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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广角

文艺轻骑兵风采录

美丽的香江之畔，常年活跃着这样
一支“文艺轻骑兵”：战机里、军舰上，他
们用昂扬的歌声，激励官兵打赢斗志；
进“红馆”、到学校，他们用优美的舞姿，
向香港市民传递家国情怀；热带丛林、
异国靶场，他们用精湛的技艺，展示出
中国文化的厚重……

他们就是驻香港部队文工队，一群
用嘹亮战歌壮军威的青春迷彩。

一

“身披迷彩抖精神，火红战旗展笑
颜……”暮春时节，驻香港部队某团赴
野外进行长途行军拉练。休息间隙，不
时传来文工队官兵清脆快板声。

8个多小时，连续行军近 40 公里，
期间通过染毒地带、敌炮火拦阻等课目
接连上演……来自文工队的数十名官
兵，身披战斗装具、脚蹬作战靴，不仅全
程参与演练，还利用休息时间，拿起笛
子、快板、葫芦丝等乐器，为战友们带来
精彩的节目。

一手拿武器，一手拿乐器，这是驻
香港部队文工队一茬茬官兵始终秉承
的传统。班长黄静说：“只有走到一线，
节目才会有硝烟味。”

有了硝烟味，才能引起官兵共鸣，
中士唐伟达对此深有体会。去年，唐伟
达随队参加“和平友谊-2018”中马泰联
合军事演习。组织机动的运输机内，装
满了人员物资，仅有几平方米的一块空
地，还是一个近30度的斜坡。

这块空地就成为文工队的“舞
台”。在这个“舞台”上，唐伟达和战友
们表演了歌曲《我爱祖国的蓝天》、舞蹈
《民族风》等节目。虽然发动机不断轰
鸣，高空气流不时导致机身颠簸，但唐
伟达和战友们仍然坚持演出。特战队
员们看得津津有味，机舱内不时爆发出
热烈的掌声和叫好声。

作为文工队的一员，每个人都明
白：为兵服务是自己的职责与使命。近
年来，他们登海岛、赴营连，为官兵献上

一场场文艺演出。每逢新兵入伍、老兵
退伍、春节前后等重要时节，大家总会
在基层部队看到他们热情如火的演出。

二

时至今日，只要回想起当初那一
幕，中士马旭鑫心中仍久久不能平静。

那年“七一”是军营开放日，文工队
精心编排了一台文艺演出，在昂船洲军
营礼堂向香港市民公演。演出结束，全
体演职人员上台谢幕。在经久不息的
掌声中，一名白发老伯激动地走到台
前、竖起大拇指，大声赞道：“解放军，你
们是最棒的！”随后，全场观众都欢呼起
来。

那一刻，站在台上的马旭鑫热泪盈
眶。她明白，香港市民热情的欢呼声，是
因为自己身上的这身绿军装，更因为他们

对祖国质朴的热爱、对民族由衷的自豪。
“情满香江”“香江卫士”“大美中

国”……近年来，驻香港部队文工队每年
都会聚焦一个主题、创排一台晚会，在“七
一”向香港市民进行公演，颂扬祖国和军
队的建设成就，共庆香港回归祖国。音乐
快板《辉煌成就我来谈》、舞蹈《特战出
击》、歌曲《新时代赞歌》……翻开演出节
目单，这一个个由官兵自行创排的节目，
犹如一册生动的画卷，把祖国和军队走过
的辉煌历程，徐徐铺展在观众面前。

正是这份矢志不渝的家国情怀，
让香江之畔的“文艺轻骑兵”成为香港
市民心中耀眼的“明星”。今年年初，
建校已经 60 年的香岛中学，在位于中
环的香港大会堂音乐厅举办校庆音乐
会，专门邀请文工队参加活动，与学校
师生及校友共叙爱国爱港情。《延安

颂》《共筑中国梦》《我爱你中国》……
当晚，文工队和校方一个个或雄浑激
越、或婉约深情的节目，赢得了观众雷
鸣般的掌声。

不论是登上大舞台，还是站在小平
台，文工队官兵始终向香港同胞传递着
爱祖国、爱香港的绵绵深情。近两年，
文工队派出文艺小分队，已为数千名香
港市民进行了专场演出，赢得了广大市
民的认可。

