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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的抗美援朝战场上，在志愿军

九兵团文工团里，有一支十多人的腰鼓

分队，我是其中一员。这支队伍非常年

轻，大都十七八岁，最小的只有十四岁，

唯有姓郭的分队长年纪大一些，是经历

过解放战争的老同志。

腰鼓分队于上海解放后组成，其成

员一部分是渡江前在山东参军的青少

年，一部分是上海解放后参军的学生。

我们曾经打着腰鼓参加上海市庆祝中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盛大游行。此后

腰鼓就一直跟随着我们，从祖国的江南

直到抗美援朝的前线，鼓声响彻北朝鲜

的山谷河川。

其实腰鼓分队，并非只打腰鼓，在

演出中唱歌、跳舞、敲大鼓、拉二胡、演

戏样样都行，但我们集体出现在舞台

上，总是在打腰鼓，所以得名“腰鼓分

队”。打腰鼓一般是六男六女，身穿对

襟镶边腰鼓服，头扎陕北农民式的包

头，用红色长绸将腰鼓牢牢系在腰间。

分队长则穿上与众人不同颜色的服装，

以指挥鼓手的转换和节奏变化。

在整个演出中，腰鼓队不是开场

就是最后压台，可称是重点节目了。

上台表演的腰鼓从头至尾已形成了

一个比较固定的模式：在动员时，打

的是“进军腰鼓”；当战斗结束，又变

为打“胜利腰鼓”；总结评比大会，则

打“庆功腰鼓”。尤其是庆功腰鼓，常

常会造成演出的高潮，我们在说词

中，将功臣的名字一一唤到，将他们

的功绩细细说表。这时被表扬的人，

红着脸、低着头，周围人笑着看着他

们；指挥员坐在那里，不吭声但心头

美滋滋的。台上台下融为一体，活跃

非常。生动的庆功腰鼓，直接起到了

巩固和提高战斗力的积极作用。

腰鼓分队的生活也很有意思。行

军，这是我们生活中一个十分重要的内

容。每人身上除了背包、米袋，还有一

个圆滚滚的腰鼓架在了背包上。在长

长的行军队伍中，腰鼓分队的个头是最

矮小的，背上却鼓得比谁都高。

连续的长途行军，对我们腰鼓分

队，真是个很大的考验。每天吃过晚

饭，天还没有黑下来，队伍就要出发

了，一直要走到启明星高挂，天都亮了

才休息。刚开始走，人人都有劲，也非

常兴奋地互相逗趣，叽叽喳喳地讲个

不停，可到了深夜，一个个都安静下来

了，又累又饿又困。连续夜行军极度

疲劳时，齐步走就成了下意识，不少人

掌握了边走路边睡觉的本领。当然这

种享受是短暂的，经常不注意就会撞

到前面人的腰鼓上去。

终于到了营地，个个累得顾不上解

背包就躺在草铺上了。这时最累的是

分队长和班长，为大家烧水，催大家起

来吃饭。宿营的房子有时分配不过来，

就把腰鼓分队塞到一间房子里。如果

只打一个地铺，分队长就睡在正中间，

他的两边是年纪最小的男孩和女孩，依

次向旁边排开，最大的男同志和女同志

就分别睡到大铺的最外头。

腰鼓分队是一个生机勃勃的战斗

集体，分队长像老大哥一样带领着大

家，年轻的文艺战士就在这样的战斗集

体中，长大了，懂事了。在艰难困苦中

我们从不气馁，在生死考验时我们不曾

动摇。那一段的生活，是值得回忆的火

热的战斗生活。

1951年夏天，我们志愿军九兵团

文工团，住在一个小山沟里。在山沟侧

面的坡上，各分队都挖了自己的防空

洞，里面打起地铺，垫上茅草，这就是我

们的宿舍。为了防空袭，我们在洞的周

围移栽上几棵松树，如果哪棵树叶变黄

了，就得及时换栽，以免敌机发现目

标。在山洞口上，兵团机关专门派有防

空岗哨，敌机一来，就鸣枪报警。

