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活力军营

6文 化生活２０２０年９月１３日 星期日 E-mail:jfjbklgj@163.com 责任编辑/袁晓芳

几千年前，中华民族就传颂着嫦娥

奔月、夸父逐日的动人故事。从我国第

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上天，

经过约半个世纪的努力，中国航天人开

启了探索地球、走向宇宙的大业。中国

航天能够有今天的非凡成就，既是科学

技术的成果，也是人文精神的产物。

一

中华五千年的历史长河，孕育了古

老的华夏文明。赓续千年的人文精神

不只是体现在书籍名著、珍奇异宝，更

是祖先们留给后世影响深远的价值追

求。妇孺皆知的夸父追日、嫦娥奔月就

是祖先们的美好愿望和浪漫畅想，这些

传统文化深深烙刻在民族记忆里，跨越

千年，给当代航天人提供了源源不断的

科学灵感和精神力量。

中国的“神舟”就是要做“神奇的天

河之舟”；中国的“嫦娥”就是要探月登

月、永驻“月宫”；中国的“夸父”就是要

面向太阳、监测太阳。浪漫的中国航天

人就是在夸父、嫦娥等人文之光和追梦

精神的照耀下，不畏艰难险阻、勇攀科

技高峰，用科学技术把祖先的梦想神话

变成现实的。当代航天人的科学探索，

呼应祖先的远古梦想，追寻华夏人文的

初心，这是对未知领域的勇往直前、对

美好未来的孜孜以求。

二

航天技术虽然施展于云霄之外，看

似高远飘渺，但其实近在咫尺。航天终

究是为人类服务的，所有航天技术都是

为推动人类社会进步而发展的，解决的

是人类面临的诸多难题。对人类关怀

体现得淋漓尽致、与现代人生活密切相

关的航天技术可以说正是卫星导航技

术。在茫茫大海、在荒无人烟的沙漠戈

壁、在高楼林立的都市，“我在哪里？”的

问题被卫星导航技术完美解答。无论

你身处全球任何角落，距离地球2万余

公里的北斗卫星都能帮你精准定位导

航。中国的北斗也正是立足于解决人

类面临的世界性难题，不仅攻克了“我

在哪里？”的问题，还创造性地解决了

“你在哪里？我们在哪里？”的问题。北

斗三号全球卫星导航系统实现了“定位

导航到哪里，位置报告就到哪里”，直接

服务于全球海空航迹监视和遇险救

援。“北斗达，则兼济天下”，北斗三号是

中国航天人拼搏进取的伟大创举，是中

国献给世界人民的珍贵礼物。

三

中国航天的文化底色是“两弹一

星”精神，“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自力更

生、艰苦奋斗、大力协同、勇于攀登”。

而这又岂止是航天精神，分明是厚重的

人文精神和家国情怀。鲁迅先生说过，

“我们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

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

身求法的人”，而这些人代代相承的正

是我们的民族精神，中国航天也不例

外。我们的航天技术是在外国列强技

术封锁下自力更生发展起来的，“每一

个螺丝钉都是自己的”。没有平坦的大

道，只有陡峭的山路，胜利属于不畏艰

险的攀登者。2020年，火星探测器择

机启程、嫦娥五号探月、空间站核心舱

发射、长征八号火箭首发、北斗实现全

球梦，这是中国航天技术的胜利，也是

中国航天人文精神的胜利。新时代的

中国航天从胜利走向胜利，背后支撑的

是“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攻

关、特别能奉献”的载人航天精神和“自

主创新、团结协作、攻坚克难、追求卓

越”的北斗精神。这些航天精神源自中

国传统文化，又反哺中华文明，已然成

为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

四

科技彰国力，文化显自信。嫦娥、

玉兔、墨子、问天……中国航天历来有

用古典名词命名航天工程的惯例。航

天与人文相伴，寓意美好、饱含诗情，

中国航天传播的不只是先进技术，还

有 中 国 文 化 。 北 斗 英 文 名 称 从

“COMPASS”更改为“BeiDou”彰显的

就是文化自信。相信未来中国航天领

域将有更多的“北斗”，用科技实力与

人文精神彰显华夏风范、展示大国风

度。

巡天万里，追星揽月，天涯海角，牧

星苍穹。新时代的中国航天人，必将厚

植家国情怀，坚持学习、不断探索、自我

更新，用“人文日新”的精神鞭策自己，

与时俱进、德技兼修，既钻研打磨航天

技术能力，也汲取传统文化养分，用人

文精神助力航天强国。

（作者系中国工程院院士、北斗三

号工程高级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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诵读红色经典,砥砺胜战锋刃。近
日，火箭军某旅举办首届诗词诵读会。
“此次比赛，按照选手所选作品展

现的历史时期依次上场……”主持人
崔恩赫宣读比赛规则。礼堂内，官兵
聚精会神，选手蓄势待发，舞台正中
庄严的八一军徽在聚光灯下熠熠生
辉。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

