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嘹亮歌声中，台下官兵挥动手中
的国旗与台上的演员互动着，掌声与
喝彩声交织在一起……寒冬时节，武
警江西总队“星火”传播小分队带着战
味、兵味浓郁的文艺作品，走进该总队
新兵训练团，为新战友送去精彩纷呈
的慰问演出。

一

“把光荣写在军旗上，战火青春
最风流！英雄的战友们，前进吧！”
一曲雄壮豪迈的《当祖国召唤的时
候》，拉开了演出帷幕。伴随着激昂
的歌声，舞台屏幕中呈现革命先烈
为真理而坚守、为理想而奋斗的一

幕幕动人画面，带领官兵共同回望
光荣历史。随后，舞蹈《夺红旗》中，
两位队员以别出心裁的舞姿展现
“力与美”的结合，将坚如磐石的理
想信念、敢于胜利的英雄风采、永争
第一的战斗精神蕴含其中，触动着
新战士心灵。

战歌余音尚未了，红色课堂随即
展开。队员们将红色教育从课堂搬到
了舞台，与新训官兵一起交流如何“把
红色基因融进骨子里”，引起新战友的
深思。

在武警江西总队驻守的这片热土
上，处处都有红色的印记，处处浸染革
命的风霜，处处都是燎原的“星星之
火”。此次小分队结合驻地红色资源，
将一个个鲜活的故事融进历史教育，引
导新兵了解红色历史、赓续红色基因，
自觉争做新时代红军传人。

此次巡演的节目中，有讲述光荣

传统的历史叙事，更有对官兵生活的
精彩展示。小品《减压》，通过妙趣横
生的连环故事，从通信大队女兵的视
角切入，为新兵们展示了多彩多姿的
军营生活，表演活灵活现，现场笑声
不断。原创歌曲《小兵大事》，用极具
画面感的歌词和简单朴素的情感，真
实展示部队生活，用平凡日子里的细
微琐碎和日积月累，勾勒出一段丰盈
而珍贵的军旅岁月。一首简单的吉
他弹唱，娓娓道来，感染着现场观
众。不少官兵手打着节拍，和着乐曲
一起跟唱。

不知不觉，表演接近尾声，一曲
《青春不一样》生动描绘军旅生涯那
些值得纪念的片段。什么样的青春
最美丽？那在训练场上流下的汗水，
那在练兵路上留下的脚印，仿佛都昭
示着同样的话语——奋斗的青春最
美丽。

二

高擎一面旗，燃烧一团火。这场
巡演巡讲慰问演出每到一地，都赢得
官兵一致好评。巡演间隙，台下官兵
热情不减，仍在热烈讨论着刚才演出
的节目。队员们则在演出结束后走
下舞台，来到新兵身边，跟他们面对
面交流，与新战友分享军旅生活感
悟。“我的爷爷是志愿军老兵，我从小
听他讲战斗故事，心中种下了‘红色
种子’。这次小分队的精彩演出和红
色故事宣讲，相当于在给‘红色种子’
施肥！”新训三大队新兵熊兴告诉队
员们。

一直以来，“星火”传播小分队
始终把根深深扎在基层一线，感受
军营最真实的脉动。此次演出的大
部分节目，创作素材都来自官兵生
活。演出中，小分队将那些平凡日
子演绎出另一种精彩，彰显迷彩青
春的别样风采。一个个精彩节目让
新战友懂得，军营是建功立业的好
地方，这里有奋斗的激情，有豪迈的
血性，更重要的是，有实现梦想的无
限可能在等着他们。

新训六大队的刘佳熙刚入伍时，3
公里成绩在 20分钟左右，在最近一次
测试中，他的成绩达到了及格水平，这
对他来说是个不小的突破，让他有了扎
根部队当个好兵的信心。这次小分队
演出的小品《临时哨位》让他产生很深
的共鸣。他说：“就跟节目中的主人公
一样，不逼自己一把，就不知道自己潜
力多大。这个节目也让我看到，原来看
似普通的军旅生活，实际上蕴含着丰富
的色彩。”

