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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最危险、最艰苦的地方去，一切
为了战争的胜利”。1950 年，抗美援朝
战争爆发后，我军的文艺战士们把一支
支战斗的歌舞送到了战地一线。配合
作战需要，为志愿军官兵与朝鲜群众创
作演出，文艺战士们不怕牺牲、迎难而
上的矫健身影活跃在前方、后方，阵地、
堑壕……70 年过去了，回顾、重温那一
个个经典的舞蹈作品，仍能够感受到战
火硝烟中志愿军的英雄气概、文艺战士
的创作激情。

在同志愿军战士共同生活与战斗的
日子里，文工团员们创作演出了《坑道
舞》《打坦克舞》《人民的儿子》《高地相
逢》等众多反映志愿军战斗生活和英雄
精神的舞蹈作品。在《人民的儿子》中，
三位旗手前仆后继，中朝军队并肩战斗、
人倒旗不倒的思想情感鼓舞着前线的官
兵们，以真实动人的舞蹈形式激发着官
兵们的战斗意志。文工团团员王力娟曾
回忆道：“当时战士们认真投入地看完
后，纷纷表示：‘请转告军首长放心，我们
一定要多杀敌人、多立功。’”舞蹈中一个
战士负伤了，后边的人接过旗子继续向
前冲锋的段落感染震撼了很多观看演出
的志愿军官兵。文工团员在狭窄的坑道
中表演舞蹈的场景，也时不时在王力娟
的脑海中泛起。这些经典作品，成为当
年慰问前线、鼓舞士气的有力精神武器，
极大激发并宣扬了志愿军将士勇往直
前、毫不动摇的革命精神与英雄气概。

英雄的事迹鼓舞了文艺战士们的斗
志，也激发出他们的创作热情；而这些诞
生在战地一线的优秀文艺作品又极大调
动了官兵们的战斗意志，激励着更多战士
学习英雄精神，进而成为新的英雄。原总
政文工团创作员张文明曾三次赴朝，在上
甘岭黄继光牺牲的地方采访、体验和感
受，创作出了群舞作品《不朽的战士》。该
舞蹈以写实的叙事风格，突出表现了黄继
光舍身堵枪眼的过程，生动表呈了英雄牺
牲前的心理活动和舍生忘死的崇高品
质。这个作品在部队慰问演出时，每演一
次，战士们都会哭一次，战斗意志都会得
到极大激发。《不朽的战士》也成为鼓舞军
心士气、弘扬英雄精神的经典作品。

抗美援朝战争中，前线将士浴血拼
杀，后方补给源源不断，后勤补给通道成
为摧不毁、炸不烂的“钢铁运输线”。广
大朝鲜群众也自发地为志愿军战士送
粮、送弹药。文工团的舞蹈编导王曼力

在朝鲜战场上亲身经历过太多的感人故
事，积累了丰富的素材与情感。她的脑
海里时常闪现出一个年轻的母亲，背着
孩子、头顶粮食弹药给志愿军送去的情
景，这极大激发了她的创作灵感。
“三千里锦绣江山，弥漫着烽火硝

烟，并肩战斗反侵略，中朝人民心连心。”
这就是舞蹈《三千里江山》所传达的情感
与思想。真实的朝鲜战场上，“阿姆尼”
（朝鲜语是“妈妈”的意思）给战士们送鞋
垫送粮食，感人的故事不可计数。舞蹈
《三千里江山》刻画的朝鲜妇女是温柔贤
淑的，又是勇敢不屈的。编导将舞蹈画
面作了简洁的处理，艺术地再现了战争
的真实情境。岁月流逝，舞蹈中“阿姆
尼”头顶军械箱的形象，也成为今天舞台
上表现中朝友谊的标志性符号。

当年，志愿军各文工团都积极学习
并为部队演出朝鲜舞蹈，如《蔷薇花》《刀
舞》等。战士罗盛教跳入水中舍身救起
朝鲜男孩的故事被创作成舞剧《罗盛
教》，志愿军帮助朝鲜老百姓干农活、挑
水的劳动场景，也编创成了反映军民关
系的舞蹈《战地庆丰收》。《高地相逢》里
中朝两国军队击退美国侵略者，在高地
上胜利会师的动人情景，给了广大军民
们莫大的精神激励和情感抚慰……舞蹈
超越了民族和语言的差异，成为两国军
民交流的情感纽带。

