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

长征副刊 E-mail:jbwypl@163.com２０１９年５月２２日 星期三 责任编辑/傅强

社址 北京阜外大街34号 电报挂号 6043 邮政编码 100832 查询电话 66720114 发行科电话 68586350 广告许可证京西工商广字第0170号 广告部电话 66720766 月定价 20.80元 零售 每份0.80元 昨日（北京版）开印3时10分 印完4时30分

12

第4528期

进入新时代，军旅文艺聚焦改革强军的伟大实践，围绕练兵备战的中心任务，塑造了“四

有”新时代革命军人的新形象，探索了为兵服务、创新发展的新路径。在这个过程中，年轻一代

军旅文艺工作者继承了军旅文艺的优良传统，在履行新的使命任务中快速成长，展现出军旅文

艺“新生代”的风采和力量。

在这个鲜花盛开、青春飞扬的五月，我们邀请六位不同专业和领域的80后青年军旅文艺工

作者畅谈“创作心语”，分享他们对军旅文艺的新思考、新经验、新表达。
——编 者

董夏青青：

2019年，是我在新疆军区工作生活的
第十年。2009年，我从原解放军艺术学院
文学系本科毕业后，主动申请进疆，进入
新疆军区政治部文艺创作室工作。此后，
我多次前往博尔塔拉、伊犁、和田、喀什、
阿克苏等地，先后去过60余个边防连队，
与基层官兵同吃同住，真实体验和经历了
戍边生活的艰危困苦。这种经验和情感，
令我想要尽可能真实地记录、塑造戍边军
人的日常生活状态和人物群像。作为写
作者，我不能用三言两语遮蔽他们十年八
载的生活，不能假装洞察一切，把自己的
声音安在他们嘴上。我更倾向于在大量
现实素材的基础上，通过虚构的情节安
排，让人物们自己行动，自己说话，完成自
己的纸上人生。如此，既是对这些官兵曾
经如是活过的纪念，亦是对一种荣誉生活
的尊重。不让他们的故事在作者的陈词
滥调中，失去击打人心的力量。

在为军事文学创作积累宝贵素材的
同时，我也收获了一些有意思的经历。
有一年，我去北疆的卡昝河连队，跟着军
医去牧民家巡诊，途中赶上刮大风、下冰
雹，冰雹停了又开始下冻雨。我俩站在
雪线附近，四周连一棵遮挡的树木也没
有，下山我就病倒了；上帕米尔高原，我
乘坐的勇士车在山路上盘行，与一场压
毁两辆车的山体滑坡事故之间仅仅隔了
不到两分钟……尽管如此，相比那些日
日夜夜坚守岗位的军人们来说，这仍只
称得上是走马观花、蜻蜓点水。

每年下部队时，我会尽一切可能走进
基层连队生活和官兵的情感世界。从高
原的前哨班和执勤点位，到连队会议室、
会客室和班排宿舍，聆听他们的内心声
音，触摸他们的情感脉搏。在那特定的时
间中，我会和很多人产生交集，得以通过
也许彻夜、也许三言两语的聊天，知晓他
们的生活和内心。

边塞诗的文学历史传统延绵久矣，
每个时期，戍边军人面向大漠之上那一
轮弯月，内心总有话想说。这些发自内
心的声音时常很微弱，被日常生活中数
不尽的其他声音所遮蔽，但那却是他们
灵魂的起伏，有热血精神鼓荡其间。我

要做的，就是拿起文字的凿子，一下一下
破除表面的冰壳，将这些裹挟着坚忍、痛
楚、牺牲的生活开采出来，让读者看到他
们安静无闻的身影，如何在大漠中留下
或平淡或灿烂的生命轨迹。

