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迷彩芳华

2020年春节，突如其来的新冠肺

炎疫情，打破了人们原有的生活节

奏。在此期间，中国古典书籍让我受

益匪浅。

翻开一本中华经典文献，静下心来

深读，让我进一步感受到中华传统文化

的源远流长。中华民族在几千年的历史

进程中创造了灿烂的中华文明，是中华

文化的根脉所系、自信所在。中华经

典，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次的精神追

求，孕育了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品格，

培育了中国人民的崇高价值追求。

阅读、欣赏古典名篇对于增进知

识、陶冶情操、加强修养、丰富我们的

精神世界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放眼中

国典籍，我们可以很自信地说，琳琅满

目、瑰宝荟萃：“修身、齐家、治国、

平天下”的儒家经典，争鸣思辨的“先

秦诸子百家”，被尊为“绝唱”的《离

骚》，融历史与文学为一体的《史记》，

还有前后汉书、唐诗、宋词、元曲、明

清小说等，这些都还只是中华古典宝库

中的一部分。在这个文化宝库前，任何

专家学者都不敢妄言自己研究得多么精

深、多么通透，这也是中华经典宝库的

魅力所在。

今天，我们读中华经典、学中华文

化，从中汲取政治智慧、政治素养也是

十分必要的。

读中华经典，能让我们更好地领悟

怎样做人、如何做事。诸如，“自强不

息、厚德载物”的人生态度；“己所不

欲、勿施于人”的道德原则；“和而不

同”“和实生物”的价值追求；“先天下

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胸襟抱

负；“位卑未敢忘忧国”“苟利国家生死

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报国情怀；

“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

屈”的浩然正气；“人生自古谁无死，

留取丹心照汗青”“鞠躬尽瘁，死而后

已”的献身精神等，都对为人处世大有

裨益。

而读李白的“君不见，黄河之水天

上来”“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

蒿人”的诗句，可扩展我们的胸襟；读

杜甫的“三吏”“三别”，令人深思动乱

给国家民族造成的灾难；读李绅的《悯

农》，可知人民疾苦……这些都凝聚了

千百年来中华民族的生活经验、生存智

慧，包含着中华民族强大的精神基因。

长知识、长理论、长水平，我们何乐而

不读？但中华经典浩如烟海，我们要把

所有的典籍通读既不现实，也没有那么

多的时间和精力，但重点选学、深入阅

读、深刻思考是完全可以做到的。

“腹有诗书气自华”。读与不读是不

一样的，一个经过古典文化熏陶的人，

一个懂得其民族文化精华的人，其精神

境界、气质素养、思维方式、工作方法

等与“腹中空空”的人绝对不同。当今

时代，我们不仅需要现代科学人文知

识，也应具备一定的历史文化素养。

读中华经典是需要毅力和韧劲

的。但现实中，我们有的人心浮气

躁，坐不住，静不下心来。有的甚至

连文件、报纸也很少认真阅读，更何

谈读中华经典？有的人是看报看题、

看书看皮，满足于浅尝辄止、不求甚

解，更谈不上理解精髓、提高能力素

质了。

可以想象，那种一年下来也没认真

读完几篇文章的人，那种几年也没认真

读过一本书的人，是很难有大担当、大

格局、大修养、大作为的。有时即使想

做事，恐怕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难以

适应新的形势和要求。

“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我们

需要读经典、用经典，让中华经典文化

融入到我们的血脉中，为我们提供强大

的精神动力和文化自信，在人生道路上

写下绚丽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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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时光

走在营区路上，女兵孙茜有点心不
在焉。新冠肺炎疫情蔓延以来，看着新
闻里每天增长的感染人数，老家在武汉
的孙茜，变得焦虑不安起来。

营区内突然响起的广播，把孙茜的
思绪拉回现实。“白衣天使来请战，日月
星辰共陪伴。赤诚之心握冰刀，誓要把
那病毒消。建筑工人来请战，隆冬腊月
满身汗。网民当起‘云监工’，见证奇迹
火神山。全国人民心系鄂，马不停蹄来
支援。你我共同把力献，决胜战‘疫’不
遥远……”朗朗上口的语句、鲜明的节
奏、贴近现实的内容，立刻吸引了她的
注意力。