抗美援朝战争中，一批批文艺战士
学英雄，演英雄，在战火硝烟中经受住了
考验。战地一线，到处都是文工团演出
的舞台。

作为中国人民志愿军文工团的一
员，肖志明老人回想起当年在朝鲜前线
经历过的腥风血雨，依然心潮起伏。克
服战场的恶劣环境，文艺战士们坚持在
坑道中、阵地上、树林里给战士们演出
《炮兵舞》《小海军舞》《轮机兵舞》。“天天
练功是战争的需要。”他们在草地上或河
边小沙滩上排练，开战时帮助做后勤工
作，送炮弹，抬伤员。战斗间隙，他们在
山坡上搭起简易舞台，冒着敌机轰炸的
危险为官兵们演出。“那时的舞蹈演员，
要求会唱歌、打快板、说相声。”为了增强
文艺节目的感染力，他们早将生死置之
度外，有的演员甚至在牺牲前一刻还在
为战士们唱歌跳舞。这些用生命和艺术
参加“战斗”的文艺战士深受前线官兵的
欢迎，被称作“炸不垮的文工队”。肖志
明老人在《战地舞台留下滚烫的回忆》中
写道，“文工团先后六位同志光荣牺牲，
有南征北战、最敬爱的老班长，有被称为
‘战士明星’的戏剧队队长，还有优秀的
乐手、演员和创作员”。每当想起这些牺
牲的战友，肖志明的心底就生出难以名

状的痛楚。抗美援朝战争中，这些战地
舞者，将他们的歌舞化为战场冲锋的号
角和战鼓，和战士们一同度过了那些激
情燃烧的艰苦时光。

章念辉是一名曾参加过抗美援朝
战争的文艺兵，回忆起参战的经历，仍
满含着激情。战斗打响时，他们用说唱
的方式，为战士们壮行；当说到 73师文
工团十多人遭遇空袭集体牺牲的事件
时，章念辉难掩泪水。有的战友当场牺
牲，有的被抢救出来时还有一口气，仍
对前来救援的战友唱着“别难过，勇敢
向前冲……”当年的文艺轻骑小分队，
跑遍了我军防守的大部分坑道，再危险
的地方也要去，再困难的条件也能演
出，在金刚山中的大雪坑里，也能搭建
起“汽车舞台”。文艺战士们在朝鲜的
战地舞台上留下了闪耀着时代光芒的
艺术身影，用文艺的独特方式支撑、鼓
舞着一线战士的“精、气、神”。

20世纪 50年代，老一辈文艺工作者
们在朝鲜前线，虽然战斗激烈，生活艰
苦，但志愿军战士们的革命英雄主义精
神给予了文工团员们充沛的创作激情。
《人民的儿子》《不朽的战士》《三千里江
山》《罗盛教》等作品成为舞蹈史上的经
典之作。20世纪 80年代，舞蹈编导苏时
进以上甘岭战役为题材创作了《一条大
河》，通过对“喝水”“抢水”“迎水”“挤水”
“传水”等情感点的挖掘，在一种带有英
雄性、崇高性的美学品质中突出了战争
的残酷和人性的无私。这些经典的舞蹈
作品成为了志愿军精神的咏叹，是锻造
民族血性的思想武器，不仅激励和鼓舞
了一线指战员的士气，也激发了全国人
民的爱国热情。

在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
国作战 70周年之际，中国歌剧舞剧院以
巴金的小说《团圆》和电影《英雄儿女》为
蓝本，推出了舞剧作品《英雄儿女》。王
成的那句“为了胜利向我开炮”重回观众
耳畔，“英雄赞歌”再次响起。70年斗转
星移，人们对志愿军将士的敬仰与缅怀
从未改变。今天，我们的“钢”多了，“气”
也应该更足。这段写满热血与荣光的战
争历史，理应有更多优秀的艺术作品去
记录和表达，用艺术的方式将关于那场
战争的历史信息传递给更多人。

