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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12 月 31 日晚，海军参谋部
“蓝色航程映初心”基层文艺汇演在北
京落下帷幕。百余名演职人员久久不
愿离开舞台，他们看着大屏幕上的排练
花絮，欢笑伴着眼泪，相互诉说着两个
月以来的难忘回忆。

每一台晚会都有它的味道。在军
队基层文艺汇演中，这味道聚集在兵
写兵、兵演兵的节目中，格外清新甘
冽……

一

2019年 4月 23日，庆祝人民海军成
立 70周年，庄严热烈，浓墨重彩。“那一
刻，我们在青岛奥帆中心码头整齐列
队，光荣地接受了习主席的检阅。我是
海军仪仗队执行官杨立。”情景剧《那一
刻》，铿锵有力的台词，充满海军官兵的
自豪与骄傲，引发全场热烈掌声。

这个节目的创作之初，却困难重
重。如何摆脱生硬的口号宣传？如何
激发观众的情绪点？如何在有限舞台
上再现受阅那一刻的光荣？这些让指
导员张佟鑫和四级军士长杨立等编创
人员颇为挠头。

让人欣慰的是，《那一刻》最终跳
出了传统表演的窠臼。他们在本色出
演中突出角色定位的层次感、故事内
容的立体感，并尝试增加仪仗队炊事
员、预备队员和随队新闻报道员 3个角
色，通过音画同步揭秘海军仪仗队训
练背后的故事。节目成功地让被誉为
“海军第一男子天团”的海军仪仗队走
近观众，让全场在“那一刻”的感召下
“燃”起来。

扮演新闻报道员的“00后”上等兵
李彤说道：“‘真想融入他们’，是我在节
目中的一句台词，也是我的心声。跟仪
仗队的战友们同台演出，我真切感受到
他们训练的艰苦和受阅的光荣。”

女生表演唱《点个赞》，是 3年前某
次基层文艺汇演中唯一被砍掉的节
目。当时，那些素日里十分坚强的通
信女兵个个泣不成声。为了使《点个
赞》重获生机，此次编创组成员结合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开展
以来基层部队发生的变化，大幅修改
作品内容。当年参加表演的 17 名女
兵，还有 3名仍在部队，其中上士刘丽
已经是一名母亲，孩子刚 10 个月大。
不服输的她，为了争取更多的排练时
间，带着 17名通信女兵铆足干劲，连续
10 多天值完夜班即乘早班车赶往礼
堂。来回 4个小时的车程，成为她们的
补休时段。

作为开场第一个节目，《点个赞》用
靓丽的青春风采和满满的正能量，为基
层党员点赞、为党支部点赞、为集体荣

誉点赞，让观众耳目一新，迅速点热晚
会气氛。

此次登上舞台的，还有英雄张超的
妻子、档案馆干部张亚。第一次与张亚
通电话，她的干脆利落和积极阳光，就
让导演组对她充满信心。在排练过程
中，为了增强自己对舞台语言、情感及
对音乐节奏的把握，张亚多次虚心向汇
演主持人求教，还把音乐录进手机，在
家中反复练发音、找气口、把音调……
汇演结束后，在张亚的一条微信朋友圈
里，我们听到了她 5岁女儿稚嫩而坚定
的声音：“这里是海军档案馆，我们一起
与您见证、记录人民海军向海图强的坚
实足迹！”

二

汗水和泪水，从来就是艺术车轮的
润滑剂。

去年 12 月 22 日下午，第一次审查
节目时，评审人员不留情面的批评，让
全体演职人员心情跌到谷底。
“熬通宵不可怕，可怕的是做不出

自己满意的东西，对不起耗费的时间！”
幕后视频组上士乔立群和中士楼雄铭
着急了。

跟他俩一样着急的，还有音诗画
《英雄如梅》的编创、某保障大队政治工
作部干事钱颖。
“墙推倒了，就是桥！表现英雄的

节目，质量必须过关！”钱颖带领创作
组日夜攻关。他们推翻传统诗朗诵的
固定模式，通过 24 名群众演员的无声
表演，情景再现烈士救人的悲壮过
程，让作品对兵情、人性的挖掘更加
深入。

那天，舞台上短短的 8分钟，让现场

观众读懂了一位英雄——“舍己救人爱
民模范”梅雄。一名军属看完演出，眼
含热泪向台上竖起大拇指。

同样需要大幅修改甚至面临可能
被淘汰的，还有来自大别山 3名巡线兵
表演的小品。出演班长角色的中士陈
冰说：“好不容易来到北京，再苦再累，
我们也坚决不能半途而废！”

