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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 29日晚，新疆军区八一剧场内
灯光璀璨，该军区文工团“强军思想领
航向”主题朗诵会正在热烈进行。演出
结束后，观众们仍被这场朗诵会演绎出
的忠诚底色和战斗气息所感染着。
“讲述强军故事，传扬战斗文化，以

‘战’字当头打造新型文艺轻骑兵队
伍。”新疆军区文工团围绕为练兵备战
贡献最大力量不断探索实践，积累了丰
富的体会和认识。

一

那年，陆军在某合同战术训练基地
组织演练，“文艺轻骑队服务练兵备战”
也是其中一个课目。如何演练？当时
文工团还处在转型阶段，只能“摸着石
头过河”。

演唱队队长王明政带着 16名队员
刚住进部队招待所，文工团领导的电话
就打了过来：“文艺轻骑兵要与官兵同
吃同住，不能给部队添麻烦！”于是，演
出队员搬到了野外的两间临时板房，男
女队员各一间，住了一夜大通铺。然
而，对这支演出小分队的检验才刚刚开
始。

次日一早，部队要机动至戈壁滩更
深处地域。王明政催促队员整点行装，
随队出征。军车在茫茫戈壁滩不停颠
簸，临近正午，同行的战士忽然问他：
“你们带锅了没？”

王明政傻了眼。这时候他才转过
弯来，作为文艺轻骑兵，现在演出应该
自行保障。那顿拌着风沙的午饭让队
员们至今难忘：这个班借个锅、那个连
借点菜、一会儿请战士帮忙挖灶、一会
儿又找人生火……

跟着部队辗转了一整天，夜幕降
临，王明政正准备搭台演出，却被告知
当天部队有夜训任务，他们的演出要推
迟。演出队员们又在戈壁滩等了两天。
“文艺轻骑兵，首先是个兵。”课目

演练结束，队员们感受深刻。
摸准了方向，文工团开始从自身形

象、生活制度、管理模式改变，每次下部
队，都要求队员和官兵一起出操、训练。
“真正体会当兵的滋味，就是灌进

嘴里的沙子的味道。”16岁的女队员韩
知芮第一次到演训一线体验生活，一下
车就被大风泼了一脸沙子。由于水土
不服，她和几位队友陆续出现发烧、呕
吐症状。到医务室输了液、拿了药，她
再次回到热火朝天的驻训场。

文工团领导说，现在到部队是战士
干啥我们就干啥，只有让自己成为真正
的兵，演出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兵演兵、

兵唱兵。

二

文艺轻骑队成立之初，新疆军区领
导就用八个字告诫队员：“勿求知名，务
求知兵。”

文工团团长蒋兴国是位兵龄近 30
年的老兵。在他的心里，战士的褒奖是
对文艺轻骑兵最大的奖励。

一次在阿里高原演出结束，有位战
士来到后台。他拿出刚领到的四级军
士长的军衔，希望蒋团长为他戴上：“您
创作的歌曲《老边防》，让我再次选择了
留队。”战士的话让蒋兴国感动不已。

文工团创作室主任李旦和创作员
孟蒙某次前往高原边防一线采风，初上
高原的他们很快有了高原反应，睡觉时
都吸着氧气。凌晨三点，床头的氧气耗
尽，李旦又不忍心叫醒战士，便独自坐
在床上忍着头痛，直到脑袋里一片眩
晕，幸亏孟蒙起夜时发现，赶紧让其吸
上氧气。

那次体验，让他们切身感受到边防
官兵的生活。他们一路走，一路创作，
先后完成了情景剧《最美的酒窝》《听
冰》、小品《走近这片风景》和歌曲《寸土
不让》的创作。回到团里，看到迎出门
来的蒋兴国，李旦把高原官兵赠送的哈
达披到了团长的身上。

脚下有泥土，笔下有战味，台下才
有掌声。对于文艺轻骑队创作者来说，

基层官兵的生活是灵感和素材的最大
源泉。

那年夏天，某国际军事比赛开幕
在即，蒋兴国还在为大赛的主题曲犯
愁，这时他接到了创作员孟蒙的电
话。

此时的孟蒙正在演训场上采风。
千里戈壁，风沙呼啸，战车轰鸣。孟蒙
跟着官兵走了一路、住了一路、聊了一
路，蹲到靶壕里听枪炮声、爬到装甲车
上听车轮声。跟了半个月，采访了 20多
名官兵，他深刻感受到官兵为国争光的
荣誉感、为强军梦拼搏的自豪感。忽然
灵光乍现，他火急火燎地跑回帐篷给蒋
兴国打电话。

