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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军文化论

今年国防大学军事文化学院军事文
艺创演系组织学员到部队实习，不禁勾
起我想说说实习的那些事。

我刚到原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工
作的时候，系里正在进行一项国家扶持
的青年电影编剧计划，那是我第一次看
到学生的作品。尽管我们一再强调突出
军事题材，但是交上来的作品却让人非
常失望，大都游离于军营生活之外。让
他写军校生活，他写军校里打扫卫生的
大妈，写军营树上的鸟，就是写不好军
人和军事生活。这件事情对我刺激很
大。

后来为了让学生尽快融入和熟悉军
营生活，每年暑假之后开学的第一个月，
系里都要把即将毕业的学生带到部队实
习，这成了一项硬性规定。任务目标是
“五个一工程”：学会一门“手艺”，结交一
个战友，采访一个典型，创作一篇作品，
撰写一篇体会。学员由不适应到适应，
由不情愿去到离别时依依不舍。实习使
学员很快就明确了创作方向，获取了创
作素材，产生了创作灵感，写出了《蓝孔
雀》《夫妻哨》《两个人的部队》等作品，先
后发表在《解放军报》《解放军文艺》《军
营文化天地》等报纸杂志上。同时，师生
还就地取材，创作文艺节目，同部队联
欢，搞得有声有色。大家反映，那一个月
的收获、悟出来的道理、学到的技巧、逼
出来的能力，是过去在学校半年也达不
到的。

前几年，到部队实习的，仅原文学
系毕业班六七个人。今年军事文化学院军
事文艺创演系到部队实习，就有了文学、
戏剧、音乐、舞蹈四个专业，还有创作老
师，可以说，就是一个完整的“乌兰牧
骑”。实习学员可以创作新作品，也可以
改编前几次学员创作的作品。我跟同学们
说：现在部队专业文艺团体锐减，以后你
们到部队，没有那么多专业岗位了，怎么
办？就要从一枝独秀到一专多能，编、
导、演、组织都要会，只有成为多面手，
才能在部队留得住、站得稳、干得好。我
们到部队实习就是要摸索当多面手的有效
方法。干好一件事，兴趣最重要。有了兴
趣，遍地黄金，每一个生活细节都是素
材，都能产生灵感。没有兴趣，哪怕部队
天天都在战天斗地、每时每刻都有笔底波
澜，你也会视而不见、两眼漆黑。有了兴
趣，你才有一颗敏感的心，才有一双敏锐
的眼睛。

2013 年秋天，我们组织 2010 级学
生下部队，有的学生反映伙食不好，没
有肉吃。我跟他们讲，没有肉吃好啊，
一盆菜上来了，你举筷子去夹肉，这是
生活。但是你不举筷子，你看别人去吃
肉，看他举筷子时候的表情、动作和其
他人的反应，这才是体验生活。这样一
讲，大家就明白了什么是生活、什么是
体验生活。为什么同样到部队实习，有
些同学满载而归，有些同学两手空空，
这不光有眼睛的问题，还有心的问题。
没有心你就只能盯着菜盆找肉了，可能
会多吃几块肉，却与最宝贵的文艺发现
失之交臂。

有的同学到部队实习，怎么也找不
着军营生活的诗意和军事文学创作的美
感。我对他们说，诗意和美感就藏在日
常 生 活 中 。 比 如 《内 务 条 令 （试
行）》，从行为举止到衣食住行，甚至
发型、着装、礼节、仪式等等都有规
定，这里就潜藏着诗意和美感。它的第

八十四条，有这么一个规定：“不得在
非雨雪天打伞，打伞时应当使用黑色雨
伞，通常左手持伞。”我在读这条规定
的时候，脑海里至少想起了两种伞，一
是戴望舒《雨巷》里的油纸伞，二是余
光中《听听那冷雨》里的千伞万伞。金
戈铁马塞上，杏花春雨江南。假如一群
左手举着黑伞的人同时出现在某处，在
诗意和美感中，你一眼就能看出那是一
群军人，那群军人的背后一定有故事。

