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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 境

阅读时光

艺术舞台

七 彩 风

阅图

俯 瞰 当 代 军 旅 诗 的 整 体 风 貌 ，就

自然想到金戈铁马、挑灯看剑、马革裹

尸 …… 这 也 许 是 军 旅 诗 的 一 向 遵 循 。

我们说，一切文学艺术都是有温度的，

军旅诗的温度应该是炽热的、烫手的，

又是具有穿透力和震撼力的。它不仅

具 有 诗 歌 的 普 遍 美 学 意 义 ，更 应 具 有

独特的诗学意义，那就是刚毅、爽朗、

豪迈、深邃。

当然，我强调刚性美的时候，并不

排斥它的柔性美。这种柔似春风、艳如

桃花的美，是建立在大格局之上的倾诉

与书写，这种刚柔相济的风格，也是当

代军旅诗的美学范畴。

如 此 说 来 ，当 代 军 旅 诗 的 功 能 除

了 引 领 将 士 们 向 美 、向 善 之 外 ，还 应

再加一个“尚武”的功能，鼓舞军人在

具 有 一 般 人 格 之 外 ，还 要 独 具 一 种 品

格，那就是能征善战、敢于啃硬骨头、

能打胜仗的英雄之气。完成这一目标

需 要 时 间 和 耐 力 ；秉 持 这 一 法 则 并 在

作 品 中 完 美 呈 现 ，是 每 一 位 诗 人 面 临

的课题。

市场经济条件下，当代军旅诗歌面

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非诗、伪诗，甚

至口水诗等，对当代军旅诗不同程度的

夹击污染是不争的事实。偏颇的、远离

诗歌本质的诗歌评判，也在诱导诗人的

走向。由于种种原因，当代军旅诗受到

诱惑与干扰，个别偏离主旋律的现象依

然存在。当然，坚守军旅诗的风骨，依

然是主旋律，如“蹈海索马里”“岁月青

铜”“向边关”等，都是富有血性的嘹亮

之声。

有 人 说 ，生 活 无 处 不 在 。 这 是 在

一 部 分 诗 人 那 里 存 在 ，是 指 娴 熟 的 、

“老道”的诗人那里。而在懒得积极投

入生活、浅于思索、不善提炼的诗人那

里就另当别论了。我觉得生活是个大

概念，诸如柴米油盐、悲欢离合，诸如

日月轮回、岁月更迭，谁也逃不脱它的

来 临 与 消 磨 。 诚 然 ，如 果 这 样 被 动 地

生活，诗是不会敲门的。诗属于创造，

属于发现，属于“苦其心志、劳其筋骨”