演出终罢，余温仍在。此次小分队
巡演巡讲慰问演出辗转多地，每一地都
留下了珍贵的回忆和余味无穷的回
音。他们演出的是一个个故事，播撒的
是热烈如火的家国情怀，是激情飞扬的
青春无悔。正如“星火”传播小分队负
责人范晶晶所说：“我们的名字，取自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我们的愿望，
是将红色的火种播向四方，点燃理想信
念，照亮浩荡前路，为官兵练兵备战鼓
劲助威。”

“星火”点燃迷彩青春
■万立恒 本报特约记者 曹先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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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警江西总队“星火”传播小分队走进该总队新兵训练团，为新战友送去慰问演出。图为小分队为官兵带来

表演唱《小兵大事》。 万立恒摄

文艺轻骑队风采录

作品背后的故事

南部战

区陆军某海

防旅上士

唐国辉

前些日子，当我收到那枚沉甸甸的
“卫国戍边纪念奖章”时，内心的自豪感
油然而生。回顾自己的军旅生涯，我很
庆幸能先后经历边防和海防部队的历
练。现在最令我难忘的，就是那一段段
巡逻路带来的思想洗礼和启迪。

2013 年，大学毕业的我应征入伍。
新训后，我被分到了一个偏远的边防连
队。大伙儿都说，边防巡逻是边防军人
的二次“入伍仪式”。穿戴装备，加入队
伍，到连队没多长时间，我就踏上了憧憬
已久的祖国边境线。穿越深山密林，历
经一番跋山涉水，当那座已在心中悄悄
想象了无数次的界碑出现在眼前时，我
心底的自豪感、荣誉感油然而生，眼眶一
下就湿润了。

巡逻中最神圣的时刻，是给界碑“描
红”。初次拿起毛笔，我盯着那鲜红的笔
尖出了神。界碑上的字之所以始终鲜
艳，是因为边防军人丈量祖国边境线的
脚步从未停歇。而此时此刻的我，接过
了那支蘸起红漆的笔，也正式接过了卫
国戍边的职责。

在边防一线服役两年后，因为编制
调整，我调到了海防部队。面对全新的
一切，我不得不重新“回炉”，复位归零。
可从头再来又谈何容易？刚到海防连
队，我总感觉生活与以前相比平淡了不
少。不知不觉，我又怀念起以前在边防
连队与边境、界碑为伴的日子。

不久，第一次海防巡逻如约而至。
说实话，与当初对陆上边境线的期待不
同，这一次我并没有太多憧憬。因为之
前就听说过，海防巡逻，没有“描红”这类
让人心驰神往的仪式。班长说：“只要走
完那段艰苦难行的路，就完成任务了。”
又能有多“艰苦难行”呢？作为一个老
兵，我内心对班长的说法并不在意。

没想到，来到海边后，我才真正感觉
到了这段旅程的“残酷”。那是一年中最
冷的日子，呼呼的北风裹着严寒，像刀子
一样扎在脸上、钻进衣服里。行走在海
岸线上，脚踩着凹凸不平又尖利的礁石，
每个人都小心翼翼，以免踩中那湿滑的
青苔，摔个头破血流。陡峭的路段，大伙
儿几乎是手脚并用，才能在那一眼望不
到头的礁石群中艰难前进。

海防巡逻是枯燥的，伴随我们前行
的，只有那重复激荡的海浪声。潮起潮

落中，海水把路上的脚印冲刷得一干二
净。日复一日，一茬茬巡逻队员们没能
在这些礁石上留下一点痕迹。

中途休息点，是在一片仙人掌丛
前。这一片墨绿，便是一路上我们难得
一遇的生命气息。这里一年能刮数十
次台风，因为潮湿高盐，连空气仿佛都
是咸的。生存环境如此恶劣，可偏偏在
那礁石缝里钻出了这些顽强的生命。
仔细一看，仙人掌丛中的礁石上还刻着
些模糊的字，为这些沧桑的石头增添了
几分神秘。