根朝下扎，树往上长。我们到部队
实习，尽可能扎到最基层，这次就扎在一
个营的营区。和最基层的兵在一起，最不
能有的就是军校学员的优越感。过去我们
给学员佩戴二等兵的军衔，为的就是要他
们找当兵的感觉。当然，关键要把自己当
作普通一兵，要尊重部队的战友，服从连
队的管理。连队干什么，我们就干什么；
连队怎么干，我们就怎么干；连队干得怎
么样，我们就干得怎么样。

这次我们来实习的部队，营长和教
导员都很年轻。营长刘奇功有经验，有
恒心，有担当，坚守基层多年，像一个
老农民一样经营他的营区，非常像我写
的《弹道无痕》里的老兵。教导员名叫
欧祖常，老家在广西大山里，北京理工
大学毕业的国防生。我跟他聊天，表扬
他的坚守和能力。他说，我家里那么
穷，部队给了我一条路，我得把它走
好。讲得多么朴实啊！他们那个部队，
有很多训练尖子、标兵、标杆，还有女
兵六朵金花的故事，都很感人，都能激
活创作灵感。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这支
部队还保留了老营盘的几幢房子，能让
我们看到艰苦岁月的苍凉与悲壮，能让
我们产生很多联想，这也是我坚持把实
习地点选在这里的重要原因。

不要小看我们的文艺教学实习活
动，我们的实习见效了，就会产生一部
好的作品；一部作品成功了，就能美化
很多人的心灵；这些人的心灵健康了，
又能改变更多的人。如果我们每个美育
工作者都能在心灵开出一朵美丽的花
朵，这个世界就会鲜花盛开。
（作者系国防大学军事文化学院军事

文艺创演系主任、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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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原本是一种对人的美称，但是
军人为什么与“士”密切相关呢？如战
士、士兵、士卒、军士……这些称呼似乎
是一种不言自明的常识，有谁曾去考究
它？

明朝抗倭名将、民族英雄戚继光就
考究了。他在《练兵实纪·练胆气》中
说：“夫必称曰士者，所以贵之也。朝廷
之命名贵士如此，所以望之出力疆场，
卫国保民，其责非轻。”

正是因为这些“士”承担着“卫国保
民”之天职，故值得国家尊之，国人贵
之，军官爱之。

在爱兵方面，戚继光在总结继承前
人的经验和优良传统基础上，提出了一
些新的思想，主要贡献有二：

其一是尊重士兵的人格。戚继光

要求各级军官，不论官职大小，都要以
平等的态度来对待士兵。他在《练兵实
纪·登坛口授》中说：“位有贵贱，身无贵
贱。”戚继光的这种人格平等思想和视
“士”为“贵”的价值观念，在等级森严的
封建社会里难能可贵，有着极其重要的
历史进步意义。当然，“位有贵贱”的认
识，说明他还未能完全摆脱等级社会的
羁绊，这是其历史的局限性。

其二是尊重士兵的正当权利。戚
继光把士兵的正当权利主要分为三大
部分：

一是享受“恩赏”的权利。戚继
光认为，无论是军官还是士兵，立了
功都应该赏赐，任何人也不应剥夺或
侵犯他们的这一权利。他在《上应诏
陈言乞晋恩赏疏》中说：“贪人之功不
义，掩下之劳不仁，失士心而偾边事
于他曰不忠。”作为军官，不仅不能贪
士兵之功，掩士兵之劳，而且对有功
劳的士兵，该为他们争赏赐的就应当

为他们争。戚继光的《上应诏陈言乞
晋恩赏疏》，就是他拒谢皇上对自己的
恩赏而为下属有功将士争取恩赏的
“报告”。他认为这是士兵、部下应当
享受的权利，不争则意味着牺牲他们
的利益，是背离“将道”的“失士心
而偾边事”的不仁不义行为。

