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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温经典 感悟初心

艺 境

阅图

革命战争中的文艺，历来都是激励
战士冲锋的号角和战鼓。

抗美援朝，是新中国成立后我军进
行的第一场出国作战，也是我军与强大
的帝国主义军队进行的一场保家卫国的
反侵略战争。这场战争，同样是对我军
文艺队伍的一次考验。响应党中央的号
召，大批文艺工作者踊跃奔赴战场，到战
火中去写作，到一线火热的战斗生活中
去写作，去讴歌我们的英雄，赞颂我们的
士兵，为部队鼓士气、壮军威，创作出众
多无愧于英雄时代的精品力作。

这一时期，电影、电视剧、小说、诗
歌、戏剧、散文、报告文学等各文艺门
类，都诞生出一大批脍炙人口的作
品，成就了人民军队文艺史上辉煌的
篇章。比如，在战火中创作的《中国
人 民 志 愿 军 战 歌》《谁 是 最 可 爱 的
人》，由巴金创作、以英雄人物真实故
事为底本的小说《团圆》，并在后来改
编成电影的《英雄儿女》，等等。这些
作品至今魅力不减，成为革命英雄主
义和爱国主义教育的生动教材。

一

“到一线去，到战壕去，到火热的
战士生活中去”，在抗美援朝战争一
开始，这就是广大文艺工作者响亮的
口号。文艺工作者到战壕去写作，并
非始于抗美援朝战场。1942 年，毛泽
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
表后，军事文艺呈现出一派蓬勃发展
的 新 气 象 。 贺 敬 之、刘 白 羽、贺 绿
汀、魏巍等文艺工作者掀起了写士
兵、写前线、写胜利的创作热潮。一
大批带着浓浓硝烟味的优秀作品成
为振奋军心士气的进军号角。待到
抗美援朝战争打响，一批优秀的文艺
工作者，继承革命战争年代军事文艺
工作者的战斗作风，立即像战士一
样，奔向战场。到前线去，到士兵中
去，到战壕里去，是当时文艺工作者
共同的愿望。

二

说抗美援朝时期的军事文艺，老

作家魏巍是必要细谈的重要作家。
1951 年 4 月 11 日，《人民日报》刊发了
一篇战地通讯。毛泽东阅后批示：“印
发全军”。朱德读后连声称赞：“写得
好！”什么样的文章能让党的领袖如此
夸赞？这就是作家魏巍的文章《谁是
最可爱的人》。这位曾亲历抗日战争、
解放战争的作家，经历过一次次战火
的考验，奠定了牢固的思想基础。到
一线去、到战壕中去，是这位作家一贯
坚守的创作原则。这篇感动了毛泽
东、朱德和全国人民的《谁是最可爱的
人》，就是他在朝鲜前线采写的作品。
这篇作品曾选入中小学课本，影响了
几代中国人。最可爱的人，也成为人
民解放军的代称。

一篇文章，在人民群众中产生这
样大的影响，在整个中国文学史上也
是为数不多的。魏巍在抗美援朝出国
作战期间，曾三次赴朝鲜采访写作，亲
身经历了战火硝烟的洗礼，用饱蘸深
情的笔触，写出了大量脍炙人口的战
地篇章。如《朝鲜同志》《汉江南岸的
日日夜夜》《年轻人，让你的青春更美
丽吧》等。在这些作品中，作家用深情
细致的笔墨写了一位又一位朝鲜战场
上普通的指挥员。这些文章，不仅激
发了前线指挥员的战斗精神，也给全
国人民以极大鼓舞，大批青年正是怀
揣着《谁是最可爱的人》踊跃报名，奔
赴朝鲜前线。人们通过这些文章，认
识了那些平凡又伟大的人。他们中有
的人牺牲了，连名字也没有留下，但他
们的英雄壮举，却深深留在了人民心
里。在这些作品中，处处彰显着人民
军队对党的坚定信仰，对党中央的衷
心拥护。

