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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幅作品拍摄的

是第 73 集团军组织

创破纪录比武竞赛,

一名选手在牵引横越

课目中快速通过水塘

的场景。拍摄者利用

长焦镜头记录下参赛

选手奋力拼搏、勇猛

顽强的身影。画面有

较强的视觉冲击力，

让人如置身紧张的竞

赛现场。

（点评：池俊成）

练
■摄影 刘志勇

阅图

“那个哨所巍然挺立，那座界碑我们

装在心底，年轻的士兵啊，从未想过要放

弃……”这首新疆军区某团九连官兵的

原创歌曲《少一寸都不可以》一经推出，

就迅速在高原驻训地传唱。

“官兵原创歌曲能激发练兵斗志、鼓

舞士气，更能缓解官兵长期驻训高原的

疲惫。”九连指导员李梦奇向我们说起创

作歌曲的初衷。一次，连队组织“K 歌大

会”，下士木拉迪力·木克代斯哼唱起自

创的歌曲《连队时光》，没想到战友们一

下子都被他的歌声所吸引。“原创歌曲来

自基层沃土，是战士心声的回响，散发着

浓浓的兵味、战味，沸腾着青春的激情。”

看着战士们沉浸于歌声中的陶醉表情，

驻训期间的一幕幕感人画面又像电影般

从李梦奇的脑海中闪过：驻训之初，为尽

快“安家”，连队官兵不分昼夜忙碌。上

等兵张强高原反应严重，头疼欲裂、呕吐

不止，但短暂休息后他又迅速投入到工

作中；高原机器启动困难，为了让大家用

上“长明电”，发电员葛海云总是早出晚

归，强忍着头痛，在夜幕中一次次拉动发

电机引绳、排除故障，即使满身油污也从

无怨言；构筑工事时，大家不等不靠，全

体官兵齐上阵，一连一山角、一排一冲

沟、一班一斜面，不少官兵手掌磨出血泡

仍然坚守在一线……

这里缺氧，但不缺精神，尝遍苦累，

大家依然笑对高原。那个星光璀璨的夜

晚，李梦奇脑海里不断浮现着蓝天白云、

巍峨雪山、五星红旗、可爱的官兵……激

情难抑，他提笔写下了自己军旅生涯的

第一首歌《少一寸都不可以》。战士木拉

迪力·木克代斯和艾孜买提·买买提靠着

两把吉他和一支录音笔，为这首歌谱了

曲。几经修改后，这首歌曲终于推出。

这首旋律优美、歌词质朴的歌，迅速

在全团唱响，引发了战友们的强烈共鸣。

九连的成功尝试，给了该团党委启

发，他们引导有创作才能的官兵收集身

边感人故事，在训练之余作词谱曲，激励

广大官兵在原创军旅歌曲中，进一步坚

定强军担责、守土尽责的使命意识。在

团党委的大力支持下，《远山》《边关有

你，边关有我》《哨所的雪》《那条边境线》

等 14 首由官兵自己作词谱曲的歌相继

涌现，并在基层广为传唱。

战 歌 如 鼓 声 声 急 ，号 角 争 鸣 砺 精

兵。一次应急拉动演练中，大雪纷飞，狂

风肆虐，某连官兵顶风冒雪，行动有条不

紊，提前到达指定地域。然而构筑炮阵

地时，不少官兵犯了难，高原冻土坚硬如

铁，在这种环境下构筑难度极大。

“干！训练场就是战场！”连队干部

一声令下，全连官兵斗志昂扬，硬是在规

定时间内，在坚硬的高原冻土中“刨”出

了一个炮阵地。演练结束，望着茫茫雪

山，踩着脚下的国土，不少官兵眺望远

方，不禁湿润了眼眶，不约而同地唱起连

队原创歌曲《边关有你，边关有我》：“你

丈量边关，边关的足迹串起来就是一颗

忠诚的心……”

