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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题材摄影作品，是摄影百花园
中的绚丽奇葩。这类作品因其内容的
独特性、画面的神秘感、视觉的冲击力，
在读图时代越来越受到读者喜爱。军
事摄影在人类战争与军事史上，留下了
许多经典瞬间。在国内外各种摄影赛
事上，军事摄影作品也占有重要的一席
之地。如何拍好军事题材的摄影作品，
是许多部队摄影爱好者普遍关心的话
题。总的来说，应该在以下几个方面下
功夫。

掌握基本的摄影技巧。为
什么不同的摄影者站在同一个
地方、运用同一种拍摄器材、面

对同样的拍摄对象，拍出的作品会产生
不一样的视觉效果呢？主要是因为摄
影技巧的不同。即使是用手机拍摄，素
养过硬的摄影师与一般摄影爱好者拍
出的照片也是不一样的。用手机对着
物体随便一拍，谁都会，但那叫拍照，不
是摄影。摄影，是光与影的艺术。要想
拍摄出比别人更好看的照片，就要更加
熟练地掌握摄影技巧。这种技巧，主要
表现在时机的把握、光线的运用、构图
的巧妙、快门的速度、光圈的大小以及
对比度的调整等方面。因此，当我们拥
有了一部相机之后，要尽快熟悉相机的
使用功能，掌握最基本的拍摄要领，并

通过实践反复练习。由此，可提高自己
的拍摄技巧。

呈现军事摄影的美感。为
什么有的军事摄影图片那么耐
看，而有的照片看一眼就够了？

这主要是因为画面给人的美感不一
样。就像人的长相一样，长得漂亮的人
往往会受到更多关注。军事摄影之美
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人物之美。
军人威武的身躯、矫健的形体、发达的
肌肉是一种美；整齐的队列、敏捷的动
作、顽强的作风是一种美；勇猛的性格、
大爱的柔情、无畏的精神更是一种美。
二是装备之美。驰骋的铁甲、破浪的军
舰、呼啸的战机，以及破云穿空发射的
导弹，无不给人视觉上的震撼。三是人
与物的结合之美。军人端着枪冲锋的
英姿、维护各种装备的动作、驾驭现代
化兵器的身影，都能给人以美的视觉享
受。但如果拍摄者没有一定的美学素
养，就很难拍摄出这些美的画面。

让熟悉的拍摄题材陌生
化。如果说军事题材的摄影有
什么短板的话，那就是拍摄的画

面容易同质化。军人好像还是那些军
人、装备还是那些装备，动作还是那些
动作，军营年复一年唱着同一首“四季
歌”。要防止军事摄影同质化的现象，
最好的办法就是让熟悉的拍摄题材陌
生化。比如拍摄同一辆坦克，摄影师要
想让它给人不同的感觉，就要变换各种
角度和花样拍摄。可从上下左右不同

视觉方向拍，可以在静止、运动中拍，可
单个拍、集群拍，可选择在大白天、黄昏
中及星空下不同的时间拍，也可选择在
雪地、沙漠、草地、泥泞、江河等不同环
境里拍摄。只要肯多动脑筋，同一种拍
摄对象就会拍摄出不一样的画面，进而
给人以新鲜感。

不能总是模仿他人的作
品。许多摄影爱好者是从模仿
他人的图片开始拍摄活动的，这

本无可厚非。但是，如果只停留在模仿
别人的摄影作品中，画面就不会有突
破，看多了会让人生厌。比如军马在雪
地上跋涉的图片，读者可能在不同媒体
上一个冬天就能看到许多幅，你说这样
雷同的画面怎么能叫人喜欢？对于部
队摄影报道员来说，如果见到别人拍摄
了什么题材、什么角度的照片，也模仿
着拍一张投到媒体去，那叫“马后炮”，
不但画面雷同，也缺乏新闻性，采用的
概率就很小。面对他人拍摄的一幅优
秀摄影作品，应该琢磨这样的问题：如
果自己去拍，会从什么角度下手？这样
的作品存在哪些不足，还可以从什么角
度去拍摄？经过思考，你才会使自己从
别人作品的窠臼里走出来，拍摄出独具
特色的摄影佳作。

