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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日来，火箭军某基地文艺轻骑队
深入一线，为官兵送上一场场慰问演
出，赢得任务部队官兵阵阵喝彩。

一

清晨，西北大漠。
文艺轻骑队的队员们刚到驻地，便

赶往某旅伪装网下的任务区准备首场
活动。

战地旋律，格外嘹亮。“准备打仗，
准备打仗/一声令下风雷动/准备打仗，

准备打仗/一往无前立战功”，队员李乐
天、马望的一曲《准备打仗》，铿锵有力，
引来全场同唱，浓郁的战斗豪情感染了
现场官兵。

舞台不一定要“声光电”俱全，透过
伪装网的点点阳光是最好的“舞美”，野
战营区内的一片空地就是最佳“舞台”。
看过演出的官兵都说，队员们歌声中洋
溢着战斗气息，节目中激荡着向战豪情。
“把舞台搭在伪装网下，把活动送

到任务一线，才能知道演出是否被官兵
认可，是否保障了战斗力建设。”该基地
领导说道。

正在执行任务的某营驻扎在戈壁
滩深处。听说有演出队要来，营长长武
锋担心野外环境较差，队员的身体吃不
消。“我们都是战士，我们可以随队出
征！”队员们回应道。随后，这支文艺轻
骑队连续急行军 11个小时，直奔任务一
线。他们不用伴随保障，一切自己动
手，没有演出场地，就以沙丘为舞台，没
有音响设备，就放开喉咙歌唱。官兵看
完演出后感叹：“来了就演、演完就走，
演出节目精彩，工作风风火火，真是一
支战斗的‘文艺轻骑队’！”

二

“喜欢看什么样的节目？”“喜欢什
么样的文化活动？”巡演中，队员们坚持
“官兵第一，服务至上”，秉持着边慰问
演出、边业务带教、边采风创作的理念，
深入任务一线捕捉细节、升华灵感、创
作精品。巡演下来，节目单先后被调整

了 5次，不少节目都是在与一线官兵的
交流中获得的灵感。

宿舍里、路途中、餐桌上，队员们一
有空闲时间就围坐一起，听取基层官兵
对创新演出形式、提升演出效果的意见
建议，并对相关作品进行修改完善，以
此提高演出“含金量”。

在某深山阵地演出间隙，他们创作
排演小品《等待烽烟》，紧贴官兵枕戈待
旦的战斗生活，用小故事讲大道理，激
励官兵练兵热情。深夜入驻某演练现
场，目睹官兵跨昼夜火力突击的壮观情
景，他们将所见所闻加入群舞《练为
战》，铿锵舞步里彰显官兵血性虎气。

从官兵中来，到官兵中去，才能拨
动官兵心弦、引发共鸣。“这一个个节
目，简直就是为我们这个小点位量身打
造的！”看完演出后，下士郭长峰说。

那天，演出刚刚结束，保障设备已
经撤场。还没来得及登车的队员们，又
为因担负战备值班任务未能观看节目
的官兵献上“专场”。没有灯光、音响，

演出队员依然热情高涨。5名声乐演员
在没有扩音设备的情况下歌唱着，官兵
点啥就唱啥。手风琴悠扬的琴声和美
妙的歌声交织，小小的板房顿时化为音
乐的海洋……这样的场景，在巡演路上
时常可见——只要有官兵因故错过观
演，小分队都会克服困难，采取贴合实
际的表演形式为他们开设“专场演出”。
“这次演出，不仅是内容上有创新，

复杂困难的保障条件，也为我们如何在
任务一线开展文艺演出带来了更多思
考。”文艺轻骑队负责人李振怡说。

三

歌声是抵达心灵的路。在某旅阵
地，队员李乐天一曲《有咱就有发言权》
唱罢，该旅下士魏百顺上台献花，并激
动地说：“歌里唱出了我们在这里坚守
的意义！”
“雪峰巍峨的轮廓/印刻你的脸庞/

戈壁雄浑的线条/映射你的戎装”，舞台
上，一曲独唱《守在高原的你》，歌词隽
永、曲调悠扬，沁人心脾。“你们为了使
命，枕戈艰苦前线、守望祖国天疆，让我
们敬佩！让我们感动！”队员于程一的
话，引发队员们强烈共鸣。

