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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营文艺范

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恍然间，
“00 后”将逐渐成为列兵的主力军，
而“90 后 ”也 已 走 上 骨 干 岗 位 。 当
“90 后”班长遇上“00 后”列兵，他们
之间会擦出怎样的火花？

“90后”班长：这个列

兵有潜力

1991年出生的朱欧华，是武警益阳
支队南县中队应急班班长，今年中队的
列兵专勤专训由他负责。都说“三年一
代沟”，与班里最小的“00后”列兵苏立
文 10岁的年龄差，也着实让朱欧华有些
挠头。
“班长，这些我真的背不下来。”面

对下队后第一次挑战，苏立文打起了退
堂鼓。按照要求，半个月的时间里他需
要掌握执勤基本技能，可最基础的执勤

相关理论就难倒了他。教材下发了好
几天，面对抽问，苏立文还是支支吾吾、
半天回答不上来。

在第二天的训练场上，练习枪支
分解结合时，又是这个苏立文每次都
不及格。还有 5公里测试，不管他微胖
的身躯在后面如何拼命追赶，始终“稳
居”最后一名，这让班长朱欧华好生着
急。

看到这个“00 后”列兵的日常表
现，朱欧华心里是真没底。不过，咱当
兵的就是要迎难而上，哪里不行，就从
哪练起！

朱欧华给苏立文开起了“小灶”。
理论背不好，就从执勤相关纪律、职责、
要求、方法等讲起，知识点一个一个过，
复习提纲随身携带，一有时间就拿出来
背，一遍不行就多来几遍；枪支分解结
合速度慢，那就一个步骤一个步骤反复
练习，看看到底卡在哪一步；5公里跑得
慢，先定个小目标，每次进步一点点。
分析原因，各个击破，苏立文逐渐感受
到进步的喜悦，班里从此多了一个刻苦
的标兵。

没吃过苦不代表吃不了苦，没做
过也不代表做不好。朱欧华发现这名
“00 后”列兵身上也有许多优点：执勤
站哨他爱“打破沙锅问到底”，弄清每
个执勤动作的实战意义；执勤技能考
核时，手指被划伤也坚持完成各项课
目；每次跑步时总是咬紧牙关，从不叫
苦言累……

看着这个“00 后”的兵天天在进
步，朱欧华倍感欣慰：“这个‘00后’，思
维灵活、爱动脑筋，一心扑在训练上，身
上那股韧劲和老兵们一样强，这样的兵
潜力大！”

“00后”列兵：班长是

“暖男”

第一次见到班长朱欧华时，他黝黑
的脸庞上没有多余的表情，总让人感觉
捉摸不透，苏立文心中一声叹息：“接下
来的日子怕是不好过啊！”很快，一件小
事就印证了他对班长的看法。

擒敌训练场上，因为一名同志在该

半蹲的时候偷懒，没有蹲到位，全班都
陪着这名同志在寒风中半蹲着。刺骨
的寒风呼呼刮着，丝毫没能减少大腿的
灼热酸痛。班长严肃地对全班说：“在
部队没有差不多，什么事情都要有个标
准，你们千万不要存有任何侥幸偷懒的
想法。”

部队训练任务重，体能消耗大，特
别是对于还在长身体的“00后”，每次吃
过晚饭再夜训，睡觉时肚子就又开始
“咕咕”叫了。

班长朱欧华发现这个问题后，自掏
腰包买吃的给班里的战士加餐，同时还
在队务会上向中队反映了这个问题。
从那以后，炊事员每天都会在晚饭后再
蒸些花卷、馒头放在厨房。夜训后，同
志们再也不怕饿肚子了。

一想起这件事，这个刚刚离开家的
小伙子就心头暖暖的，他觉得班长就像
自己的大哥一样，是个细心的“暖男”。
那一刻，他也理解了班长的良苦用心。
班长并不是不近人情，平时严厉地管教
是为了让他们更好地适应军营，尽快成
长为一名合格的军人。