注重在现场抓拍镜头。军
旅生活既是相对枯燥单调的，又
是生动丰富的。只要拍摄者做

个有心人，善于观察，随时随地都能发
现一些有价值的画面。比如，某连长要

探家，特地买了一套西服，指导员主动
帮他打领带。这个画面恰好被连队报
道员看到并抓拍下来。这幅图片反映
了一对连队主官的亲密关系，具有新闻
性，稿件投给《解放军报》后，很快被大
篇幅刊发出来。训练场上，是最容易出
摄影佳作的地方，关键是我们的基层摄
影报道员要有随时抓拍的意识。尤其
是突发事件发生后，拍摄者如能尽快赶
到现场，就可能拍到精彩的图片。著名
战地摄影记者罗伯特·卡帕有一句名
言：“如果你的照片拍得不够好，是因为
你离炮火不够近。”那些获得大奖的摄
影作品，多数是在现场抓拍得来的。有
些人摄影时总爱导演一番，这对新闻摄
影来说是失实的大忌，即使是拍艺术摄
影作品也难出彩。唯有抓拍，才是出精
品佳作的正途。

注重知识和思想的积累。
拍摄者有什么样的文化、什么
样的思想、什么样的情感，他的

镜头里才会有什么样的画面。对于写
作者来说，言为心声；对于摄影人来
说，则是图为心声。别看摄影人手指
那么轻轻一按，咔嚓一声就有了一幅
图片，其实那是他文化素养和思想心
灵的反映。要想拍摄出优秀的摄影作
品，摄影人平时应加强学习，不断提升
自己的文化层次、思想水平和精神高
度。如此，他拍摄出的摄影作品才会
具有一定的美学品位和思想深度，得
到大家的认可和好评。

如何拍好军事题材的摄影作品
■朱金平

艺 境

“Bang！Bang！扣紧子弹袋，穿上

作战靴，时时刻刻保持战斗状态……”

在第 82集团军某旅“五一”假日大舞台
上，一名女兵带来的《军营说唱秀》，点
燃了现场气氛。动感十足的节奏、贴近
生活的歌词、活力四射的表演，令官兵
大饱耳福。

台上的表演者叫何莹莹，是该旅指
挥通信连的一名上等兵。清秀的面庞、
利落的短发，初见她的人很难想到，这
样一个看起来文静柔弱的女兵，竟然是
一个资深的“说唱”音乐迷。

何莹莹来自广西北海，从小听着山
歌长大。上初中那会儿，她偶然在街头
听到了一首“说唱”音乐，立刻被深深吸
引。步入大学后，何莹莹凭借一副好嗓
子，活跃在校园晚会和社团活动中，每次
她的“说唱”表演总能“燃”爆全场。正当
大家以为她就要这样快乐地度过大学时
光时，她却一声不响地报名参了军。告
别演出上，何莹莹用“说唱”歌词表达了
心声：“安逸的生活就是我的人生吗？决
不，携笔披征衣才是我心中梦想。”

然而，军旅生活却比她想象的难。
第一次练俯卧撑，她做不了几个；第一次
站军姿，不到 10分钟，双腿就开始发抖；
持枪匍匐前进，沙土把迷彩服磨破……
“从军的路上注定有千辛万苦，我

要咬牙挺住，哪管什么退路！”倔强的何
莹莹把训练中的感受写进歌词，不断为
自己鼓劲。那段时间，她在完成连队规
定的训练内容外，还自我加压，每天晚
就寝前坚持俯卧撑、仰卧起坐等锻炼。

新兵连的日子里，何莹莹不仅用自
己的行动感染着战友，也用擅长的“说
唱”鼓舞着大家的士气。“闪耀的青春，
阳光下凝聚。巾帼女兵最优秀，面对困

难不低头……”伴着嘹亮的歌声。何莹
莹和战友们在训练场上摸爬滚打。新
兵结业考核时，她们的总评成绩全部达
到优秀。

新兵下连后，何莹莹成为一名通信
兵。同样爱好音乐的指导员张博鼓励
她说：“听说你喜欢‘说唱’，业余时间，
可以把我们的军营生活写进歌里嘛，创
作一些‘兵味说唱’。”

