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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军文化观察

尽管生在齐鲁大地，但对于发生在

那八百里沂蒙的浴血荣光，很长一段时

间里我也仅是在小说《红日》中了解到

部分。穿上军装后，我对先烈们英勇顽

强、不怕牺牲的精神更加敬仰，也一直

期望能到沂蒙山走一走。今年夏天，我

终于有机会来到鲁南，站在英雄们曾浴

血奋战的土地上缅怀那段壮阔岁月。

连绵的沂蒙山，横峰侧岭、层峦叠

嶂。听着松涛阵阵，我不由得想起迟浩

田将军的诗句：“如烟似梦，如烟似梦，我

眼前又展开八百里沂蒙。八百里沂蒙八

百里情，孟良崮啊，今日又见你面容。”

大名鼎鼎的孟良崮，即在这沂蒙山

区之中，传说因北宋抗辽名将孟良曾屯

兵于此而得名。那天我刚到达时，天空

阴云凝重，平添一份庄严与肃穆。来到

孟良崮纪念馆，映入眼帘的是两座红色

战旗形状巨型建筑，主体高度为 19.47

米。更让我震撼的是，纪念馆的红色外

墙挂板上镶嵌着整整 19 万 4700 颗子弹

壳。这两个数字，共同寓意着那场闻名

中外的孟良崮战役，1947 年在此打响。

1947 年，国民党反动派集中 24 个

整编师，采取密集靠拢、加强维系、稳扎

稳打、逐步推进的战术，向我山东解放

区密集并进。华东野战军前仆后继、奋

勇拼杀，以机动灵活的运动战调动、分

散敌军，最终以少胜多、以弱胜强，一举

歼灭国民党王牌部队整编第 74 师。

在纪念馆的广场上，有一尊硕大的

塑像。一匹高大雄健的战马前，孟良崮

战役指挥员陈毅、粟裕并肩而立，目视

远方。孟良崮战役中，华东野战军之所

以能胜利，与两位指挥员的英明决策密

不可分。1947 年 5 月，华东野战军接到

指示，将主力后撤。蒋介石、顾祝同获

悉后即令 3 个兵团向博山、沂水一线疾

进。国民党第一兵团司令官汤恩伯不

待第二、第三兵团统一行动，即以整编

第 74 师为骨干，在整编第 25 师、第 83

师的配合下，进攻我华东野战军指挥所

所在地坦埠。面对看似被动的局面，陈

毅与粟裕“谋韬布阵，从从容容；调兵遣

将，谈笑风生”，他们决定举全军之力，

“虎口拔牙”，直面敌人主力“硬碰硬”，

最终取得了战役的胜利。

穿过纪念馆的大门，向北走便是孟

良崮战役革命烈士墓区。这里四周是砖

石花墙，满园翠柏笼罩，浩气凛然，令人肃

然起敬。墓区的中心位置是粟裕将军骨

灰撒放处，左右两边是一排排整齐的烈

士墓碑，墓碑正中是醒目的五角星。有

的墓碑上有烈士的名字和出生日期，有

的则写着“无名烈士墓”。墓园共有 2800

多名烈士长眠。当年，孟良崮战役持续

了三天三夜。与我华东野战军对垒的敌

第 74师是国民党军五大主力之一，号称

“天下无敌”，是国民党军战绩最辉煌的部

队。面对这样一支“武装到牙齿”的王牌

部队，我华东野战军敢打敢拼、不畏牺牲，

最终以伤亡 1.2 万人的代价，消灭敌人 3

万余人，全歼敌第 74师，击毙敌师长张灵

甫。战斗结束后，我军迅速转移。这次

胜利，打乱了敌人对我山东解放区实行

“重点进攻”的计划。听到胜利的消息，陈

毅在作战室即席吟咏了一首诗：“孟良崮

上鬼神号，七十四师无地逃。信号飞飞

星乱眼，照明处处火如潮。刀丛扑去争

山顶，血雨飘来湿战袍。喜见贼师精锐

尽，我军个个是英豪。”

沂蒙山，是红色的山。“沂蒙红嫂”

用乳汁救伤员，“沂蒙母亲”抚养革命后

代，沂蒙妇女勇架火线桥，“最后一碗米

送去做军粮，最后一尺布送去做军装，

最后一件老棉袄盖在担架上，最后一个

亲骨肉送去上战场”……陈毅元帅曾深

情感叹：“我就是躺在棺材里也忘不了

沂蒙山人民。”