当前，边防军人的生活条件已得到极
大改善，工资水平也有显著提高。但每一
次演练、每一次巡逻侦察和任务出动，这些
平均年龄大多在二十五岁上下的青年人，
都有可能付出生命的代价。夹霜带雪的大
风在刮了上千年之后依然寒凛入骨，他们
在最好的年纪，远离亲人、爱人，在荒漠戈
壁这杳无人烟的地方奉献青春，其中大部
分人都默默无闻。当时代的浪潮拍打在边
地的峭壁上，当下时髦的价值取向、情感模
式、思维方式必然也会影响边防军人的思
想感情。在铁一般的职责和使命之下，他
们面临的现实和境遇异于前辈军人。我在
从实际调研采访中得到的第一手资料基础
之上进行创作，既写他们作为军人的担当，
也刻绘他们细腻的情感世界，向官兵和读
者提供了走近血肉鲜活、灵魂丰满的边防
军人的契机。这些年里，常有部队战士和
地方的读者给我来信，讲述他们看过我所
写的边地军人故事的感受，每每使我感动
之余获得了继续写边防故事的动力。

2016年，我有幸参加了中国文联第十
次、中国作协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聆听
了习主席的讲话后，我感到倍受鼓舞。边
防官兵身上蕴含的崇高思想与精神需要
用文学的方式更加充分地书写和表达。
我希望能用有力量和有温度的文字触动
人心、唤起读者对英雄精神的礼赞。我会
持续拿起文字的凿子，一下一下破除他们
表面沉默寡言的冰壳，将这种以理想为旗
的生活开采出来，让读者看到他们平凡却
伟岸的身影，看到人与人、民族与民族之
间又有着怎样弥足珍贵的交往和情义。

作者简介：

女，1987年生于北京。毕业于原解

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现为新疆军区文工

团创作室创作员，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出

版有非虚构作品《胡同往事》、小说集《科

恰里特山下》等，曾获人民文学“紫金之

星”奖、华语青年作家短篇小说提名奖、

“长征文艺奖”等。

郑阳：

作为一名 85后的军旅作曲家，成长
于音乐世家以及在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
长达 8年的专业学习经历，使我拥有了
较为开阔而先进的国际化视野和专业化
技术。当我了解并进入我国军旅音乐创
作领域后，会时常以年轻化的、前沿的和
较为立体的视角来思考和分析军旅音乐
创作的现状与未来。

我国当代军旅 (战争)题材音乐创
作始终都是非常兴盛的，可以说这与
中国近代以来历史中的战争、革命和
斗争是密不可分的。其中，抗日战争
是最有代表性的一个时期，一大批曾
创作出经典军旅音乐作品的作曲家接
连涌现，他们的作品无疑在鼓舞官兵
士气、激发民众爱国热情、增强部队战
斗意志等方面，都起到了无可取代的
重要作用。

新中国成立后，在各个历史时期，军
旅音乐围绕着各种主题创作一直蓬勃发
展，留下了大量脍炙人口的经典作品，不
仅在官兵中间广为流传，在人民群众中也
有着极大的影响力，发出了时代的强音，
甚至成为了具有标志意义的文化符号。

整体而言，在我国军旅(战争)题材
音乐创作中，通俗、凝练、传唱性强的歌
曲体裁类型一直较为发达，无论是作品
的数量还是质量都非常突出。相对而
言，以学术性、复杂性、深刻性和纯音乐
性为特性的更大型体裁与形式的作品发
展得还不够充分。虽然历史上留下了
《黄河大合唱》《长征组歌》《“黄河”钢琴
协奏曲》《我遥远的南京》等经典作品和
范式，但相较于军旅歌曲，这类作品的创
作仍有很大的提升和拓展空间。

在世界音乐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军旅
(战斗)题材的伟大严肃音乐著作层出不穷，
例如：德国作曲家贝多芬的《第三交响乐
“英雄”》、俄罗斯作曲家柴可夫斯基的
《1812序曲》、美籍奥地利作曲家勋伯格的
《一个华沙幸存者》等。当然，这类严肃作
品也不局限于大型体裁，像波兰作曲家肖
邦以英雄为主题创作的钢琴曲虽然体量不
大，但其在音乐史上的地位仍堪称经典。

虽然各类体裁学术(严肃)音乐作品

并不具备像歌曲那样的特性和优势，但
由于其深刻的音乐性和思辨性，却往往
有可能在更广范围内产生更加深远而
持久的影响，因而也是一个国家前沿艺
术、深邃思想和高峰文化的重要体现形
式之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当代严肃音乐
创作已经取得了非凡的成就，在世界上
的影响力与日俱增。对于年轻一代军旅
作曲家而言，军旅(战争)题材严肃音乐
创作领域无疑是一片可以施展才华的广
袤沃土，繁荣军旅音乐也是我们肩负的
重要使命。

