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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画家于成松心里，那些在祖国

和人民需要的紧急关头挺身而出，甚至

甘愿献出自己宝贵生命的人，都令他深

深敬仰。也正是因为如此，作为一名从

军队走出来的知名画家，为英雄画像、

用独特的艺术风格展示英雄精神，一直

是于成松的追求和夙愿。

今年八一建军节前夕，当于成松将

他精心绘制的英雄人物画像浓墨重彩

地展现出来，人们望着张思德、董存瑞、

黄继光、邱少云、雷锋、苏宁、李向群、杨

业功、林俊德、张超等英模的画像，深深

为他笔下所展示的英雄而感动。

这些英雄人物的肖像以大写意的

手法被呈现在高约2米的巨幅画面上，

线条酣畅、笔墨静穆，意境朴实而庄重，

诉说着英雄们光辉灿烂的人生经历，饱

含着于成松对英雄的仰慕与敬重。

在于成松看来，肖像画，尤其是如此

篇幅的大写意肖像，非有喷薄的情感难

以完成。多年来，为了画好英雄，于成松

多方搜集整理英雄生前留下的资料和影

像，又数次探访他们生活和战斗过的地

方。在于成松的艺术创作理念里，只有

深深打动他的人才能入画。这次为英雄

画像，他受到的触动太多。在人人耳熟

能详的英雄故事里，他看到英雄战友的

痛惜、看到亲朋的思念、也看到人们的铭

记。浓墨饱蘸，于成松却在落笔时反复

掂量，到底以哪一种角度将英雄入画？

纵观于成松的作品，无论是油画还

是国画，都以独特的艺术魅力被业界广泛

认可。他曾在卢浮宫举办长卷水墨肖像

画作品大型展览，也是第一位在南极举办

画展的艺术家，历时30年精心绘制的油

画作品《中国风光画集》更是在2008年奥

运之时成为国礼。那么，这样一位独创了

复合油版画、在中西方技法和情感冷热之

间游刃有余的集大成者，在绘画上似乎有

着无限的可取之材，他又是因何数十年来

对英雄肖像画的创作念念不忘？

于成松说，这是因为他在部队经历

过艰苦的磨砺，也因为他在南极经受过

生死的洗礼。

40余年前，于成松曾在驻西藏某部

服役。冷硬的土地、稀薄的空气和齐腰

深的雪，都给他留下了刻骨的记忆。他

和他的战友们，在最好的年华里选择守

护在难以到达、无人可见之地。沉默的

边境线上，寒风凛冽如刀，战士们以苦

为荣、甘愿奉献的精神，成为多年来于

成松眼中对“英雄主义”深刻又动人的

注解。

从部队回到地方后，他受命随“雪龙

号”赴南极采风，取景雪山时突遇险情，

脚下的冰原急速崩裂，情况危急！“雪龙

号”迅速派出队员和直升机展开全面搜

救，并通知临近海域科考船只共同营

救。一时间，“于成松”这三个字成为灾

难面前南极圈人人关切的名字。被营救

上岸后，对讲机中一次次传来队员们的

问候，惊魂甫定的于成松非常清楚，参与

营救的队员们面对未知灾难而深入危险

境地，他们这是将自己的生死悬于一

线！这场景与他当年戍守生命禁区的经

历重叠起来。无论是在高寒的青藏高

原，还是在冷硬的南极大陆，变化万千的

气象里处处潜藏着危机，而他的战友们

和如今眼前的队员们一样，考虑的从来

都不是自己。他们似乎在默默之中达成

了心照不宣的默契——如果成就英雄的

事业是要作出牺牲的，那牺牲的一定要

是自己，而决不能放弃任何一个同胞的

生命。当英雄精神成为一种共同坚守，

英雄的选择已然不是一个人的选择，而

是一个群体的共同选择，是他们生命底

