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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军文化观察

文化前沿

1962年秋，我接到去葛鑫导演那里

报到的通知，参加《霓虹灯下的哨兵》

（以下简称《哨兵》）剧本阶段的工作。

葛鑫曾在苏北解放区从事革命文艺工

作，与时任南京军区政治部文化部部

长、改编话剧《哨兵》为电影剧本的作者

沈西蒙是老相识。沈西蒙到“南京路上

好八连”当兵过程中，根据好八连的事

迹与漠雁等合作创作《哨兵》的话剧剧

本，由前线话剧团上演之后，好评如潮，

引起了轰动。于是葛鑫向天马厂领导

提议将该剧改编为电影。

沈西蒙为了专心致志地进行剧本创

作，便离开南京来到苏州。我至今仍然

记得，当葛鑫向他介绍我以后，他竟叫了

我一声：“老陈，欢迎、欢迎！”我当时不过

是个士兵级的“小巴辣子”，但跟他握手

之间，我见首长的忐忑便减去了几分。

沈西蒙写完一个章节，常常要念给

我们听，还要问：“老陈，你有什么意

见？”一开始，我觉得是在关公面前舞大

刀，往往吞吞吐吐。他笑着对我说：“老

陈，尽管大胆说，你刚才的意见不是很

好嘛！”他的这番话使我增加了自信，减

少了顾虑。

剧中人春妮，看到丈夫陈喜在南京

路“香风”的袭击下有些昏昏然了，便给

陈喜写了一封长信。这封信，沈西蒙写

得情恳意切，扣人心弦。他写完后，叫

来葛鑫和我，听他读信。听完，极易动

感情的葛鑫已经泣不成声，而我也泪水

涟涟。沈西蒙在感情澎湃中写了这封

信，其艺术效果显而易见。

在《哨兵》筹备阶段开始后，厂里决

定邀请“八一电影制片厂”导演王苹来

上海，与葛鑫联合导演这部戏。

王苹到沪后，与沈西蒙把剧本“理”

了一通。从他们的讨论甚至是争论中，

我看到了他们之间深厚的创作友谊。

经过这次讨论，剧本的一些弱点得到了

弥补。有一场戏，本来是在好八连的宿

舍中进行的。王苹说，宿舍的空间窄

小，在场面调度上受到制约，不如改到

南京路先施公司门口，不但镜头好

“耍”，而且更符合规定情景。沈西蒙一

听，马上表示赞成。像这种被王苹“拉”