孟蒙立马赶回乌鲁木齐见到了蒋
兴国。一个风尘仆仆，一个苦苦等候，
两人顾不上寒暄，连夜完成了歌曲《逐
梦荣光》的词曲创作。
“军阵踏出了戈壁铿锵，铁甲碾碎

这滚滚的热浪……”国际军事比赛开幕
式上，这首战歌配合着滚滚铁流播放，
现场气氛顿时被点燃。

今年春节前夕，新疆军区文工团文
艺轻骑队和央视“军营大拜年”节目组
来到某装甲团，献上了根据团队官兵经
历创作的《得胜归来》《训练场上的兵巴
郎》等节目。节目现场，坦克连士官马
帅看到自己在国际军事比赛夺金的经
历被生动演绎，高兴地说：“没想到节目
这么真实接地气，没想到我们普通战士
能引来这么多‘大咖’关注！”

三

戈壁深处，步战车、宣传车错落排开，
战斗员、演出队员团团围坐，仅仅3分钟，一
座临时“舞台”搭建完毕……某特战旅演训
场，文艺轻骑队开始了新一场战地演出。

演出一台戏、行军一辆车、吃住一
个样，即便演出的环境再简单，但节目
照样精彩纷呈。

前不久，由18人组成的文艺轻骑队历
时半个月，深入训演一线开展演出12场。
部队训练他们排练，部队休息他们演出，没
有舞台就现地开演，没有音箱就放开喉
咙。演出现场，歌唱演员客串主持人，舞蹈
演员兼任化妆师、道具师，两个小品演员还
负责起宣传车的发电、连线等工作。

一次在某演训场演出时，忽然下起
了大雨，毫无防备的演出队员和官兵都
被淋成了“落汤鸡”。一个小时后雨停
了，官兵换上干净的衣服坐到台下，队
员们继续演出。但队员们的临时更衣
间被大雨淋透，他们演出全程穿的都是
湿衣服。演出结束，官兵不约而同起
立，向演出队员致以热烈掌声。

文艺轻骑队把战地当舞台，让炮火
作灯光，战车轰鸣成了背景乐。他们用
一次次精彩演出，把强军旋律传播到官
兵的心坎上，为部队练兵备战提供精神
动力。战地舞台上，队员们的话语铿锵
有力：“我们的服务宗旨就是激励官兵，
鼓舞斗志，传播强军正能量。”

把强军旋律传播到官兵心坎上
■牛 铁 王子冰 黄宗兴

5月份以来，一场场新创的《长征组
歌》音乐剧在驻北京市老干部服务管理
局第二综合服务保障中心的多个干休所
上演，赢得老干部和干休所官兵的一致
好评。这是该局“我和我的祖国——庆
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系列文化活动的
一部分。

音乐剧的演职人员多数是军龄40年
以上的军休干部。他们用音乐剧的形式
翻开历史画卷，真实再现了长征中难忘的

重大事件、战斗经历，令现场观众心潮澎
湃。曾参加过长征、已经99岁高龄的老
红军杨光明全程观看了演出，感慨道：“演
出很真实、很感人，使我仿佛又重走了一
次长征路。我是掉着眼泪看完的。”据悉，
该局将此剧作为传承红色基因的一项重
要活动，将陆续在所属离休所、干休所进
行演出。