如何通过小故事，传递出重大节庆
期间无数战位的坚守，传递出大山水兵
与舰艇相距遥远、却亲密无间的真挚情
感？3 名战士开始多方求教，反复钻
研。中士李旭东和张涛睡前躺在床上
背台词，梦中都在练发音。

修改后的《铁塔水兵》，让观众笑中
带泪。他们淳朴真挚的表演，被海军新
春团拜会导演相中，即将走上更大的艺
术舞台。

成功的背后，是一次次挑战极
限，也是一次次探索创新。现实题材
创作难，现实警示题材的创作更难。
表现不好，就难免让观众产生被说教
的枯燥感。警示剧《心魔》，用 7 分钟
时间，把手机管理的故事用艺术手段
呈现在舞台上，巧妙融合电影、舞蹈、
动漫、魔术等多种元素，让现场官兵
在阵阵欢笑和掌声中接受了一次生
动教育。

这背后，是编创人员的用心。他们
细心研究网络时尚元素，通过梦幻与现
实的碰撞，警示观众，直击人心。作品
对部队管理题材表演的创新和突破，引
人思考。

战位题材一直是舞蹈创作的难点，
而群舞《战位上的玫瑰》和《迷彩精兵》
在这方面做出了有益尝试。战斗风格
浓郁、情感充沛的肢体语言，充满兵味
质感与现实代入感的舞台视觉呈现，带
领现场观众走近一线战位，走进火热军

营。一位观众看完演出后评价：“看着
不累，品之有味。”

三

一台成功的晚会，节目背后的故
事，往往触及人们心底最柔软的角落，
甚至比节目更动人。

延安希望小学，是海军参谋部连续
25年援建的首批国家级希望小学。清
晨时分，延安的雪花已经装点了远处的
宝塔山。听闻有客人从北京来，老区的
孩子们早早躲在教室里化妆，准备着自
己的腰鼓装备……

到北京后，延安希望小学的都校长
说：“这是孩子们第一次坐火车、第一次
来首都、第一次进军营，能与海军结缘
他们太幸福了！”

为了使这个节目兵味浓郁，更好地
展现军民鱼水情，导演组还抽调了驻扎
在深山、塞外的 16名水兵一同编排。在
紧张的 3天排练里，湘西腹地的军营街
舞高手王志远，熟练掌握了大鼓节奏；
现代舞高手王欣新、陈玥汐、赵鑫芳等
女兵，掌握了腰鼓对手戏要领……

演出那天，舞台上 12名小学生红扑
扑的小脸上，始终洋溢着喜庆欢快的笑
容。时长 2分 48秒的陕北腰鼓《山花艳
艳海蓝蓝》，将一幅守望初心、民族团
结、文化交融、山海相连的新图景，呈现
在舞台上。
“‘有深度’的作品‘有温度’，‘有意

义’的教育‘有意思’，晚会真正激发了
官兵练兵备战的热情。”这些写在观众
留言簿上的话语，相信也是对整场演出
的充分肯定。

上图为小品《铁塔水兵》。

郭 鹏摄

兵 心 如 初
—海军参谋部“蓝色航程映初心”基层文艺汇演创作纪事

■陈晓雷

●1 月 8日，新疆巴州文联、巴州
书法协会的 5名书法家，应邀来到新
疆军区某训练基地开展“我们的中国
梦——文化进军营”活动。书法家们
挥毫泼墨献艺军营，为官兵书写春联
和“福”字，现场讲解书法知识和创作
体会，活跃了军营文化生活，增进了军
地沟通交流。

（罗兴仓）

●元旦前夕，北部战区陆军某训
练基地，一场名为“扎根北疆，立功岗
位看我的”演讲比赛正在火热进行，三
级军士长裴忠泽的演讲赢得官兵阵阵
掌声。一段时间以来，该基地常态化
开展“日读千字书，月写千字文，季讲
千字言”文化育人活动，让读书学习氛
围在该基地更加浓郁。

（慕佩洲）

●近日，某空防工程大队开展主题
党日活动，组织全体党员前往驻地革命
烈士纪念塔缅怀先烈、敬献花圈，重温
入党誓词。同时，他们鼓励官兵登台讲
述入党经历、初心故事，并从中精选出
数十篇有代表性的小故事，编辑成册，
发放给官兵，起到较好教育效果。

