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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台艺术篇

涅槃之鹰

■丁小炜

庞大的机群列阵蓝天
呼啸与轰鸣声震苍穹
由陆地到海洋到天空
这支军队跋涉了漫漫长路
从井冈的小径到三湾的枫林
从古田的清晨到遵义的寒夜
从延河的战歌到西柏坡的电波
不坠凌云之志，总有绝地起飞
转折关头，总有变革先声引领
看，这是新时代的万里长空
又一场自我革命的暴雨雷霆滚滚而至
淬火涅槃的雄鹰整装待发
远飞者将搏击更艰险的征途
沉稳的脚步，自信的回眸
欲乘刷新天地的浩荡东风
一身烟云，仗剑巡航壮美山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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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强军大潮风卷云涌，军旅文艺
舞台鼙鼓催征。

站在新中国成立 70年这一光荣节
点回望，阔步复兴圆梦征程，中国特色
强军之路蹄疾步稳，军旅舞台艺术创作
以奋进的节拍，伴随人民军队高歌猛
进、砥砺前行。70年军旅舞台艺术创作
史，可以说是一部艺术再现强军兴军大
业的变革史，始终为改革强军谱写战
歌、鼙鼓助威。

一
管窥军旅舞台艺术五彩斑斓的创

作实绩和摇曳多姿的壮美风景，至少有
三个“景观”、两大“亮点”值得审视和参
照。即从新中国成立初期持续至今的
十届全军文艺会演、曾连续举办 24届的
军民迎新春文艺晚会和一年一度的中
央军委慰问驻京部队老干部迎新春文
艺演出；“亮点”，一个是国家和军队组织
举办的各类重大舞台艺术评比赛事，另
一个是国家和军队在重要时段、关键节
点举办的主题晚会和庆典活动等，军旅
艺术家唱响爱国主义、英雄主义主旋律，
讴歌时代，赞美英雄，汇入当代文学艺术
的主流，交织成气势磅礴的恢弘乐章。

1951 年，毛泽东同志题词“百花齐
放、推陈出新”。就在这一年 8月 1日，
第一届全军文艺会演隆重启幕。刚刚

卸下鞍马、洗去征尘的革命战士，无不
带着雄师劲旅的豪迈与自信亮相军旅
文艺舞台。歌曲《我是一个兵》《歌唱二
郎山》，舞蹈《筑路舞》《轮机兵舞》等作
品抒写战斗生活、士兵情怀和英雄气
象，带给人们无穷的精神力量。

1959年第二届全军文艺会演推出的
话剧《槐树庄》《东进序曲》，歌剧《红鹰》，
舞剧《五朵红云》等作品；1964年第三届
全军文艺会演推出的歌曲《学习雷锋好
榜样》《马儿呀，你慢些走》《我爱祖国的
蓝天》，舞蹈《丰收舞》《野营路上》《洗衣
歌》等作品，一经推出即轰动全国全军，
润泽着几代中国人的心灵，成为半个多
世纪流行不衰的传世之作、红色经典。

二
1978年，中国迈入一个新的历史时

期，人民军队开风气之先，军旅舞台艺
术创作呈现别开生面的崭新气象。除
了话剧《秋收霹雳》《雷锋》，舞蹈《战马
嘶鸣》等优秀作品外，优秀民族歌剧《江
姐》沉寂 13 年后再度唱响，一曲《绣红
旗》深情入骨，仿佛预言着军旅文艺挣
脱藩篱、摒弃陈旧观念、呼唤改革新风
的崭新创造。

军旅舞台艺术创作迎来“井喷期”，一
大批记录军事行动、铭刻红色历史、唱响
英雄主义、歌颂勇士雄风的精品佳作脱颖

而出。第五、六、七届全军文艺会演推出
的话剧《凯旋在子夜》《洗礼》《“厄尔尼诺”
报告》，歌舞晚会《祖国，请检阅》《士兵旋
律与盛典随想》，歌剧《党的女儿》，京剧
《柳荫记》，小品《克里木参军》，舞蹈《哈达
献给解放军》等作品，无不具有沉雄的情
感力量、鲜明的艺术个性和强烈的创新意
识，为军旅舞台艺术创作探寻更多可能
性、拓展出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

三
进入 21世纪，军旅舞台艺术创作在

题材拓展与主题开掘、内容与形式统一
上都达到新的高度。重大演出首发阵
容，重要赛事摘金夺银，军旅艺术家以
旺盛的艺术激情，强烈的时代担当，创
作推出了一大批有筋骨、有道德、有温
度的文艺作品。在不到 10年时间里，军
队先后有舞剧《红梅赞》《铁道游击队》，
话剧《虎锯钟山》《黄土谣》《我在天堂等
你》《天籁》《士兵突击》《生命档案》《毛
泽东在西柏坡的畅想》，杂技剧《天鹅
湖》，歌剧《野火春风斗古城》《太阳雪》
等 12部作品入选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工
程精品剧目。中国原创歌剧《木兰诗
篇》更是以典雅的东方神韵、卓越的艺
术创造成功登陆林肯艺术中心、维也纳
国家歌剧院等国际艺术殿堂，成为讲述
中国故事、弘扬中国精神、传播中国声
音的崭新名片。