行走在沂蒙山里，望着青山碧水，

迎着煦阳清风，我感悟着当地人民的勤

劳与质朴。曾是“四塞之崮、舟车不通、

外货不入、土货不出”之地，现在已是

“城外青山环抱，城内林水相依，城市与

森林交融”的宜居之地。今天的部队装

备水平和沂蒙山区生活条件，都已经有

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但我们接过的红

色战旗永不褪色，无往不胜、敢于亮剑

的血性精神永不会变，军民鱼水永远情

深动人。

下山的路上，一片寂静。但仔细听，

风声中仿佛有坚毅嘹亮的冲锋号声……

仰望天空，不知何时，阴云已经散去，一

轮红日悬挂当空，正照耀着八百里红色

沂蒙。

红日照耀沂蒙山
■徐运浩

“咱心里只有一句话，党叫干啥就

干啥！”7 月 14 日，大蜀山脚下的武警安

徽总队训练基地热气腾腾，表演唱《我

听党的话》进入高潮部分，18 名特战队

员 在 舞 动 的 党 旗 前 变 换 战 斗 队 形 ，唱

出 了 全 体 官 兵 听 党 话 、跟 党 走 的 坚 定

决心。

在训练场露天举办的这场以庆祝

建党 100 周年为主题的基层文艺汇演，

汇集了来自该总队基层一线的 200 多名

参演官兵。他们以战车为背景，用 12 个

兵味战味浓郁的野战文艺作品，讴歌党

的丰功伟绩，展现官兵铁心向党、矢志

强军的精神风采。

一

“7 月 14 日，多云转晴。最高温度

35℃。”

7 月 2 日，距离文艺汇演还有将近

两周，王麟就开始关注天气预报。

这 是 该 总 队 第 一 次 把 群 众 性 文

艺 汇 演 放 到 室 外 举 办 ，也 是 退 役 后 通

过 社 会 招 聘 成 为 该 总 队 新 闻 文 化 站

文 职 编 辑 的 王 麟 ，第 一 次 参 与 承 办 综

合 性 文 艺 演 出 。 这 两 个“ 第 一 次 ”叠

加 在 一 起 ，让 他 难 免 心 中 有 些 打 鼓 。

在 整 场 演 出 落 幕 前 ，他 的 心 情 一 直 很

焦灼。

天 气 会 不 会 突 变 、演 员 会 不 会 出

错、设备会不会出故障……服役期间经

常参与文艺演出的王麟很清楚，室外演

出难以把控的因素不仅仅是天气。他

说：“文艺演出放在室外并不新鲜，由文

艺骨干组成的文艺小分队到基层巡演

就常常在室外进行。同时也要承认，露

天 演 出 为 舞 台 增 色 的 手 段 少 ，没 有 大

屏、灯光、舞美，因此编排和组织难度远

高于室内。”而且，此次参加文艺汇演的

都是来自基层的战士，普遍都是“零基

础”，有的甚至仅仅排练了 1 个月时间。

在对舞台的掌控力、在观众面前的表现

力方面，他们与文艺小分队的文艺骨干

是无法相比的。

但当落日西垂，演出圆满结束，演

员和观众们脸上无不绽放出热烈笑容

时，王麟和战友们相信，这一步走对了。

既然室外演出排练要求高、效果难

保证，为何还要做出这样的改变？该总

队政治工作部主任王冲认为，基层文艺

创演活动源自官兵、依靠官兵，也要为

了官兵、服务官兵，更加聚焦战场、演训

场、练兵场。

“在室外演出看上去没有那么华丽

精致，但阳光比聚光灯更能接地气、聚

人气、鼓士气。”王冲说。

二

节目排练期间，当宿州支队下士郑

永健得知演出将在室外举办时，心中一

下 涌 上 一 种 要 打 硬 仗 、啃 硬 骨 头 的 感

觉。“以往的文艺汇演都在礼堂进行，聚

光灯一打、特效视频一放，多少能给我

们这些零基础‘小白’演员添点彩。”郑

永健说，“在室外演出，我们演员必须把

动作抠得更精准、更精彩，才能对得起

台下的战友们。”

郑永健在表演唱《我听党的话》中

有一个撑手飞跃“矮墙”的动作。“矮墙”