这天上午，天气晴朗，我们腰鼓分

队正在防空洞前的空地上排舞蹈，可恶

的敌人又来了。这次来得特别快，我们

的防空枪刚刚响过，敌机已沿山沟不断

地轰炸扫射了。郭分队长催促大家赶

快进洞。当我们刚进到洞里时，一声震

耳欲聋的轰炸声就在我们头顶上响了，

震得洞顶上的土一个劲地往下掉，接着

就是一片寂静。

我们腰鼓分队的同志，年龄都偏

小。郭分队长在生活管理上，特别尽

心。今天挨炸了，他更是严格，在外面

情况未稳定前，是不准我们出去的，大

家只好在寂静中坐等。

不一会儿，吹哨了，这表示空袭警

报解除。走出防空洞，就看见戏剧分队

那边，已变了模样。迁栽的那棵老松树

已经被炸得连根拔起，横躺在洞口中间

的路上，炸弹下落处翻起了高高的一堆

沙土。全团立即集合检查人数，除了有

三四个同志受伤外，戏剧分队的两名同

志庄严、李世增找不到了。空袭前他们

俩没有外出，估计也不会走得太远。领

导派人到附近的松树林里去找，没有他

俩的踪影。这时，一个同志走在沙土堆

旁，无意中捡起一张纸片，那是一本《怎

样讲快板》的书的封面。啊！这是李世

增经常看的书，他们会不会就在这堆土

中？快些拿铁锹来挖！

当时我们挖那堆沙土的心情真是

难以形容。急于找到他们，锹铲得是又

急又快。但当挖见他们时，大家又是那

样小心翼翼，生怕给他们受伤的身躯再

增添新的疼痛……

可是，将他们从沙土中挖出来时，

他们都已经牺牲了。一个是头部中弹，

一个是腹部中弹。李世增的手中，还紧

握着那本被炸得粉碎的《怎样讲快板》

的书。

庄严，上海人，上海戏剧学院的学

生。1950年离开繁华的都市，来到朝

鲜战场。

李世增，山东潍县人，1948年参

军，中共党员。平时沉默寡言，工作处

处带头。他文化水平不太高，为了搞好

文艺工作，他正在埋头学习，始终不忘

自己的使命。

下午，团里的老丁班长默默地用松

木给烈士钉了两口棺材，将他们掩埋在

山沟尽头一块空地上。坟头上立着两

块长方形的木牌当作烈士的墓碑。

傍晚时分，老团长带领我们全团来

到烈士墓前，向烈士致哀，向烈士告

别。尽管敌机疯狂轰炸，但战局仍在向

着有利于我们的方向发展。不久，我们

又跟随部队向南进发了。别了，亲爱的

战友，抗美援朝必将取得最后胜利！

在我们前进的道路上，烈士洒下了

鲜血，献出了生命。我们为有这样的战

友感到光荣，部队文艺工作战线为有这

样的战士感到骄傲，我们将永远怀念你

们，并以你们为榜样，激励自己更好地

为兵服务、为战斗服务。

（作者为原南京军区前线歌舞团女

高音演员，易之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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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山高寒，冷风如刀。
在一阵热烈的欢呼声中，新疆军区

文工团文艺轻骑队，穿越茫茫雪海来到
某边防团，为这座营盘带来了融融暖意。

这支队伍爬雪山、穿戈壁、过荒漠，
“串门入户”把精彩演出送到边防线、驻
训场，用官兵喜闻乐见的表演形式，演绎
新时代军人的忠诚本色、时代担当。

一

去年 11月初的一天，新疆军区某团
刚参加完军区年度军事训练考核。数百
公里的行军机动、连续多个昼夜实兵演
练，让不少官兵感到疲惫。队伍休整时，
随队演练的文艺轻骑队队员们迅速换上
演出服，拿出便携式音箱，就地为大家带
来了一场文艺演出。一个个节目陆续登
台，调动了官兵热情。一时间，休整营区
里掌声、欢呼声此起彼伏……