从此，连队生活的点点滴滴，就成
了何莹莹创作的源泉。
“呦呦呦，武装五公里，肌肉在颤

抖，汗水在闪烁……”训练间隙，战友们
围坐在一起，何莹莹一段激情飞扬的即
兴“说唱”，为官兵带来了欢乐。“军营
美食味道赞，不亚于凡凡的大碗宽

面……”到炊事班帮厨，锅碗瓢盆叮咚
作响，何莹莹凭感觉配合着打起节奏，
哼唱起“后厨协奏曲”。

渐渐地，不少战友也喜欢上这种欢
快又贴近生活的音乐。战友慕名前来
拜师学艺，何莹莹都爽快答应。在连队
的支持下，由何莹莹牵头的“说唱”小组
正式成立。业余时间，何莹莹耐心为大
家传授“气息”“节拍”“声调”等“说唱”
技巧，和战友们一起研究具有“兵味”的
歌词。如今，和何莹莹一同表演的战友
已越来越多。她们的表演成为连队业
余文化生活中的一道风景。

“说唱”节拍
■陶 磊

训练之余，何莹莹为战友们带来一曲《军营说唱秀》。 陶 磊摄

连队文艺范

一支小小的电烙笔，不使用任何颜
料，却能在木板上展现层次丰富、错落有
致的绘画之美。走进第 78集团军某旅
勤务保障营修保间，墙壁上悬挂着许多
幅烙画作品：步战车驰骋沙场，坦克瞄准
靶位……棕褐色的线条简洁明快，轻重
交错地勾画出武器装备的立体感，烘托
了练兵备战的氛围，令官兵啧啧称赞。

这些烙画作品出自该旅修理一连中
士尚策笔下。入伍前，尚策从未接触过
烙画。上等兵时，营里组织“中国梦、强
军梦、我的梦”特色文化作品创作活动，
尚策的心思开始活络起来。他向家人求
计问策，得到了大力支持。从事烙画工
艺品制作的姑姑给他寄来一只可调温度
的电烙笔和几个烙画葫芦。“火与木”的
结合竟有如此魅力。第一次看到妙趣横
生、浓淡虚实的烙画作品，尚策就对这种
独特的艺术形式产生了浓厚兴趣。

刚开始烫制烙画，并没有尚策想象
的那么简单。烙铁的温度、下笔的力
道、材料的特质，要经过反复摸索试验
才能熟练掌握。对于绘画功底薄弱的
尚策来说，最初只能采取拓稿、临摹的
方式进行创作。业余时间，战友们常会
看到尚策手拿电烙笔，对着一个葫芦或

者一块木板眉头紧皱，身边还堆放着烫
焦的木制品。

戒除浮躁，耐得住寂寞，方能等到花
开。3个多月过去了，一幅栩栩如生的
猛士越野车烙画，摆在了作品参展台
上。作品尽管还存在着轮廓不清晰、色
泽不饱满等瑕疵，但依然赢得了全营官
兵的好评。

尚策转为士官后，以军营生活为素
材，创作了近百幅烙画，很多作品被退伍
老兵收藏留作纪念。每次休假回家，他
总会拿着自己的作品向名师请教，钻研
润色、烫刻、细描、烘晕等烙画技法。休
息时间，他慢慢勾勒烙画的细节，在构
图、布势、留白等视觉审美上，逐渐形成
了自己的特点。2019 年，在集团军“庆
祝新中国成立 70周年作品展”中，他凭
借一组展现部队从老式战车到新式战车
换装历程的烙画作品，获得了优胜奖。

文以载道，画以言志。一幅幅贴近
官兵生活的烙画作品，凝聚着尚策对军
营的热爱。这段时间，尚策准备结合主
题教育活动、野外驻训等内容创作一组
烙画作品。他说：“火热的军营生活，给
了我很多灵感。战友们喜欢我的烙画作
品，就是我坚持创作下去的动力。”

