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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庆祝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之际，

根据“人民楷模”王继才守卫开山岛 32

年的感人事迹创作拍摄的电影《守岛

人》，凭借真实感人的故事原型，扎实细

腻的剧本，精益求精的艺术追求，受到

社会各界的好评。

凝心聚力，培根铸魂，是主旋律影

片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职责使

命。近年来，涌现出的诸多优秀军事题

材影片，如《建军大业》《战狼》等，从民

族、国家、社会等不同层面展现了积极

向上的价值观。故事片《守岛人》另辟

蹊径，从历史事件和典型人物的传统塑

造中跳脱出来，聚焦于一位普通民兵，

将守岛人王继才既平凡又伟大的人生

故事搬上了大银幕。虽然主人公没有

豪言壮语，也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但

一组普通的数字却写下了他对祖国的

无比忠诚和不变初心——王继才在开

山岛上驻守 32 年，11680 个日日夜夜，

写下 189 本日志……一个人、一座岛，

一辈子、一件事，一声承诺、一生坚守。

从怨到爱，从守到建，“人民楷模”王继

才纯粹而崇高的精神境界超越了时空，

生动体现了爱国主义精神和革命英雄

主义的真谛。

伟大的灵魂，常常蕴含于平凡的人

生。张思德、雷锋、张富清都曾是一名

普通的战士，无论是革命战争年代那些

直至牺牲都没有留下姓名的无名英雄，

还是在抗洪抢险、抗震救灾、抗击新冠

肺炎疫情的各个阵地上的普通人……

王继才与他们一样，是千千万万个平凡

英雄的代表。他们坚守平凡，最终创造

非凡，时代需要铭记这样的平凡英雄。

影片《守岛人》正是以平民的视角，成功

地向大众展示了英雄人物的崇高品格，

从而激发了广大民众的共鸣。

《守岛人》向我们如身临其境般展

示了那座孤岛：无电、无淡水，野草丛

生，蛇虫鼠咬，海风呼啸，只有一盏煤油

灯、一个煤炭炉、一台收音机。在难以

想象的困苦中，王继才从最初答应的

15 天，到抱怨着坚持到 48 天，再到妻子

辞 去 工 作 上 岛 ，俩 人 一 直 坚 持 了 32

年。在如此极致的故事展开中，如何让

大家相信、接受并看懂这样的价值选

择？这是《守岛人》需要解决的问题。

《守岛人》通过电影蒙太奇的手段

以及镜头语言，让我们看到了王继才最

初上岛是因为对恩人的信守承诺，是向

家人证明自己的勇气与担当，还有对接

班者的一丝不放心。这些对普通人日

常生活和朴素情感的真实再现，让更多

人尤其是年轻人懂得了什么叫成长、什

么叫奉献，从而更加理解了王继才之所

以把“守岛就是守国”当作自己的信仰

和一生事业的真正原因。王继才夫妇

虽然身在孤岛，却比一些困在心灵“孤

岛”的人活得更加充实。他们在无人观

礼的岛上坚持每天升国旗、唱国歌，为

迷航的渔民指路。日复一日的常规任

务，却是守岛人的精神动力来源，给了

守岛人源源不断的内在力量，维系着他

们内心秩序的平衡。

生活是创作的源泉。《守岛人》创作

团队以守岛精神拍摄守岛故事，多次深

入开山岛采风体验生活，与王继才的遗

孀王仕花同吃同住，在细微之中体悟守

岛人的生活感受和心路历程。此外，该

片美术团队为最大限度还原真实，剧组

对拍摄场地进行改造，包括升旗哨所、

礼堂、坑道、码头等全部进行实景建造，

加工制作道具上千件。为展现 32 年的

时间跨度，美术团队必须兼顾不同置景

和道具的做旧程度，以在置景细节上呈

现时间的流逝。小到一砖一瓦的搭建，

大到船只的重新改造，精雕细琢的场景

设计，为演员表演和拍摄带来真实感与

代入感。长达 6 个月的拍摄过程中，所

有演职人员在艰苦的拍摄环境中没有

抱怨和退缩。在刮风下雨、悬崖巨浪

下，就连晕船的同志也一次次地挑战身

体极限，好像这不仅是一项工作，而是

要完成的一项重要使命。

文艺既要反映现实，也要讴歌理

想；既要代表一个时代的风貌，也要引

领一个时代的风尚；既要弘扬和践行中

华民族精神，也要丰富和升华伟大时代

精神。今天，我们所处的伟大时代，是

一个催人奋进的时代，也是一个个人价

值选择更加丰富多元的时代。《守岛人》

以电影艺术的方式告诉我们：家国情怀

并不是空洞的词汇，而是蕴含在我们日

常生活的点滴之中，是看得见也摸得着

的。仔细品味王继才在不同情境下的

选择，我们就能够从一个平凡英雄的人

生中感悟生活和生命的真谛，激励我们

超越小我，在国家、民族的前进步伐中

找到个人前进的路标，在时代的洪流中

书写更加丰富精彩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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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一起跨过山，我们一起越过