近几年，通过不断努力探索实践，
我创作出了一批各类体裁和形式的军
旅(战争)题材音乐作品。部分作品获得
国家级奖项，并入选：“中华人民共和国
文化和旅游部‘时代交响——中国交响
乐作品创作扶持计划’”“国家艺术基
金”和“中国文联艺术基金”等；在国家
重大文艺活动方面，我有幸成为 2016年
G20 峰会“最忆是杭州”大型水上情景
表演交响音乐会、2017年金砖国家厦门
峰会“扬帆未来”文艺晚会的音乐主创
成员之一；还有机会与国内外各大乐团
及音乐节合作，将自己的创作成果在更
高、更大的平台上进行推广，为提升我
国当代军旅(战争)题材音乐的影响力做
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军旅音乐有自身光荣的传统和厚重
的历史，作为后来者，我希望通过自己的
作品唤起更多作曲家对这一题材和领域
的关注和热情，推动我国军旅(战争)题
材严肃音乐更好地发展，为新时代谱写
出华美、壮丽、英雄的新乐章。

作者简介：

男，1988年生于辽宁鞍山。毕业于

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现为国防大学军

事文化学院军事文艺创演系作曲专业教

师。其作品曾在十余个国家公演，曾在

国内外各类作曲比赛中获得重要奖项，

并入选“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和旅游部

‘时代交响——中国交响乐作品创作扶

持计划’”“国家艺术基金”和“中国文联

艺术基金”。其部分作品的乐谱与音像

已在人民音乐出版社等出版发行。

曹天龙：

年轻一代军旅美术人首先应该服从
大局，树立正确、鲜明的政治导向。在此
基础上，要有自己的艺术个性和新鲜的
观念，不能让陈旧的观念束缚自己的手
脚。诚然，美术家大多有自己的个性甚
至是创作上的洁癖，尖锐与不妥协是形
成个人风格与艺术独立的先决条件，但
是军旅美术的个性是建立在姓军为兵基
础之上的。

十年前我刚毕业，就在某训练团
带兵。连队里的日常生活、点点滴滴
都成为了我创作的素材和灵感的源
泉。每天训练结束后，我都会在速写
本上记录描画火热的连队生活。在业
余时间，我以速写的形式勾勒官兵们
生活和训练的状态，这成为我创作“长
缨系列组画”的雏形。后来回到创作
室，我马不停蹄地绘制了 36 幅五尺斗
方的系列中国画《多彩军营》。这个创
作过程痛并快乐着，各种武器装备与
人物的结合成为了最难的事情。

火箭军这个军种有着自己特殊的
属性，不同于空军和海军。毕竟，无
论是战机或是军舰，这些装备和人都
有着承载关系，他们的服装都有自己
明显的特征。而原来的二炮部队在
没有换装之前，服装上除了胸标和臂
章，其他跟陆军是一致的，人和导弹
的关系也很难表现。虽然发射车可
以作为载具，但是把人物安排在驾驶
室内，从画面上无法看出军种的特
征，而且还要遵守保密原则，不能过
多表现装备内部结构……经过冥思
苦想，我还是把发射车上导弹起竖的
状态作为背景和对象，来结构画面，
并把它符号化。

我希望尝试带有趣味性的绘画语
言，同时也想将武器装备拟人化，让它们
也有战士一样的状态和“表情”。经过反
复实验，从笔墨色到点线面，我尝试了多
种构图方式让人与武器装备的结合呈现
出最佳的构图效果。这里的每一幅画作
背后都有一段动人的故事，每一个故事
都承载着战士对军营的热爱和英雄情
怀。这种情怀最能引发战友们的强烈共

鸣，受到他们的喜爱。画作接连在《解放
军报》和《火箭兵报》等报刊发表，这些作
品中的一部分也参加了若干重要的展
览。我之后创作的火箭军部队题材的独
立巨幅作品，以及其他相关的重大历史
题材美术作品，都是在这种观念和语言
基础上完成的。