“90后”班长遇上“00后”兵
■何梓源

马烽、西戎的《吕梁英雄传》，讲述
了吕梁山中一个普通的村落，村民在
日寇的烧杀抢掠中逐渐觉醒，在中国
共产党的领导下，组织起民兵力量同
敌人进行顽强斗争的故事。中国现代
文学史里，佳作涌流、各领风骚。《吕梁
英雄传》何以能成为红色经典？今天，
我们廓清历史的烟尘，将作品放到历
史、政治、文化等多个维度来裁量，更
能感受到《吕梁英雄传》独有的范本意
义。

这部作品创作于 1944年，1945年 6
月开始在《晋绥大众报》上连载，是延安
文艺座谈会后创作的反映中国共产党
领导根据地人民团结抵抗日本侵略者，
并在抗战时期发表的长篇小说。小说
在当时产生了广泛影响，尤其受到晋绥
边区群众的喜爱。但这部群众喜闻乐
见的作品恰好处在“延安文学”和“十七
年文学”的交叉时期，既不能代表以戏
剧、诗歌、小短篇见长的“延安文学”，又
无法归入新中国成立后声势浩大的长
篇小说阵营，因而渐渐处在文学史研究
和阅读的“隐蔽地带”。但当我们多年
之后再回首，重新理解这部作品对“英
雄主义叙事”的开拓作用和“文学生产
方式”的定型作用，方能知晓它承前启
后的独特价值，知晓它对日后诸多红色
经典小说的启示意义。
《吕梁英雄传》标志着“延安模式”

在长篇小说创作上的成功实践，也为新
中国成立后“革命英雄小说”的写作提
供了范例，是深入贯彻延安文艺座谈会
精神的重要收获。
《吕梁英雄传》对传统的“英雄主义

叙事”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该作诞生
和风靡的时期，距离新中国成立已非常
接近。风云激荡的中国现代史，终于开
辟出一条崭新的道路。这个时期产生
的文学作品，于历史而言是珍贵的记
录，于现实而言是生动的讲述，于日后
的文学创作而言，则是可资借鉴的范
本。在硝烟弥漫的战争年代，英雄主义
叙事及时记录生动表现了战争中典型
人物与典型事件，成为许多创作者的主
动选择。

该作上承传统小说章回体式结构，
便于英雄群像的塑造和战斗故事的展
开，使小说在描绘单个战役时显得从容
不迫，推进故事节奏时也有条不紊；下
启《林海雪原》等作品的传奇叙事，在革
命战争题材中融入更多民族形式和民
间元素，血性胆魄与生活景象并存，峥
嵘战事与绚烂柔情同在，故不失为英雄
叙事的重要拓展。

对马烽、西戎而言，土地所带来的
灵感与经验，是他们最宝贵的写作资
源。他们对农民的生活习惯、思维方

式乃至口头禅都烂熟于心，故事细节
也饱含着民间智慧。创作内容扎根于
作家成长的环境，创作成果得到了人
民群众的普遍认可，他们的写作就仿
佛一滴恰合时宜的露水，折射出了太
阳的光辉。

新中国文学于今走过 70 年，当我
们重探延安时期、“十七年文学”等特殊
历史阶段的文学作品，重读那些充满激
情与理想的“革命历史小说”，应当回到
历史现场，把文本放到中国波澜壮阔的
现当代史实之中，才能更好地理解作家
书写的根系，理解这些时代经典内蕴的
历史、政治、文化和艺术价值。
《吕梁英雄传》诞生在社会革命与

文学革命同时面临关键转折之时，作者
心怀对革命的无限忠诚和热情，听命于
时代的召唤，面向工农、服务大众，从而
让这部真实展现晋绥边区人民联合抗
日的小说，成为具有典型意义的、现当
代文学发展脉络中的一个范本。

今天，重读这部长篇小说，我们更
能深刻理解延安文艺座谈会后，作家
们塑造人民群众形象和反映伟大的革
命斗争方面获得的巨大成就，以及在
文学的民族化、群众化上取得的重大
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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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秋时节，陆军第 83
集团军某旅一场文化创
演中，一支英姿飒爽、威
风凛凛的锣鼓队登上舞
台。鼓手们挥动臂膀，擂
响大鼓，粗犷的吼声伴着
铿锵的鼓点，带来震撼人
心的力量。