休息时，班长给我讲起了巡逻故
事。生命力顽强的仙人掌，有股直面绝
境、坚韧不拔的精神，感动了一代代海防
官兵。常年与巡逻队伍为伴的这片仙人
掌丛，便被大伙儿称为“扎根林”。每回
巡逻，战士们都会在“扎根林”的礁石上
刻下自己的名字。久而久之，这里也集
满了一茬茬海防人的记忆。我不禁望了
眼那片生机勃勃的仙人掌——海风肆虐
着，那一株株布满尖刺的仙人掌迎风伫
立，宛若一座座坚硬挺拔的界碑。

找准了心中的“界碑”，就找到了前
进的力量。从此，我铆足了劲儿搞训练、
学本领，各项课目成绩节节攀升。后来，
我还代表连队参加了海防专业比武，斩
获佳绩。

如今，我已经进入军旅生涯的第 8
个年头，巡岸巡线已是“家常便饭”。再
走巡逻道，我已经不会再感觉枯燥孤独，
而是每次都有心灵收获。因为，任凭潮
水冲刷，海防军人们卫海戍边、默默奉献
的精神印记不会消除。这里的每一块礁
石、每一株仙人掌、每一寸土地，都是我
们忠诚卫士心中不可动摇的界碑。

（整理：孙 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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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春风十万里》这首歌曲的创作

缘起是什么？歌曲主题和音乐形象是

如何确立的？

石顺义：2018年年底，央视春晚筹
备期间，总导演刘真和歌舞组导演夏
雨让我根据国家当前形势写一首歌。
那时我们马上就要庆祝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人们的心情是高兴的、自豪的，
而且自党的十八大以来，咱们国家的
好事、喜事、大事不断，整个国家一片
欣欣向荣。我想应该要有一首歌，能
够比较形象地、而不是空洞概念化地
把整个国家形势描述一下。因为是过
春节唱的歌，肯定要和春天联系起
来。春天来了，处处生机勃勃，给人一
种崭新的、美好的感觉，用来象征国家
的走向也非常合适。我就想到了“春
风十万里”的主题。我跟导演们说了
后，他们也都非常认可。

上世纪 80 年代，歌曲《在希望的
田野上》开始流传，描绘出了国家改革
开放后一派朝气蓬勃的景象，那我这
首歌能否成为新时代的《在希望的田
野上》？因此，在写歌词时，我想这个
歌应该既是写农村的又不是写农村
的，既是具体的又是概括的。实际上，
这首歌的歌词我写了 3 段，因为春晚
对歌曲时间有要求，最终用了 1 段。
“一声布谷啼，春风十万里/枝头桃花
红，陌上杨柳绿/这方才播种，那边又
开犁/燕子飞来了，衔来满嘴泥”，歌曲
一开始，我从春天说起，为整个歌曲做
了一个铺垫，确立一个音乐形象。接
着是“春风十万里，十万好消息/春天
是一幅温馨的画，绿油油铺满人们心
底/春天是一个多彩的梦，蓬勃勃洒满

中华大地”，从“春天”主题铺展开，讲
我们国家向上向好的形势。

问：这首歌在入选“中国梦”主题新

创作歌曲时，评委会备注了“2020版”。

是还有其他版本吗？

石顺义：当初我写完歌词后，导演
组都挺欣赏这个题材和语言风格，找
了几个人来谱曲。后来，刘真导演传
给我一版孟卫东谱的曲。那版很大
气，很有感情。但阴差阳错地，这首歌
没有上成春晚。到了 2020 年央视春
晚，管歌舞组的还是夏雨导演。她认
为这首歌挺好，依然不过时，就把它推
荐给总导演杨东升。杨导演听过后，
感觉歌词很好，但他想要流行唱法，便
找浮克重新谱了曲。这两版各有优
长，都很不错。

问：“布谷啼”“桃花红”“杨柳绿”

“播种”“开犁”……这首歌词就像一幅

春耕图。您作为一个长期生活在北京

的人，为什么能将优美的乡村风光展现

得如此细致动人？

石顺义：我觉得，这跟我对农村、
对农民、对父老乡亲的那种一以贯之
的感情是分不开的。它是我对过往生
活的一种反哺。我在农村长大，又在
黄土高原当兵 8 年，对农村生活有感
情。而且我觉得这种生活是我们国家
发展的一个缩影和代表。歌曲中，我
写开犁、写燕子来了，这些都是春天农
村生活的场景，我都比较熟悉。有不
少人觉得我的每一首歌都像一幅画；
从《想家的时候》到《军人本色》，它们
都有形象，都给人一种画面感。这个
歌也是这样。