正是有魏巍这样优秀作家的引
领，更多作家奔赴朝鲜战地采访创
作，一批优秀作品相继推出。著名
作家巴金根据战斗英雄赵先有的事
迹创作了小说《团圆》，在部队上下
反响强烈。后来，根据小说改编的
电 影《英 雄 儿 女》也 被 称 为 新 中 国
电影史上的精品佳作，至今常演不
衰 ，成 为 鼓 舞 军 心 士 气、宣 传 英 雄
主义精神的名作。作品所呈现的，
以王成为代表的志愿军英雄群像，
成为人民了解军队、认识英雄的经
典画面。

三

纵观抗美援朝时期的文艺创作，一
个重要的经验就是那些为人民群众喜爱
的作品，不是作家躲在阁楼里冥思苦想
的结果，而是在战场一线的深刻体验。
比如《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的创作。这
首歌的词作者是志愿军炮一师的一名基
层指导员，名叫麻扶摇。出征前夕，连队
召开誓师大会，他写好出征誓词后想着
应该再写点什么。写什么呢？他想到了
百万雄师过大江的画面，想到了在鸭绿
江边千军万马集结的场面。“雄赳赳,气
昂昂，跨过鸭绿江”几句词跳进他的脑
海、落在了笔端，受战士们爱国主义精神
感染，他又写下“保和平，卫祖国，就是保
家乡……”第二天，麻扶摇把改定的词作
为誓词导言抄写在连队黑板报上。连队
粗通音律的战友很快为之谱了曲。这
样，一支由士兵创作的歌曲，被炮兵连的
战士们唱着过了鸭绿江。

让麻扶摇没有想到的是，新华社记
者陈伯坚在连队采访时发现了这首词，
他仅改了几个字，便寄回国内发表在《人
民日报》上，立即在社会上产生极大反
响。时任文化部艺术局副局长的音乐家
周巍峙为之谱了曲，而后署名“志愿军战
士词，周巍峙曲”，再度发表在1950年 11
月 30日的《人民日报》上。后来，这首歌
被定名为《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唱响
了全国。在 50年代初，大江南北传唱着
这首战歌的雄壮旋律。到了 1954年，全
国群众歌曲评奖中，有关部门几经辗转
查找，才找到了这首歌的词作者麻扶
摇。这首红遍大江南北的歌曲是军人麻
扶摇创作的第一首歌曲，也是他一辈子
创作的唯一一首歌。最优秀的作品，必
然产生于火热的生活中。在麻扶摇看
来，是千军万马跨过鸭绿江的雄壮场面，
是战友们奋勇奔向前线的豪迈激情，使
他这个从来不会写诗的军人产生了创作
的冲动。那些词句，就像是从心里自然
流淌出来的一样，那么朗朗上口，那么抒
情达意。他更没有想到，他写的这唯一
一首歌词，成为了军歌中的经典。

抗美援朝题材的文艺创作，是军事文
化在多个领域的全面收获。在电影方面，
比如人们耳熟能详的《英雄儿女》《上甘岭》
《奇袭》《铁道卫士》《三八线上》《打击侵略

者》等。这些作品，或者以高昂的英雄主义
基调，记录了英雄人物的英勇悲壮；或者以
强烈的抒情和纪实，记录了中国人民响应
党中央号召，举国上下力战强敌的决心和
勇气。在电视剧方面，如《抗美援朝》《三八
线》《毛岸英》等，都以磅礴的气势，反映了
这场气壮山河的战争。除此之外，以抗美
援朝为题材的歌曲，也受到人民群众的喜
爱。如《我的祖国》《英雄赞歌》《中国人民
志愿军战歌》等，不仅以铿锵的旋律鼓舞着
亿万人民奋发前进的脚步，也激发着一代
又一代中国人的爱国情怀。

抗美援朝时期，新中国刚刚成立，伴
随着共和国的礼炮，一场捍卫祖国安全的
战争打响。对于刚刚迎来新中国成立的
中国人民来说，这是一个充满激情的年
代。因此，即使是在炮火纷飞的战场，诗
歌创作是整个文艺创作中不可忽略的重
要部分。大量由战士书写的作品，反映了
炽热的战地生活，给战争中的指战员们以
激励和鼓舞。一些由著名诗人创作的作
品也成为记述战争的经典。比如，诗人未
央的《枪给我吧》尤其感人。作品记述了
上甘岭松骨峰战斗中一名牺牲的战士，牺
牲后还紧紧把枪抱在怀里。打扫战场时，
战友怎么也掰不开他抱枪的手。诗人写
道：“同志，松一松手，把枪给我吧……/红
旗插上山顶啦，阵地已经是我们的。想起