出去的戏很多，打破了舞台框框，使这

出舞台戏的电影化程度大大地提高了。

在分镜头过程中，王苹导演的艺术

才华得到充分展示。她特别注意刻画

剧中人物心理变化的那些场景，十分注

意镜头大小和移动、镜头分切和组合时

所产生的节奏感来渲染角色的心理活

动，使潜台词得到充分的发掘。比如春

妮来部队探亲的那场戏。王导将这个

“重场戏”划为四个段落，营造了情节的

跌宕起伏，渲染了剧中人情绪的四次感

情波澜。她充分利用镜头形成了当缓

则缓、当快则快的画面组合，让观众从

剧中人的全身到他的局部，甚至是眼部

的变化，去感受角色的情绪。在我看

来，王导是“耍镜头”中的高手。

她启发演员的功夫也是一流。她

称演春妮的陶玉玲为“甜妞儿”，要求陶

玉玲在探亲这场戏里甜得赛过蜂蜜。

她对陶玉玲说：愈甜就愈让人感到春妮

内心中的热，也就愈能衬托出陈喜的

冷。陶玉玲没有辜负导演的期望，她在

银幕上的表现，征服了不知多少观众。

《哨兵》的演员十分强大，几乎全是

前线话剧团演出此剧时的原班人马，可

谓精兵强将齐聚一堂。他们的演出曾

经受到周恩来总理等中央领导的赞扬，

是新中国话剧发展史上的一段佳话。

他们联袂来到上海天马电影制片厂的

摄影棚中，为电影艺术画廊增姿添彩，

受到了全厂上下的热烈欢迎。

谁也不会想到，在参加革命前，宫

子丕居然是一位农村私塾的教书先

生。但他却把鲁连长演得出神入化。

宫子丕的台词处理能力极强，在角色语

言的个性化上下了大功夫。比如，连队

集合时，他指挥大家唱军歌，只听他用

那特有的语调说“我起个调”，然后又用

他那与众不同的手势来指挥。我目睹

他的一招一式，不得不承认，这就是一

位出色的演员的魅力所在。

袁岳演的赵大大，是个充满了朴实

阶级感情的战士。袁岳本人身高个大，

化妆师又将他的脸涂得黑里透红，让他

成为饱经风霜而十分健壮的汉子形

象。然后他将一套大号粗布军衣往身

上一套，现出了一副英勇而威武的模

样，透出了内在的朴实、率真。他十分

注意挖掘人物的内在情绪和没有说出

口的潜台词，将这位朴实无华、极其可

爱的人物立体化地呈现在观众眼前。

在回忆与这些优秀演员的相处时，

不能不写一写饰演炊事班老班长的刘鸿

声。他运用年长者说话时易停顿的特

点，把语言处理得十分个性化。在送陈

喜、赵大大、童阿男赴朝参战时，他讲了

几句内涵丰富、让人动情的话语，把这个

慈祥、朴实的老头儿像父亲般的爱，尽情

地渲染出来了，让许多观众眼眶发酸。

《哨兵》的演员队伍阵容强大、各种

行当齐备，其他一些很出色的演员就不

一一叙述了。他们中的许多人都以超

凡脱俗的艺术技巧和深厚的军队生活

底子，塑造了各式各样鲜活的艺术形

象，烘托着上述主要人物，从而使他们

的演出十分完整，在表演艺术这本硕大

的书籍中，写下了辉煌的一章。

我能参加电影《哨兵》的摄制工作，

与那么多的影剧艺术家朝夕相处，从他

们的人品与艺德中汲取营养，这是我莫

大的幸运。这些人中的大部分已经离

我们而去，但他们创造的银幕形象仍十

分鲜活地留在人们的记忆中，他们通力

合作给电影宝库留下的财富将继续焕

发光彩。

（文章有删减，作者为原上海市电

影局副局长。崔旭、谭卓廷整理）

凝铸在岁月深处的经典
——回忆电影《霓虹灯下的哨兵》的摄制工作

■陈清泉

当一束聚光灯倏地落在舞台上，胸
前挂满军功章的“老红军”将目光望向
80多年前的长征路，一段荡气回肠的红
军故事呈现在观众面前，唤起人们对历
史的回望……

4月 14日下午，驻北京市老干部服
务管理局组织 900余名老干部观看了国
家京剧院排演的现代京剧《红军故事》。
此次观看演出的老干部平均年龄 85岁，
年龄最大的已经有 101 岁高龄，还有多
名老红军和老红军遗孀来到演出现场。
梅兰芳大剧院里，曾经浴血奋战的革命
老前辈与新时代的文艺工作者共同重温
“半截皮带”“半条棉被”“军需处长”三个
红军时期的故事。那段峥嵘岁月以现代
京剧的艺术形式演绎出来，在这一刻显
现而又愈发生动。

这三部小戏原本只是三个独立的篇
章，通过“老红军”周国才的动情讲述连
缀成一部近乎浑然一体的革命历史题材
大戏，向观众展现出艺术的张力。
“炊烟起，篝火旺，恰似那胜利旗帜

迎风扬，众战友昂起头颅挺胸膛，手挽手
走出草地向北方……”红军战士的战友
情深和革命理想让人动容。老红军杨光
明说起当年的事：长征时他不幸患上“打
摆子”，身体很虚弱，是被他的指导员一
路背着才到了目的地。另一位老红军杨
永松说，长征确实很艰苦，我们就是抱着
革命到底的坚定信念，再困难都要跟着
党走。
《半截皮带》展现信仰的力量，《半

条棉被》反映军民鱼水情深。清亮甜
美的民歌小调将观众带到湖南汝城的
沙洲村头，白发苍苍的徐解秀翘首盼
望，思念悠悠……《半条棉被》的温情
感动了观众，唱词“让人民过上那吃饱
穿暖人人平等的好时光”让人感受到
红军初心。