除了进行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美术创
作、参加全国全军的各种纪念型展览，现
实题材更是军旅美术创作需要重点聚焦
和突破的领域。尤其是作为青年军旅美
术工作者，紧跟时代步伐，深入现实生活，
创作出反映部队训练打仗和新时代军人
精神风貌的优秀现实题材美术作品，是必
须承担的责任，也是必须直面的课题。

2017 年 3月，火箭军组建了第一支
砺剑文艺轻骑队，我光荣地成为了首批
轻骑队员。两年来，我为部队和战士创
作、赠送书画作品近千幅。我们文艺轻
骑队还有一项重要的使命就是要培养
基层的美术骨干，把有美术基础的人才
召集起来，定期组织培训，夯实基础。
在为兵服务的过程中，我经常遇到新鲜
有趣的事情。90后、00后的官兵有着更
加新颖的理念和想法，他们提出的问题
往往出人意料，如果不加强自身学习、
更新思维、提高素质的话，就很难走进
这些新型高素质青年军人的心坎里，更
无法以艺术的方式与他们对话，描绘他
们的生活。

把军旅美术的优良传统继承好发扬
好，为强军实践和部队的文化工作增添
活力，新一代军旅美术人承担着光荣的
使命，也有着巨大的发展空间。

作者简介：

男，1983年生于辽宁锦州，毕业于

原解放军艺术学院美术系中国画专

业，获硕士学位。现为火箭军文化艺

术中心创作室创作员，中国美术家协

会会员。作品曾多次入选全国、全军

美展。中国画作品《青春的律动》荣获

文化部第十四届“群星奖”最高奖美术

创作奖，中国画作品《丰碑》获纪念反

法西斯胜利 70周年全国美展优秀奖，

雕塑作品《奔》获第十四届南京国际体

育雕塑大赛银奖。

丁旸明：

2006 年，我来到原八一电影制片
厂文学部工作，也就是从这时开始真
正意义上从事影视剧本创作。

因为之前我一直是写小说，初涉
影视剧本创作的时候，还是很不适应
的。从小说到剧本是一种思维方式的
转变，毕竟剧本创作是需要严格的专
业训练的。幸运的是，工作之初的两
年间，我先后参与了两部我厂重点影
片《惊天动地》和《飞天》的剧本编辑工
作，这为我随后的剧本创作累积了一
定的经验。

2008年，我与同事合作了第一部电
影剧本《王子雄兵》，由八一电影制片厂
出品，并在电影频道播出。这是一个关
于富家子弟投身火热军营生活，经历了
军队锻造成为一名优秀战士的故事。这
样的故事现在看来有些老套，但在当时，
关注都市中成长起来的 80后、90后年轻
士兵的军旅题材作品还并不多。在这部
影片的剧本创作中我们加入了一些当时
流行的时尚元素，希望最终所呈现出的
军营生活充满阳刚之气和时尚气息，进
而改变大众对军旅现实题材电影的刻板
印象。这是一部低成本、小制作的电影，
却在电影频道反复播出，取得了较高的
收视率，也给了我这样的年轻编剧一次
难得的实操机会。

近年来，我先后创作了电影剧本《葫
芦岛大遣返》《心如磐石》，根据剧作家孟
冰先生原著话剧《393潜艇的机密档案》
改编创作了电影剧本《潜艇372》，创作了
虚构军事动作电影剧本《夺岛行动》。这
些电影剧本有根据真实历史事件和人物
原型创作的，也有纯粹的虚构和想象，但
始终强调和围绕着一种艺术观念，即编
织英雄故事、塑造英雄人物。