从太行山脚到西北
大漠，这支“战神锣鼓队”
一直随队行军。泥泞瓦
砾当舞台，尘土硝烟作帷
幕，他们为战友们奉上一
场场精彩演出，鼓舞着兵
心士气。

2009年入伍的申鹏，是锣鼓队“资
深”鼓手。10年来，他与连队战友共同
见证着“战神锣鼓队”的成长壮大。走
进申鹏所在的“英雄山炮连”，一幅幅
“战神锣鼓队”表演的照片映入眼帘。
队员们十年如一日，以质朴的表演，不
断滋润着战友的心田。
“每次敲响锣鼓，如同在组织一次

冲锋，想要战胜敌人，先得拿出这股子
气势！”申鹏用力挥起手中的鼓槌说。
“战神锣鼓队”的照片之上，是连训“刺
刀见红、威震敌胆”八个熠熠生辉的大
字。岁月峥嵘，30余次血与火的洗礼
铸就了“英雄山炮连”的丰碑；战鼓铮
铮，英雄血脉在这支队伍里代代传承。
连队精神凝聚起铁一般的斗志，不断滋
养着锣鼓队成长。
“最初全连只有 4面小鼓，要组建

一支成形的锣鼓队在当时饱受质
疑。”时任“英雄山炮连”一排长的乔
刚回想起锣鼓队组建之初感慨道。
压力面前，乔刚毅然拿起了鼓槌。“当

时很多人想放弃，我就找到他们一一
挽留。”作为锣鼓队核心，乔刚的真诚
打动了战友们。

随后，他们请来地方上的音乐老
师，从最简单的鼓谱教起，从最简单的
动作开始练……

功夫不负有心人。锣鼓队成立的
第二年，乔刚和队员们报名参加了该
旅组织的群众性文化大比武。“战神
锣鼓队”一上场，雄浑的鼓声伴着响
亮的呐喊声，带来排山倒海般的气
势，队员们迸发张力的表演，震撼了
全场。“战神锣鼓队”凭借绝对优势一
举夺魁。

都说“战友更懂兵心”，怎么让手
里的锣鼓与官兵内心产生共鸣，乔刚
和队员们有自己的答案。
“老兵们即将返乡，今年为送老

兵，我们特别准备了‘压轴戏’《五朵金
花》。”老队长乔刚与刚上任的连队指
导员郭登辉交流着。

队员们围成五个大型圆圈，圆圈
的中央是由四人抬起的一面巨型大

鼓，大鼓之上有一名背着
小鼓的独舞队员。随着
鼓声韵律，独舞的鼓手要
在摇晃的大鼓上，摆出各
种“冲杀”姿态。
“这个表演保持平衡

很难的，排练时经常有队
员摔下来。但从来没有
人叫苦喊累，大家跌倒了
就爬起来接着练，直到完
全掌握平衡感。”四级军
士长孙朝飞介绍说。

10年来，队员们换了
一茬又一茬，但他们共同

奏响的“战神锣鼓”在战友们心中始终
响亮。许多队员已从当年的新兵走上
了班长、骨干的岗位，也从鼓队队员变
成了鼓队的教练员，培养起刚入队的
新战士。“战神锣鼓队”不仅是一支文
艺表演队，也是传承“英雄山炮连”精
神的文化名片。

每逢老兵退伍之时，连队里再坚
强的汉子也会被这鼓声敲入心坎。
鼓声伴随着青春军旅，奏出的是革命
军人的难忘回忆。老兵彭勃说：“长
队相送，当年我在鼓声中踏进军营，
而今又将在这鼓声中迈出营门。这
战鼓声，让我回想起了与战友们在一
起训练生活的日子……”

上图：“战神锣鼓队”部分队员正

在进行表演彩排。

崔龙兵摄

战 神 锣 鼓 队
■王晨光 石洋俊

艺 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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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携金风，风送酽香。坐落在长
江、汉江之滨的陆军勤务学院校园，不
仅有梧桐大道、香樟大道、水杉林、紫薇
园，还有秋日绽放芬芳的桂花园。

也许是出生在桂子飘香时节的缘
故，我对默默吐香的桂花总有一种特别
的爱恋。

桂花，虽然比不上牡丹、芙蓉、月季
般耀眼夺目，可是她那馥郁的芳香却是
许多花无与伦比的。桂花的香味儿是
质朴的，由内而外，“有风十里香，无风
香十里”就是对她特别的赞美。