第八届全军文艺会演推出的音乐
舞蹈《一个士兵的日记》、话剧《回家》、
舞蹈《突击·突击》、音乐剧《赤道雨》；第
九届全军文艺会演推出的话剧《红星照

耀中国》《红帆》，民族交响音画《泰山》，
音乐剧《一路寻找》等作品，都成为广大
观众津津乐道的精品力作。
“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

文艺最能代表一个时代的风貌，最能引
领一个时代的风气。党的十八大以来，
军队文艺工作者深入学习习主席在文
艺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以饱
满的政治热情、高度的文化自觉、积极
的进取精神，深入部队、聚焦中心、服务
打赢，用激情和梦想抒写了浓墨重彩、
恢弘壮美的崭新篇章。
“最后一尺布，用来缝军装。最后

一碗米，用来作军粮……”歌曲《天下乡
亲》啼血般的吟唱，每一个字都以千钧
之力砸在人的心坎。在国防和军队改
革的时代背景下，大型声乐套曲《西柏
坡组歌——人间正道是沧桑》在大歌正
唱中慷慨找寻初心和使命，发出具有时
代精神的军旅强音。

习主席指出：“人民是文艺创作的
源头活水，一旦离开人民，文艺就会变
成无根的浮萍、无病的呻吟、无魂的躯
壳。”2014 年第十届全军文艺会演推出
的军旅舞台艺术作品，几乎每一部都是
从军旅生活的源头、备战打仗的案头、
普通官兵的心头，“打捞”“萃取”和“提
纯”出来的精品佳酿。话剧《兵者，国之
大事》《星火燎原》，杂技剧《破晓》，歌舞
诗《英雄核潜艇》，歌剧《导弹司令》《守
望长空》等作品，无不深入改革强军的
时代现场、着眼雷霆万钧的军事斗争准
备、紧贴沸腾激越的战地生活展开创
作，真正实现了文艺创作与当前部队演

习演训、科研试验等建设任务同频共
振。歌曲《我们从古田再出发》《我用生
命守护你》，舞蹈《看齐·看齐》《步调一
致》，小品《英雄帖》《光荣花》，短剧《太
行山上》等一大批文艺作品，以崇高的
主题思想、厚重的艺术表达，深刻记录
时代的脉动变幻、辉映着梦想的绚丽色
彩，生动展现了全军官兵坚定维护核
心、坚决看齐追随的意志信念。话剧
《从湘江到遵义》《党代表》《共产党宣
言》《支部建在连上》《小平小道》《历史
的天空》，舞剧《三家巷》，歌剧《天下黄
河》等，以磅礴的气势、炽烈的情感、深
邃的内涵与思辨的品格震撼观众，被专
家誉为“有突破、有创新、有深度的佳剧
力作”。

纵观党的十八大以后的军旅舞台
艺术创作，一部部思想精深、艺术精湛、
制作精良的叫座又叫好的文艺精品令
人目不暇接。无论是压轴献艺“一带一
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文艺晚会《千年之
约》，还是在G20杭州峰会文艺演出《最
忆是杭州》中壮歌行云、声入人心，军队
艺术家始终以格调高雅、文质兼美的艺
术表达，让百姓喜爱追捧、令世界惊艳感
动。主题文艺晚会《信念永恒》《在党的
旗帜下》《永远的长征》《胜利与和平》《我
们的四十年》《血肉铸长城》等作品，以恢
弘壮美的主题意蕴、史诗品格的宏大格
局、金戈铁马的军旅气象、锐意创新的舞
台呈现以及精彩绝伦的表演技艺，艺术
再现党和军队的光辉历程，将伟大民族
精神高耸在时代的艺术殿堂，凝聚起民
族复兴和改革强军的磅礴力量。

合着改革强军的奋进节拍
■王欣阁

历史与现实，有时候会惊人地相似，

有时会重叠地走到一起。支部建在连上

的现实意义是辽阔深远的。我们在用历

史的目光观照现实时，也秉着现实的思考

去回溯历史。毛泽东同志曾在《井冈山的

斗争》说：“红军之所以艰难奋战而不溃

散，‘支部建在连上’是一个重要原因。”