色的生动呈现，也是整个民族的坚强意

志所指引他们走向的必然道路。它在南

极这片遥远又冰冷的土地上，带给了于

成松强烈的安全感，使英雄的形象在他

的心中不断被放大又被具象。他越来越

感受到，在一位又一位英雄人物身上被

集中释放的英雄主义精神，其实藏在每

一位普通一兵的信念里。这信念汇聚成

一条茫茫大河，蕴藏着无限的磅礴力量，

承载着和平和复兴的希望。

让他久久思索的问题，也因此似乎

有了答案——

他要画的是英雄，也是平凡的普通

一兵。

在于成松的画中，邱少云眼神温

和，年轻的面庞还带有些许少年的羞

涩；逐梦海天的张超眼中似有泪光，是

在思念他深爱的妻子，还是在凝望那片

他守护的海空？水墨画的大写意透露

出的朴实情愫，带给我们平静又悠长的

感动。列夫·托尔斯泰说，艺术不是技

艺，它是艺术家体验了的感情的传达。

“英雄原本也是非常普通的军人”，这是

一名曾戍卫边关、也曾经历生死的军人

对英雄的解读。于成松既看到英模的

光芒，也知晓他们曾走过的道路，在作

出生死抉择之前，英雄们原本也踏实平

凡、也是“普通一兵”。他渴望也相信自

己和战友们，能够沿着这条光荣的道

路，在为国为民奉献自己的过程中，无

限接近自己心中的英雄形象。

在于成松的画作里，我们看到了平

凡而富有力量的英雄。画面中英雄的

眼睛，传递出英雄坚定的理想信念和矢

志不渝的奋斗精神，这也正是在前辈的

殷切期待中成长起来的新时代中国军

人的共同信念。

英模已逝，信念永存。

在“八一”军徽的光芒之下，战士的

告别，永远都不会倒下；英雄的信仰，将

被代代传承。

上图为于成松所绘黄继光、邱少

云、雷锋画像。

感悟英雄 传递力量
—品读国画家于成松绘制的英模人物画像

■高千一

戈壁军营，一天的辛苦训练结束
了。夕阳余晖下，几个官兵正聚在一
起，捧着书本专注品读。这种情景还得
从一场“读书评书会”说起。

大学生士兵刘继宗从小就喜欢读
书，来到部队后，只要有点课余时间

就读书。今年驻训前，他早早地开始
准备，在连队图书馆里办理了借阅，
还自己从网上买了不少书。

戈壁滩上的驻训生活条件相对艰
苦。刘继宗便想把读书的乐趣分享
给战友。一天傍晚，营区帐篷附近
的一个土坎上挂起一条自制横幅，
“读书评书会”开始了。“读一部好
书，犹如前行路上亮起一盏明灯，
给予我指引……”刘继宗拿着从连
队借来的无线话筒，开始分享自己
的读书体会。

还别说，虽然设施简单、条件简陋，
但“读书评书会”还是吸引了不少官兵
围观。“读书评书会”开办了一星期，有
些战士在训练之余也来找刘继宗借
书。指导员觉得这个事情不错，就和刘
继宗一起把带来的多余迷彩桌布经过
简单缝合制成简易书袋，挂在了每个帐
篷里面。刘继宗把带来的图书贡献出
来，分发到每个帐篷里。

有了便利条件，连队里读书的人越
来越多。在“读书评书会”现场，走上台
前的官兵也越来越多。上周，一位团领
导来到“读书评书会”现场，分享了自己
刚读过的《家风传承》心得体会，引得阵
阵掌声。

戈壁滩驻训期间外出不便，刘继
宗驻训前带来的书籍被连队官兵读得
差不多了，大家想要多读一些新书成
了个难题。团领导了解到这个情况
后，积极联系当地新华书店，协商每
周将官兵的书单提供给书店帮忙搜
集，邀请书店定期去驻训场开展“图
书进军营活动”。书店开到了“家门
口”，戈壁驻训的官兵也能读到最新的
图书了。同时，他们在全团推广“简
易书袋”“读书评书会”的做法，团俱
乐部帐篷还立起了官兵推荐书籍的
“好书架”。