由战友们弓腰组成，受力点不够稳定。

作为特战队员，原本在障碍场上如履平

地的他，在十多天的排练中反复琢磨支

撑点的位置和起跳时机。“既然是野战

文艺，那咱就得给大伙儿演出点野战的

精神来！”郑永健说。

群 体 性 表 演 尚 且 容 不 得 半 点 闪

失 ，对 于 一 举 一 动 都 被 观 众 聚 焦 的 语

言 类 节 目 来 说 ，演 员 们 感 到 了 更 大 的

压力。“相声《纪念日》讲述的是祖孙三

代 的 爱 党 情 怀 和 奉 献 精 神 ，是 党 史 学

习 教 育 的 一 种 鲜 活 形 式 ，但 如 果 没 有

好 的 演 出 效 果 ，很 难 达 到 寓 教 于 乐 的

目的。”阜阳支队干事卢亮亮在节目中

担纲逗哏。因为要面对的是空旷不拢

音 的 户 外 演 出 环 境 ，因 此 排 练 中 他 一

直 在 琢 磨 每 句 话 的 抑 扬 顿 挫 ，力 求 通

过音调的变化传递出情感，“想让观众

听得清、听出感觉，靠干吼、靠拉高音

响是无效的。”炎炎夏日，酷暑难耐，卢

亮 亮 和 搭 档 杭 子 勋 常 常 练 得 口 干 舌

燥，嘴唇起皮，但依然不放过每个词甚

至每个音节的调整练习。

为演出费尽心思的不仅仅是演员，

包括王麟在内的节目编导们也在反复

琢磨，如何在变化中求得创新。在大合

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编排

中，他们充分发挥室外舞台大纵深、宽

正面的优势，大胆采用队列阵型的前后

变 化 ，彰 显 了 红 色 革 命 歌 曲 的 恢 宏 气

势。在舞蹈《战鼓雄狮》中，他们将原本

独立的舞狮和腰鼓两个节目巧妙融合，

发挥室外演出空间开阔的优势，把现场

氛围营造得生龙活虎、热气腾腾。

三

阳光下的训练场为基层官兵纵情

表演提供了大舞台，也天然拉近了表演

者与观众的距离。

“虽然我没什么艺术细胞，但从《英

雄赞歌》这段舞蹈中，我领略到了志愿

军舍生忘死、一往无前、不怕牺牲的战

斗精神。”训练基地士兵训练一中队战

士年博当时坐在观众区后侧，但现场演

出的热烈气氛，依然让他有很强的代入

感、沉浸感。

在 表 演 唱《等 着 你 到 来》《军 营 擂

台赛》中，来自基层中队的演员们穿的

是 迷 彩 服 ，演 的 是 身 边 事 。 机 动 支 队

特战一中队战士肖明泽被战友们改编

的歌词深深吸引了：“理论学习，我没

问题，军事考核却垫底 ；坚持训练，要

有恒心，我再来一个 5 公里……”肖明

泽 说 ，这 正 是 他 入 伍 以 来 所 经 历 的 变

化 ，这 些 朴 素 的 道 理 从 战 友 们 的 口 中

唱出来，让他倍感亲切，“歌里唱的战

士 最 后 光 荣 加 入 了 党 组 织 ，我 也 要 向

这个目标努力！”

对基层文艺节目而言，最可贵的收

获 或 许 不 是 赞 美 ，而 是 得 到 内 心 的 认

同。参演群体舞蹈《南征北战数万里》

的芜湖支队下士张玉良记得，下场后官

兵和他说的最多的一句话是——你的

表演我看懂了。有的战友告诉他，从这

些节目中大家看出了人民军队对党的

绝 对 忠 诚 ，看 出 了 革 命 先 烈 的 英 勇 无

畏，看出了“四有”新时代革命军人的好

样子，整场演出就是一堂触及灵魂、提

振兵心的教育课。

阳光洒满舞台，士气装满心怀。演

出 在 炽 热 的 气 温 和 气 氛 中 落 下 帷 幕 。

“我们觉得，相比炫丽包装和高超技艺

带来的感官震撼，让基层官兵产生内心

共鸣、获取奋进力量，更为重要。”王冲

认为，优质的基层文艺活动应该是内涵

和外延都能贴近官兵实际，走进官兵心

坎。今年该总队将通过分片区巡演的

方式，把这些兵味战味浓郁的节目演到

支队、演到中队、演到训练间隙，为更多

战友现场加油打气鼓劲，不断提高强军

文化对备战打仗的贡献率。

当 阳 光 洒 满 舞 台
■康智星 蔡啸天

7 月 31 日晚，由退役军人事务部组

织创作的退役军人题材话剧《兵心》在解

放军歌剧院演出。本剧以军队离休干部

耿长年的故事为主线，展现了从战争岁

月到和平时期三代军人的情感与精神世

界。剧中，不同人物角色对“何为兵心”