“那天我的食指紧扣着扳机，心中

怒火燃起，胆怯渐渐褪去，眼神满是坚

毅……”霞光灿烂，红彤彤的太阳已经

靠近西边巍峨的雪峰，一点点淡去。狂

风撕扯着连旗，正在巡线的七连官兵手

挽 手 ，并 肩 前 行 ，将 旗 帜 高 高 举 过 头

顶。风沙漫天，战友们迈向点位的每一

步都显得格外艰难。连长杨洋触景生

情，将歌曲《少一寸都不可以》带头唱响

在雪域高原。官兵歌声嘹亮，戍守边关

的自豪之情溢于言表。

从“兵教兵”到“兵唱兵”“兵写兵”，

官 兵 激 起 心 理 共 鸣 ，也 点 燃 了 战 斗 激

情。雪域高原上，官兵叫响“缺氧不缺精

神、海拔高斗志更高、冻土硬骨头更硬”

的口号，练兵热情持续高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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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呀么二郎山，高呀么高万丈。”歌

曲《歌唱二郎山》，曲调悦耳动听，歌词朗

朗上口，我少年时第一次听到就喜欢上

它。有一次，我去甘肃省岷县，跟当地的

朋友交流时得知这里就有座二郎山，一

下勾起了我童年的记忆，决定上山走走

看看。

二郎山地处岷县县城以南，隔洮河

与岷山玉女峰相望。这里，曾出土过古

代墓葬，有宋墓和明墓，还有汉墓群。可

见，岷县的历史极为悠久，文化积淀深

厚。我向当地的朋友详细询问二郎山的

情况，才发现歌曲里所唱的二郎山，并不

是这里的，而是在四川省天全县境内。

1950 年，人民解放军开始修筑川藏

公路。在荒山野岭间，官兵克服物资供

应不足、高山缺氧等重重困难，展开了英

勇顽强、艰苦卓绝的筑路战斗。这首有

名的歌曲，就诞生于这一时期。

1951 年夏，西南军区战斗文工团到

天全县的二郎山一带慰问筑路部队。到

了二郎山，大家被指战员们的英雄事迹

深深感动。男高音歌唱演员孙蘸白，突

然想起《千里跃进大别山》中《盼望红军

快回家》的一段歌词，情不自禁地唱起

来：“大呀么大别山，满山是茶花。青山

绿水好风光，遍地是庄稼……”