随着新冠肺炎疫情的发展，第 81集
团军某合成旅结合实际情况制定了防
疫措施，并在基层官兵中广泛普及防疫
知识。为缓解个别官兵可能存在的焦
虑情绪，提升大家的战“疫”信心，这不，
装步二连就发挥所长，拿起了快板，新
创作了快板词《决“疫”之战》。
“身边就有战友，家在武汉，看着他

们每天担心的样子，我们也很着急，但是
安慰的话又不知道怎么说，就想到了这
个办法。”提起快板词的创作初衷，二连

战士魏宏鑫说道，“后来，我们还把单位
制定的各项防疫措施也编进快板词，投
给旅里的红星广播，希望能以新颖的形
式吸引大家的注意力，提高防范意识。”

这段时间，魏宏鑫和战友们为了创
作快板词，时刻关注着疫情发展，搜集
科学防疫知识，并利用休息时间进行创

作、打磨语句。听到广播里播放着自己
的快板词，他心里也稍感欣慰。

三五句词一首歌，三五段话一套
板，三五分钟一出戏，三五个人就能
演。一直以来，装步二连的群众性文化
活动都开展得有声有色，建设了一支
“小而强”的文化宣传队伍，在作品创作

上也坚持“小而精”。他们总是第一时
间将条令法规、指示要求、战绩战报和
好人好事等，编成快板、谱成小调、写成
剧本，及时宣扬典型、鼓舞士气。在此
之前，他们编排的群口快板《复兴大道
天地宽》、相声《四有青年入伍记》等一
度成为官兵津津乐道的节目。这次，为
配合单位疫情防控工作创作快板，正是
装步二连发挥自身特长的结果。

孙茜从这快板词中听到了温暖，一
句“全国人民心系鄂，马不停蹄来支援”
让她差点落泪。她联想到军队支援湖
北医疗队，想到在网上看到的一个个驰
援武汉的画面，想到全国人民为武汉加
油的新闻，“是啊，全国人民都在支持武
汉呢，我们一定会取得战‘疫’胜利！”

休假返营，正在隔离观察的官兵也
通过广播快板，了解到旅队的各项防疫
措施和近期工作。

这些天，魏宏鑫和战友们又在创作
新的快板词，他们想将防疫与当前的训
练任务结合起来。“我们要在防疫的同
时，投入到紧张的练兵备战中”，战备训
练火热展开，装步二连的文艺创作也在
继续。

防疫知识“快板说”
■刘锋瑞 周格格

特殊时期，因疫情防控的需要，基层文化活动的组织方式、规模、场地等均受
到一定限制。如何在落实各项防控举措的同时，灵活开展文化活动，丰富官兵业
余生活？不少单位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编 者

近日，在第 76集团军某旅综合训练
场，训练间隙，该旅的“文艺轻骑队”为
官兵送上一场别开生面的“微”演唱会。

演出不搭舞台，5名队员自带乐器、
音响等简单的演出设备，在一处空旷地
带开始了表演。“学习雷锋好榜样，忠于
革命忠于党……”伴着熟悉的旋律，一
曲改编的歌曲《学习雷锋好榜样》拉开
“微”演唱会的序幕。队员们用心的演
唱，博得现场官兵阵阵叫好声。紧接
着，《不累》《奔跑》《光辉岁月》等几首歌
接连唱响……短短十几分钟后，一场
“微”演唱会就在大家的掌声中“落幕”
了。演出人员收拾好设备，立刻转去下
一个演出点。
“我们希望用歌声传递力量，鼓舞