海，胜利的路上见证兄弟的力量……”

周末，铿锵的歌声回荡在第 75 集团军

某旅驻训场。循着歌声找去，驻训场一

角的一顶绿色帐篷映入笔者眼帘。走

进帐篷，排长马力正和几名战友演唱自

己的原创歌曲《战友兄弟》。

“在茫茫的戈壁滩上，这顶帐篷就

像一片‘文化绿洲’。”该旅领导介绍，野

外驻训条件相对艰苦，为丰富官兵业余

文化生活，在征求官兵建议后，他们以

营为单位设立了战地文化帐篷，休息时

间对官兵开放，让官兵在驻训休息时间

也能开展自己喜爱的文化活动。

在炮兵营的战地文化帐篷中，笔者

看到这里设置了阅读休闲、军营影院、军

营唱吧和军体健身等多个功能区，并结合

各功能区的特点，以迷彩屏风为隔断将帐

篷设置为“动”“静”两大区域。中士曹凯

特别喜爱阅读，以往参加驻训，他总会随

身携带几本书。今年，驻训营区设立战地

文化帐篷后，为官兵提供了种类丰富的书

籍。“虽然驻训环境艰苦，但读书让我得到

了放松和愉悦。”曹凯说，营里还利用文化

帐篷中的图书角定期开展读书交流活动，

鼓励大家在阅读中汲取精神营养。

“这毛笔字可真漂亮！”在帐篷一

角，班长农昌黎把对党的热爱倾注于笔

端，笔走龙蛇间，“百年征程波澜壮阔、

百年党史苦难辉煌”等条幅已完成，引

得战友们赞叹不已。

丰富多彩的战地文化活动，是激发

练兵备战热情的催化剂。走出帐篷，只

见位于营区后方的一棵红柳树上挂满

了官兵书写的励志格言和驻训寄语。

“生活不只有训练的艰辛，还有你想不

到的精彩”“越是艰苦的环境越能锻炼

人”……一张张纸条写满了官兵朴实的

话语，生动呈现出官兵积极向上的乐观

心态和奋发有为的进取精神。

文化帐篷生机盎然
■郭子涵 沈业宏

“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

州 。 请 君 暂 上 凌 烟 阁 ，若 个 书 生 万 户

侯？”李贺的这首诗，运用从设问到反问

的句式，感慨有志男儿为什么不执戟仗

剑、奔赴疆场，为平定战乱效力建功；看

看那些供奉在凌烟阁上的开国功臣，若

甘做一介书生怎能像他们那样为国建

立不朽功勋？这篇满怀爱国激情、雄心

壮志的力作，广为传咏，古往今来不知

引发了多少热血男儿投笔从戎、矢志报

国的情感共鸣。

李贺是唐代著名诗人，儿时聪慧过

人，七岁能诗，因仕途困厄、疾病缠身，

27 岁英年早逝。他的诗想象丰富奇峻，

构思精巧奇妙，语言瑰丽奇隽，极富独

创性，在中唐诗坛别树一帜，有“诗鬼”