你和敌人搏斗的情景，哪一个不说：老张，

你是英雄！/看你的四周，侵略者的军队，

被你最后一颗手榴弹炸成了肉酱。/你的

牙咬得这么紧，你的眼睛还在睁着，莫非

为了你的母亲放心不下？我要写信告诉

她老人家，请答应我做她的儿子。/莫非

怕你的田地荒芜？你知道，家乡的人们，

会使你田园的禾苗长得更茁壮。/不是，

不是！我知道你有宏大的志愿。你的枪

握得多紧，强盗们还没被撵走，你誓不甘

心……/松一松手，同志，是同志在接你的

枪！枪给我吧，让我冲上前去，完成你未

尽的使命！”这样催人泪下的诗句，一下子
把战场上一个极为感人的画面展现在读
者面前。让人在热血偾张的同时，一种英
雄情怀油然而生。

抗美援朝时期，那些经典的文艺作
品为我们的民族留下了深刻的精神记
忆。今天，那些动人篇章仍然让我们心
潮涌动，豪情满怀，也激励着新时代的
军事文艺工作者，在新的征程上写出更
加振奋人心的时代乐章。

抗美援朝题材经典军事文艺作品——

在战火中刻写民族品格
■陈先义

近日，以“共和国勋章”获得者、“中

国核潜艇之父”黄旭华为故事原型的话

剧《深海》，在广州友谊剧院隆重上演。

作品讲述了黄旭华隐姓埋名三十载，带

领我国核潜艇研发团队，呕心沥血打造

国之重器的故事，展现了他无怨无悔、为

国奉献的精神品质。该剧人物刻画真

实、情感表达生动自然，是一部艺术品质

上乘的佳作。

《深海》在结构方式上打破了常见

的线性叙事模式。作品围绕核潜艇深

潜300米极限试验展开，穿插回顾了黄

旭华人生中富有意味的重要生活片

段，艺术再现了他从接受核潜艇研发

任务，到出色完成使命所经历的故

事。整部作品节奏紧凑、扣人心弦，成

功塑造出黄旭华历经坎坷，始终初心

不改、坚定信仰，为我国的核潜艇事业

奋斗终生的感人形象。令人称道的

是，作品将黄旭华的个人命运同时代

背景有机结合，使作品具有鲜明的时

代特征和思想意涵。

《深海》的成功之处还在于对人物情

感的生动呈现。黄旭华与妻子李世英相

守相知，共同走过风雨。当妻子得知丈

夫要跟随核潜艇下水做风险极高的深潜

试验时，两人产生情感的“交锋”。黄旭

华对事业的尽职尽责，妻子对丈夫的担

忧牵挂，构成了至情至性的戏剧力量，使

剧作自然而有深度。“苦干惊天动地事，

甘当隐姓埋名人”，黄旭华30年难以回

老家探母。当30年后母子相聚时，黄旭

华拿着母亲当年送他的一把银梳子，轻

轻地为母亲梳理白发。那一刻，似乎人

生的无尽滋味，都集于那让人落泪的细

节之中了。

剧名“深海”也大有深意。观众从

剧中深切体会到的“深海”，不仅是一

个物质空间概念，更是对人物内心世

界的不断深入。“深海”既代表着主人

公施展抱负的广阔天地，也是人心和

命运的深海。在黄旭华拼搏奋斗的前

行之路上，并非一帆风顺，亦有急风巨

浪，磨难和挫折。然而艰难困苦，玉汝

于成，作品通过对主人公艰苦卓绝的

奋斗与跌宕起伏命运的刻画，更加彰

显出他高尚的人格魅力，使观众从中

获得巨大的感染、启示与激励。这也

是作品得以凸显其思想分量和艺术价

值的地方。

在深入生活、用心打磨剧本的同

时，作品的创作者还充分调动融合多种

舞台艺术手段，来丰富舞台表现形式，

以增强剧作“同频共情”的艺术魅力。

写实与写意相结合的舞美设计，以及象

征核潜艇的椭圆形空间，都为演员表

演、人物刻画营造了适宜的氛围。音乐

对剧情的展开、气氛的渲染和意境的构

成起到了良好的烘托作用。从而使这

部传记性剧作所塑造出的人物形象，既