大家的士气。”该旅宣传科科长易健介
绍说，在全民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特殊
时期，开展短、平、快的演出，既是灵活
开展文化活动的需要，也是传承单位优
良传统的一种方式。

该旅前身部队是由新四军名将彭
雪枫在烽火硝烟中组建的。战争年代
里，该旅就曾有过一段通过文化活动鼓
舞官兵斗志、战胜病魔的历史。

1940年，新四军第六支队在皖东北
地区的抗战处在困难时期。敌人的封
锁、战斗的残酷使得官兵生活异常艰
苦。而就在这样的情况下，一种传染性

极强的伤寒病突如其来，在部队迅速蔓
延，全团一半的人员病倒，给部队带来
空前的困难。为鼓起大家战胜病魔的
勇气，团里组织青年先锋队下连开展文
化活动，教唱革命歌曲。一时间，《大刀
进行曲》《暴风雨》《江南大捷》等歌曲在
官兵中广泛传唱，极大地鼓舞了官兵的
精神士气。全团指战员抓紧战机，英勇
作战，进剿洪泽湖顽匪，以顽强毅力战
胜了困难。

重视发挥文化活动在思想教育和
训练中的积极作用，也成为该旅的一项
优良传统传承下来。说话间，“文艺轻
骑队”已来到一处楼前空地，开始了下
一场表演。休假归来，正在楼内隔离医
学观察的官兵听到音乐声，纷纷从窗口
探出头来，他们认真倾听着，不时和着
音乐打着拍子……一天时间里，“文艺
轻骑队”队员在营区不同地方，组织了 6
场这样灵活简短的“微”演唱会，受到战
友们的欢迎。

“微”演唱会励斗志
■陈 萌 相双喜

“手相连、心相依，血脉相通，我们
并肩不离……”一阵优美的歌声从大山
深处的营区传来。

不见“文艺轻骑队”的身影，表演从
何而来？走进营区，笔者发现了奥秘，
原来，这是陆军某工程维护部队为基层
官兵带来的“云晚会”，官兵通过网络视
频就能欣赏到精彩表演。

这支部队驻地高度分散，部分单位
还驻守在新冠肺炎疫情的高风险地区。
以往，每逢老兵退伍、执行任务等特殊时
机，“文艺轻骑队”总会去各哨所为官兵

送去精神食粮。此次针对疫情防控的特
殊要求，他们决定发动官兵自编、自导、
自演一场新颖的“云晚会”，通过网络为
分散在各驻地的官兵送去文化大餐。
“‘云晚会’的表演者除了连队的文

艺骨干，更多的是普通官兵。”已连续 2
年参加“文艺轻骑队”的某连政治指导
员马培森对此颇为自豪，他所在的连队
编排了 3个节目，全连不少官兵参与了
表演。虽然不是人人都能当主角，但演
出“初体验”还是让战士们感到兴致勃
勃、意犹未尽。

晚会的内容丰富多彩，既有结合当
前防疫工作创作的歌曲、舞台剧、诗朗
诵、三句半，也有官兵带来的吉他、二胡
等器乐演奏。

下士李闻达吉他弹唱《守望人民》，
改编自“网红”歌曲，前期通过军队媒体
在互联网上发布后，曾获得几十万的播
放量，此番再次演绎，依然好评如潮。
某团警卫勤务连话务班女兵带来的“快
闪”三句半和防疫手势操，将防疫小常
识穿插在节目中，寓教于乐。该部勤务
保障营带来的舞台剧《穿越时空的对

话》，是由真人真事改编，通过战士与身
在湖北战“疫”一线的父亲的隔空对话，
再现了基层官兵战“疫”的心路历程。
参与演出的中士齐鑫钰说：“这既是一
次演出，也是一次精神上的洗礼，疫情
面前，正是因为有千千万万普通人的无
私奉献，才增添战‘疫’必胜的信心。”
“云晚会”虽然没有炫目的灯光、华

