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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朵花儿名叫马兰，你要寻找
她，请西出阳关……”前不久，某基地大
型组歌《脊梁》的第 6场演出，在一首经
典的《马兰谣》中拉开序幕。

为向新中国 70华诞献礼，深化“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和“争做新
时代马兰精神传人”教育活动，该基地
文艺轻骑兵创作排演大型组歌《脊梁》，
以基地 60余年为国铸盾的历史脉络为
主线，深情讲述一代代官兵投身核试验
事业的感人故事和新时代马兰人践行
强军目标的奋斗足迹。

组歌由“大漠丰碑”和“强军壮歌”
两个篇章、15个节目组成，以艺术的形
式，对“艰苦奋斗干惊天动地事、无私奉
献做隐姓埋名人”的马兰精神进行深刻
解读，精彩的演出提振官兵奋战戈壁的
精气神。

一

“一切向前走，都不能忘记走过的
路；走得再远、走到再光辉的未来，也
不能忘记走过的过去，不能忘记为什
么出发。”伴着大屏幕上历次核试验成
功的辉煌瞬间和基地初创时期战风
沙、扎帐篷的视频画面，讲述人开启了
组歌的第一篇章：上世纪中叶，新中国
刚刚成立、百废待兴，面对帝国主义的
核垄断、核威胁、核讹诈，党中央、毛主
席高瞻远瞩，果断决策研制原子弹、发
展核武器。
“一年四季的风和沙，任凭它使劲

地刮，为炸响自己的原子弹，走来了咱
们这群男子汉……”合唱《戈壁豪情》把
观众拉回到那个火红的年代。60余年
前，一支支战功卓著的英雄部队，征尘
未尽、奔赴大漠，一批批才华横溢的专
家学者，满怀豪情、汇聚戈壁，浩浩荡荡
叩响罗布泊的大门，一场规模空前的核
试验大会战就此拉开帷幕。

这是一条由创业者们拽着石磙一
步一步碾出的功勋之路。当时，世界上
已有十几个核试验场，只有我们的罗布
泊，是用肩膀、用箩筐、用大锤铁钎和热
量不足的血肉之躯建起来的。

表演唱《我们战斗在戈壁滩上》接
续登场，这首歌已在该基地传唱数十
年。岁月流转，精神不变，基地创业初
期的一幕幕场景跃然台上，展现了第一
代马兰人响应党的号召，为捍卫国家独
立和尊严，西出阳关、挺进大漠，战天斗
地、攻坚克难，擎起大国核盾、锻造强国
利器的壮美画卷。
“同根相连最懂彼此的话，并肩而

生一朵坚韧的花，一样的依恋，一样的
年华，一样的忠诚撑起一个家……”光
影交错间，男女对唱《夫妻树》登场。在
“上不告父母，下不告妻儿”的年代，一
对夫妻用出差向彼此告别，却在几千公
里外罗布泊一棵榆树下不期而遇，这棵
榆树因此有了一个美丽的名字——“夫

妻树”。舞台上，舞蹈演员在树下翩然
起舞，温情隽永。那透过叶缝的缕缕霞
光，折射出一代代追寻者信仰的光芒，
映衬着一辈辈科技人逐梦的远方。
“为了完成党交给的任务，就是死

了，身体也要倒向前方！”情景表演《八
千里巡逻》中，一支 7人小分队迎着风沙
艰难行进在荒漠中。这个节目取材于
真实故事。当年，为确保我国首次核试
验安全，在没有向导和通信工具的情况
下，巡逻小分队仅凭一张军用地图、一
个指南针，在罗布泊最荒凉的地带徒步
8000余里。三维舞台艺术，精彩呈现基
地官兵在戈壁大漠艰难跋涉、奋勇前行
的铁血担当。
“这次演出我们将现代科技与舞台

艺术融合，综合运用舞台道具、多媒体
视频和投影等，让官兵全景观、多维度
地感受当年创业者征战戈壁荒漠的豪
情壮志。”组歌导演左文先介绍。

二

“霞光喷射云空，腾起万丈长龙，春
雷震惊寰宇，人间天上欢隆……”1964
年 10 月 16 日，山呼海啸的巨响震撼大
地，蘑菇云腾空而起。是夜，张爱萍上
将即兴创作《清平乐·春雷》，官兵为其
谱了曲，一首《春雷颂》从此在基地传
唱。恢弘大气的旋律、磅礴有力的词
句，让大家重回那个激情燃烧的时代。