回望并重温那些文艺战士用生命和
热血创作的经典佳作，不难发现，那些生
动表现战争与英雄、弘扬牺牲与无畏精
神的优秀舞蹈作品既传承了爱国主义、
集体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又承载
着民族的集体记忆，发挥着重要的文化
和教育功能，也成为战争历史不可磨灭
且生动鲜活的注脚。

战地锻造经典
——抗美援朝战争题材舞蹈创作回眸

■应 杰

近年来，动辄数十万字甚至上百万
字的长篇报告文学作品佳作涌流。因
应着时代进步和社会发展，大体量的长
篇报告文学在书写重大历史与现实题
材时，自有其不可替代的文体优势。然
而不可否认，一味地求大、求长，不切合
实际甚至人为注水的冗长之作也着实
不少，有的甚至难以卒读。事实上，随
着新媒体的强势崛起，报告文学的传播
方式、受众的阅读习惯也在悄然改变。
那些篇幅精短、结构精炼、故事精彩、语
言精到、思想深邃的短篇报告文学作
品，更加适合人们快节奏的生活和阅读
需求，因而越来越受到读者的青睐。

诚然，真实性是报告文学的生命线，
不能虚构，但在具体的写作策略上却要
尽可能地生动鲜活，给人以艺术娱悦和
审美快感。如何在平实的素材中吹糠见
米、披沙拣金，考验的终究还是作家的思
想能力和叙事能力。尤其是短篇报告文
学创作，并没有什么高深玄妙的技巧，关
键在于处理好思想性和文学性的关系，
以增强文章的思想感召力和审美感染
力。因此，从采访到确定主题、选择素材
到语言、结构、意境的营造等，每一个环
节，都必须苦心经营，做到精细考究。

一篇文章，要告诉读者什么，这就
是所谓的“道”，也就是主题思想。采访
过程中，要带着这个问题去深入生活，
掌握第一手素材。采访必须伏下身子，
真心实意地向被采访对象学习。1999
年，我还在一家地方报社工作。当时，
正值全国学习邯钢的热潮涌起。这是
国有企业改革脱困的典型，也是中国工
业化进程中的一个大事件。因此，我想
用报告文学的方式把邯钢经验及其特
殊意义记录下来、传播出去。

囿于自身的经历和知识结构，我对工
业题材十分陌生，对于相关材料只能硬生
生地研读，找不到丝毫感觉。于是，我索
性搬进工厂，与炼钢工人生活在一起。一
年多的时间里，我与工人师傅们同吃同住
同劳动。生产顺利时，我们一起开怀欢
笑；遇到困难时，我们共同想方设法。由
此，我对中华民族从农业文明到工业文
明的演进历史，对邯钢的变革与中国工
业化的进程，有了更加切身的体察与深
入的思考。于是，我写出了长篇报告文
学《钢铁是这样炼成的》，作品也受到了
读者的肯定。

短篇报告文学创作，别看篇幅短
小，同样需要作者全身心地深入采访。
除了要与被采访对象心意相通，还要深
入研究当地的历史人文、时代背景、现
实环境，并将其巧妙地进行非虚构转
化，增强作品的历史厚度和现实广度。

采访结束后，便是素材的筛选与剪
裁。在与初学写作的青年作者朋友交
流时，我经常被问到素材应该如何取舍
选用。的确，采访到的第一手素材，虽
然鲜活，但往往散散碎碎、鱼目混珠、不
成体系，无从下手。对此，我的感悟是
首先要明确主题。主题思想明确了，素
材取舍就有了准则。哪些素材最给力、
最鲜活、最不可或缺，自然就会浮现出
来。而且，这些素材该如何使用，怎样
编织故事，就有了初步谋划，在创作过
程中便可以游刃有余。

素材选用最常见的问题，就是将一

些看似精彩但与主题思想无关的故事和
细节写进文章里，因而形成了枝蔓和羁
绊。还有一些故事和细节处理得不恰
当，前后意义相左甚至相反，形成的气场
相互减损、抵消。所以，遇有类似情况，
一定要忍痛割爱，删繁就简。