青。”音乐缓缓响起，配乐诗朗诵《过零
丁洋》《满江红》等率先登场。选手深情

地诵读感染了现场官兵，不少官兵在台
下轻声地跟着选手一起诵读。

经典古诗展现家国情怀，现代诗歌
抒发革命意志。《吹号者》《假如我们不
去打仗》等现代诗朗诵接连登场。官兵
随着诗意走进“时光隧道”，仿佛回到那
战火纷飞的年代。
“一条游船/劈开了南湖的波浪/十几

个热血青年/在运筹一个红色理想……”

随后上场的女兵白婷文，满怀深情地朗
诵了《红船，从南湖起航》，讴歌中国共

产党艰苦卓绝的奋斗史，赢得现场官兵
热烈的掌声。

四营代表队朗诵的组诗《走向胜
利》，展现了革命先辈在民族存亡之际，
英勇不屈，开展轰轰烈烈的救亡图存运
动，最终取得伟大胜利的壮丽篇章。为
增强舞台表现力，他们选用歌舞剧的形
式配合诗朗诵，让官兵耳目一新。最
终，他们斩获全场最高分。指导员方鹏
说：“我们的组诗选取《我爱这土地》《赤
潮曲》《我的“自白”书》《七律·人民解放

军占领南京》四首诗歌名篇，不仅是为
了激发大家的爱国热情，更是缅怀革命
先烈，传承他们的精神。”
“红色诗词传承的是先辈的优良品

格，浸润的是新时代官兵的心。”该旅政
委介绍，他们始终把党史、军史作为官
兵教育的“必修课”，注重运用诗词歌曲
等生动方式感染官兵，让官兵从中汲取
精神力量。
“我是新刷出的雪白的起跑线/是

绯红的黎明/正在喷薄/祖国啊……”诵
读会在参赛选手共同朗诵的诗歌《祖国
啊，我亲爱的祖国》中圆满落幕。

从经典诗词中汲取精神力量
■赵丽丽 陆正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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驻训生活
■李佳威/绘 周格格/文

“一身能擘两雕弧，虏骑千重只
似无。偏坐金鞍调白羽，纷纷射杀
五单于。”王维的组诗 《少年行》，
塑造了武艺超群、为国奋战沙场的
热血男儿形象。全诗雄浑豪迈、器
宇 轩 昂 ， 特 别 是 “ 孰 知 不 向 边 庭
苦 ， 纵 死 犹 闻 侠 骨 香 ” 两 句 ， 以
“苦”和“香”直抒胸臆、点化诗
魂、彰显情志，给人以直面苦乐与
生死的强烈心灵震撼。

王维是唐代在诗歌、绘画等方
面颇有成就的艺术家，26 岁以监察
御 史 从 军 到 边 塞 ， 后 官 至 尚 书 右
丞。他诗才超群，17 岁便写有“独
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
的佳句，虽是山水田园诗派的代表
人 物 ， 但 创 作 了 许 多 出 色 的 边 塞
诗 ， 其 诗 有 “ 词 秀 调 雅 ， 意 新 理
惬 ， 在 泉 成 珠 ， 著 壁 成 绘 ” 的 美
誉，被称为“诗佛”，与李白、杜甫
并列为盛唐诗坛的三大家。他的边
塞诗，描绘壮美的边塞风光，反映
艰苦的戍边生活，表现将士的战斗
风貌和英雄气概，写景表意浑然一
体，创造了意象雄奇、诗境昂扬、
气韵流畅的独特艺术风格。
“征蓬出汉塞，归雁入胡天。大漠

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王维在出使途
中触景生情，写下了《使至塞上》这首
五律名篇。诗中以一“出”一“入”形

象道出路途之遥远、赴边之艰辛，以一
“直”一“圆”直观描摹塞外之苍茫寥
廓、景色之壮美瑰丽，如画龙点睛的神
来之笔，通俗自然且劲拔真切，韵律优
美又意境深远，表现了诗人的豪壮情怀
和对戍边将士的深深敬慕。从“笳悲马
嘶乱，争渡金河水”到“日暮沙漠陲，
战声烟尘里”，从“都护军书至，匈奴
围酒泉”到“关山正飞雪，烽火断无
烟”，从“绝域阳关道，胡烟与塞尘”
到“三春时有雁，万里少人行”，从
“黄云断春色，画角起边愁”到“瀚海
经年到，交河出塞流”，给人以极富画
面感的视觉想象和冲击。诗人擅于以写
景烘托气氛、创设意境，形成了“诗中
有画、画中有诗”的审美趣向和艺术特
色，让边塞诗在思想和情感表达上更具
感染力、穿透力。由“渭城朝雨浥轻
尘，客舍青青柳色新”的清新明媚景
色，引出“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
无故人”的肺腑之言，借景反衬，韵味
隽永，这样的辞别壮行，怎能不引发古
往今来人们心弦的强烈共鸣。