孙蘸白边唱边想，若把修筑川藏公

路的内容填进这首歌的曲子里，一定会

受到筑路指战员的喜欢。孙蘸白把这一

想法告诉了文工团副政委魏风。魏风听

后觉得很好，就把填词的任务交给了洛

水。很快，这首饱含人民解放军对藏族

同胞深情厚谊的歌曲《歌唱二郎山》，像

插上了翅膀，飞过了二郎山，飞向了祖国

的大江南北。

听了朋友的解说，才知道歌曲里唱的

二郎山，与岷县的二郎山只不过是名称相

同而已。不过，这里的二郎山，在红军长征

时，也曾留下许多可歌可泣的战斗故事。

我们沿着曲折的山路，慢慢向上攀

登，看到路两边长着青松、云杉、杨树、杏

树等，郁郁葱葱，遮天蔽日。沿途还建有

正气亭、烈士陵园、开颜阁、战壕遗址等，

建筑风格古朴典雅。最引人注目的是开

颜阁了，名字起得极为特别，有着不同寻

常的来历。

1936 年 8 月，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四

方面军，翻过茫茫雪山草地，突破天险腊

子口，到达甘肃岷县，准备发动二郎山战

役。国民党守军闻讯后，立即调集大批

部队，在二郎山修筑碉堡、深挖战壕，妄

想阻止红军进攻。

红军抵达二郎山后，与国民党军队发

生了激烈的战斗。经过几昼夜的战斗，我

军歼敌 1500 多人，缴获了大量武器。在

岷县休整期间，红军为了壮大革命力量，

在周边地区开展大规模的宣传，动员青年

积极参军。同时，红军队伍帮助当地群众

开展生产，建立县、区、乡、村苏维埃政

权。红军离开岷县时，当地捐粮 400多万

斤，还有大批军需衣物。约 3000 名岷州

儿女参加红军，壮大了革命队伍。

从“开颜”二字，我忽然想到毛主席

《七律·长征》中“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

后尽开颜”的诗句。英勇顽强的红军战

士，突破敌人的重重封锁、围追堵截，最后

胜利北上，取得了三大主力会师的胜利。

我们边走边想，觉得在这褐色的土

里，陡峭的山上，浓密的林中，一定有红

军战士留下的遗骨，渗进的鲜血……一

阵大风刮来，吹得无数绿叶哗哗作响，似

为远去的逝者唱着赞歌。

我们来时，正赶上一年一度的民俗文

化节——洮岷花儿会。逛山的游客，打着

彩色凉伞，男女老少聚于浓密的树下，高

一声、低一声唱着当地特色的“花儿”。我

们静静听着，被动听的“花儿”深深打动，

沉浸于唱词营造的氛围里。

当听到“我为红军当主席，豁出人头

手里提，你们把爷阿么呢。”我不解其意，

问身边的朋友，才知道这首有名的“花

儿”，是当时岷县西川区苏维埃主席张有

才唱的。

1936 年，红军到达岷县后，将中国

工农红军司令部设在岷县十里镇三十里

铺村。在这里召开的岷州会议，制定了

“通、庄、静、会”战役计划，为红军胜利会

师奠定了基础。

红军北上后，国民党军队勾结地方恶

霸和反动残余势力，以“清乡”等名义疯狂

报复，杀害了不少苏维埃干部、红军伤员

和无辜百姓。被捕入狱的张有才临刑时，

毫不畏惧，从监狱到刑场的路上，边走边

唱这首“花儿”，英勇就义。此后，这首“花

儿”，就在当地群众中流传下来。

后来，人们在高高的二郎山上，修建

起红军战役纪念塔，成为岷县人民追忆

红军英雄事迹、开展国防教育和爱国主

义教育的重要基地。

二郎山
■钟 翔

陈独秀和李大钊是中国共产党的

主要创始人，当年有“南陈北李”之称。

陈独秀是新文化运动的精神领袖，同时

还是一位著名的文字学家、音韵学家、

书法家，尤其是在书法理论和实践上造

诣精深。中共早期机关刊物《向导》报

名即出自他手，外秀内刚，颇有时誉。

李大钊一生矢志追求革命真理、民族独

立和人民解放，其书法功底也非常深

厚，虽奔波革命，仍临池不辍。

线条洒脱 字势雄逸

陈独秀早年用功于篆书。寓居杭

州时，马一浮说他“总要每天写几张《说

文》上的篆字，始终如一，比我们哪一个

人都有恒心些。”

陈独秀的书法碑帖结合，篆隶行

草，各体兼备。留学日本期间，人们即

视之为“搞汉学、写隶书的人”。他传世

的翰墨多是羁押狱中及蛰居江津时期

所写，或诗稿、或书札、或对联，以行草

为主，夹杂大小篆书，率性而作，不为成

法所羁，行笔随意，线条洒脱，字势雄

逸。他曾在陋室中书行草联，“行无愧

怍 心 常 坦 ，身 处 艰 难 气 若 虹 ”。 1935

年，《题刘海粟作古松图》诗“黄山孤山，

不孤而孤，孤而不孤。孤与不孤，各有

其境，各有其图”，表现出心不拘于物，

返归自然本真。1941 年，他于四川江

津书自作诗《对月忆金陵旧游》赠台静

农：“匆匆二十年前事，燕子矶边忆旧

游。何处渔歌惊梦醒，一江凉月载孤

舟。”笔墨沉着苍莽，疏朗高古。台静农

誉之：“体势雄健浑成，使我惊异，不特

见其功力，更见此老襟怀，真不可测。”