素材选定了，接下来就是创作，用艺
术手法去表现。文学作品首先要讲究语
言美，在语言美的基础上才有意境美、情
感美，才能表达好思想、追求、担当。

现实中，我们读到不少作品，单独看
语言确实很有文采，辞藻华丽，但读来却
干干巴巴、了无生趣。单看某个句子，可
谓字字珠玑，但放在整篇文章当中，却是
血脉不通，所以就成了死句。英国批评
家赫·兹里特在《论平易的文体》一文中
说：“词汇的力量不在词汇本身，而在词汇
的应用。正像在建筑中，要使拱门坚固，
关键不在材料的大小光泽，而在于它们
用在那里是否恰好严丝合缝。”此言深中
肯綮。

遣词造句，首先必须保证准确、恰
当，而后再追求精妙、华美。文学语言的
节奏、分寸、文白、雅俗、庄谐，讲求的是
汉语言特有的性灵与韵味。有的作品语
言虽然华美，但本质上却是一种浅写作，
重复着表面的漂亮，抑或流于鸡毛蒜皮，
未能深入到血肉，更没有深入到人物或
事件的精神内核。要提高语言水平，我

们可以从古典诗词或散文中汲取营养，
在古风古韵、入情入理、可咏可诵上下功
夫，增添语言的意蕴和张力。

那么，一篇文章应该如何结构呢？
短篇报告文学的结构应该精巧而别致，
故事编织不仅环环相扣，还须合情合理，
不能为了追求叙事效果，而导致故事失
真、失实、失情，否则同样使人反感、厌弃。

结构，凝固着艺术的内容，是构成
报告文学形式美的一个重要因素，但其
没有定式。不论什么样的结构形式，目
的就是营造一种最直接、最简单、最通
达、最畅快的叙述方式和格局。传统报
告文学的主体结构并不复杂，无非正
叙、倒叙、插叙等几种。因此在创作过
程中，需要突破常规，大胆尝试，不断创
新。比如，可以借鉴古典散文、现当代
小说和西方文学的叙事手法，进行多维
叙述与时空转换，使文本结构的形式更
生动、更灵活，增强文章的故事性、文学
性、可读性和审美感染力。

2012年底，我创作过一篇关于时代
楷模罗阳事迹的短篇报告文学《我
的中国梦》。采访结束后，这个故事该
如何表达？采用何种叙事方式？如果
采用传统顺叙的方式，显得“头轻脚重”；
如果采用倒叙方式，又嫌“头重脚轻”；如
果采用“插叙”，又会切割分离，凌乱不
堪。经过深入思考，我尝试采用了“平
叙”方式，即两条主线平行叙述，交叉推
进。一条是罗阳去世前到辽宁舰观看
歼-15起降训练的活动过程，另一条是
罗阳的成长历程、人生轨迹。同时，将新
闻常用的“倒金字塔”叙事方式应用其
中，把人物最突出的几个亮点即最能显
现精神、品格的片段串联起来，一个镜头
一个镜头“蒙太奇”式地呈现。当前叙事
与过往叙事两条主线，一紧一缓，一张一
弛，叙述畅达，最后奔向高潮。作品完成
后，自己比较满意，读者反响也不错。

在另一篇部队抗震救灾题材的短篇
报告文学《索南的高原》中，我则尝试着
设置了三条线索：一条主线是婴儿在武
警战士救援中诞生的过程；一条是某部
队政委在父亲去世前后的情感纠结；另
一条则围绕藏族文化展开。这篇文章开
门见山，索南是谁？紧接着交代：她是一
个婴儿。不！她是一个胎儿。极简的肯
定与否定，引出故事。而正文的三条主
线，每条又有若干辅线，交叉叙述。三条
线索，有张有弛，节奏变换，紧针密线，环
环相接，产生了别样的艺术效果。对短
篇报告文学而言，精准的结构就是一个
好的通道。好的通道可以输送更大的气
流，形成更大的气场，进而表现出作品的
冲击力。中国古典文论强调“气韵生
动”，曹丕更主张“文以气为主”。其中真
义，正在于此。

在短篇报告文学创作中，我时常会
主动借鉴中国古典诗文，提炼语言，多
用短句，注重造境，融情入理。至于结
尾部分的系列短句，更是从对古典散文
的阅读中寻到的灵感和笔法，精心设置
“意象”，从而触发“象外之境”，给读者
以悠长的回味。