烙 笔 流 韵
■左 涛 夏董财

密林奇袭
作者：余海洋

这幅摄影作品展

现的是，武警特战队

员山林地反恐综合演

练中的一幕。拍摄者

在狙击小组演练的运

动过程中，用追焦的

方法，记录下队员奔

跑的动态效果，突出

了演练中激烈紧张的

实战氛围。前后两人

的虚实结合，给画面带

来一种神秘感，既突出

了人物主体，也体现出

狙击小组队员间的默

契配合。

点评：雷晓红

马里最热的地方要数加奥地区。
每年进入 5月，这里的气温陡然上升
到 40℃以上，最高时可达 50℃。中
午，刺眼的阳光直射下来，明晃晃地
让人睁不开眼，就连鸟儿也躲在树荫
下避暑。然而这时，却有一种神奇的
小花，迎着骄阳开得格外艳丽。
“太阳花”是维和队员们为它取

的名字，因为它总是在太阳升起后
才会张开花瓣，待到太阳落山前又
把花瓣闭上。那鲜红的花朵愈是在
阳光猛烈的时候，愈发绽放得娇艳
夺目。

地处撒哈拉沙漠南缘的加奥地
区，自然环境恶劣，干旱炎热是这里
最显著的气候特点。因为缺水，植物
生长困难。不知是哪一批维和队员最
初发现的“太阳花”，引入到营区里，
作为绿化环境的植被。
“太阳花”看起来太弱小了，一根

根翠绿的茎秆，长不过尺，茎秆自下
而上均匀分布着长条状的叶片，叶片

上有厚厚的角质层来锁住水分，生长
一段时间后便会分出细叉。它贴着地
面生长，连成一片一片，遮盖住红色
的沙土地。

队员们发现“太阳花”很容易成
活，只需要随便掐下一段，用筷子在
地上插个洞放进去，既不用松土，也
不用施肥，浇上一点水，第二天便能
看到它随风摇曳的翠绿身影。大概是
因为知道生存条件恶劣，“太阳花”
从来不挑生长环境，无论是在房前屋
后的阴凉处，还是路边空地的烈日
下，只要有一点机会，它便努力地扎
根生长，隔几天就会在茎秆顶端开出
一朵娇艳的红色花朵，让你不得不去
注意它。
“太阳花”总是长得很快，不停地

扩张着自己的领地。可是那土地太贫
瘠，红色的沙土里混含着黑色小石
块，仅依靠队员们每天给它浇灌的一
点水分，无法满足它肆无忌惮地野蛮
生长。有时候，“太阳花”会突然枯萎
掉一大片，但是你不必担心，重新剪
下一段种在那里，过不了半个月，就
又是一片茂密的花地。

说来也奇怪，原本寸草不生的土

地上因为有了“太阳花”的存在，
也开始有野草冒出来。光头稗、狗
尾草、马齿苋和“太阳花”争夺着
生存空间。“太阳花”似乎并不在
意，各种花草就这么相安无事地各
自生长。因为缺少青菜，有的队员
嘴 馋 了 ， 偶 尔 会 在 成 片 的 “ 太 阳
花”丛间寻找马齿苋，掐下一把用
清水焯了，放上蒜蓉、盐、香油一
拌，那味道似乎还不错。可惜马齿
苋 永 远 都 没 有 “ 太 阳 花 ” 生 长 得
快，也开不出鲜艳的花。

现在，在联合国马里综合稳定特
派团中国维和部队营地，到处都能
看到“太阳花”，一片片的花地成为
一道难得的风景。维和队员们一批
批地来，又一批批地走，那朵朵迎
着骄阳绽放的小花眼下是队员们与
祖国相隔万里时的精神慰藉，也许
还将成为大家在未来很多年后的美
好记忆。有维和队员说：“你看它多
顽强，无论是 50℃的高温，还是遮
天蔽日的撒哈拉沙尘暴，都不能摧
毁它。它总是珍惜每一个存活的机
会，即使在这么恶劣的环境里，也
要努力开出花来。”

维和营地的“太阳花”
■张铁梁

迷彩芳华

兵 漫

切忌眼高手低
■建 龙

1. 学习卫生与救护课目。

2. 脑子：“没问题，一看就会。”

3. 手：“怎么包来着？”

尚策正在创作烙画。 刘嘉琪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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