对马兰人而言，使命重于生命。女
声独唱《零下 40度》讲述某年寒冬，为研
制某测试设备，一支科研小组在天山深
处，向着生命的极限不断登攀的故事。
“共产党员站出来，到最危险的地方报
到……”情景表演唱《争分夺秒》，将工

程兵勇战塌方的场景搬到了舞台上。
演员们投入的演出，感染着台下观众。

辉煌的背后是牺牲，成功的背后
是奉献。为铸造共和国的和平盾牌，
一群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献身戈壁，
长眠在马兰革命烈士陵园。他们有的
在风华正茂时以身殉职，有的在试验
任务中英勇捐躯，还有的在平凡岗位
上积劳成疾……伴着悠扬的音乐，讲
述人走上舞台，为官兵讲述“八一勋
章”获得者程开甲院士的故事：他在大
漠戈壁隐姓埋名 20 多年，为我国核武
器事业作出了彪炳史册的贡献。“在大
漠深处有一朵花，它信守着承诺扎根阳
光下，它为谁发芽为谁开花，它为谁惊
艳为谁挺拔，你可明白它为何默默不说
话……”女声独唱《我的名字叫马兰》，
歌颂的便是这种牺牲奉献。

用舞台再现历史，唱响报国无悔；
让历史穿越时空，赓续传承光大。一幅
幅战天斗地的战斗场景，一幕幕振奋人
心的历史瞬间，一组组亲切鲜活的人物
形象，一个个感人至深的革命故事，组
歌充分展现该基地官兵面对忠与孝、义
与利、生与死考验时的无悔选择，深深
触动着全场观众。

三

伴随着深情讲述，一首基地官兵新
创歌曲《和统帅心连心》登场——“我坚
守的地方，都深深牵挂在您的心里，这
里有我不屈的信仰……”舞台上，兵阵
整齐列队，战旗高高飘扬，强军誓言在
官兵胸膛中激荡。
“风云四起眼露锋芒，果断出击红

蓝对抗，实战中磨砺无形的攻防，三维

空间血性较量。”在全面建设世界一流
军队的伟大征程上，该基地转型重塑，
换羽重生。两首男声小合唱《翱翔》《淬
火》，唱出基地官兵真打实备谋打赢、凝
神聚气再出发的昂扬姿态。

全军挂像英模林俊德院士 52年扎
根戈壁，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了国防科
技事业。男声独唱《冲锋者的姿态》，
正是基地官兵为林俊德院士创作的歌
曲，“有人说默默无闻也是精彩，因为
梦想还在继往开来，生命不息奋斗不
止，这就是我冲锋的姿态……”该基地
科技干部毛仙琴动情地说：“我听着这
歌，就又回想起林院士生前工作的场
景。我们要以他为榜样，把个人抱负
与强军事业对接，努力工作，多出成
果，告慰英模。”

岁月如歌，信念如磐。有这样一群
人，每一年都在创造奇迹，每一天都在
积蓄力量，他们在戈壁滩上艰苦奋斗，
大漠深处隐姓埋名，初心不改铸盾砺
剑。“多少个寒来暑往，青春无悔扎根大
漠边疆，多少次梦中萦想，青丝化雪难
舍沙岭斜阳……”一曲《新时代马兰
人》，将该基地官兵投身任务的身影在
屏幕上一一展现，赢得台下热烈掌声。
“丹心为国酬，军旗映朝阳，大漠显

风骨，昂首挺胸膛……”晚会临近尾声，
大合唱《脊梁》将现场气氛推向高潮，豪
迈的歌声在夜空久久回荡。在多种艺
术手段的综合运用中，该基地 60余年为
国铸盾的历史穿越时空，在新时代的阵
地上唱响，跃然官兵眼前，直抵心灵深
处。