如今，随着改革强军进程的不断深
入，军事题材的影视剧创作也进入了新
的阶段，但其承载英雄精神，张扬国家
和军队主旋律的本质却丝毫未变。影

视作品是当下受众最广泛的艺术形式，
也是最有效的传播媒介。近二十年来，
我们可以看到美国的超级英雄电影充
斥着大银幕，影响了一批又一批年轻观
众。怎样写出新时代军人的崭新形象，
如何塑造出区别于美式英雄、根植于中
华文化传统、且让受众乐于接受的英雄
形象，是我在创作中一直努力的方向。
应当创作出更多优秀的中国式的英雄
故事和人物形象，以影响和引领年轻观
众的审美趣味和精神理想。很显然，在
当下的国产影视作品中，这样能够成为
文化符号的英雄形象是缺失的。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我们的时
代英雄辈出，我们的英雄资源极其丰
厚。历史上的民族英雄、英烈模范早已
植根于我们的记忆，新的时代楷模、英模
典型接续涌现。中华民族从古至今，从
不缺少英雄。只是我们在影视作品中，
能够令受众信服、能够在更广范围、更深
层次上传播的英雄形象还比较稀缺。我
们讲述英雄故事、塑造英雄人物的叙事
技巧和影视技法并没有跟上时代前进的
步伐，需要探索和提升的空间依然很
大。当下迫切需要建构起一个既能彰显
时代新气象、又能满足受众新需求的、符
合军事题材影视创作内在规律的类型化
叙事通道。

军事题材影视作品是培育英雄精
神的重要阵地。作为年轻编剧，要用新
的思维、新的观念、新的技巧讲述新的
故事，让中国式的英雄形象传播得更
广、更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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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秀琰：

当今中国电影和世界电影同步发展
繁荣，很多进口片采取全球同步发行，中
国观众可以第一时间在电影院享受到世
界电影发展的最新成就，这也影响了中
国电影的发展进程。国产电影不仅整体
质量大幅度提升，还走出国门，以影视为
媒，拉近了中外人民的心灵距离。

八一电影制片厂参与了这一文化交
流的进程，从 1950年代起就译介了大量
国外战争题材纪录片和故事片。1953
年译制了第一部全国发行的前苏联纪录
片《空军射击》。六十多年来，八一厂译
制了美国、前苏联、俄罗斯、前南斯拉夫、
日本、越南、罗马尼亚、法国、英国、德国、
阿尔及利亚等出品的多部战争题材故事
片和纪录片。这些影片囊括了历史战
争、现代战争，它们被译制成中文对白和
字幕介绍给了中国观众。作为年轻一代
电影翻译，我也有幸参与其中。自 2008
年开始从事电影翻译工作至今，我翻译
了 80余部院线进口片、200多集动画片，
其中大量的是军事或战争题材作品。

翻译作为电影译制的第一个环节，译
者语言水平直接影响着观众对电影的理
解和观影感受。翻译家、学者罗新璋先生
讲，“翻译基本上是一门语言艺术，翻译时
对原文的字句，只有默会其意，迁想其妙，
才能找到适当的译法。”创作者从酝酿、启
笔到完成，人物、性格、情节、主题已浑然
成形，而译者，要通过对文字或台词的拿
捏和控制，把作品的思想、感情、气氛和情
调传递给读者或观众。电影翻译的独特
之处在于要受到口型和语言长度的限制，
即便是字幕版也绝对不可以超出原对白
长度太多。并且随着观众英语水平的提
高，若是为了中文对话方便而颠倒对白位
置，造成英语台词和中文台词无法对位，
会使得观众产生观影不适。同时，译制片
具有瞬时性、无注性、聆听性的特点，翻译
出的台词必须使观众能在影院的有限台
词时间内听懂、看懂。因此，这就需要译

者投入更多智慧，对台词字斟句酌。
军事题材电影有着独特而永恒的魅

力，往往会引发观众对战争的反思、对和
平的向往。将此类影片译介到国内时，译
者必须兼具对待军事术语、史料、事实的
严谨态度和较高的文学艺术修养。而且，
我翻译的那些具有反思精神且格调深沉
的电影，往往出自世界级大导演之手，且
有着真实的历史和现实背景，需要译者对
故事发生的年代和生活有周详的认知和
把握。因此，除去固定的军事术语要通过
译者的知识储备和查阅资料进行准确传
达，其余台词要基于对故事背后的文化经
验和生活习惯的准确理解，在这方面我进
行了大量的尝试，付出了艰苦的努力。