三

从小就练习古筝的列兵成思铭和
杨莹都怀揣一个小梦想：让更多的人感
受这件民族乐器的魅力，最好像朱瑜班
长那样，能让外国友人多听一听古筝的
声音。

去年已经退伍的朱瑜，参加过“和

平友谊-2018”中马泰联合军演。按照
三方军队达成的共识，军事文化交流是
联演的重要内容之一，驻香港部队文工
队奉命组建演出分队参加交流互动。
在马来西亚国防部军官俱乐部内，朱瑜
用古筝弹奏了一曲《高山流水》，让外军
官兵赞叹不已。

从马来西亚某综合训练场远眺，
可以看到在马六甲海峡穿梭的商船，
海风吹拂着椰林，送来别样的异国风
情。文工队的到来，在这里掀起了一
股别具中国特色的“民族风”：古筝弹
奏、胶州秧歌、维吾尔族舞蹈……一个
个颇具中国地方民族特色的表演，向外
军官兵展现了中国文化的厚重底蕴。
为了准备好此次表演，仅有 20多人参加
演出的文工队，准备了 30多个节目，涵
盖了舞蹈、表演唱、乐器演奏等形式。
“走出国门，‘我们’代表中国军

人。通过一个个节目，讲好中国故事、
展示传统文化、树好军人形象，就是我
们此行最大的收获。”回想起在异国他
乡的几场表演，创作员姜俏坚定的语气
中充满自豪之情。

他们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
联演期间，文工队官兵不仅与外军共同
完成 3场正式演出，而且还组成小分队
进丛林、上靶场，把一个个精彩的节目
送给在一线演训的官兵。一次，为了给
参加野外生存演练的三国官兵演出，由
5名官兵组成的演出小分队冒着大雨，
扛着演出器材，深一脚、浅一脚地在丛
林中跋涉。当参加演训的外军官兵看
到专程前来慰问演出的文工队官兵时，
纷纷竖起了大拇指。

不仅先后两次走出国门，参加军事
文化交流，文工队官兵还在驻地每年组
织的“八一”招待会上，为出席招待会的
外国驻港领事、武官表演节目。截至目
前，他们已经为来自 10余个国家的国际
友人表演过，充分展示了中国军人威武
文明的形象，屡获好评。

战歌颂强军，青春永无悔。这支驻
守香江之畔的“文艺轻骑兵”，挥洒着青
春和汗水，不断向世人展示着新时代中
国军人的开放与自信、祖国的繁荣与富
强。

嘹亮战歌唱响别样青春
■陈典宏 原俊敏

“战车低吼，伴着暮色虎视沙场”“无
人机盘旋低空捕捉目标”……近日，第
82集团军某旅制作的动漫作品《一颗子
弹》在强军网播出。紧张的情节、惊险的
画面，给官兵带来耳目一新的视觉体验。

这部动漫作品出自摩步二连上等
兵王帅之手。他的作品均取材于官兵
生活训练，充满兵味，风格生动、新颖、
充满正能量，深得官兵青睐。

从小热爱传统美术的王帅，大学
选择了动漫设计与制作专业，毕业后
他满怀报国热忱走进军营。入伍后，
分配到步兵连队的王帅很快被火热的
军营生活深深吸引，也逐渐萌生了用
动漫诠释军人情怀、记录精彩军旅生
活的想法。他开始留心军营生活的细
节，比如拉单杠时磨出茧子的大手、父
母来队战友激动的泪水、比武夺冠后
班长灿烂的笑容，还有暗夜里威猛的
战车、演习场上如画的夕阳……王帅
把军旅生活点滴融入到自己的动漫作
品中。当一幕幕熟悉的场景以生动鲜
活的方式跃然荧屏，身边战友对王帅
竖起大拇指，这极大地激发了他的创
作热情。

前不久，该旅依托丰厚的红色文化
传统，着力营造红色文化氛围。王帅以
上世纪 50年代旅前身部队在长津湖新
兴里全歼美军“北极熊团”的光辉战例
为素材，创作了红色题材微动漫《常胜
传人》。生动的内容，精致的画面，让战
友纷纷叫好。