演出最后，现场官兵齐唱《高原火
箭兵进行曲》。嘹亮的歌声、坚定的誓
言，回荡在大漠上空，也回荡在官兵的
心胸。

讲的是战斗故事，唱的是共同心
声。这支文艺轻骑队传递一路感动，奉
献一路真情。“驻训一线、任务前沿是战
斗的地方，文艺演出要注重激励部队军
心士气，并且要做好配套活动，让文艺
工作更好地向战斗力聚焦。”该基地政
治工作部宣传处副处长王亮介绍，他们
此次慰问演出，还遴选了基地部分优秀
“四会”政治教员、心理骨干一同前往，
开展理论辅导、思想解惑、心理巡诊，充
分发挥文化育人作用，为一线部队火热
的练兵实践添翼助威。

慰问演出到一线
■莫珀滔 本报特约记者 岳小琳

文艺轻骑队风采录

1943年 3月上旬的一天，我们一师
服务团 10个青年文艺兵，刚从苏中渡江
南来，正在行军。天快黑透时，大家到
达了溧水县的一个宿营地。只有一间
房子，大家便抱来稻草，打起通铺，男女
同志分开，挤着住下来。那几天没有演
出任务，大伙儿都觉得这是长期战争生
活中难得的一次“享受”。一个个把背
包解开，躺在草铺上，伴着那一晃一晃
的微弱烛光闲聊起来。

第二天，从老乡那里打听到，我们住
的村庄，属于溧水县新桥区，靠近石臼
湖。我老家在苏北平原，从小喜爱山和
水。一吃过中午饭，我便约了几位同志
来到了湖畔。这天，天气晴朗，风和日
丽，只见天水相接，茫茫一片。春风吹拂
着湖边的青草，湖面荡起了层层波浪，成
群的野鸭振翅飞翔，渔帆排列成行。好
一幅大自然的美丽图画！

石臼湖是劳动人民美丽的家乡。
可是眼下日伪军和国民党反动派互相
勾结，疯狂破坏我们的敌后根据地，我
们正处在抗日战争最艰难的时期。但
我坚信，有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总
有一天，我们会把民族敌人和反动派统
统打倒，让人民过上自由的生活，唱起
幸福的歌儿……面对这水天一色、渔帆
点点的湖面，想着正处于水深火热的人
民群众，我不禁触景生情，便顺手捡起
一块贝壳，在沙地上写下了《石臼渔歌》
的歌词：
“天苍苍，水茫茫，石臼湖上是家乡。

野鸭满天飞哟，渔帆列成行。年年辛苦年

年饥，捉条鱼儿饱肚肠。划哟划哟，划哟

划哟，日出一斗金哟，胜过万担粮啊！我

们生活在湖上，我们战斗在湖上……天苍

苍，水茫茫，石臼湖上是家乡。家乡处处

起歌声，唱到东方现朝阳。”

我在湖边写歌的事，不知怎么被涂
克同志晓得了。涂克，原是新四军战地
服务团绘画组的老同志，不但擅长作
画，而且善于作曲。他创作的《吃菜要
吃白菜心》和《当心鬼子来抢粮》，是两
首脍炙人口的好歌。他当时正在一师
政治部宣教部负责文艺工作，是和我们
一起过江来的。他要我将歌词默写出
来，拿给他看。看了歌词后，他很高兴，
高声朗诵起来，并说：“写得好，有生活，
乐感强！”他经过连夜“突击”，很快就谱
好了曲子。从此，“天苍苍，水茫茫，石
臼湖上是家乡”的歌声，很快在部队和
群众中传唱开来。十六旅四十六团经
常活动在石臼湖周围，保护渔民打鱼，
指战员们对石臼湖怀有特别深厚的感
情。那时，涂克同志和我正在这个团。
在一次全团的干部会议上，同志们要求
我俩合唱了这首歌。我们虽然唱得不
好，却赢得了热烈的掌声。后来，在部
队集合或开会时，大家经常唱这首歌，
有时候团长、政委还带头唱。

我写这首歌词，是即兴创作，没有
想到谱唱，更没有想到会在部队和群众
中流传。这一年秋天，我回到苏中二分
区时，发现《石臼渔歌》已经飘过长江传
到这里来了。1944年 8月，二分区文工
团成立，团员们要我教唱的第一首歌，
便是《石臼渔歌》。1946 年 10 月，我在
八纵队七〇团工作时，有些来自江南溧
水、溧阳、高淳等县的干部战士也会唱
这首歌。全国解放后，涂克同志曾来信
讲起，上海市于 1950年组织不少知识分
子到江南参加土地改革，当他们在溧水