可敬、可佩，又可亲、可信，能够真正走

入观众的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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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丰富官兵文化生活，北京某预备
役团组织官兵利用业余时间开展丰富多
彩的群众性读书活动，收到良好效果。

该团在活动中广泛征集官兵意见，
采购了一批体现家国情怀、反映我军战
斗精神、弘扬中华传统文化的书籍。战
友们根据自身实际拟定读书计划，并互
相分享自己的读书心得。团政治工作处
还安排机关干部担任导读员，定期组织

读书分享活动，交流学习体会。
“过去，官兵在业余时间更喜欢

上网，开展读书活动是希望营造更加
浓厚的读书学习氛围。”该团领导介
绍说。

在团里组织的“述说责任担当，
致敬心中榜样”红色故事会上，以往
从不敢登台讲话的下士邱昌海引经据
典，侃侃而谈。他说：“以前不敢发
言，很多时候是因为自己知识面太
窄，说出来怕别人笑话，现在从书上
学到很多知识，很多内容深深打动了
我，就想跟大家一同分享。”

书香润兵心
■刘 烊 梁改革

这是两名武警特战队员

在进行攀登比赛的场景。整

幅作品以剪影的方式呈现，

构图简洁，大面积留白，并

将两名特战队员定位在“黄

金分割线”的位置，使主题

更加突出，凸显了特战队员

矫健的身姿和奋力拼搏的战

斗精神。

点评：雷晓红

攀 登
■摄影 余海洋

甲：有个战士叫小李，训练工作都
积极。大学读书整四年，参军入伍把梦
圆。

乙：小李的爷爷是红军，曾在战场
立功勋。他来当兵保家国，爷爷动情对
他说——

甲：你马上就要到部队，不能怕苦
和怕累。什么事情都要会，可不能给连
队拖后腿。

乙：爷爷您就放心吧！
甲：红军传人要记住，争取早日把

党入。
小李牢记爷爷话，训练积极常被

夸。
乙：短短仨月已过去，下连才是重

头戏。连队生活节奏快，训练公差和勤
务。

甲：小李感觉真是累，辗转反侧难
入睡。

乙：我是人也累心也累，浑身上下
要崩溃。工作错、训练错，整天都要被
数落！

甲：班长看事不太妙，把他找来细
细聊。

小李啊，最近是不是有什么心事？
乙：报告班长，我就是压力有点儿

大。
甲：你现在才压力大啊，我新兵连

还哭过鼻子呢。
苦不苦，想想长征两万五，你得向

你爷爷学习啊！学生气息要磨砺，烈火
才能铸好钢。顶天立地男子汉，哪能让
困难打趴下？

乙：班长，我明白了。擦干眼泪继
续干，革命前辈做榜样。

甲：小李整装再出发，嘱托牢牢记
心上。

队列树起好形象，百步穿杨才叫

棒。400米障碍快如风，苦练本领猛冲
锋。

乙：这次驻训任务重，小李咬牙带
头冲，脏活累活抢着干，连队里面是模
范。

甲：小李被夸不骄傲，踏踏实实继
续忙。谦虚学习老班长，提高能力一面
当。

大家点头齐称赞，是积极分子的好
榜样！

乙：连队因此破了格，让他火线入
了党！

合：看小李，学小李，入党先要入思
想。党的教导记心中，使命责任肩上
扛。本职工作要做好，大项任务能顶
上。训练场上不怕苦，沙场之上把剑
亮。牢记党员冲在前，强军路上创辉
煌，创辉煌！
（创作：黄心宇、周格格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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