这些书作，彰显出陈独秀的艺术天分和

文化底蕴。

陈独秀不自诩为书法家，亦不以专

业书家名世，但他深谙书法理论。他认

为写字如作画，既要有天分，也要有功

夫，功夫锻炼内劲，天分表现外秀；作隶

宜勤学古，始能免俗；初学书者，须使粗

笔有骨而不臃肿，细笔有肉而不轻，然

后笔笔有字而小成。

民间还曾流传“陈独秀一句批评，沈

尹默终成大家”的故事。1909年，沈尹默

的书法已颇有成就，但陈独秀看了他写

的自作五言古诗后指出：“字流利有余，

深厚不足”“其俗入骨”，建议他在娴熟清

醇的帖学基础上，参以沉雄苍拙的北碑，

以改变柔弱媚俗的笔法。沈尹默择善而

从，苦习碑体，终成一代书法大家。

铁肩担道义 妙手著文章

李大钊是一位从旧时代脱颖而出

的 爱 国 知 识 分 子 ，饱 读 诗 书 ，学 识 渊

博。1917 年，为唤醒民众、觉醒时代，

他在《新青年》上发表散文《青春》，由自

然界的春天，联想到生命的春天，期冀

中国重现政治的春天。后参与编辑《新

青年》、创办《每周评论》，撰写了《庶民

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新纪

元》等大量革命檄文，“试看将来的环

球，必是赤旗的世界”，洋溢着革命者的

乐观主义精神。

李大钊精于书法，广收博取。他的

楷书宗法颜真卿、“宋四家”一路，铁画

银钩，博大厚重；行书承袭王羲之笔意，

字形内敛，轻盈洒脱；行楷灵动流利，独

抒性情。李大钊的长子李葆华在《我的

回忆》中曾记述：“有一阵，他极好书法，

几乎每天都写，写了不少张。大多送给

朋友和家乡来的人。他写的字，大多是

山水诗，也写对联。”李大钊的扇面、对

联、条幅，苍茫古朴，浑厚雄劲，深得欧

颜风骨，不失魏碑风韵。1916 年，他书

赠亲友杨子惠的对联“铁肩担道义，妙

手著文章”，语出明代兵部员外郎杨继

盛，并将下联中的“辣”字改为“妙”。一

字之别，推陈出新，彰显了以救国救民

为己任，勇于传播真理的豪迈情怀。其

作品结体沉郁凝重，遒健老辣，笔墨苍

劲有力，恣情奔放，是他短暂而光辉一

生的真实写照。

李大钊的传世墨迹以手札为主，且

多是与仁人志士的书信往来，或切磋办

刊事宜，或商讨革命大计，碑帖兼顾，信

手挥洒，书写应变能力强，风格呈现跨

度大。“绝笔”之作《狱中自述》，腕底风

云，气贯长虹，折射出他光明磊落、刚正

不阿的凛然正气。

“南陈北李”的书法襟怀
■周惠斌

津津乐道

红色足迹

艺文博览

迷彩芳华

武警湖北省总队机动支队驻守江

城武汉，守卫荆楚大地，每逢重要节日、

出征誓师、表彰庆典，这个支队营区总

会响起浑厚雄壮的军乐合奏，鼓舞兵

心、催人奋进。近年来，他们打造“军乐

文化”品牌，弘扬军乐演奏传统，取得丰

硕成果。

一
今年 7 月，该支队 22 名参加庆祝中

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军乐演奏

任务的官兵载誉归来，支队专门组织

22 名演奏官兵分享参训排练、参演观

礼的成长收获和心声，受到支队官兵热

烈点赞。

7 月 1 日当天，在天安门广场上，来

自全军和武警部队 10 个大单位官兵组

成的联合军乐团，接连演奏了《唱支山

歌给党听》《我们走在大路上》《新的天

地》等歌曲，抒发对党、对祖国、对人民

的无限热爱和诚挚祝福。

参 加 这 次 演 奏 任 务 的 22 名 官 兵

中，杨坤、姚赞、张晓健、李慧林、邢冬

冬、吕傲曾参加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庆祝活动的演奏任务。“在两个

重要的历史节点，能够以军人身份演奏

礼乐，亲临现场见证党和国家的伟大辉

煌，对我而言既是一生的无上荣光，也

是重要的精神洗礼，更是一种鞭策激

励！”长笛演奏员、中士邢冬冬深有感

触。

庆祝大会当天，当电视直播给军乐

团特写镜头时，画面虽然一闪而过，但上

等兵王瑞的妈妈一眼就认出了手持长号

的儿子。王瑞作为一名“零基础”的演奏

人员，在视频海选之初，凭借一腔热忱和

勤学苦练，最终被选入候选名单。“从吹

会到吹精，再到最后演奏，这期间只有我

自己知道付出了怎样艰辛的努力！”