立足现有条件进行“小、灵、多、快”
的演出，这是新疆军区文工团为战转型
的真实写照，也让去年年初以来他们的
百场演出，受到基层官兵一致好评。

好口碑来之不易。新疆军区文工
团是改革调整后，全军保留的三个文工
团之一。在转型探索阶段，他们面临着
新“课题”：如何服务练兵备战？如何激
发部队士气？如何保证节目质量……
文工团团长蒋兴国大胆迈出“解题”的
第一步：“一切着眼基层官兵，一切服务
备战打仗，去琢磨、去探索、去实践。”

陆军的一次练兵备战及转型建设
集训，让他们找到了方向。集训中，“文
艺轻骑队服务练兵备战”成为最后一个
汇报课目。

一次演练间隙，某装甲连正组织休
息。一辆野战政工宣传车卷着尘土进
入视野。停车、下车，演出队员鱼贯而
出，演出很快开始。

这场演出，虽然只有 28分钟，但装
甲连官兵都觉得演出“很提劲”。演出
结束，队员们收拾行装，随即赶往下一
个休息点。一天下来，演出队队长王明
政深有感触：“节目变课目，一字之差，
区别却很大。”

一个字的变化，反映着这支队伍的
变化。文艺轻骑队作为战场上的一个
重要单元，演员成为战斗员，演出成为
提升战斗力的“倍增器”。这一年来，他
们力求舞台跟着训练场、节目聚焦打胜
仗，把鼓舞人心的文艺作品与火热的训

练生活对接起来，让步战车和宣传车并
驾齐驱，演出队员和战斗员步调一致。

二

“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
孙”“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
忍耐”……这些喊在嘴边的口号，在轻
骑队与边防一线战士近距离接触中，变
得格外具体。

去年 6月，文艺轻骑队来到神仙湾
哨所。出发前队员们没想到，这次的慰
问演出会产生如此效果：富氧训练室
里，战士围坐在演出队员身边，每当一
个节目结束，台上台下的人都在红着眼
眶鼓掌……战士说：“感觉歌里唱的就
是自己，演的就是我们的生活。”

当歌曲《永远的精神高地》响起，在
场所有人齐声高歌。看着边防战士那
一张张沧桑黝黑的面孔、一双双粗糙龟
裂的手，演出队员们情不自禁掉下泪
来。回忆起当时的场景，演唱队队长陈
晓昂动情地说：“这不仅是一台演出，更
是一次心与心的交流。”

得知在哨楼执勤的战士未能观看
演出，队员们跟着正在这里调研的新
疆军区政治工作部领导走上哨楼。
“那里实在是太高了，怕你们吃不

消啊。”指导员李士福劝道。
“战友在哪，舞台就在哪！”团长蒋

兴国的话，道出了队员们的心声。

换回单薄的演出服，披上大衣，队
员们顶着刺骨寒风，一步步走上哨楼。

哨楼海拔 5380米，这是“生命禁区”
的高度。队员李璇、郭瑞唱响《生命禁
区》，每次换气都颇为艰难……3 首歌
曲，2支舞蹈，时间很短，却让哨楼上的
战士们感动得热泪盈眶。

感人至深的故事、催人泪下的场
景，在为兵服务的路上不时上演——

在某部高原驻训点，队员们还没经
过适应，就忍着高原反应开始演出。许
多战士称他们是“野战文艺兵”，给他
们送来自制礼物。演员夏提古丽说：
“这是战友对我们的肯定，这一次演出
值得我铭记一辈子……”
“老边防，老边防，你说你还要当兵

扛枪守边防……”一次在阿里高原演
出，演员王明政唱了那首根据边防军人
真实经历创作的歌曲《老边防》。一位
在高原戍守了十几年的老兵，红着眼眶
跑到后台，对他说：“你的歌把我唱哭
了。青春献给了高原，我从不后悔。”

三

脚下沾泥土，艺术有真情。改革转
型以来，新疆军区文工团先后派出十多
组创编人员，深入一线部队，过士兵生
活、听战车轰鸣……一路走来，创编人
员们感受了太多来自基层官兵内心深
处的风景，一个个富有兵情兵味的歌