诗之魂，在于写人的精神。王维
的边塞诗作，在表现戍边人以身许
国、建功疆场的爱国主义和英雄主义
精神上，有着独到而精彩的艺术开
掘。七言长诗 《老将行》，叙述了一
位军中老将慷慨壮烈的人生经历。
“步行夺取胡马骑”“射杀山中白额
虎”，是年轻时的机智果敢、神勇无
畏；“一身转战三千里，一剑曾当百
万师”，是中年时的领兵征伐、战功
赫赫；“自从弃置便衰朽，世事蹉跎

成白首”，是遭到遗弃而沉寂抑郁；
“路旁时卖故侯瓜，门前学种先生
柳”，是沦落到耕种叫卖为生计的可
怜境地；“贺兰山下阵如云，羽檄交
驰日夕闻”，是边防紧急、催召将士
开赴前线；“试拂铁衣如雪色，聊持
宝剑动星文”，是毅然取出久藏的征
衣宝剑；“愿得燕弓射大将，耻令越
甲鸣吾君”，是愿领命出征而以国门
无守为最大耻辱；“莫嫌旧日云中
守，犹堪一战立功勋”，是重返战
场、再建功勋的雄心壮志。全诗层层
递进、气运贯通、真切感人，透射出
老将命运多舛而壮心不已、不恋仕途
而忠贞报国的精神风骨，堪称以律诗
刻画人物的经典之作。《燕支行》 一
诗，展开了一幅将军率部征战沙场的
战争全景图。从“画戟雕戈白日寒，
连旗大旆黄尘没”的雄壮出征，“叠
鼓遥翻瀚海波，鸣笳乱动天山月”的
威猛阵势，到“拔剑已断天骄臂，归
鞍共饮月支头”的必胜信念；从“汉
兵大呼一当百，虏骑相看哭且愁”的
奋勇杀敌，到“教战虽令赴汤火，终
知上将先伐谋”的智勇善战；展现了
“汉家大将才且雄”的英姿风采，颂
扬了“身作长城玉塞中”的英雄气概
和民族精魂。

王维前期边塞诗有较浓厚的浪漫
主义色彩，亲赴边塞后，使他更关注
戍边将士的情感世界，诗的内容更加
丰富、情调更为深沉，增强了对社会
现实的表现力。“护羌校尉朝乘障，
破虏将军夜渡辽。玉靶角弓珠勒马，

汉家将赐霍嫖姚。”《出塞作》 描写
面对凶猛强悍的外敌，唐军严阵以
待，展现出不畏强敌、沙场称雄、敢
于胜利的昂扬战斗意志。“清风明月
苦相思，荡子从戎十载馀。征人去日
殷勤嘱，归雁来时数附书。”《伊州
歌》 通过描写对远征丈夫的切切思
念，从侧面反映了戍卒征夫所付出的
艰辛。“凉州城外少行人，百尺峰头
望虏尘。健儿击鼓吹羌笛，共赛城东
越骑神。”《凉州赛神》 用偏僻苍凉
的边地同欢庆热闹的场景进行对比，
表现了军民协力守护家园的坚定意
志。“陇头明月迥临关，陇上行人夜
吹笛。关西老将不胜愁，驻马听之双
泪流。”《陇头吟》 直指军中有功不
赏、赏罚不公的现象，表达了对戍边
将士遭受不公正待遇的同情和愤懑。
置身边塞的真切体验，让诗人的情思
具有了强烈的现实感和边塞意识，从
而获得思想和艺术表达的更高境界。
“忘身辞凤阙，报国取龙庭。岂

学书生辈，窗间老一经”，愿做以身
许国的勇士，不做皓首穷经的书生；
“见逐张征虏，今思霍冠军”“慷慨
倚长剑，高歌一送君”，追慕建功疆
场的英雄，当有仗剑卫国的壮志；这
寄予赴边友人的殷殷赠言，也正是诗
人爱国情怀和远大抱负的真切表露。
品读王维的边塞诗，那一幅幅边关壮
景激荡着对大好河山的挚爱之情，一
个个戍边人物凝聚着舍身报国的忠烈
之志，带给人们对民族精神的感悟和
熏陶。

纵死犹闻侠骨香
—品读王维的边塞诗

■邓一非

艺 境

这幅作品拍摄的是新疆军区某团在训练间隙组织战士进行戈壁排球赛的场景。荒漠飞沙，条件虽然艰苦，但丝

毫没有影响战友们参赛的热情。拍摄者采用低机位，抓拍下战士腾空跃起击球的瞬间，画面动感十足，具有一定的视

觉冲击力。

（点评：毛冬平）

戈壁排球赛
■周家俊 摄影

①日常训练紧张繁忙。 ②休息时间，尝试沙地种花。

③周末，别样的烧烤音乐会。 ④夜幕下，星光影院开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