如今在旅里已经小有名气的王帅，
仍然坚持着学习和创作。他的动漫作
品获得旅以上奖项 2项，绘制的漫画宣
传海报在所在战区陆军连以上单位张
贴。王帅深有感触地说：“当兵的经历
和故事，激发我的创作灵感，让我找到
了合适的舞台。”

图为王帅正在创作。

许星晨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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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出镜

“都说你是一团火，谁又想过你
的寂寞，默默地从东方升起，又悄然
在西边降落，一条路你走到底，留给
大地无尽的欢乐……”

万物复苏、生机勃勃的春日，一
场特别的仪式在一座军营进行。仪式
结束时，现场官兵唱响电影《炮兵少
校》的主题曲《太阳颂》，嘹亮歌声
里回荡着对英雄的哀思与缅怀。

这位英雄，名叫苏宁。
1991年 4月 21日上午，时任团参

谋长的苏宁现场指挥手榴弹实弹投掷
训练。当危险发生时，苏宁“夺”走
了战友手中即将爆炸的手榴弹，自己
却倒在了血泊之中，用生命谱写了一
曲壮歌。

英雄的故事和精神跨越多年，依
然引起我们的共鸣。

苏宁牺牲 28 年后，陆军第 80 集
团军某合成旅在苏宁生前所在连队，
举行隆重的“十大英模挂像入连”仪
式。现任指导员与连长郑重地将苏宁
挂像悬挂在墙上。全体官兵在“学英
雄光辉事迹、走英雄成长道路”条幅
上签下自己的名字……

鲜血洒沃土，英雄永不朽。这
支部队的官兵，听苏宁的故事、看
《炮兵少校》 电影、唱主题曲 《太
阳颂》 ……英雄的感人事迹已深深
走进官兵心田，烙下深刻的精神印
记。在他们眼中，“想现代化、钻
现代化、干现代化”的苏宁精神就
是一面旗帜、一座灯塔，激励着他
们沿着红色足迹，不断续写英雄故
事。

2017 年，随着一纸令下，“苏宁
传人”部队转隶移防，来到了陌生的
环境。“英雄精神，我们要走到哪、

带到哪、传承到哪。”在苏宁牺牲 27
周年前夕，该旅党委决定，举行“迎
苏宁雕像入营”仪式，用最纯朴的方
式迎接英雄入营，让这面精神旗帜屹
立在“新”土壤上。

2018年 4月 21日，昔日龙腾虎跃
的练兵场装点得格外庄重，数千名官
兵全副武装，整齐列阵。

敬礼！一声响亮的口号刺破长
空，让官兵胸膛激荡澎湃热血。两名
礼兵捧着苏宁雕像从队伍中间缓缓走
过。“27年前，你把战友生命举过头
顶；今天，让我们向您致以最崇高的
敬意……”

战旗劲展，军心凝聚。全旅官兵
面对英雄雕像庄严宣誓：“我是新时
代苏宁传人，传承红色基因、担当强
军重任，续写新时代猛虎劲旅新篇
章！”

学习英雄的精神，传承是最好
的方式。转隶移防以来，该旅更加
注重挖掘和弘扬苏宁精神的时代特
质，让英雄的事迹成为官兵不竭的
精神之源。他们持续开展“争挂苏

宁徽章，争挂虎头奖章”活动，评
选“学苏宁先进个人”，引导官兵积
极献身岗位实践，激发练兵豪情；
每逢大项任务前，组织官兵寻找身
边的“苏宁”，遴选官兵代表登上讲
台话英雄、谈感言，凝聚“我们是
苏宁生前部队”“我是苏宁传人”的
精神认同……在一次次熏陶与感染
中，英雄精神早已深深融入官兵血
脉。

一个苏宁倒下了，更多个“苏
宁 ” 站 起 来 ：“ 全 军 爱 军 精 武 标
兵 ” 李 庆 昆 、“ 全 军 优 秀 指 挥 军
官 ” 刘 佳 …… 英 雄 精 神 的 “ 火
炬 ” 在 该 旅 官 兵 手 中 熊 熊 燃 烧 。
尽管英雄已经远去，但他的精神
已经积淀成为一支部队的集体性
格和文化品格，并不断沐浴着时
代的光辉，在代代传承中散发着
耀眼的光芒……