一支红军队伍在冰天雪地中艰难行
进。军需处长火雁为了让所有人走出雪
山，毅然拿出自己的口粮、脱下身上的衣
衫，最终壮烈牺牲……《军需处长》这个
故事最早刊载在 1983年 3月 27日的《解
放军报》“长征副刊”，根据李本深同志的
作品《丰碑》改编。
“如果胜利不属于这样的队伍，还会

属于谁？”13岁入伍的老红军田仁明说，
这部京剧让大家知道，长征是很不容易
的，希望通过这部剧让更多人受到一次

很好的教育。
现场观看演出的百岁老红军张中

如，曾在战斗重伤后不用任何麻药麻
醉而进行开胸清创手术，他感慨地说：
“红军精神就是一切都要听党组织指
挥，就是要有压倒一切敌人的气概和
战胜一切困难的信念。”演出结束，有
观众评价说，剧中体现的红军铁心跟
党走的理想信念、百折不挠的英雄气
概、勇于牺牲的战斗精神是留给后人
的宝贵财富，给予我们勇往直前的精
神力量。

下图为《半截皮带》演出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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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格里拉，作家詹姆斯·希尔顿笔
下“消失的地平线”。放眼远望，火红的
狼毒花艳丽绽放，连绵的雪峰大气磅
礴，高原处处焕发着生机与活力。

1981年 6月 11日，武警云南总队某
机动支队班长韦力仕在身体嵌入十几
枚弹片、四次负伤的情况下，仍带头扑
向敌人，用鲜血浇铸出“九勇士英雄班”
的不朽丰碑。

25 年后，迪庆支队教导队班长平
批，在被大风吹倒的树木即将砸中战友
的一刹那，奋不顾身推开身边的战友，
献出了年仅23岁的宝贵生命。

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
远者，必浚其泉源。走进该总队警史
馆，一行行激情澎湃的文字映入眼帘：
总队前身是刘伯承、邓小平领导的第二
野战军 4兵团所属部队，曾参加解放战
争、抗美援朝、边境作战等上千次战斗；
创建至今有 190个集体、个人被授予荣
誉称号和记特等功、一等功，涌现出“扣
林山英雄营”“穿插英雄连”“神炮班”等
典型。

几十年来，在红色文化熏染下，不
畏战、不怕死，成为该总队官兵的鲜亮
底色。在“强军故事会”宣讲现场，官兵
最爱听的是战场上的英雄故事；在任务
一线，官兵最想学的是不怕牺牲的英雄
模范；在日常生活中，最受官兵尊敬的
是训练场上的特战精英。他们用“高
原情怀”滋养官兵，用“大山精神”激励
官兵，把“云岭卫士”精神汇聚成一条绵
延不绝的红色文化长河。

二

岁月积淀文化传统，历史凝练文
化精神。在怒江州泸水县，有一个被
称作“片马丫口”的地方。1956 年，解
放军将五星红旗插上了丫口。当时，
这里高原缺氧、风雪严寒，是全军最艰
苦的哨卡之一。1963 年，国防部授予
片马丫口哨卡“钢铁哨所——风雪丫
口排”荣誉称号。这一年除夕，周恩来
总理亲自向驻守风雪丫口的战士打电

话拜年。
“来时，向哨所报到，牢记强军使

命；走时，向哨所告别，永做英雄传人。”
如今，怒江支队每逢出征、凯旋、新兵入
伍和老兵退伍等重大时机，都会组织官
兵来这里参观宣誓。在他们的带动下，
驻地群众也加入到学习英雄、保卫边疆
的行列。

红色，象征光明，凝聚力量和引领
未来。从战争年代传承下来的红色基
因鼓舞着一茬茬总队官兵不动摇不懈
怠，浓烈火红的强军文化激发起官兵强
烈的战斗精神和必胜意志，不断写下新
时代的“高原故事”。

1992 年 8 月 29 日，官兵参加一起
“严打”战斗。在围歼毒枭的过程中，中
队长庞如宝不幸中弹，光荣牺牲。战
后，他被授予“捕歼英雄”荣誉称号。生
命谱赞歌，铁肩担使命。二十多年来，
英雄的精神火种在他生前所在单位熊
熊燃烧。走进中队荣誉室，庞如宝被子
弹击穿的钢盔犹如一面战旗，指引着一
茬茬官兵不辱使命、不负重托，用青春