在该支队参选的 22 名官兵中，有 8

人和王瑞一样，在海选半个月之前，才

补入到支队业余军乐队；而李淞瑶、汤

明生等 7 人则因为演奏任务需要，从原

本较熟悉的乐器调整为其他乐器，再次

从零开始。谈及集训过程，圆号演奏

员、下士姚赞介绍：“除了训练业务，仪

态仪表也需要专门的培训辅导。”在集

训的 64 天里，所有参演队员相互学习、

相互比拼，克服了演奏曲目多、背谱难

度大等困难，全力以赴，最终以最高水

准、最好形象，在天安门广场奏响了庄

严厚重、铿锵有力的旋律。

二
“向前方，我们的血气方刚，崭锋

芒，震虎狼；向前方，我们的步伐铿锵，

风雨里，我挺起胸膛……”去年初，新冠

肺炎疫情肆虐，在疫情最紧张的时候，

一首《钢铁洪流进行曲》在支队营区响

起。

原来，火神山医院移交军队医疗组

前夕，上级命令该支队 100 名官兵奔赴

火神山医院，担负警卫安保任务。短暂

的出征仪式后，支队军乐队为“百名勇

士”奏响出征号角。伴随着铿锵豪迈的

旋律，抱着一往无前的决心，支队官兵

急速向目的地挺进。事后，全国抗击新

冠肺炎疫情先进个人、时任支队参谋长

杨剑锋回忆：“出征时奏响的军乐像催

征的战斗号角，鼓舞着军心士气，让战

士们精神振奋、满怀胜利信心。”

军乐在奏唱，信仰在传承。这个支

队坚持把“军乐文化”建设作为单位文

化建设的重要内容，结合党和国家、军

队重大节庆纪念日、部队执行作战或重

大演训任务，依据《军队仪式文化活动

教学片》和《军队仪式文化活动规程》，

适时开展誓师、授装、授衔、授奖、纪念

等活动，既让军乐队在大项任务活动中

得以锤炼洗礼，又让官兵在聆听军乐中

振精神、壮军威。

“上训练场能百步穿杨，回演奏厅能

吹拉弹唱。”支队政委柏爱军介绍，选拔

进入支队业余军乐队的人选，不仅要有

出色的音乐天赋和乐理基础，更要有优

秀军人必须具备的综合素养和意志品

格。军乐队能长期保持高水准演奏的诀

窍，就是靠高强度反复练习。他们之所

以能够吹奏出和谐优美的旋律，是因为

经历了无数次单调枯燥的练习。“台上一

分钟，台下十年功”的刻苦意识，深深烙

印在每个队员心里。

三
今 年 8 月 1 日 ，为 庆 祝 建 军 94 周

年，该支队举办了迎“八一”文艺汇演暨

“十佳军嫂”表彰大会。支队“十佳军

嫂”、机动二大队副大队长李文龙的妻

子陈柳平时工作忙，很少到部队参加活

动，这回第一次零距离“见识”军乐队，

聆听《决胜千里》《冲上云霄》等恢弘强

音，激动得不停鼓掌。

近 年 来 ，支 队 在 军 人 集 体 婚 礼 、

新 兵 入 营 、老 兵 退 役 离 队 、官 兵 胜 战

凯 旋 等 场 合 ，视 情 邀 请 家 属 参 加 仪

式 ，安 排 演 奏 国 歌 军 歌 和 战 斗 歌 曲 ，

进 一 步 激 发 了 军 人 及 家 属 的 使 命 感

和 荣 誉 感 。 在 疫 情 防 控 和 抗 洪 抢 险

等 任 务 中 ，为 确 保 完 成 任 务 ，很 多 军

人 家 庭 做 出 了 极 大 奉 献 和 付 出 。 军

乐 队 官 兵 从“ 才 下 火 神 山 ，又 战 考 田

河 ”的 感 人 事 迹 中 挖 掘 素 材 ，结 合 电

视 剧《亮 剑》主 题 曲《中 国 军 魂》的 旋

律 ，编 排 了 军 乐 表 演 唱 节 目 ，较 好 地

宣扬了官兵牺牲小我、服务大局的忠

诚品质。此外，在湖北省开展的烈士

纪念日、国家公祭日纪念活动和欢送

应征入伍青年等时机和场合，他们也

经 常 应 邀 亮 相 。 支 队 荣 誉 室 里 的 奖

杯、锦旗、纪念章，记载了这支军乐队

一路走来的辉煌足迹，也彰显了他们

锐意进取的火热情怀。

军乐声声壮兵心
■刘绪峰 巢 量

参加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联合军乐演奏任务的官兵凯旋。

唐海磊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