（徐 峰）

1971年的春节，我们部队是在野

营拉练途中过的。当时我是步兵第二

三八团一营一连一排一班的班长。大

年三十那天下午，部队经山西省五台县

到了河北省阜平县，在与电影《槐树庄》

同名的槐树庄公社槐树庄大队宿营、驻

训并过年。

我们连无论是在抗日战场上打鬼

子、解放战争孟良崮上围歼张灵甫，还

是在济南战役中活捉王耀武，都勇敢作

战，顽强歼敌，因而被授予“常胜连”荣

誉称号。一个连队有一个连队的作

风。在“常胜连”，哪怕是文化娱乐活动

也透着一股勇猛顽强的战斗作风。这

一年的春节，对我而言，团结、紧张、严

肃、活泼，再次经受了这种作风的锤炼。

这一年的年夜饭主食，是中午在行

军途中吃剩的米饭。唯一的菜，是水煮

大白菜。班里两个值日战士把饭菜打回

来，全班战友齐刷刷地坐在老乡家的炕

沿上，在昏黄的煤油灯光里，一个个端着

饭碗，觉得这年夜饭实在难以下咽。

热情的房东老乡，在我们没到来之

前就把炕烧热了。房东家的两个孩子

从抠破的窗户纸小洞里，好奇地偷看着

我们这些背着枪和背包、唱着军歌走进

村子的解放军。当然孩子们也将从小

洞里看到的一切，告诉了他们的父母。

正当大家相对无言的时候，我们住

的屋门被轻轻地推开了。只见房东大

叔、大婶、十岁大的小女儿、五六岁的小

儿子，捧着两大海碗的饺子、带着一笸

箩红枣和一笸箩花生进来了。他们什

么话都没说，把东西摆满了小炕桌，就

依次出了门。

房东为什么这么做？是因为我们

下午进了房东家，就习惯性地忙着为猪

圈垫土、打扫卫生、给水缸挑满水，让他

们感动的？还是因为到了吃年夜饭的

时候，我们轻轻把门关上，不想让老乡

看到我们的饭菜，让他们可怜的？

还是，让他们心疼的？我们一班当

时有两个班长，大班长王行斌，老兵，27

岁；我是小班长，20岁；其他的战友，都是

十八九岁。在房东老乡的眼里，我们还都

是孩子，也有父母兄弟，也有自己的家。

究竟是哪个答案，已经无从确认。

但我觉得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那就是

房东老乡当时肯定想了，这些当兵的来

自谁，又为了谁？

房东一家出去了，饺子摆在那儿，没

人下筷子。老班长王行斌也不说话。见

此情景，我把大家聚成一个圈。我说，我

们可以吃，但吃之前，我们发个誓，这个

誓就是“永远不要忘记人民老乡”！

“人民老乡”，你瞅瞅这个词组合

的，多没文化。但你再想想，当年20岁

的我，能想到这个词，就够可以的了。

我带头领誓，大家跟着宣誓。这个

宣誓挺有仪式感的，跟党员宣誓差不多。

饺子，大家都吃了。

房东老乡家的饺子是大白菜鸡蛋

馅的，饺子皮是白面，但面不细。

后来，我吃过无数的好饭好菜，吃

过了就忘了。唯有这顿房东老乡的饺

子是记忆中最香、最好吃的。

这一场景，后来我在许多书和文章

中都有叙述。老百姓对人民军队的真

情和深情，在我20岁的时候，就在心里

深深地植下了根，“人民老乡”始终刻印

在我的心上。

当时部队的生活，其实要比老乡的

好许多。第二天中午，我们吃的是白米

饭、白面馍头、红烧肉、红烧鱼、红烧鸡、

炒鸡蛋。去打饭的战士许登山，1米85

的大个子，两只手大得像蒲扇。他放下

打来的饭菜，一手抓了四个大馍头、两

只手抓了八个大馍头，就送到房东住的

房子里了。随后我们又把鸡鱼肉蛋盛

了四碗，给房东送去。我们在槐树庄宿

营4天，一到吃饭，老乡家的孩子都跟

我们在一起，少一个我们就不开饭。

槐树庄的春节，我们过得很开心，

也忙得够呛。就在除夕那天，大家准备

吃饺子的时候，营里通知来了——教导

员叫我连夜组织一个宣传队，大年初一

上午9点钟演出。

野营拉练中，营里曾让我借用地方

力量，组织过一支十来个人的宣传队，

就地为部队和老乡们演出。于是，我驾

轻就熟，迅速行动起来，动员了一切力

量，开始张罗。

宣传队半个小时就组成了，炊事班

班长当队长，老兵沈志琪连夜组织排

练。炊事班长是个 1965年入伍的老

兵，吹拉弹唱无所不能。沈志琪和我是

同年入伍的战友，又是中学的同学。我