在这所全军闻名的花园式营院，从
学院南大门进入，办公楼、教学楼、科研
楼、学员公寓的前后，都种植有不同年
代的桂花树，年份短的有十几年，长的
有五六十年。这些树的根部粗壮，枝干
发达，尤其是教学楼和学员公寓楼前后
的桂花树更是茂盛，高达十余米，住在
二楼、三楼的学员站在窗户前，就能清
晰地观察到花蕊。桂花盛开的时节，清
香散溢，宿舍楼里的学员足不出户，便
能闻到沁人心脾的幽香。

叶密千层绿，花开万点黄，让人赏
心悦目。桂子月中落，天香云外飘，更
加引人入胜。桂花的花期大约在两周
左右。由于校园绿化工作做得好，桂花
栽种时就请苗木专家设计指导过，让花
期开放形成梯次。如此，整个校园的桂
花可以形成次第开放的格局，中秋前后
两个月，校园内都能闻赏到桂花。

大学教室，是学员学习知识、汲取
文化营养的殿堂。白露过后，天气渐趋
凉爽，校园里的桂花开始次第开放。学
员们轻轻推开教室的玻璃窗，一袭清风
吹拂，桂花香顺风飘来，同学们都会尽
力用鼻子吸取这清纯的香气，那种陶醉
的感觉写在每个人脸上。课间休息时，
同学们来到桂花树下，仔细观赏品味，
顺手拉下不高的枝叶，把鼻子靠近花

蕊，贪婪地吸吮着芳香。此时，一位女
学员不禁吟诵起古诗来：“暗淡轻黄体
性柔，情疏迹远只香留。”另一位学员很
快接上：“何须浅碧轻红色，自是花中第
一流。”校园里的桂花带给学员们的精
神陶冶不知不觉间存入记忆。

花怡情，诗言志。在繁忙的学习之
余，学员们也爱组织各种文化活动。这
不，一群热爱文学的学员就以“中秋月，
桂花香”为主题举办了一场别开生面的
古诗词朗诵会。诗会地点就选在具有
学院历史文化地标特色的两栋红楼中
间那片桂花园中。

这片大约 300平方米的桂花园里，
几十棵桂花树争奇斗艳。学子们以桂
花抒怀，以诗词言志，展现才情诗意。

据说，红楼前的桂花树，是 30多年
前那批从作战部队考入学院的学员亲
手栽种的，在毕业 20年、30年的时候，
他们还曾相约在金秋回到母校拜访。
岁月流逝，桂花的香味，在这些学子的
心头更加醇厚悠远。一位军队审计专
业毕业的学员深情地说：“这满树盛开
的桂花，就像培养我们的教员，几十年
呕心沥血把知识传授给学员，默默奉
献，他们的品质正像桂花一样朴素高
尚！”

学院有两个延续多年、闻名院内外
的奖项。一个是“黄德和教学奖”。30
多年前，教员黄德和退休时，把自己多
年积蓄的十几万元捐献出来，学院将这
笔钱作为教学奖励基金，设立了“黄德
和教学奖”，激励广大教员刻苦攻关，培
养人才、另一个是“罗建夫学习奖”。它
以学院毕业学员、全国劳动模范罗建夫
的名字设立，旨在激励学员努力学习。
这两个奖项，在每年教师节前后进行评
选和颁奖。精神的感召仿佛无言的桂
花，温暖着一代又一代教员和学员的心
灵。

建校 70 年来，学院培养出一大批
为军队后勤建设作出贡献的优秀“红管
家”，他们就像棵棵桂树一样扎根在各
自的岗位上，吐露芬芳。

桂花品格
■王文毅

转眼又到了退伍季，

再过些日子老兵们就要

离开军营，开启新的征

程。退伍前一定要做的

事，就是与战友们合影留

念，记录这段最真挚的战

友情。近日，武警广西总

队北海支队的老兵们，用

航拍的方式，趣味记录下

他们在绿色军营里的生

活，为军旅生涯留下美好

回忆。

余海洋摄影报道

定格军旅时光

兵 漫

深 度
■建 龙 陶雅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