《支部建在连上》这部话剧，与我们之前创

作的《天籁》《红帆》《共产党宣言》等，这些

戏题材不同，各有特色，但似乎又有着某

种相通的东西。这种相通的东西就是理

想与信念的力量弥漫在作品里，成为这些

作品的思想亮点与主题指向。今天，社会

发展，时代变迁，更需要我们高举起理想

与信念的旗帜。这或许就是我们创作这

些戏剧作品的初衷所在。

（周瑞博整理）

我们一起走过
——记录名家的记忆

我艺术创作的“根据地”就是人民军

队。在战火纷飞的年代，空谈戏剧的艺

术性显然不合时宜，话剧在那时是号角、

是战鼓、是投枪、是匕首。如果把话剧的

战斗性传统与某些公式化、概念化，为图

解政治概念而不惜牺牲真实性、大众性

的做法等同起来的话，显然是一种误解。

有的创作者在改编红色经典时，理

直气壮地为作品中的人物增加所谓“七

情六欲”，以为这样就可以使之更“真

实”、更符合“人性”。恰恰相反，这些自

以为高明的改编者，因为不了解当年的

战斗生活，不知道革命者的责任感、使命

感、集体主义精神、对真理的追求，这些

也是人性，而且是更纯洁更美好的人性。

我们要运用文化艺术的形式，让下一

代看到苦难的中国是怎样从战争中站立

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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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下一代知
道中国人民是怎么站
起来的

在历史的天空采
撷“天籁”

大千世界在这一刻敛声屏息，艺
境的空与纯，正等待着艺术家将一个
沉重的思考放置在舞台上。

剧场“是一个民族当众思考的地
方”。2015 年 4月 18 日晚，一部具有
时代意义的话剧《兵者·国之大事》在
解放军歌剧院上演。

大幕拉开，令人心潮奔涌的思
想历程同时展开。原总政话剧团
的创作者首次以冷峻的笔触，直击
重大军事演习。剧中的每一处细

节都震撼人心，每一句台词都意味
深长，深重的民族忧患和深刻的强
军思考带给观众长久的启迪和回
味。

这一回，我们以艺术的刀锋，发
出凛冽的思想光芒。旋转的军旅舞
台，回荡改革强军的铿锵步履。

当改革强军成为军队建设的时
代主题，作为军队文艺工作者，我们
开始了艰难的探索与思考：要实现军
旅话剧的创新突破，必须聚焦改革强
军，坚持问题导向，以高起点高立意，
大格局大情怀，艺术地诠释改革强军

这一时代主题，创作出有军味战味的
话剧作品。
“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

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作为一部
典型的正面强攻军队现实题材的话
剧，其创作难度人所共知，甚至有人
将之视为畏途、“雷区”。剧中有这
样一个情节，志愿军战士用身体“滚
雷”，为胜利开辟通道，震惊世界。
回想这次创作历程，何尝不是一次
“滚雷”。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以文艺
作品的战斗性、思想性，为提高部队

战斗力提供精神力量，就是军旅话剧
的“初心”和“使命”。能否以艺术的
刀锋，刀口向内，直面矛盾问题，是军
旅戏剧人在是与非、真与假、美与丑
面前，能不能辨别、敢不敢承担的真
实检验。军事文艺也是战斗力，我们
就是要用“滚雷”的精神，为军旅话剧
的创新突破开出新路，正如剧中的一
句台词：“要变革就会有牺牲，不变将
死路一条”。

为挖掘最为鲜活的创作素材，主
创团队跟随我军组织的多次大型军
事演习，从演习的前期策划到演习结

束全程跟踪，随部队千里机动奔赴陌
生演习场，实地采访上至军长、师长，
下至参谋人员、基层官兵近百人，掌
握了大量第一手材料，切身感受我军
在改革中、特别是演习指导思想和观
念上的巨大变化。

实现伟大梦想必须进行伟大斗
争，我们共产党人的斗争，都是奔
着矛盾问题、风险挑战去的。“斗争
是一门艺术，要善于斗争。”创作
中，我们不畏艰险，敢于触及军队
改革的深层次矛盾，以是非分明的
决心、勇于批判的精神、反省反思
的视角，最终以充满安全隐患与诸
多不确定因素的演习方案为戏剧
蓝本，大胆把演习中存在的问题摆
在台面上；演习按实战要求险象环

生，步步惊心，是继续还是终止？
是真打还是作秀？有伤亡的演习
算成功还是失败？环环相扣的剧
情，把一代有担当有血性的军人形
象塑造出来。

一支敢于承认差距、敢于暴露问
题的军队才是真正强大的军队。剧
中，我们让楚玉麟、杨天放、赵云飞
等当代军人例数近代以来中国军队
的沧桑历史，这种艺术处理起到了
振聋发聩、震撼心灵的作用。而主
人公最后的一段台词，也是我们代
表新时代革命军人发出的誓言：我
们再不能接受从前的惨败，再不能
像邓世昌那样凭着一腔热血去撞沉
吉野。几十年的和平，我们这支远
离硝烟与血火的军队必须凤凰涅槃
浴火再生，我们手中的剑必须在变
革中重铸剑魂！要变革注定要有牺
牲，可不变将死路一条！死去的烈
士在看着我们，全国人民在看着我
们，看我们这一代军人有没有壮士
断腕的勇气，有没有向死而生的气
概，敢不敢用身体滚雷的精神杀出
一条血路……假如那一天真的来
临，我们能打仗，打胜仗！
（作者系话剧《兵者·国之大事》

编剧之一）

用思想的光芒刷亮舞台
——话剧《兵者·国之大事》创作历程

■肖 力

话剧《兵者·国之大事》剧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