爱好读书的战士越来越多，图书成
了官兵艰苦驻训生活中的亲密伙伴。
每逢休息时间，浓浓书香便在戈壁军营
悄然弥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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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咚！咚！咚！”在节目《战鼓催
征》的隆隆鼓声中，列兵李金洪手握长
枪，身影翻腾，以一套干脆利落的枪法
拉开了晚会的序幕。

漠北黄沙漫天卷，战地兵心别样
红。仲夏时节，第 79集团军某旅合成
二营“青春有我，逐梦军营”联欢晚会在
某野外驻训场精彩亮相。舞台自己搭、
节目自己排、表演自己上。夜幕下，文
艺音符和着官兵欢声飞遍野营村。

整台晚会分为“战鼓催征”“沙场
砺剑”“逐梦军营”三个篇章，歌唱、朗
诵、小品等精彩节目传递出基层官兵
青春逐梦、精武打赢的精神内涵。整
台晚会节目内容紧贴演训实际，故事
取材源自官兵经历，让官兵产生心灵
共鸣。
“这是一副列兵军衔领章。去年，

它曾随着装步四连战士黄永康参加全

军比武……”静谧的夜色中，音色如水
般纯净的木吉他，奏出一段优美旋
律。桌案上，是一副军衔、一块秒表、
一顶钢盔、一张病历单。情景剧《我们
身边的故事》中，火力连指导员殷世强
用一件件颇有来历的物品为引，讲述
营队官兵精武强能的故事，赢得阵阵
喝彩。
“不怪蓝军跑得快，是我脚下踩了

雷……”坦克四连几名战士带来诙谐
幽默的小品《我是特种兵 2》，让台下
官兵在笑声中，感受战场脉动。
“在这里，我们拼搏奋进，只为迎

战劲敌；在这里，我们竭尽全力，只为
夺得胜利！”一首《决战沙场，我们准
备好了》的诗朗诵，在装步四连指导
员李向阳和 3名战士的朗诵下，将晚
会推向高潮。此刻，全营官兵一同高
呼，铮铮誓言响彻苍茫夜空。

战地兵心别样红
■叶洪林

1956年7月，一群海军高炮官兵奉命
从雷州半岛南海岸跨越琼州海峡，登上了
海南岛的绵延群山。那时的海南岛，杂草
丛生，一片荒凉，有的地方甚至连一口淡
水也没有。官兵开荒山、修道路、建阵地、
盖营房、引淡水、架电线……开始了建设
南海“海空长城”的历史征程。

扎根高山创基业，铁血丹心卫海
空。六十多年来，一代代高山水兵不忘
初心使命，不惧艰难险阻，扎根南海、以
苦为乐、安不忘危、奉献青春，凝结成了
弥足珍贵的“老高炮精神”。如今，“老高
炮精神”的光辉仍然激励着新时代的官
兵不畏困难、艰苦奋斗、建功立业。

一

“让热血随着南海波涛激荡，利剑
在手势不可当……”这首《前进，南海防
空兵》，如今唱响在海南岛的高山阵地
上。半个多世纪以来，官兵换了一茬又
一茬，但“扎根南海”的思想坚如磐石，
烙在官兵灵魂深处。

走进南部战区海军某防空旅的机
关大院，一棵“三弯折”椰子树格外引人
注意。海南岛台风多发，多年来，这棵
椰子树屡次受伤却始终不曾倒下，一直
顽强地扎根在这片土地上。随着时间
推移，日久天长“伤口”慢慢愈合，便形
成了有名的“三弯折”。而这棵特别的
椰子树，也仿佛在诉说着官兵数十年来
扎根南海前哨的动人点滴。

1974年 9月，高炮官兵从一个战场
走向另一个“战场”——老八连官兵赴
西沙组建高炮连、老十连 21名官兵组
成琛航岛守备队。是年 11月末，又有
313 名高炮官兵组成高炮营奔赴西沙
前线。

30 年前，年轻的工程师彭再元来
到该单位的修理所干起了火炮维修，每
天穿梭在各个山头阵地。5项技术革
新、2项军队科技进步奖、2次三等功、
海军精武成才标兵……老典型彭再元
最大的心愿就是希望把“老高炮”人的
使命传承下去。“你的根在海岛高山，你
要守好它。”这是彭再元一再对儿子彭
泽民的嘱托。