和高淳一带农村听到群众唱起悠扬的
《石臼渔歌》时，感到很惊奇，没想到群
众这么喜欢这首抒情歌。

1980年 1月，高淳县文教局同志为
了收集抗日战争的历史材料，来信向我
索取《石臼渔歌》。我怎么也回忆不全，
身边保存的手抄稿，也早已散失。不得
已，只好写信给当时任广西文联副主席
的涂克同志和过去爱唱这首歌的老战
友，请他们帮助回忆。我几经校对，才
把这首歌的词曲按原始面目记录下来，
后来将其发表在 1985年第 5期《江苏音
乐》上。

说来也巧，1987 年，涂克同志在江
苏美术馆举行个人回顾画展，我们有机
会见面。关于《石臼渔歌》的创作情景，
自然成了我们久别重逢谈起的话题。
在画展期间的一次座谈会上，美术馆馆
长徐天敏同志来了个“突然袭击”，指
着我和涂克向大家介绍说，“他俩就是
《石臼渔歌》的词曲作者”，并带头鼓掌
欢迎我俩演唱。我做梦也没想到，44年
后，在南京，我俩能又一次登台合唱这
首歌。两个老头子，两副破嗓子，事先
又毫无准备，唱起来难免有些不合拍。
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博得了“理解”的掌
声，为座谈会增添了活跃的气氛。

这首歌曲为什么受到欢迎、得以流
传呢？我那时就想过，不是因为歌曲写
得怎么好，而是在那艰苦的环境里、残
酷的斗争中，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部
队的干部战士和根据地人民渴望自由
幸福、建设美好家园的心愿，满足了他
们精神生活的需求，抒发了他们的内心
感情。

1990年 5月，我们几个新四军老战
士，前往茅山，参观新四军抗日斗争历
史陈列馆。当车将行驶到溧水县时，我

的心情很不平静。思绪随着那转动的
车轮，似乎又回到了阔别 47年的石臼湖
畔。参观陈列馆后，我们登上了茅山之
巅。站在耸立的“三天门”前，极目远
眺，无限风光尽收眼底。这时，令我心
驰神往的还是石臼湖，她好像一颗璀璨
的明珠镶嵌在江南的大地上。我仿佛
又看到了那明镜一般的湖水和富饶的
渔乡，耳边又隐约听到了处处唱起新的
渔歌。我深深地眷恋着那湖水、渔帆，
更难忘那艰难岁月中火热的青春和战
斗的集体……
（易之根据作者1990年5月的回

忆文章整理，有删减）

石臼湖畔的歌声
■孙海云

跳伞，是我们空降兵的“必修课”。

当军校毕业分配，我选择来到英雄的空

降兵部队时，就梦想着能早日拥抱蓝

天。可是人生往往就是“理想很丰满，

现实很骨感”。

来了空降兵，我才知道什么叫“三肿

三消，才上云霄”，才知道想要拿到“蓝天

通行证”，有多不容易——不光要过好体

能、技能、心理三道关，而且从地面到上

天、从上天到“飞天”，只给了我们这样的

跳伞“小白”1个月的训练时间。

我还记得，集训中自己第一次爬到

8米高模拟架上的情景。随着高度的

上升，我感到心跳在不断加快。当站到

跳台边上时，我的心跳得就像擂鼓一

般，双腿也不听招呼，打起哆嗦来。台

下战友大喊着为我加油打气，我定了定

神，“算了，跳吧……”我心一横，颤颤巍

巍就跳了下去，完全忘记了正确动作。

那次出糗，让我成了集训队的“名

人”。我从 8米高的地方都不敢往下

跳，啥时候敢挑战千米高空？在我不

知道怎么办才好的时候，班长带我来

到上世纪50年代建起的那座伞塔下。

他语重心长地跟我说：“当年缺少训练

飞机，前辈们就是爬上伞塔来练习跳

伞的。咱们部队仅仅组建11天，就实

现了飞机跳伞。空降兵，就要有奋不

顾身的勇气。跳一次不成，就跳两次，

勇敢点！”