之称，留下了“雄鸡一声天下白”“天若

有情天亦老”“东方风来满眼春”等千古

佳句。身处唐王朝渐趋衰微、藩镇割据

的乱世，他创作的军旅诗，秉持维护国

家统一、反对藩镇割据的正义立场，热

情歌颂浴血奋战、以身殉国的将士，反

映了诗人经世报国的政治抱负，具有雄

奇激越、凝练峭拔、色彩浓丽的艺术风

格。

《雁门太守行》是李贺军旅诗的代

表作，描写了一场平定叛乱的战事，铺

展开一幅惊心动魄而又有声有色的沙

场征战图。“黑云压城城欲摧，甲光向日

金鳞开”，开篇着意渲染敌军重兵压境、

唐军严阵以待的紧迫态势；“角声满天

秋色里，塞上燕脂凝夜紫”，从听觉到视

觉，生动刻画了号角连天、血光四溅的

战地景况；“半卷红旗临易水，霜重鼓寒

声不起”，表现与敌顽强拼杀，凸显“风

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

战斗激情；“报君黄金台上意，提携玉龙

为君死”，借用黄金台的典故，直抒将士

们慷慨赴难、以身报国的英雄气概。全

诗句句着色、以色衬景、以色表意，构成

色彩斑斓的战争画卷；将写景、写事、写

人 融 为 一 体 ，展 现 惨 烈 悲 壮 的 征 战 场

面；意境雄浑，辞采诡丽，情感充沛，显

示了非同凡响的艺术表现力、感染力。

马是古时劳作和征战的重要工具，

也是军旅诗词中常用的物象。李贺的

《马诗》（组诗），以马为题材，抒发感怀，

有 着 意 旨 深 广 而 精 彩 独 到 的 艺 术 开

掘。“大漠沙如雪，燕山月似钩。何当金

络脑，快走踏清秋。”浩瀚如雪的大漠、

晓月如钩的燕山既是良马的故乡，又是

征战的沙场；什么时候为良马配上“金

鞍”，让它奔跑如飞、效力沙场。诗人以

良马等待出征，喻指有志之士期待国家

的召唤，抒发了诗人满腔报国之志。“唐

剑斩隋公，拳毛属太宗。莫嫌金甲重，

且去捉飘风。”以唐太宗率部战胜隋朝

军 队 所 骑 的 骏 马 ，隐 喻 明 主 方 能 识 良

马；而良马不嫌身披的铠甲沉重，奔赴

疆场、疾可追风，表达了越是贤才越渴

望得到贤主的赏识，能为国担当重任、

一展雄才。“催榜渡乌江，神骓泣向风。

君王今解剑，何处逐英雄？”催马渡江、

艰险无惧、直奔战场，战马嘶鸣、疾驰如

风、神采飞扬；今日手持君王亲授的宝

剑，开赴到哪里都是所向无敌的英雄豪

杰，展开了一幅跃马驰骋、人马合一、疆

场称雄的征战图。诗中咏马喻人、赞马

颂人，彰显了咏物诗托物表意、借物言

志的艺术魅力。

李贺的军旅诗，在语言运用、意境创

设上追求以奇制胜，情思邈邈，独具神

韵，带给人别出新意的艺术审美。在《塞

下曲》中，从“胡角引北风，蓟门白于水”