下图为音乐剧演出场景。

作者提供

《长征组歌》音乐剧走进干休所
■卫 枫 张 勃

1997年，是我军建军70周年，同

时又是中国话剧诞生90周年，我们文

艺单位计划适时推出一批优秀的文艺

作品。新年伊始，我即组织原前线话

剧团有关人员一起研究新年度新剧目

的创作方案。参加会议的有团长邵钧

林、副团长蒋晓勤、政治处主任嵇道

青等同志和部分编剧、导演。会上有

同志提到，原南京军区文艺创作室副

主任江深同志刚完成一部电视剧《战

神走进和平》，内容是反映建国初期刘

伯承元帅主动辞去总参谋长职务、向

毛主席要求创办军事学院的故事。大

家听后一致感到这个题材很有特点，

故事生动感人，人物性格鲜明，比较

适合改编成话剧。

随后邵钧林、嵇道青被确定担任

编剧。他们春节放假期间把自己关了

起来，夜以继日地投入创作，仅用了

十几天时间就拿出了剧本初稿。此后

我们连续召开十多次剧本讨论会。先

后大改7稿，小改不计其数，确保了

全剧的艺术水准，迈好了关键的一步。

话剧《虎踞钟山》生动描写了以

刘伯承元帅及将军学员们为代表的一

代革命军人，在人民解放军从战争走

向和平阶段，面向现代化、正规化建

设的新课题所经历的伟大而艰难的转

折，揭示了人民解放军与时俱进、质

量建军、永葆胜利之师的深刻主题。

为了打造一部新时期的文艺精

品，在创作剧本的同时，我们确定了

一个基本的思路，就是全部演职人员

都由话剧团人员承担，真正拿出一部

由前线话剧团在职人员原创的大型作

品。全剧共投入国家一级编剧、一级

导演、一级演员、一级舞美设计人员

共17名，导演由潘西平担任，主要人

物刘帅由程建勋扮演，骑兵司令员崔

保山由陈国典扮演，师长杨震由宁晓

志扮演。

经过努力，1997年5月13日，话

剧 《虎踞钟山》 在南京首演，参加

“江苏省暨南京军区纪念中国话剧诞生

90周年”研讨演出。时任中国戏剧家

协会主席、著名表演艺术家李默然等

戏剧界专家来宁观看，他们认为全剧

站在世纪之交的高度，将建国初期的

历史大变革同今天改革开放的大变革

联系起来，找到了时代的共鸣点。尤

其是人物形象鲜活，表演生动真实，

具有很强的艺术观赏性。

当年10月份，该剧第一次进京参

加“全军话剧创作研讨会暨新剧目调

演”活动。11月份，剧组奔赴广州参

加第5届中国戏剧节，以26名评委全票

通过获得优秀剧目奖第一名。12月20

日，剧组第二次进京参加全国“纪念中

国话剧诞生90周年优秀剧目交流演出”。

经过上述一系列重要演出，话剧

《虎踞钟山》 在全国全军引起重大反

响，并于1998年1月6日晚为党和国

家领导人汇报演出。此后，《解放军

报》发表了题为《努力奉献无愧于时

代的精品》评论员文章，指出“每一

个有使命感、责任感的作家和艺术家

都应该从话剧《虎踞钟山》的成功经

验中得到启示，以昂扬的斗志投身创

作，向人民奉献出更多的艺术精品”。

演出圆满成功后，剧组做好返回南

京的准备。第二天突然接到通知，剧组

要留在北京继续演出。而且，我们还得

知，话剧《虎踞钟山》要拍成舞台艺术

电影，让更多的官兵看到这部好戏。

话剧《虎踞钟山》留京演出，将

中国话剧诞生90周年纪念活动推向了

一个高潮，在首都文化艺术界掀起了

一股话剧热潮。该剧连续演出11场，

驻京部队各大单位、中直机关和国家

机关的观众共一万多人次观看了演出。

剧组留京继续演出，全体人员一

致表示要再接再厉，认真完成好演出

任务。有的主要演员连续演出，嗓子

充血疼痛，但坚持不下舞台，全身心

地投入角色的塑造。有的演员在外演

出近一个月，家里孩子没人看管，就

打电话委托亲戚朋友帮忙。特别是程

建勋、陈国典两位老演员，戏份最

重，但他们自我要求很高，每一场演

出都兢兢业业、一丝不苟，为全剧组

作了表率，给我留下深刻印象。

话剧 《虎踞钟山》 以其思想性、

艺术性和观赏性的统一赢得了很多赞

誉——深入南京军区所属军师级单

位，在部队的礼堂、操场和饭堂演

出，受到了基层官兵的热烈欢迎；应

邀赴江苏、浙江、安徽等9省市的19

座城市巡回演出，总计139场，观众

达20万余人次。

回忆当年的情景，既是挑战又是

机遇，更多的是甘甜和快乐。我认

为，话剧《虎踞钟山》是站在时代的

高点，站在传统的基石上，采撷的一

朵鲜艳的戏剧之花。它的成功演出，

得益于各级领导机关的关心和指导，

得益于一代又一代“前话人”的努力

和奋斗，得益于军内外广大观众的支

持和喜爱。实践证明，文艺只有紧跟

时代步伐，热爱祖国人民，拥抱火热

生活，大胆探索创新，勇于攀登高

峰，才能赢得广大观众的喜爱。《虎踞

钟山》的成功创演激励着军队文艺工

作者要热情讴歌部队官兵的英雄形

象，不断创演具有时代意义的文艺精

品，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

化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作者为原南京军区政治部文化部

部长，文章有删减，崔 旭、易 之

整理）

无愧于时代的文艺精品
——回忆话剧《虎踞钟山》的创作演出

■高五一

作品背后的故事

●武警青海总队海东支队组织官
兵到循化县西路军红光上村红色教育
基地，开展重温入党誓词、学唱红歌和
讲红军故事活动，从革命历史中汲取营
养，激发爱军习武的精神动力。