问：春晚过后，有网友评价这首歌

“充满土地气息的芬芳，却一点都不‘土

气’”。您如何理解这种评价？

石顺义：这首歌有它自己的一些
味道。我写歌一贯不太喜欢那种曲
里拐弯的，我不愿弄那些东西，老百
姓说话也不是那么说的。老百姓的
语言，是既接地气又很生动的。他们
的语言都是从生活中来，在生活中提
炼的。这首歌的主题，要求它肯定是
接地气、贴近老百姓生活的。它写的
是客观表现——国家越来越繁荣富
强，是老百姓共同的情感和感觉，也
是我自己内心的感慨和一种油然而
生的感情。多年以来，我写歌都是喜
欢从小角度、人情人性化的角度写。
这首歌是主旋律题材的，主题也很宏
大，讲整个国家形势的，但实际上它
还是从小角度入手，落脚点还是一种
真实感情的流露。

问：“中国梦”主题新创作歌曲评选

对文艺创作和文化建设有何意义？如

何做得更好？

石顺义：这项评选对宣扬主旋律、
促进主旋律创作，起到了很重要的作
用。同时，我觉得“主旋律”这个概念应
该是比较宽泛的，凡是正能量的、健康
向上的都是主旋律。我歌颂的是美好
生活，即使歌词中不出现“小康”二字，
也是在宣扬主旋律。我们要更宽泛地
理解“主旋律”，评选出更多积极健康的
好歌。

问：“中国梦”主题创作歌曲有没有

反映出一些共同特点？对音乐创作者

有何启发？

石顺义：有一点我觉得需要总结，
就是不要刻意去追着某句口号创作。
我们要紧跟形势、紧跟时代，但跟的不
是“理念”“概念”，跟的是人民的心声
和情感，跟的是生活。有时候，不是说

有新提法出来了，我就马上写首歌。
老百姓不会因为这首歌有政治性、有
宣传要求，就喜欢唱它。只有那些写
出了人们深层次情感寄托的歌曲，大
家才会喜欢。主旋律歌曲创作也应该
尽量和老百姓的情感贴近，要符合艺
术创作规律。一些经典歌曲，为什么
能流传这么多年？乔羽写的《一条大
河》，是在电影《上甘岭》里唱的，但歌
词没有写战斗、上甘岭，没有空喊口
号，而是真挚朴实、亲切生动地写家
乡、写人们爱国的情感，反而更能鼓舞
人。这些东西，值得我们现在写主旋
律的人去思考。2021 年要庆祝建党
100周年，我们肯定要创作一批歌颂党
的歌曲。如何把歌写到人们心里去？
我个人觉得还是两句话：尽量抒真情、
注重写人性。

石顺义，著名词作家，1949年11

月出生，1970年入伍，原空政文工团

创作室主任。作品曾多次获得中宣

部“五个一工程”奖、解放军文艺奖

等，其中《说句心里话》《父老乡亲》

《一二三四歌》《想家的时候》《兵哥

哥》《军人本色》等多首歌曲，在军内

外被广为传唱。

紧贴人民的情感去创作
——访第八批“中国梦”主题新创作歌曲《春风十万里》词作者石顺义

■本报记者 袁丽萍 通讯员 赵丽丽

近日，音乐会版歌剧《老兵张
富清》在解放军北京老干部活动
中心演出，并在驻京休干系统单
位实时直播。该剧是中国歌剧舞
剧院以“时代楷模”张富清先进事
迹为蓝本，历时两年采风创排、精

心打磨的优秀剧目，是“中国民族
歌剧传承发展工程”重点扶持剧
目。作品讲述了张富清在解放战
争的枪林弹雨中九死一生、屡获
战功，转业后主动选择到偏远的
湖北省来凤县工作，为贫困山区
无私奉献的感人故事。剧中，演
员们用质朴平实的表演，生动展
现了老兵张富清始终不忘初心、
坚守本色的崇高精神。

吕连富摄影报道

音乐会版歌剧《老兵
张富清》在京首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