二是“谏止”军官过错的民主权
利。戚继光规定，旗队总（相当于排长
职）如果犯了错误，全队的士兵都可以
“谏止”他。若“谏止”三次仍不见改正，
士兵有权直接向旗队总的上级百总（相
当于连长职）报告。如果旗队总对举报
的士兵实行报复，则由百总对他进行
“晓谕”，责其认过改过，否则，以军法处
置。所谓“谏止”，实际上是赋予士兵维
护个人正当利益和对军官实行民主监
督的权利。

三是知过改过的权利。戚继光认
为，只要不是触犯军法需要立即处置的，
要允许士兵犯错误，也要允许士兵改正

错误；并且还要反复训导，晓之以理，给
以认识错误和改正错误的时间。假若某
士兵犯了过错，首先要由旗队总及时给
以批评指正；若再犯，再次进行批评，讲
清道理。如此三次，仍不听劝告训导的，
方可供“令书”于上，申明违犯某一条款，
照“款”处置。这些要求，不仅要军官遵
守，而且要使广大士兵都知道，这对于制
止军官随意处罚士兵、维护士兵的正当
人身权利不受侵犯，起到了一定的保证
作用。

戚继光之所以能爱兵如“士”，是鉴
于对士兵伟大价值的正确认识。最尊
贵的称呼，最崇高的荣誉，最伟大的价
值，永远属于那些担当着“卫国保民”神
圣天职的战士！

戚继光爱兵如“士”
■王联斌

英雄之光，辉照历史；英雄文化，激

荡时代。日前，经中央军委批准，增加

“献身国防科技事业杰出科学家”林俊

德、“逐梦海天的强军先锋”张超为全军

挂像英模。消息一经发布，全社会反响

强烈，林俊德、张超以及其他英模的事

迹再次激起了人们对英雄文化的理性

思考与传承自觉。

一

英雄是国家的脊梁、民族的砥柱和

军队的刀锋；英雄文化是凝聚民族情感

与国家意志、提振军心士气与战斗精神

的重要引擎。没有英雄的国家和民族

是没有希望的，缺少英雄文化的国度和

民族是诞生不了英雄的。

文化是历史的产物，历史是文化

的展开。我军是一支英雄辈出、群星

灿烂的战斗集体。91年来，人民军队

历经战火硝烟、艰难困苦，一路披荆

斩棘、浴血奋战，涌现出了成千上万

的英雄模范人物。他们或在战场上舍

生忘死、奋勇杀敌，或在岗位上兢兢

业业、甘于奉献，或在工作中锐意创

新、勇攀高峰，或在履职尽责中为祖

国和民族担当重任。他们响亮的名字

和不朽的功绩，渐渐淬炼为代际传承

的英雄文化，为这支军队注入强健的

伟力和雄风，成为我军攻坚克难、制

胜克敌的重要基础。

英雄精神一旦凝聚为文化，就能唤

醒更多的勇士、孵化更多的英雄、催生

更大的能量。从大的方面说，英雄文化

能够推动整个军队甚至整个民族生机

勃勃、强健向上；从小的方面说，英雄文

化能够让迷途的人找到方向，让怯懦的

心变得勇敢。

王克勤，19岁被保长绳捆索绑抓去

当了壮丁，目睹了国民党部队抗日时期

的软弱、内战在即的仓惶，感觉茫无出

路、度日如年。1945年10月，王克勤在

邯郸战役中被俘，深为人民解放军的精

神风貌和作战勇敢所触动，思想认识发

生了极大的转变，主动要求加入解放

军，并成为每仗必立功的战斗英雄。他

在班里首创的“三大互助”活动迅速在

全军得到推广。王克勤牺牲后，刘伯承

垂泪大呼：“蒋介石一个旅也换不来我

一个王克勤。”