上图为情景表演唱《我们战斗在戈

壁滩上》。 王建新摄

马兰花开映丹心
■王庆昌 刘 超

9月5日，由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

宣传局和中国美术家协会联合主办、

国防大学军事文化学院承办的“庆祝

新中国成立70周年暨第14届全军美

术作品展览”在北京81美术馆完美收

官。259幅作品，涵盖国画、油画、版

画、雕塑、水彩、宣传画、连环画、装置、

实验艺术等多个门类，既有表现我军

浴血奋战的革命历史题材作品，也有

反映强军兴军火热实践的现实题材作

品。这些作品，散发着鲜明的时代气

息，彰显出强烈的战斗品格，浓墨重彩

绘就一幅幅强军画卷。

展厅内，风雪弥漫的长征险途，硝

烟之后的整装待发，日常训练的英勇身

影，鹰击长空的现代化军事装备……一

幅幅作品如同时代车窗外不断变换的

风景，在观众眼前一幕幕掠过，历史与

现代、传统与创新交相辉映成一首恢弘

壮阔的视觉诗篇。

秦文清的油画《攻克天津——突

破护城河》以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

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将宏大的

战争场景和千军万马鏖战搏杀的身影

表现得淋漓尽致。陈坚的油画《缅北

之巅》，把中国画含蓄写意的表现手法

融汇在现代情境中，使作品具有一种

诗意。李翔、杨文森、韩书阁、王云霞

合作的中国画《西风烈》，再现红军长

征中壮阔雄浑、坚贞不屈、勇往直前

的铁血精神。陈树东的油画《岁月如

歌——延安鲁艺的一天》，借鉴西方

现代主义手法，通过雄浑朴茂的视觉

元素，营造一种斑驳、遥远的历史印

迹。张飙的雕塑《雪莲花》以现实主

义手法塑造了4个小红军战士相互偎

依取暖的情景，造型手法简洁洗练。

此外，张道兴的《托起生命》、骆根

兴《钱学森在美国之三》、王树鹏的《叶

挺军长》、周武发和张继双的《抗联

1939年冬》、王永民的《太行奇兵》、白

金的《贺龙的故事》、金俊的连环画《草

地党支部》等作品，让人们看到当代美

术家对于革命战争岁月的真切描绘和

对浴血奋战英雄形象的用心塑造，凸

显英雄主义的精神底蕴。

“贴近现实，关注当下”，始终是军

旅美术创作赖以存在和发展的重要基

石。以艺术的方式及时而深刻地反映

军旅生活的新变化和时代的新特质，

是军队美术家责无旁贷的历史使命。

本届展览，军事美术与时俱进的创新

气象愈发浓厚。

孙立新的《边关风雪》、窦鸿的《雪

中餐》、苗再新的《绿野清风》、夏荷生的

《戈·鸽》、李连志的《阳光洒满大地·奔

跑》、周福林的《海军陆战队系列》、袁文

魁的《拉练纪事》、陈林的《钢与火》、房

子剑的《中国蓝盔》、张驰的《勇燃》、侯

天白的《骄阳》、郝永红和崔猛的《战》、

闫铭钰的《强军战歌》等作品，试图通过

塑造铁血阳刚的军人形象，揭示钢铁之

师所深蕴的血性精神，从而赋予“练为

战”“战必胜”更为深层的意义。

周长春和周末的《壮志凌云——逐

梦蓝天》、钟泽畅的《洗尘》、张恺桐的

《梦》、邓毅和崔猛的《公差日》、寇泽旭

的《重新吹响》、赵学宝和史春红的《勇

往直前》等作品，以不同的视觉展示强

军路上军营新风新貌和军人的生活细

节，洋溢着浓郁的军情兵味。黄援朝和

唐秀玲的《敬礼·祖国》、赵猛的《猎鹰女

队》、阮梅和王一帆的《奋斗的青春》、杨

跃乐和丁雨生的《我们班》等作品，则生

动刻画了新时代女兵的飒爽英姿。

浏览本届展览作品，我们发现作

者的创作手法更加多元，当代性的转

化显得自在从容。如王树山的《转

场》，作者在创作中融入浪漫、写意乃

至超现实的创作理念和手法，使得雕

塑作品在关乎历史的同时，又呈现出

很强的当代性。张蕊的中国画作品

《中国鲲行动》，在画面的上中下用平

视、仰视、俯视三个视角去结构画面内

容，呈现出独特的视觉效果。王一帆

和李典的《冲出C形圈》将雷达的天网

编织成大大的C形，通过线条疏密关系

的搭配，营造出一个抽象的艺术空间。

近年来，表现军队现代化建设、反

映科技强军成为军队美术家创作的重

要素材。本届展览中，范琛的《筑梦太