到“天含青海道，城头月千里”，描绘出北

风萧瑟、夜光如水、天际苍远、皓月高悬

的绮丽边塞之夜；从“露下旗濛濛，寒金

鸣夜刻”到“蕃甲锁蛇鳞，马嘶青冢白”，

描绘了踏露出击、挥戟拼杀而敌阵森严、

激战犹酣的寒夜破敌之战。作品寓情于

景，深沉苍郁，充盈着对艰苦戍边、英勇

抗敌将士的崇敬之情。在《送秦光禄北

征》中，从“髯胡频犯塞，骄气似横霓”的

胡兵进犯、来势汹汹，到“将军驰白马，豪

彦骋雄材”的率部出征、持才领命；从“箭

射欃枪落，旗悬日月低”的能征善战、威

震敌胆，到“榆稀山易见，甲重马频嘶”的

长途奔袭、举兵迎敌；从“桃花连马发，彩

絮扑鞍来”的有勇有谋、良策歼敌，到“今

朝擎剑去，何日刺蛟回”的威武出战、灭

敌凯旋。声情顿挫，语奇意切，气韵雄

浑，表达了对出征将军定能所向披靡、为

国建功的期许。在《吕将军歌》中，“独携

大胆出秦门，金粟堆边哭陵树”，痛惜忠

勇非凡的将军，无奈独自到先帝陵前去

哭诉；“北方逆气污青天，剑龙夜叫将军

闲”，慨叹面对北方藩镇作乱，将军却只

能星夜舞剑、赋闲在家；“将军振袖拂剑

锷，玉阙朱城有门阁”，直陈时事，鞭挞时

弊，意蕴深刻，充满对英雄无用武之地的

忧愤，折射出诗人以报国为怀的思想境

界。

从“霜花草上大如钱，挥刀不入迷

濛天”到“风长日短星萧萧，黑旗云湿

悬 空 夜 ”，李 贺 以“ 意 取 幽 奥 ，辞 取 环

奇”的独特诗风，以“笔墨蹊径”“另炷

瓣香”的艺术追求，开辟了军旅诗词别

具 一 格 的 审 美 境 界 。 而 那“少 年 心 事

当拏云，谁念幽寒坐呜呃”“男儿屈穷

心 不 穷 ，枯 荣 不 等 嗔 天 公 ”的 豪 言 壮

语，更是诗以言志，带给人们长久的精

神滋养和激励。

雄奇激越 别树一帜
——品读李贺的军旅诗词

■邓一非

中国人对牛有着特殊的情感。千

百年来，人们以艺术的形式为牛写形绘

貌、驻画存象，表达对牛的喜爱，也将牛

的文化符号带进艺术美的时空。

古人以牛为题材的艺术创作，与古

人的生活密切相关。从遗存的历史痕

迹与相关文献看，原始人类出于狩猎、

模仿或游戏等动机，留下的以牛为题材

的作品往往是刻于居住的洞穴石壁、崖

岩上。严格意义上说，这些还不属于艺

术创作。

真正属于艺术创作的以牛为题材

的作品，较早见于三国时期的画家曹弗

兴。据文献记载，其有《三牛图》传世。

早期画家中，还有六朝梁武帝时期的陶

弘景，其画《双牛图》，一牛首戴金笼头，

被人前牵后赶；一牛悠闲水草边，饮水

食草、信步悠然。这幅画作用以谢绝梁

武帝请他为官的好意，传为千古趣话。

到唐宋以降，以牛入画渐成风尚，画牛

名家代有辈出，画牛佳作时有呈现。比

如，唐宋时期的韩滉、戴嵩、李唐等，元

明时期的赵孟頫、郭诩、邓姬等，清代的

石涛、蓝涛、杨晋等。进入近现代尤其

是当代以来，既出现了一些兼画牛画的

大家，也有一些以牛画立名的画家。比

如，徐悲鸿、张大千、齐白石、李可染、范

曾、黄胄等。

说牛画，不能不谈《五牛图》。此画

由唐代著名画家韩滉创作，为中国十大

传世名画之一，是少数几件唐代传世纸

绢 画 作 品 之 一 ，也 是 韩 滉 唯 一 传 世 作

品，还是现存最古老的纸本中国绘画。

《五牛图》中五头牛从左至右依次排列，

既 各 具 状 貌 ，又 姿 态 各 异 。 从 毛 色 上

看，五头牛中，有三头为黄色，一头为黑

白花斑，另一头为黑褐色；从形貌上观，

五头牛皆为立图；从神态上察，一头头

系红络、表情庄重，一头投足摆首、情态

悠然，一头举目欲行、轻松自在，一头昂

首耸肩，如待笃行，一头矮丛搔首、闲步

悠然。通览整个构图，五牛之间几近等

距，除最后一头颈部近处有一低矮树丛

外，再无其它景衬。因此，每头牛之画

面 均 可 独 立 成 章 。 据 文 献 记 载 ，这 幅

《五牛图》一经创作完成即引发收藏追

捧。北宋时，曾被收入内府，宋徽宗题

词签字。后来，这幅画被书画大家赵孟

頫收藏，其如获至宝，留下了“神气磊

落、稀世名笔”的题跋。至清代，《五牛

图》被征召入宫，成为乾隆皇帝的珍爱

之宝。清朝末年，该画被转到中南海瀛

台保存。1900 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这

件稀世珍宝落入外国人之手。上世纪

50 年代初，《五牛图》出现在香港拍卖

行，遵照周恩来总理“不惜代价，抢救国

宝”电报指示，在新华社香港分社机智

的 运 作 下 ，这 幅 画 得 以 及 时 撤 拍 。 如

今，《五牛图》收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

《五牛图》之所以被称为“国宝”，因

为 其 早 已 不 仅 是 一 幅 画 ，而 是 一 段 历

史、一种象征、一介载体。它是盛唐历

史的见证、审美的象征、文化与艺术的

载体。

从古至今，历代画家为牛立象存画，

或以牛造像，或以牛写景，或以牛叙事，

或以牛寄情，或以牛喻意。像韩滉的《五

牛图》、戴嵩的《斗牛图》、张录成的《百牛

图》等，就属典型的为牛写真、造像：牛

者，大物也，或闲庭信步、悠然自得，或任

由天性、浑然天地。像赵孟頫《寿春令留

犊图》就是典型的以牛叙事：寿春令上任

时驾黄牛，离任时留一犊（黄牛所生）。

像石涛的《对牛弹琴》就是以牛寄情：“世

上琴声尽说假，不如此牛听得真。”知音

难遇有寄托，牛声一呼真妙解。像李可

染的许多《牧牛图》，大都以牛写景：孺子

卧大物，田园醉牧笛……

历代画家以牛入画，代有笔墨，为

牛留下了诸多艺术形象，是牛之造化所

示物，为人之审美所呈象，承载着“牛”

精神的喻示与象征，也寓意着“牛”文化

的弘扬与传承。

文化时空里的“牛”艺术
■吕国英

这幅图拍摄的是新疆

军区某合成团官兵在海拔

4900 多米的高原驻训时，

周末组织文艺活动时的场

景。作者运用定焦镜头进

行拍摄。画面中，一名列

兵手拿吉他正即兴弹唱，

战友们簇拥在他身旁，脸

上都洋溢着灿烂笑容。照

片从一个侧面生动展现了

高原驻训官兵的业余文化

生活和精神面貌。

（点评：牛承猛）

周末时光
■摄影 周凯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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