（龚泽玺）

●武警湖南总队组织战地文化小
分队赴总队特战集训队，为官兵开展红
歌教唱、乐器演奏、相声小品演出等文
化活动，丰富特战队员文化生活，活跃

演训场文化氛围。
（谭卓廷）

●读一本红色书籍、看一部红色电
影、观赏一台红色戏曲……陆军某旅结
合主题教育，开展“学典范传承正能量，
讲奉献助力强军梦”学习教育活动。他
们还以连为单位组织“红色事迹怎么
看、践行红色精神怎么办”讨论交流，进
一步深化学习效果。

（宗旭阳）

文艺轻骑兵风采录

文化广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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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军区文工团文艺轻骑队走进部队练兵备战一线为官兵倾情服务。图为文艺轻骑队舞蹈演员在某边防团训

练场演出时，与战士们即兴舞蹈的情景。 刘南松摄

5 月 4日，武警兵团总队依托主题
教育，举办“传承红色基因，展现强军风
采”专题演讲比赛，生动展现出该总队
官兵奋战在处突维稳一线、坚守在荒凉
大漠腹地的精神风采。

革命英烈前赴后继，忠贞和责任
流淌在誓死卫疆的家国情怀中；军垦
前辈铸剑为犁，激情和奋斗融化在屯
垦戍边的光辉岁月里。以基层故事为
经、以经典红歌为纬，融合视频、音乐、
快闪等文化载体，整场演讲比赛巧妙
地以晚会形式彰显青年官兵艰苦奋
斗、献身国防的壮志豪情。演讲以冒
着热气的基层官兵的故事穿针引线，
以爱国、忠诚、奋斗、责任 4 个篇章将
“我们该传承什么”“我们该如何接力”
细细道来。据活动组织者介绍，演讲
者普遍使用朴素平实的语言描摹基层
生活的点滴，通过精心采撷的基层朝
露折射出官兵传承红色基因、担当强
军重任的精神光芒。

执勤第三支队选手魏聪舍弃地方
优厚薪酬毅然从军，彰显了新一代青年
报效国家的爱国情怀；执勤六支队选手
张鹏把“忠诚”的定义融入“什么是军人
好样子”的三次发问中；执勤二支队选
手朱博通过回忆自己为带伤比武的班
长换药，道出自己对“奋斗”的感悟……

除了基层生活的鲜活呈现，整场比
赛还独具匠心地穿插《五星红旗》《红星
闪闪》《南泥湾》《军民大生产》《当兵的
历史》5首经典红色歌曲的表演。这 5
首经典红歌契合当前该总队引导官兵
传承发扬的“兵团精神”和“胡杨精神”，
铿锵的旋律让“使命担当”“艰苦奋斗”
这些词汇有了真实浑厚的质感，使现场
气氛更加热烈。

活动受邀嘉宾、“全国五四青年奖
章”获得者许登金，20年坚持在荒无人
烟的大山深处植树造林。他饱含深情
地唱响歌曲《五星红旗》，“快闪”演员们
随后从观众席涌向台前，小合唱让活动
达到一个高潮。
“母亲说，回来吧，我和你爸年纪

都大了……”和多数官兵一样，执勤第

四支队选手秦元刚也曾面临家与国的
选择。“我没有对不起我的选择，我的
梦想！”当舞台上的他喊出这句话时，
背景大屏上飞速闪现该总队官兵奋战
一线的画面。此时个人演说的张力、
视频的感染力相融合，引发在场观众
共鸣。
“不能打仗，国家要咱干什么；不打

胜仗，人民要咱干什么……”比赛结尾，
全体官兵合唱歌曲《就为打胜仗》。“这
是一场演讲比赛，表现形式非常燃，让
人看得热血沸腾；同时也是一次教育
课，而且是润物无声、深入人心的教
育。”该总队有线中队指导员李慧说出
现场官兵的心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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