还电话通知十几里外槐树庄人民公社

的人武部部长，请他帮忙邀请当地小有

名气的演员。

这个临时就地组建的宣传队，大

年初一上午9点准时开始演出，连续演

了四天三夜。演出两小时，休息一小

时。我和宣传队的战友们一样，四天

三夜没上过炕，困了就在戏台的避风

处眯一会儿。

第一天的演出场面就挺震撼。槐

树庄社戏舞台，是一座古老的建筑，那

几天舞台上挂满了红旗和欢迎解放军

的标语。开演前，村里年轻人自发组织

起来的锣鼓队，敲得震山响。村部的大

喇叭临时接到戏台上，反复播放要求维

持好秩序的播音词。连里一百多名官

兵整齐地坐在自己背包上，进行拉歌比

赛，洪亮的歌声，响彻四野。舞台前的

广场有好几个篮球场大，挤满了方圆几

十里赶到槐树庄看演出的乡亲。最高

兴的是孩子们，在广场上追逐打闹，喜

笑颜开。我们的演出实际上也就是连

队演出的水平，主要是当时流行的戏

曲、舞蹈，还有部队的快板书、三句半、

独唱、小合唱。演出水平虽然不高，但

颇受观众的欢迎。

阜平县是个革命老区，当地老百姓

待人民子弟兵非常好。可能是解放战

争结束后，20多年来这里很少有部队驻

防，老乡们对官兵极为热情。他们特别

喜欢部队这些自编自演的节目，每一个

节目过后，都掌声雷动，“向解放军学

习”“向解放军致敬”“军民团结如一人，

试看天下谁能敌”的口号声此起彼伏。

尤其让人感动的是，戏台边上摆满了乡

亲们从自家带来的热水瓶和笸箩。笸

箩里放满了核桃、红枣、花生和葵花

籽。两个小时的演出，台上台下，就是

一个共同的舞台，台上演出不停，台下

口号声不停。

我们这个宣传队在当地很轰动，不

是因为我们的演出水平高，而是县里给

各公社下达通知，说“当年拍摄《槐树庄》

电影的解放军，来槐树庄村演出了”。

后来，我调进北京，多次见到在电

影《槐树庄》中出演郭大娘的著名演员

胡朋。她告诉我，华北地区有好几个叫

槐树庄的村子，拍这部电影时都去取过

景。我也告诉她，我们的演出，就是在

阜平槐树庄村的那棵大槐树旁边、村子

的社戏台上。

今天回想起来，那句口号“军民团

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便是我们

那个年代军人受教最深的革命初心。

在
﹃
槐
树
庄
﹄
过
年

■
朱
冬
生

前段时间，武警部队野战文化小
分队来到彩云之南，为驻守在这里的
官兵送上他们精心创排的音乐剧《嘎
兵阿嘎》。这部剧紧紧围绕“破除和平
积弊，以实际行动回答胜战之问”这一
主题，聚焦真打实备，展现官兵血性风

采，让官兵在文艺熏陶中激发打赢信
念，激扬练兵热情。

音乐剧在一次“捕歼演练”中拉开
序幕。“暴恐分子”狡猾地改变了逃跑
方向，而特战二小队队长因演练预案
中没有预想这样的突发情况，没有改
变兵力部署，延误最佳战机，导致抓捕
失败……

音乐剧《嘎兵阿嘎》生动展示了和
平积弊的危害，更真实展现了基层官兵
在训练生活中的英勇事迹和感人故事。

剧中主角阿嘎，在一次解救人质
过程中，为了保护人质安全，自己去替
换人质，最后与“暴恐分子”英勇搏斗
赢得胜利。这一幕给某部列兵段志杰
留下深刻印象。他说：“以前在训练
中，我偶尔还有怕苦怕累的思想。阿
嘎的故事告诉我，没有过硬的本领就
无法打胜仗。”

这支野战文化小分队的队员，有
的是机关参谋、干事，有的是基层士
兵，还有的是军医、护士。看似业余的
小分队，凭着对文艺演出的热爱和对
基层官兵的感情，在舞台上以专业的
精神演出了战味兵味。

该剧的创作灵感，来源于野战文化
小分队在部队采风时，了解到的真人真
事。他们加班加点排练了两个月，精心
打造出这个剧目，并将其作为文艺巡演
的重点节目。《嘎兵阿嘎》一经登台亮
相，就受到基层官兵的热烈欢迎。

演出结束，野战文化小分队又将
奔赴下一站。阿嘎敢打敢拼的血性风
采，将感染更多官兵……

艺术演绎精兵故事
■邱彬洵 陈俊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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