相较于长篇作品，短篇报告文学
创作更加需要“文学的自觉”。创作主
体要自觉以文学手段去融汇笔下的主
体材料，拓展作品的文学张力和审美
向度，提高作品的圆润度和诗意美，进
而记史、立言、明道、传神；以短小的篇
幅体量及时、准确、充分地表达出一个
报告文学作家对国家、时代、社会的思
考、情怀和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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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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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 9月 17日上午，李铎先生与
世长辞了。斯人已去，风范犹存。李铎
先生给我们后辈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
富。

李铎先生曾担任中国书法家协会
副主席，成为中国书法最高荣誉“兰亭
奖终身成就奖获得者”。他情倾翰墨，
临池不辍；取法高古，广集博采，兼收并

蓄，融会贯通；形成了有古风却不泥古，
糅各体而彰个性的独特书风；呈现出古
拙沉雄、苍劲挺拔、雍容大度、舒展流畅
的个性风貌。其作品于平淡朴素中见
隽美，于端庄凝重中见功力，气度不凡
而又雅俗共赏。

李铎先生真草隶篆行五体皆擅，并
行精进。他的榜书稳重如山，大气磅
礴，彰显出阳刚之气；其小楷结构严谨，
清雅别致，用笔精到，庄严大方；其行草
书潇洒自然，古朴典雅，有书谱之势，更
有平复帖神采；其隶书古拙朴厚，雄强
劲健，具有张迁之神韵、汉人之风骨。
李铎先生之所以能在书法艺术上达到
如此高的成就，是因为他坚守了“学书
四原则”，即勤奋好，兴趣浓，路子正，悟
性高。他博采众长，转益多师，造就了
他自己独特娴熟的用笔之法；他经历了
新旧社会、战争与和平，读万卷书，行万
里路，具有丰富的人生阅历；他性格耿
直，品正行端、心正笔正，体现出高尚的
道德情操和人格品质；他取法高远，终
身学习，夯实了书法艺术基石。因而，
他的作品也呈现出深厚的文化底蕴。

一个艺术家不仅要有精湛的艺术
才华，更要有一颗爱党爱国、为军队为
人民为社会无私奉献之心。李铎先生
正是这样的人。他用自己的言行始终
践行着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几十年
来，李铎先生为部队官兵而书，为人民
群众而书，为歌颂祖国而书，始终坚持
为人民服务的艺术宗旨，坚持以人民为
中心的创作导向。

作为曾受教于李铎先生的学生，我
与他相识相处近 40年，耳濡目染，无论
在学艺上，还是做人上都受益匪浅。他
在教学上不保守，没有“教会徒弟，饿死
师傅”的庸俗观念，而是孜孜不倦地传授
他的真招绝技。我多次听他讲“临、立、
变、创”的学书路径，对初学者反复强调
要坚持“学书四原则”。他一生为培养书
法人才呕心沥血，做出了突出贡献。

性情真，阅世深，乃出大作。李铎
先生书艺高格，墨韵长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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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在千里（中国画）
郭明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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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文艺之象，发思想新声

创作心语

耕耘人文，探寻崇高

雷锋同志虽然远离我们半个多
世纪了，但是雷锋精神早已成为几
代中国人坚守的价值坐标。2019
年的夏天，在辽宁铁岭的雷锋博物
馆，我详细了解到雷锋雨夜送亲人
故事的来龙去脉。沿着这件看似平
凡的小事继续延伸，会发现雷锋精
神所传递的正能量是多么强大。雷
锋去世后，远在黑龙江的纪大嫂和
家人几十年如一日自觉宣扬并传承
雷锋精神。纪大嫂曾先后七次被评
为“学雷锋先进个人”；儿子徐福斌
循着雷锋叔叔的足迹参军入伍，服
役期间多次受到表彰嘉奖……

对雷锋日记及其背后故事了解
得越多，我越发深刻地认识到雷锋
精神在当今时代的价值和意义。由
此，我策划并执笔创作了绘本《雷锋
雨夜送亲人》，希望用这样一种朴素
的方式传承雷锋精神，尤其是通过
绘本这种较为新颖的形式让更多中
小学生了解雷锋故事，受到道德感
召，并从中汲取精神力量。

绘
本
讲
述
雷
锋
故
事

■
刘

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