7年前，彭泽民军校毕业后毅然选
择了海岛、选择了海防部队。一对父子
兵，两代防空人。如今彭泽民也将自己
的梦想、事业融进一个个山头阵地，官
兵仿佛又看到了彭再元当年的影子，一
个“老高炮”人的影子。

二

走进该旅史馆，陈列在展板中央的
几张老照片让人印象深刻。几十年前，
老团长带领官兵铺设线路、副团长和战
士一起推炮上山、官兵开山劈石自建营
房……前辈们艰苦创业的故事让来参
观的官兵感慨不已。

当年，原总工程师谈杰受命主持编
写新装备维修手册。他废寝忘食，恨不
得一天掰成几天用。为排除故障一蹲
就是一上午、为研究原理一看就是一整
夜。为了尽快实现装备转型发展，他燃
烧了生命，直至被诊断出肺癌晚期，才
迫不得已住进了医院。
“我的时间不多了，还能为部队做

点事情，别让我留下遗憾。”在生命的最
后时刻，谈杰还坚持在病床上完成了维
修手册的定稿。他的人倒下了，但他用
生命诠释的献身使命、干事创业的“老
高炮精神”永远地立了起来。他的故事
被编入该旅教育课教材，感动了一代代
官兵。

近年来，该旅始终致力于将“老高
炮精神”融入官兵血脉、融入官兵行
动。他们开展官兵“学旅史、话传承”等

活动，通过参观旅史馆、观看旅史片、学
习英雄事迹等实践形式，让官兵感悟
“老高炮精神”的光辉荣耀、感受“老高
炮精神”的发展传承，使弘扬“老高炮精
神”成为该旅官兵的行动自觉。

三

随着装备的更新换代，在该旅阵地
上矗立了几十年的高炮装备陆续完成
历史使命，被新型防空装备取代。“面临
转型，我们‘老高炮’人一定能行！”该旅
装备转型专项政治教育上，在山头高炮
阵地守了 16年的老兵刘桂杰代表大家
表了决心。

盛夏时节，阵地烈日炎炎，在近 40
摄氏度的方舱里，刘桂杰每次训练都是
挥汗如雨。只用了短短两个星期，他就
做到了对各种设备仪器的组成结构和
运行原理了然于心。新装备上岗考核
中，只有初中文化的他一举拿下了理论
考试、实操考核两项第一名。如今，刘
桂杰不仅新装备会操作、会组训、会维
修，还顺利通过自学考试、拿到大专文
凭，连续两年荣获全军士官优秀人才
奖，成为一名挺立在信息化潮头的新装
备技师。
“我们就是要通过一个个典型榜样

为官兵立起风向标，让‘老高炮精神’在
官兵心中落地生根。”该旅领导介绍说，
近年来，他们持续开展“十大利剑尖兵”
年度人物评选表彰活动，“通信能手”孙
加强、“极限驾驶员”徐业虎等一批优秀
“老高炮精神”传承者涌现出来，这项活
动已经成为激发官兵弘扬“老高炮精
神”的重要载体。

前不久，该旅受领参加某演习任
务，该旅“十大利剑尖兵”、四级军士长
林大臣带领班组成员挺身上阵。他们
拿出“老高炮”人的毅力和韧劲，战高
温、扛酷暑，在反复训练中寻找战斗优
化方案，将某型导弹吊装操作不断逼近
极限，将大纲规定的筒弹吊装时间大大
压缩……

登高远瞩，南海风光无限好；执
剑刺天，一寸山河不能丢。今天，该
旅官兵正像前辈们一样，把哨位当战
位，视阵地为己家，坚持练兵备战不
松懈，用青春书写着新时代海空卫士
的铁血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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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晚会节目《我们身边的故事》。 叶洪林摄

该旅官兵以实际行动传承“老高炮精神”，坚持练兵备战不松懈。 朱崇海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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