2009年，完成4年院校培养和海军

航空兵训练基地1年训练后，张超放弃

了留校任教的机会，主动申请到“海空

卫士”王伟生前所在部队去。报到时，

团长邱柏川问他为什么想到这里来，张

超坚定地答道：“我就是冲着王伟来

的！”英雄的事迹，早就在张超的心里播

下了种子，使他毅然从军并一路追逐王

伟的足迹，当了战斗机飞行员。2012年

11月，“航母战斗机英雄试飞员”戴明盟

首次在辽宁舰上成功阻拦着舰，张超就

一心想去挑战那片“世界上最危险”的

着陆区。心慕英雄，胸怀蓝天，张超越

飞越勇、越飞越好，成为了中国海军年

轻的舰载战斗机飞行员。英雄文化铸

就的英雄人格，在官兵的生命里具有何

等的生命力！

雄风既起，势不可当。不管面对

何种强敌、遭受再多磨难、面临再多

挑战，英雄所走过的历程、所创造的

业绩、所彰昭的精神，都以文化的方

式得以传承与再生，积淀为人民军队

的文化因子，并得以传承发展，激励

着一代代官兵战胜一个又一个困难、

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

二

“革命事业是英雄的事业，人民军

队是英雄的军队。”从喋血战场、烽火

硝烟中走来的英雄方阵，如璀璨明星

一样闪耀在中华民族的历史天空，也

为人民军队积淀起一部厚重的英雄文

化史。在岁月的洗礼中，英雄文化渐

渐地被“编码”，成为我军代代相传的

红色基因、精神形象的亮丽名片，濡

染着官兵的英雄品格和精神特质。正

如毛泽东所言：“这个军队具有一往无

前的精神，它要压倒一切敌人，而决

不被敌人所屈服。”

从建军那一天起，我军就注重在军

队培育一股英雄之气。八一南昌起义失

败后，朱德率部在三河坝阻击敌人，命

宣传人员在临时指挥所田家宗祠的墙壁

上写下“誓死杀敌”的标语，与敌激战

三昼夜。每一声喘息都是带血的呐喊，

每一个脚窝印都有燃烧的火种，在命悬

一线的时刻，部队没有丢掉枪，没有丧

失信仰，多少英勇的将士倒在血泊中，

脚尖仍朝着前进的方向。同样，面对起

义失败，血性十足的贺龙坚定地说：

“我心不甘！我要干到底！就让我回湘

西，我要卷土重来！”