曲、舞蹈、曲艺节目作品相继诞生。
在 某 旅 慰 问 演 出 时 ，小 品《夜

训》——心高气傲的年轻同志和老班长的
故事正在上演。现场有战士激动地说：
“这演的就是我的班长嘛。”讲身边强军故
事，演身边先进典型。一场场演出，无形
中激发着官兵练兵备战的热情与动力。

近两年来，新疆军区文工团着重从
走近基层、培养骨干两个方面为基层打
造文化阵地。演唱队队长陈晓昂介绍，
他们结合国际军事比武、慰问演出等时
机，与基层官兵一起编排节目、一同登
台演出，培养了一批基层文艺骨干。此
外，他们还建立定期培训机制，先后为
基层培养输送 400余名文艺骨干，为基
层带出了一个“不走的文工团”。

去年夏天，某师驻训场练兵正忙，文
艺轻骑队送来了《强军思想领航向》主题朗
诵会。演出结束时，该师政治部领导的一
句话让队员们深受鼓舞：“我们练兵备战，
你们鼓劲打气，都是为了提升战斗力。”

寒风萧萧，新疆军区文工团文艺轻
骑队向战而行的热情不减。他们区分
不同部队特点，有针对性地挑选组合了
一场场具有浓厚战斗气息的文艺演出，
每到一处，都能赢得战士们发自内心的
认可。正如基层官兵所言：“听到写咱
自己的歌，看到演咱自己的节目，我们
为祖国和人民守好防的信心更足了！”

上图：新疆军区文工团文艺轻骑队

在某训练场演出。 闫鸿浩摄

永远向战而行
■黄宗兴 丁文辉 李梦奇

文艺轻骑队风采录

“展干事，我也想唱一首！”台上歌
声刚落，台下的新兵毛志江按捺不住，
在一片鼓掌声中上前接过喊话器，高唱
了一曲《我的天空》……新年前夕，武警
湖南总队长沙支队野战文艺小分队，以
新兵野营拉练途中休息点的一块空地
为舞台，用快板、燃曲、热舞和一个个红

色故事，为新训官兵送上一台战地文化
演出。

没有灯光，没有配乐，拉练场上的
演出依然精彩：根据官兵训练日常生活
创作的小品《能量饮料》，让官兵忍俊不
禁，颇有共鸣；重新改编歌词后的《不为
谁写的歌》，唱出众人从军报国的青春

梦想；情景剧《我也想逐梦海天》讲述了
一位新兵崇尚英模张超、坚持在磨砺中
成长的内心独白……
“一个背包扎起全部‘行头’，灵、

快、活，这就是我们文艺轻骑队的优势
所在。”文艺小分队成员展卫华自豪地
介绍。近年来，该支队积极从基层战士

中发掘、培养文艺骨干苗子，组建起一
支由“兼职文艺骨干”唱主角的文艺小
分队。队员们平日里是战斗员，舞台上
就是文艺兵，一声“集结号响”，拉开就
能演，演完就能走。去年一年他们下基
层巡演了30余场，受到官兵的欢迎。
“把舞台交给战士，演出的效果丝

毫不差。”在该支队领导看来，“兵说兵，
兵演兵，兵唱兵”的野战文艺，突出的就
是一个原汁原味，贴近官兵实际生活，
更容易激发官兵的情感共鸣。
“嘟嘟嘟，嘟嘟嘟”，随着号声响起，

拉练间隙的这场演出迅速收尾。队员
们纷纷背起行囊，回到自己的队伍中，
继续昂首行军。

兼职文艺骨干唱主角
■杨 韬 谭卓廷

我想通过这幅画，来表

现面对四处蔓延的疫情，

我们的医务人员义无反顾

地冲到第一线，用自己的

行动践行着医务工作者的

责 任 、担 当 和 奉 献 精 神 。

在他们身上，体现了华夏

儿 女 在 灾 难 面 前 万 众 一

心、排除万难的决心和勇

气。这群白衣天使，也是

人民卫士。他们迎着初升

的太阳大步向前，为患者

开辟了一条绿色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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