空》生动刻画了宇宙空间里航天器的

复杂结构，水墨晕染的特殊效果营造

出充满梦幻的太空环境。许向群的

《起航》将焦点透视、散点透视、时空交

错、平面切割、硬边语言等各种艺术手

段融为一体，画面饱满，视觉冲击力

强。王瑾、苑鸣鑫、肖川的《扬我军威·

铸我军魂》是一组四幅的宣传画作品，

分别以火箭、坦克、航母、战机为画面

主题，以插画的塑造方式，将众多军事

元素幻化为绚丽的平面化色块进行组

合。另外，周补田的《巡海》、葛炎的

《潜艇舱》、游健和王兵的《大国重器》、

孔平的《飞天壮歌》、冯玉红和傅海波

的《大国之翼》等作品，以富有创意的

表现手法，描绘出新时代最前沿的军

事科技成就。

浓墨重彩绘强军画卷
■刘 红

文化前沿

金秋时节，第 75 集团军某空中突
击旅举办“品书香经典、话奋斗空突”读
书交流会。12 名演讲者结合书中故
事、分享个人经历，用声情并茂的演讲，
与官兵一起回味书香，品读奋斗。

白日的训练场喧嚣火热，星夜的学
习室灯火通明……伴着音乐，一段展示
该旅官兵工作生活场景的视频短片拉
开交流会序幕。

指挥通信连排长杨玉妮率先登台，
她带来的书籍是主持人敬一丹的《我遇
见你》。杨玉妮说：“书中作者坎坷的求
学路和新闻人的坚守，曾在我初入军营
的迷茫时刻，给我很大的鼓励。”
“李向群连”第 25任指导员李海，

跟大家分享的书籍是《苦难辉煌》：“当
年红军长征走了 2万 5千里路，相当于
2500个 5公里，按每天跑 1个 5公里算，
我们要跑 6年多。每一代人有每一代
人的长征路，我们也要走好自己的长征
路。”屏幕上开始滚动播放英雄战士李
向群抗洪抢险的画面，歌曲《为了谁》催
人泪下。
“这条长征路上，一代代先烈和英

模前赴后继、流血牺牲……”李海动情
地讲起李向群“家富不忘报国、矢志不
渝为民”的感人事迹。这位二十韶华舍
身抗洪一线的英模形象，深深触动着现
场官兵。
“捧起这本《苦难辉煌》，触摸的是

硝烟历史，重温的是苦难，思考最多的
是如何坚守初心，继续前行。我们这一
代人也许会经历苦难，但我们必将获得
辉煌。”李海话音刚落，台下响起热烈的
掌声……

阅读使人成长，书香氤氲力量。舞
台上乐声缓缓、光流涌动，读书会仍在
继续。上等兵李家华跟战友分享《平凡
的世界》，讲述为了梦想奋斗的故事，传
递梦想的力量。军嫂徐广平读完《我们
仨》感触良深：“站在军人背后的我们，

随军相伴、共担冷暖，要让逐梦之路洒
满阳光，写满幸福。”“激荡悲壮的战斗
经历震撼人心，刻骨铭心的经验教训振
聋发聩！”突击营长唐弘毅这样形容自
己读完《生死二十八天》的感受，呼吁官
兵用奋斗者的热情，只争朝夕锤炼制胜
本领……

上图为上等兵李家华分享图书《平

凡的世界》。 付鑫鹏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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榆林，地处毛乌素沙漠和黄土高原
交汇处，陕北文化、黄河文化、三边文化
积淀深厚、交相辉映；杨家沟十二月会
议、小河会议、东渡黄河旧址等具有地
域特色的红色文化地标，如星辰般闪
耀。近年来，武警陕西总队榆林支队针
对部队驻地分散、活动难以集中组织的
实际，依托驻地特色文化、红色文化资
源，推进“一队一品”特色军营文化建
设，倾力打造品牌文化。

神木中队杨家鼓队、靖边中队刀术
队、勤务中队舞龙队、清涧中队匕首操
队、佳县中队太极扇队……一支支融入
兵味战味、充满特色的文化队伍活跃在

官兵身边，既是官兵传承红色基因、弘
扬传统文化的生动写照，又有效提升了
部队凝聚力，提振了官兵精气神。

军营文化的价值，在于启迪思想、陶
冶情操、鼓舞斗志，在于春风化雨、润物无
声的育人作用。该支队秉承“文化也是战
斗力、文化催生精气神”的理念，坚持将
“一队一品”特色文化活动融入官兵“第二
课堂”，让官兵走上舞台当主角，把“一队
一品”的“小舞台”变成教育训练的“大操
场”，不断打造闪亮的基层文化名片。

下图为神木中队杨家鼓队官兵正

在排练。 王朋沅摄

特色文化提振官兵精气神
■鲍 飞 张继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