丽的舞台，但官兵以大山为背景、以连
队为舞台、以军营生活为素材创作的
“兵味”节目，充分展示了官兵的精神风
貌，丰富了战友们的文化生活。

深山营区“云晚会”
■杨 亮 谷永敏

新冠肺炎疫情来袭，催生了许多感
人的优秀文艺作品。一支歌、一幅画、一
首诗……这些作品烙印着温情与力量，
构成了特殊背景下的一段难忘记忆。西
藏军区文工团为抗击疫情而创作的《武
汉，你要坚强》或许不仅是唱给武汉，
亦是献给所有在和疫魔斗争的人们。
“随着疫情的扩散，接连倒下的病

患、为战‘疫’而牺牲的医护人员都牵
动着国人的心。我们想尽己所能贡献一
份力量，所以创作了这首歌，希望能鼓
舞斗志。”词作家、原广州军区战士文
工团苏虎如是说道。涌动的情感在笔尖
流动，两天的时间，从词到曲初具雏
形。当浸润着充沛情感的词与曲合二为
一，一份对武汉的祝福与希冀唱响在西
藏高原上。“作为高原的军队文艺工作
者，在这样的关键时刻，虽然不能去一
线，但也想要尽一份力量，为奋战在一
线的‘逆行者’们加油！”西藏军区文
工团李雨松副团长说。
“这一刻你的痛痛在我身，这一秒

你的伤撕裂我胸膛，我最亲最爱的人，

我多想拭去你眼角的泪光。”开篇一段
男女声的对唱让思绪平添了几分伤感，
亲人在苦痛中挣扎，我们都感同身受，
仿佛能看到病床上紧锁的眉头。隔着隔
离窗，我们多想抚平这伤痛。歌声绵
长，千言万语汇成跳动的音符，低吟着
心头的担忧。

“路再远，我也要为你去疗伤，帮

助你，拼尽我所有的力量，我最亲最爱

的人，你疲惫的双眼千万不要闭上。”

即使路途千里迢迢，心都紧紧依偎在
一起。疫情是共同的敌人，没有人可
以成为旁观者。相互扶持，才能一起
迈入春天。多少双疲惫的双眼在渴望
地向着阳光。
“武汉，你要坚强，请保持你一贯

的硬朗，没有什么可以阻挡我们，黑夜

的尽头有阳光。”充满力量的合唱让人
感受着从四面八方汇聚到武汉的支援力
量，涓涓细流也能汇成滔滔江水。钟南
山教授说：“武汉是能够过关的，武汉
本来就是一个很英雄的城市。”疫情笼
罩在城市的上空，人民经受着病痛的折
磨，战歌已经唱响，数不尽的爱在这里
会师，胜利会属于每一个奋战的人。
“武汉，你要坚强，请用渴望给我

们希望，没有什么可以击倒我们，用生
命把奇迹开创。”保持生的信念，才会
有生命的奇迹。累了，就休整一会儿
吧；跌倒了，就再站起来吧！没有什么
会让武汉倒下，一切困难在坚强的意志
下终将被克服。江城的春天在迎接我们
的到来。

疫情之下，“武汉，你要坚强”是
一句鼓舞，也是一种信念。前方的光亮
越来越近，不要害怕，不要彷徨，我们
一直在一起。

歌曲《武汉，你要坚强》—

传递信心和力量
■杨 洋

1.刚下连的我立下目标，成为合格战斗员！

4.第一次攀登，让我看到了自己和老兵的差距。 5.为了提高素质，我不断给自己加压训练。

2.军营生活节奏快，真想分几个身。 3.回想白天的训练学习，常常让我难以入眠。

6.从老兵手中接下钢枪，我感觉肩上的担子沉甸甸。

去年新兵下连时，装步二连战士把连队历史编写进快板，为新战士们表

演。图为他们在演出前排练。 杨 杰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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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轻骑队”队员为官兵演唱自编的歌曲。 相双喜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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