图为仪式当天，该旅 10名党员

代表手捧英模挂像，齐步行进至官兵

面前。

马开元摄

精神火炬在传递
■宋子洵 常皓博

基层文化景观

近日，军旅书法家黄彩虹的作品

展在北京民族文化宫亮相。我和彩虹

先生毕业于同一中学，是多年好友。

他16岁从军，后成长为知名记者、作

家、摄影家。黄彩虹钟情书法，寄情翰

墨，一直在探寻一条文人书法的创新

之路。近些年，他潜心书法创作，且成

绩斐然，令人刮目相看。

“草情墨趣，蔚为大观”。此次黄

彩虹书法作品展，草书《孙子兵法》长

卷引人注目。黄彩虹用两年时间，将

《孙子兵法》13篇书成13卷，每卷长

十几米，笔力遒劲，峰筋健骨，意态纵

横，洒脱自然，独辟蹊径地形成了草清

风雅的艺术风格。

书为心画，歌以咏志。文人皆喜以

笔墨挥就心声，以书道涵养诗词创作。

此次展览中有40幅草书作品是黄彩虹

创作的诗词。从他的作品中，可以充分

得见诗词与书法之美如何相辅相成、相

映生辉。诗意的心境写照和笔墨情趣

的交相辉映，呈现出黄彩虹清秀雅致的

书法风格，笔笔生发，姿态横生。

诗在书中，书寓诗意。黄彩虹的

书法作品大都是自诗自书。他的文学

素养滋润书法艺术，使书法艺术充满

温厚、儒雅的书卷气。同时，他的书法

对神韵的追求，也促使其诗文中言有

尽而意无穷的意境得以升华。以独具

特色的方式实现了一次对文人书法的

创新。黄彩虹勤奋刻苦，形象思维敏

捷，写诗作文较为精致，作品给人以激

情和蓬勃向上的精神力量。这大概与

他当军事记者、当作家的经历有关。

黄彩虹的书法，结体奇崛、古拙老

辣，铅华洗尽、天真自然，给观者一种

老庄哲学的启示。其书法艺术，于豪

放中兼婉约，于刚健中寓妩媚，于雄强

中显柔情，在传承中求创新，具有独特

鲜明的时代特色。从天山南北到川藏

高原，从雪山戈壁到南沙岛礁，黄彩虹

都有感而诗、有情而书。他笔墨下的

一幅幅风光景物，弥散着浓浓的人文

诗意，总能拨动观赏者的情感，激发人

的诗情书意。

自诗自书 草情墨趣
■汪碧刚

●“官兵身边的‘星’最亮，榜样作
用更突出……”第 76集团军某旅近日
组织“感动贺兰劲旅十佳人物”颁奖
晚会，官兵自创自演的《炫动青春》《新
木兰出征》等精彩节目赢得现场阵阵
喝彩。10 名在工作中表现突出的先
进个人上台当主角，成为故事“讲解
员”，营造了“学讲先进在平时，榜样引
领成常态”的浓厚氛围，有效激发该旅
官兵练兵动力。

（张颖科）

●近日，新疆军区某边防团结
合主题教育，组织 200 余名团员，在
驻地烈士陵园举行“青春心向党、
建功新时代”主题团日活动。他们
还以连为单位举办“传承五四精
神，争当国门卫士”主题演讲比赛，
激励和引领青年官兵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

（肖承槟）

●4月 27日，第 82集团军某合成
旅“周末育才”兴趣班火热开讲。他们
以“启迪思想、陶冶情操、温润心灵”为
目标，利用“周末育才”平台，邀请数十
名军地“教员”，筹划开设摄影、音乐、
美术、写作等多个“文化课堂”，营造学
技能、暖兵心、促和谐的文化学习氛
围。

（申 宸）

驻香港部队文工队矢志用精湛技艺和真情演出鼓舞官兵士气、传播中国文化。图为“和平友谊-2018”中马泰联合

军演期间，他们来到丛林深处慰问演出。 易 定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