和发展成熟的“引进来”相比，中国影
视“走出去”仍处于起步阶段，尤其是战争
和军事题材影视作品在对外输出方面有着
巨大的发展和提升空间。经验是可以互通
的。“走出去”也可以考虑制作中文或英文
台词注释版国际台本，提供给熟练掌握目
的地语言的译者使用，将中华文化与世界
其他国家文化差异的部分，进行详细的解
释说明，在源语言上为打破文化壁垒提前
做好准备。同时，长期与世界各地一流制
片公司合作，可以积累丰富经验，使“走出
去”在台本翻译技巧、配音制作流程、选片
质量把控等方面向国际标准看齐。

我希望经由译制和传播机构的共同
努力，让中国战争题材电影受到世界观众
的喜爱，实现战争电影的文化互通，有效提
升中国军事题材影视作品的国际传播力和
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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朴耳：

2013年的夏天，我成为解放军出版
社的一名杂志编辑。杂志没有自己专
门的记者队伍，编辑需要承担比较多的
采访任务。直至去年夏天离开杂志，5
年间，我去过 20多个基层部队，写过不
少新闻稿，也采访过很多全国、全军的
重大典型。有时候，采写任务完成了，
但是心底想说的话却没说完。于是，我
用诗歌的方式，把这些感动、温暖和光
芒记录下来。

这对我来说，并不是一件容易的
事。我一直在思考，怎样才能避免把军
事题材的诗歌写得大而无当，怎样避免
空泛浅薄的抒情。

面对战争，我们常常把军人比喻为
承载热血和火焰的虎狼或是铁器。事
实上，真实的军事生活不仅有边界、有
温度变化，而且形态各异。因此，在这
其中的军人必定有各自高低深浅的处
境——高光有时，黯淡亦有时，冷暖自
知。在战争打响之前，军人必须完成的
任务是把自己锻造成一块硬邦邦的钢
板。锻造的过程不仅会经历高温的炙
烤和锤打，还会经历弯折、凿刻、冷却、
收缩、塑形……也许还有其他意想不到
的“工艺”和过程。

我开始关注他们变成“钢板”之前的
样子，关注军事生活中那些并不引人注
目的角落，发现那些容易被遮蔽和忽略
的情感。

2017 年 5月，我前往陆军红其拉甫
边防连采访。因为地势险要、环境艰
苦，这个连队执行日常巡逻任务时依然
要采取骑牦牛的方式。在边防连，牦牛
是战士们过命的弟兄、生死相依的战
友。它们忠诚老实，救人性命，助人走
出困境。

采访中我听说了这样一个故事：在
某次巡逻的归程，一头牦牛的腿被滚落
的山石砸中，鲜血直流，无法行走，卧在
地上直喘粗气。战士们和两个塔吉克

护边员给它简单包扎仍无法止血，它很
可能见不到明天的太阳了。他们不得
不面对生离死别。战士们掏出挎包，给
牦牛省下两天的口粮，几个人搂着牦牛
脖子哭，泣不成声。不得不走了，他们
边走边回头，牦牛却一动不动。快走到
看不见的地方时，仿佛心电感应一般，
牦牛回头了，低低地叫了一声，又把头
扭了回去。它身下的草被血洇红，孤独
地卧在高原山谷，像坐在蒲团上的僧
侣，入定。

我忽然意识到，这就是军事生活的
温度，这就是我一直在寻找的那个角落，
这里持久而无声地绽放着迷人的精神光
泽，我要用诗歌的语言捕捉这道光，把它
聚焦并放大。

后来，去的地方多了，想写的人也越
来越多。有时我会把自己代入其中，感
受追光灯照在脸上的灼热。更多时候，
我只是原原本本记录下那些平淡无奇的
时刻，捕捉倏忽而过的光影。我得以一
次又一次地看到军人的激昂与坚韧，看
到他们的克制与内敛，看到他们在困顿、
疲惫中同生活的撕扯，甚至看到他们片
刻间的脆弱。但更多的是牢不可破的坚
毅，是忍耐与付出，是奋斗与牺牲的无畏
与磅礴。

我抽离出来，思考战争与军人的关
系，想找到军事生活中诗意的光影。那
些年轻的士兵，他们爬上山顶，就是山
的脊梁；他们踏入河流，就是河岸；他们
回到家园，就是他们原本朴素、美好的
样子。

当捕捉到那束光的时候，我可能会
在白纸上烙出第一道闪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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