和热血树起新的荣誉丰碑。
2017 年 5 月，入伍仅 7 个月的“95

后”战士毛明杰，在一次任务中意外受
伤，被紧急送往医院救治。两个月后，
在该总队首届“云岭先锋”颁奖晚会现
场，他执意不坐轮椅上台领奖，“已经能
走了，不想坐着轮椅面对大家。只想早
日回到部队，参加战斗！”

三

“在多元文化环境下，总有一些敌
对势力别有用心的文化输出不断渗透
到部队，试图搅浑军事文化的‘一池清
水’。”身处打击黄赌毒私一线，该总队
党委“一班人”颇有感触：阳刚正气的
军营文化铸魂育人，红色必须成为军
事文化的主色调。他们也清醒意识
到，军营文化只有在形式和载体上紧
跟时代特点，才能更好地吸引、感染和
影响官兵。

他们从建好军营政工网、建立电
子图书阅览室、推广军事特色游戏入

手，让官兵尽享时代潮流。着眼提高
强军文化的战味、鲜味和品位，发动
官兵学驻地文化、唱民族歌曲，让文
化建设更加鲜活生动。他们还挂牌成
立红色教育基地，邀请战斗英雄登台
授课，将英雄事迹、战斗格言放入橱
窗，让官兵在抬首驻足间就接受战斗
文化的感染。
“风卷狼烟催铁骑，枪炮怒吼杀

声急。钢刀劈开胜利路，千里追寇杀
顽敌……”雄壮的战歌在该总队“追
梦新时代、争创新一流”文艺晚会上
唱响。
“一台晚会就是一次集结，一次颁

奖就是一次冲锋。”该总队政治工作部
领导介绍，他们举办“砺剑”“铸魂”“号
角”“血脉”等多台晚会，组织每周一期
“云岭夜校”“强军故事会”……在“传统
感召、理论灌输、文化熏陶、典型引领、
任务锤炼”的“五位一体”传承模式教育
下，该总队官兵在传承红色血脉中铸牢
忠诚之魂，升腾起胜战激情，满怀信心
投身强军实践。

云岭上，有条红色的河
—武警云南总队传承红色基因打造特色军营文化素描

■杨 玺 王文涛 陈伟东

武警云南总队官兵在红色文化熏染下满腔热情投身强军实践。图为该总队官兵正在参加“魔鬼训练周”拉练。 胡 程摄

4月 15日，军事博物馆举行“人书俱
老 不忘初心——《李铎全集》首发式暨
李铎捐赠军博书画作品选展”。

现场展出的作品及实物，从李铎
捐赠军事博物馆的将近 11000 件（套）
书画作品和艺术收藏中遴选，是其书
体书风及艺术求索历程的直观呈现。
“不忘初心，牢记宗旨，在耄耋之年出
版全集，愿与各界书友共勉”，李铎如
是说。

李铎在新中国成立前夕携笔从
戎，刻苦研习，努力攀登书法艺术高
峰，形成古拙沉雄、苍劲挺拔、雍容大
度而又舒展流畅的李铎书体，于平淡
朴素中见俊美，于端庄凝重中显功力，
气度不凡，雅俗共赏，广受赞誉。他曾
担任第九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六届全

国文联委员、第三届中国书法家协会
副主席等职，荣获中国书法艺术特别
贡献奖、中国书法“兰亭奖”终身成就
奖等，长期活跃在文化战线，为弘扬中
华传统文化、书法事业繁荣发展作出
突出贡献。离休后，他又将个人作品
藏品全部无偿捐赠，并为家乡捐献图
书馆等文化设施，在母校湖南醴陵一
中设立奖学助学基金。
《李铎全集》由中南传媒出版集

团策划出版，系统总结李铎艺术人
生，汇集其 70 多年书艺生涯成果。全
集前 4 卷为书法绘画作品集，收录书
法绘画作品 463 幅、约 800 件，第 5 卷
主要收录相关文集，包括常用印章
182 方、自作诗词 263 首及理论著述、
专家评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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