船的力量在帆，人的力量在心。

勇敢的心必然能唤起强大的力量，英

雄的官兵必然能造就强大的军队。从

两万五千里长征，到抗日战争胜利；

从波澜壮阔的解放战争，到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从震惊世界的抗美援

朝，到历次边境作战……其中涌现的

飞夺泸定桥二十二勇士、狼牙山五壮

士、董存瑞、黄继光、邱少云等英雄

人物，成为我军历史版图上巍峨的精

神丰碑和我军英雄文化鲜亮的精神底

色。

在风清日丽的和平年代，我军同样

也不缺乏“常思奋不顾身，以殉国家之

急”的英雄。林俊德，一辈子隐姓埋

名，52年坚守罗布泊，参与了中国45

次核试验任务。他在生命垂危之际，主

动放弃手术，不顾医生劝阻，仍坚持在

电脑前工作。他的这种“死在戈壁滩、

埋在青山头”的奉献精神，这种“宁愿

透支生命、决不拖欠使命”的战斗精

神，不仅感动了全体将士，也感动了人

民群众。

英雄辈出是伟大军队的重要标

志，英雄文化是培育优秀军人的丰沃

土壤。一支军队之所以所向披靡，不

仅在于拥有让敌人忌惮的武器装备，

更在于拥有令敌人胆寒的英雄将士。

91年来，英雄文化贯穿于人民军队发

展历程，始终是构成我军凝聚力、向

心力、战斗力的强大精神支撑。在英

雄文化的熏陶下，我们英雄辈出；我

们英雄辈出，又使我军英雄文化赓续

不断、经久不衰，由此而更加丰实厚

重，成为我军建设发展中最具生命力

的活性因子。

三

地维赖以立，天柱赖以尊。英雄

文化是提振民族精神、推动社会发展

的坚实依托，是国家和军队不可或缺

的精神长城。进入新时代，人民军队

使命如山，同样需要弘扬英雄文化、

锻造英雄将士。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精神气

象，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英雄典

范。今天，我们应当清醒地看到，受

各种各样的社会思潮影响，英雄文化

也正在不断接受冲击和考验。一方

面，“解构英雄”的历史虚无主义思潮

时有抬头，我们的英雄被别有用心的

人一个又一个地抹黑；另一方面，一

些青年渐渐地迷失于所谓时尚文化，

“小鲜肉”“花样美男”一度充斥网络

与荧屏，无形中消解了官兵血性阳刚

气质的培养。人无血脉则不存，军无

血脉则不立。我们必须打赢意识形态

斗争的主动仗，使官兵能够辨明是

非，自觉捍卫我们的英雄；必须塑造

正确的英雄观，使官兵能够懂得怎样

做人、为谁当兵、怎样打仗，濡养英

雄之气。

高尔基说：“人是文化的创造者，

也是文化的宗旨。”我军的英雄文化凝

结着官兵共同的信仰信念、目标追求

和高尚的道德情操，对人的培育塑造

是整体的、全面的，其生命力和影响

力是持久的、深远的。10位挂像英模

连同我军历史上涌现出来的众多英雄

人物，共同组成了人民军队弘扬英雄

文化、传承英雄精神的传世家谱。他

们感天动地的英雄事迹、堪为典范的

人生追求，如同旗帜标杆，彰显着革

命军人的崇高精神风范。我们要用好

这些生动教材，广泛开展“学英雄光

辉事迹、走英雄成长道路”群众性学

习实践活动，积极营造崇尚英模、学

习英模、争当英模的浓厚氛围，用英

雄文化灌注生气、指引成长、滋养人

生，引导官兵自觉传承红色基因、聚

力练兵备战、实现强军梦想。

英雄文化是人民军队的根基所在、

灵魂所系，也是培育“四有”新时代革命

军人的文化精髓和力量之源。没有英

雄梦，何来强军梦？在实现中国梦强军

梦的征程中，我们要积极赋予新的时代

内涵，让英雄文化展现历久弥新的独特

魅力和价值，绽放更加绚丽壮美的时代

光芒，把英雄精神发扬光大，以英雄的

胆识和气概，去征服前进路上的“娄山

关”“腊子口”，在投身强军实践中书写

新的英雄篇章。

让英雄文化绽放新的时代光芒
■余远来

在陆军军医大学基础医

学院“感恩母校·逐梦强

军”的毕业晚会上，师生们

自编自导，创作演出了序曲

《红色基因代代相传》、音乐

相声《军中姐妹》和合唱

《新型陆军向前进》 等节

目，以鲜明的时代特色，演

绎青春逐梦和激越的军人情

怀。图为学员在表演音诗画

《母校我想对您说》和魔术

《踏雪前行》。

简 扬、田博文摄影报道

传统撷珍

习主席强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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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经中央军委批准，增加“献身国防科技事业杰出科学家”林
俊德、“逐梦海天的强军先锋”张超为全军挂像英模，他们和张思德、董存瑞、
黄继光、邱少云、雷锋、苏宁、李向群、杨业功一起构成我军的 10 位挂像英
模。这 10位挂像英模是我们民族的英雄，也是我们国家的先锋。他们的精
神如同璀璨的明星闪耀在中华民族实现中国梦强军梦的伟大征途上，他们的
事迹是我们国家和军队一部厚重英雄文化史的缩影。

英雄文化是人民军队强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英雄精神是人民军队
强军文化的鲜明特征。悬挂英模画像，重温英模事迹，学习英模精神，就
是要让英雄文化所承载的红色基因深深融入官兵的血脉中，就是要让英雄
文化培育塑造官兵的英雄人格。人民军队英雄辈出，彰显出我军英雄文化
的强大生命力和影响力。今天，我们要广泛开展“学英雄光辉事迹、走英
雄成长道路”群众性学习实践活动，让英雄文化不断发扬光大，绽放时代
光芒，成为引导官兵传承红色基因，聚力练兵备战，自觉担当起新时代军
队使命任务的伟大力量。

——编 者

名家谈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