听完班长的话，一股力量在我的心

中升腾起来。回到训练场，我选择从零

起步，自己跟自己比赛。跳台从1米升

至2米、5米、8米……一次次跳下，就是

一次次自我突破。

用正确的动作跳离飞机，是跳伞安

全最关键的一环。这个简单的离机动

作，需要我们在地面上练习百次千次，

进而形成肌肉记忆才行。可能是因为

身体不协调，我的离机动作总是不合

格。眼看跳伞日渐渐临近了，我自觉地

加入了加班加点的“突击队”。有一天，

已经凌晨1点了，我们还在一遍又一遍

地跳离机动作。就这样，弓着身，从模

拟飞机上跳下，全身缩紧，落在跳垫

上。一次，不合格，再来一次……

苦心人，天不负。在自己的刻苦努

力和大家的帮助下，我的各项考核都合

格了，拿到了“蓝天通行证”。终于，跳

伞日来了，我怀着激动又豪迈的心情走

上了飞机。从千米高空一跃而下，那感

觉，爽！看呐，身边的白云像袅袅炊烟，

远处的群山绵延苍茫，脚下的河流碧绿

如练。果然，人只有经历了磨难与奋

斗，才能收获最真实的幸福。

“战歌如雷，马达怒吼，英雄的空降

兵飞向敌后……”这首豪迈的《空降兵

战歌》，是我最喜欢的一首歌。它曾经

给了低谷状态的我非常大的勇气，也激

励着我克服一个个困难，让我的伞花一

次次绽放在蓝天高空。

人生没有一帆风顺，成长的过程肯

定会遇到许多挫折和挑战。但是，我坚

信，只要我们有奋不顾身的勇气，敢于

直面挑战，挑战就会变成成功的垫脚

石，我们就一定能遇见更强大的自己，

拥抱更广阔的蓝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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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广西南宁警备区组织“热血
后浪 青春报国”国防教育主题文艺晚
会，通过精彩纷呈的文艺表演，抒写青
春责任担当，展现从军报国情怀，感召
莘莘学子携笔从戎。

晚会由“青春”“国防”“使命”3个
篇章组成，兵味、战味浓郁。“青春篇”以
舞蹈及表演唱《国家》活力开场，将青春
洋溢的蓬勃朝气与爱国爱家的家国情
怀有机融合，凸显新时代青年的理想追
求。“我们从少年走向青年/成人礼上我
们选择了戎装”，诗朗诵《军的赞礼》开
篇点题。艺术家以沙为墨，用沙画为军
营写意。4位朗诵者声情并茂地礼赞
军旅生活：“也许昨天还是父亲为你壮
胆，教你怎样成长/但今天节奏紧凑的
生活将使你如铁似钢……”

舞蹈《乘风破浪》为晚会“国防篇”
开篇，召唤热血青年逐梦强军，破浪前
行。快板书《军营新歌》通过分镜头、多
画面，记录了一名“许三多”式的新兵，
在军营百炼成钢的蜕变过程，并通过他
的视角，描绘了一幅全军将士牢记强军
使命、担当强军重任的动人景象，激发
在场大学生的参军热情。独具壮族特
色的天琴表演《赶坡歌》，将民族乐曲配
以军旅新词，老歌新唱；舞蹈《英姿》将
戏曲元素与现代舞蹈相结合，演绎当代
“花木兰”们从军报国的飒爽英姿。

在晚会“使命篇”中，小品《我要去
参军》以当下大学毕业生积极响应国家
号召报名参军为主题，讲述了一名“学
霸”主动放弃名牌大学研究生保送资

格，瞒着父母偷偷报名应征后，一家三
口围绕女儿的人生选择而“斗智斗勇”
的故事。小品情节跌宕起伏，草蛇灰线
中既隐含对“前浪”父亲献身军营的崇
高致敬，又彰显“后浪”女儿建设国防的
远大志向，传递当代大学生“志存高远
梦为马、携笔从戎建国防”的正能量，引
发观众强烈共鸣。现场观看演出的大
学生孙佳蕊，已经报名参军。她感觉，
小品中的女主人公，仿佛就是她自己。
尽管家人担心她能否适应部队的紧张
生活，但她最大的愿望就是人生中能有
当兵的履历，让青春绽放别样芳华。
“在大学生成为征集主体的大背景

下，国防教育主题文艺晚会，在为群众带
来文化食粮的同时，又能普及国防知识、
增强国防观念，也实现了对大学毕业生征
兵宣传的精准动员。”南宁警备区动员处
处长郝生发介绍，下一步他们还将组织全
市各级各类学校收看晚会录像，从而激励
更多有志青年投身军营建功立业。

上图：舞蹈《时代召唤》。

曹学兵摄

热血从军正当时
■本报记者 陈典宏 通讯员 曹学兵

某基地文艺轻骑队坚持“官兵第一，服务至上”，边慰问演出、边业务带教、边采风创作。图为他们临时编排节目三句半

《看我火箭军》，为官兵现场表演。 赵丽丽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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