡演和 60场心理服务活动……由 15
名业余文艺骨干和 6名心理服务人员
组成的战略支援部队野战文艺轻骑
队，一路风雨无阻，疾驰在为兵服务的
道路上。

“我的党章，我的钢枪，不忘初心上
战场……”在一望无垠的大草原上，野
战文艺轻骑队优美的表演唱《我的党
章》，像是一阵清爽的微风，吹动了绿油
油的牧草，吹进了官兵的心房。
“这个节目很受基层官兵喜爱，因

为非常贴近他们的学习生活。”年龄最
小的队员李佳莹介绍说，词曲作者蒋舟

为了进行创作，主动到基层一线当兵蹲
连，与战士们一起学习、训练、过组织生
活，获得了创作灵感。

某部三级军士长崔伟乐驻守在距
连部 100多公里的草原深处，已经五年
了，家人也做出了不少牺牲。野战文艺
轻骑队到达连部那天，崔班长带儿子外
出看病，只有妻子云燕和女儿留守。得
知这个情况后，野战文艺轻骑队当即派
出小分队前往慰问演出。当为母女俩
的专场演出开始时，云燕流下了激动的
泪水。

崔班长在给队员们发来的短信中
写道：“今天是我们家这五年里最开心、
最难忘的日子，你们的到来，让我心里
对妻子和孩子少了一些愧疚。”

野战文艺轻骑队队员吕兆录是一
名四级军士长，在出发前，他许下了“要
演够 100 场”的心愿，但最终只演了 96
场。“有一点遗憾。”吕兆录说。

在某部，他一天中表演唢呐独奏 12
场。最后一场是慰问岗哨哨兵，他感到
有一个高音没吹到位，跑了调。返回的
路上，他内疚地流下了眼泪。他对大家
说：“我对不起那两个哨兵，我没有吹
好。我一定刻苦练好本领，让战士们听
到更美的独奏。”

万里走边关 真情暖兵心
—战略支援部队野战文艺轻骑队为兵服务侧记

■本报记者 邹维荣 韩阜业

身着迷彩脚穿战靴的野战文艺轻骑队队员为兵演出。 贾晨松摄

文艺轻骑兵风采

强军文化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