“如何坚守兵心”的思考发人深省。

《兵心》的结构明了、情节紧凑，整

部剧用一明一暗两条线串联起剧情。

明线是离休干部耿长年与儿孙关于“兵

心”的讨论，以及帮助儿子耿直、耿刚找

回“兵心”的过程。暗线则是老兵孙大

树的去向，以及后来他化名为李守一后

一直对“兵心”的坚守。虽然孙大树的

故事是暗线，但通过剧中其他人的回

忆、讲述，这个一直为烈士守墓、坚守承

诺的老兵形象，反而更加立体动人。

本剧出场的人物并不多，但每个

形 象 都 很 饱 满 ，是 一 部 典 型 的“ 群 像

戏”。王忠诚是抗美援朝时期的战斗

英雄，老年的他依旧善良忠诚。曾经

的孙大树、如今的李守一，是一个“兵

心不变的兵”，依旧保持着年轻时的热

忱，坚守着承诺，历经波折和漫长岁月

考验始终不改初心。耿长年的孙子耿

志 军 与 退 役 军 人 工 作 者 燕 楠 积 极 正

直、蓬勃向上，充满活力朝气。耿直和

耿刚在年轻时代怀揣梦想、参军报国，

曾 上 过 战 场 、经 受 过 考 验 ；人 到 中 年

后 ，他 们 又 追 寻 回 了 那 颗 滚 烫 的“ 兵

心”。剧中的人物形象贴近生活，他们

对“兵心”的追寻，给人以启迪。

在剧情设计上，该剧巧设悬念，增

强了叙事的艺术感染力。比如孙大树

其人，在第二幕就被提及，但他的形象

和故事直到最后一刻才向观众揭晓。

这样的设计，除了让悬念一直保留到最

后，也使故事的内涵得到了升华。与此

同时，剧中不乏让人深思的台词。比

如，“只要当过兵，就永远不能失去兵

心。”这是耿长年对儿孙的要求，影响了

孙大树一辈子。再比如，“一个人，一辈

子，一个承诺，值了。”李守一坚守的是

对战友、国家的承诺，更是一颗坚如磐

石、矢志不移的“兵心”。这些台词，都

让现场观众产生强烈共鸣。可以说，

《兵心》是一首彰显初心的军人赞歌，也

是一部让人透过历史与人生，去悉心感

悟初心、更加理解兵心的作品。

下图：话剧《兵心》剧照。

曹舒昊摄

坚
守
初
心

感
悟
兵
心

■
耿
语
轩

王
志
平

近日，沈阳联勤保障中心组织以庆

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为主题的

专题文艺演出。整台演出分为“红色记

忆”“我的祖国”“奋进新时代”3 个篇章，

通过情景剧、现场连线等形式，将该中

心所属部队的红色故事、英模人物、保

障范例、奋进历史搬上了舞台，艺术再

现光荣历史。

漫天风雪，一队红军正在雪山上艰

难前行。突然，一名衣着单薄、破旧的老

战士倒在了前进的路上。指挥员跑上前

去，喊道：“叫军需处长来！”人群沉默了一

会儿。终于，有人小声说：“他就是军需处

长……”情景剧《雪山魂》由长征中“军需

处长”的故事改编而成，感动了台下官

兵。该中心政治工作部领导说：“先辈们

用生命为我们联勤官兵树立了一座‘先

人后己’的丰碑。我们想通过这个节目，

潜移默化地教育官兵，任何时候都不能

忘记初心使命。”

该中心第 969 医院的前身，是我军

第一所正规红军医院。首任院长傅连

暲，曾是福建长汀福音医院院长。1925

年底，受进步报刊影响，他开始倾心于革

命。南昌起义打响后，他把医院的全部

药品拿出来，救治了 300 余名起义军伤

病员。1933 年初，傅连暲请了 100 多名

挑夫将整个福音医院搬到瑞金，受命组

建中央红军医院。情景剧《信仰》便讲述

了傅连暲创建红军医院的故事。舞台

上，有人问傅连暲：“你为什么相信共产

党？”他说：“那天我见到了毛泽东、朱德

等红军领导人，我明白了只有共产党才

能救中国！”现场掌声雷动，将演出第一

章“红色记忆”推向了高潮。

战场上，硝烟滚滚，一名戴着红十字

袖标的女护士，不顾生命危险在抢救伤

员。突然，一枚炮弹划过天际，一声巨响

中，女护士奋不顾身扑向伤员。伤员得救

了，女护士却没再站起来……情景歌舞

《战地救护》、歌曲《追寻》先后登台，巧妙

地将鼓声伴奏与情景演出相结合，以艺术

致敬英雄，让官兵从历史中汲取力量。

第三章“奋进新时代”，艺术展现该中

心官兵在抗洪抢险、抗震救灾、国际维和、

抗击非典及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誓死不

退的战斗精神。屏幕上，该中心官兵抗击

新冠肺炎疫情的一幕幕画面闪现着，《誓

死不退》的歌声随之响起：“信仰写在旗

上，使命刻在了胸膛……”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演出最后，铿锵的鼓点再次响起，在雄

浑激昂的音乐声中，全场官兵的大合唱

将晚会推向高潮。

上图：情 景 剧《当 祖 国 需 要 的 时

候》。 汪学潮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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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舞台

红色足迹

武警安徽总队将基层文艺汇演的舞台搬到训练场，为官兵奉上一台接地气、鼓士气的文艺演出。图为表演唱节目《军营擂

台赛》。 王祎鑫摄

基层文化景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