的人。

真诗的诞生，不会像采花、摘果那

么 容 易 。 诗 是 生 活 的 衍 生 产 品 ，未 经

沉 淀 、提 炼 的 生 活 很 难 走 进 诗 歌 。 它

要经过熬煮、打磨，经过艺术系统的规

范 ，形 成 情 感 与 语 言 的 默 契 。 生 活 包

含 多 种 成 分 ，诗 人 以 高 妙 的 眼 光 提 取

那 些 钙 和 铁 ，然 后 又 以 灵 动 的 语 言 砌

成 诗 的 外 形 与 内 涵 ，才 是 从 生 活 到 诗

的完美流程。

记得我最初写诗，因为热情写了一

组关于井冈山的诗，感情奔放、词语华

丽 ，却 是 泛 泛 的 平 庸 之 作 。 编 辑 看 过

后，写信问我：“你到过井冈山吗？”我语

塞了。我老实地告诉他实情。那位编

辑用陆游的话告诉我：“纸上得来终觉

浅，绝知此事要躬行。”由此，我更加明

白了生活与创作的辩证关系。

对于我来说，这还是写诗的初级阶

段。那么，走进生活里就有诗了吗？不

是。有了矿石就是有了铁、就是有了钢

吗？显然是否定的。诗人必须经过苦

练、苦思、冥想才可能进入一个灵魂升

华的层面。我清楚地记得我的组诗《延

安，那些诗意的往事》的写作过程。之

前，我也写过延河、窑洞、枣园。那都是

浮光掠影之作，是轻浅式的抚摸。经过

多次到延安的感性积累，直到前年我又

回到延安，站在延河畔历数黄土高坡上

的楼群、两岸璀璨的灯火时，心里咯噔

一下顿悟了。我瞬间看到了时光之上、

物质之外的东西，心里涌动起不尽的波

澜。这才有了“城堡上空的图腾”“一个

梦，飞翔在星空”“黄土高坡的意义”等

意象的升华。也因此，当面对处于现代

化、高科技条件下的军营、军人，我虽心

里痒痒，却不敢轻易下笔。毕竟多年没

有迈进它的火热，也缺乏和今天的士兵

交流，所以，写他们的精神风貌，我显得

自信不足。

最近，我重新审视了自己，定义了

我的诗笔走向。我虽然写了些社会主

题的诗，写了些生活感悟的诗，但依然

觉得，我的根基在军队，我还要回归铁

血，写出新时代军人的豪气和他们独特

的秉性。人民军队近百年的辉煌，血战

昨天、奋战今天、勇向未来，一往无前的

精神，足以让我们慷慨而歌，这首大诗

要靠我们一代一代人去完成。

我的感受是：“诗人不是生活的奴

隶 ，是 生 活 的 发 现 者 。 诗 人 跳 海 探

珠 、蹈 火 取 栗 ，是 为 寻 找 生 活 的 那 一

点 光 亮 。”诗 人 是 苦 命 者 ，又 是 殉 道

者 ；他 的 路 曲 曲 折 折 ，他 可 能 刚 刚 适

应 了 的 生 活 ，又 被 一 朝 突 变 给 击 碎 ，

他必须永远做好攀登的准备。伟大新

时代交给我们的是前所未有的崭新图

景 ，这 是 诗 人 施 展 才 华 的 新 天 地 ，也

是经受考验和淬炼的天地。就练兵而

言 ，过 去 的 摸 爬 滚 打 ，我 们 习 惯 了 的

那 些 图 式 ，显 然 不 足 了 。 面 对 新 的 作

战 方 式 、新 的 练 兵 方 法 、新 的 指 挥 思

维，诗人何为？

走进有形的练兵场，跟进漫漫风雪

巡逻路，是需要的。但是，在另一个无

形的电子战空间，那个更广阔的空间，

以及今天的士兵心态，传递家国情怀的

途径，急待我们去拥抱而有所作为。

这是生活的层面。重要的是，思想

层面、诗学层面更需要我们努力付出和

开拓。诗歌的架构离不开三要素，即立

意、意境、语言。一段时间以来，有些诗

歌形态偏软、偏浅，从生命、人性的大主

题 转 移 到 个 人 狭 窄 的 小 情 、小 我 抒 发

上，这一风气或多或少也波及到军旅诗

的创作。我们也发现，有些诗人漫不经

心，随意信手写来，悄无声息地偷换了

诗歌的外衣，不再讲究诗序、诗法、诗

德，仓促成章。

诗的语言有讲究，绝不能是未经打

磨的话语就入诗。只顾埋头硬写，而忽

视语言的“核”与“诗眼”的造境，虽然行

如流水，却没有意料之外的“爆炸”，读

后味如白开水，这是诗的失败。好的诗

歌，开句是凤首峭立，结尾是石破天惊，

给人以拍案、扼腕、遐思、联想，才是诗

的魅力所在。军旅诗以犀利、豪放、向

远、深邃见长。屹立诗坛而独立，是军

旅诗人努力的方向。

我 一 直 认 为 ，军 旅 诗 是 独 特 的 一

族，而军旅诗人是别样的一群。既然别

样就应有他与众不同的仪态。他的视

角、意象、语言，应该是独特的。军旅诗

的生成有一个特殊的通道。铁血精神

是它的主动脉，依此衍生的意象、意境、

语言也是血的颜色、铁的声音才对。正

写如此，侧写也不例外。即便写军人的

爱情，也应柔中见刚、不失铁血情致才

是。

诗是意识形态的产物，一个时代有

一个时代的追求。时代为我们展示了

生活的复杂性、多元性、多向审美性，也

提供了广博的创作空间。生活形态是

变化的，但人的本性不会变。真、善、美

永远是艺术作品的永恒坐标。而生活

是海洋，透过海洋提纯钙和铁——有益

的精神因子，进而反馈生活，应是军旅

诗人的义务和担当。

向生活提纯钙和铁
——谈军旅诗的温度与书写

■峭 岩

“红星闪闪放光彩，红星灿灿暖胸

怀，红星是咱工农的心，党的光辉照万

代……”大型原创音乐剧《闪闪的红星》

目前正在各地巡演，受到观众喜爱，可

见经典的魅力经久不衰。

音乐剧《闪闪的红星》改编自李心

田的同名小说，为我们呈现了一个关于

亲情、成长和理想的故事。它讲述了红

军长征前后，少年潘冬子在恶霸胡汉三

压迫下的种种遭遇，以及他在红星照耀

下，从一个农村少年成长为红军战士的

故事，再现了“党的孩子”潘冬子在严酷

的战争环境磨炼下，从稚嫩到成熟的经

历。全剧采用典型化艺术表现手法，通

过典型人物与典型环境，在展现主人公

英勇无畏的同时，也突出了敌人的凶

狠、残暴和狡诈，形成强烈的戏剧冲突，

深化了作品主题。

这部音乐剧由年轻一代创作团队

全新编排，在充分尊重原著的基础上大

胆创新，合理运用新的舞台艺术手段，

带给观众耳目一新的感受。

在戏剧方面，该剧突出对关键情节

的表现。比如，潘冬子的父亲潘行义，在

对敌作战中负伤，在手术中主动将麻药

让给战友。这一举动使潘冬子和村里的

小伙伴们深受教育，也在年少的潘冬子

心里打下深深烙印。在音乐方面，该剧

在改编的唱词中融入说唱、电音、打击乐

等新元素，充分表达人物的情感，以更加

贴近广大年轻观众的欣赏口味。舞美设

计方面，布景空间感强，舞台灯光搭配自

然，为观众带来一场视觉盛宴。此外，该

剧还在多处使用蒙太奇手法，创造出独

特的音乐剧时空，使剧情节奏更加紧凑。

恰到好处的细节处理是该剧值得称

道之处。例如，通过对光线的设计，让舞

台上的门、窗等实物变得可透视，达到虚

实结合的艺术效果；米店老板脖子上挂

着的大枚铜钱，直观描绘了剥削阶级唯

利是图的丑恶嘴脸。

从斗争中成长起来的潘冬子把对

父母的思念寄托于天上的星星，全剧的

主题也在一次次独唱、合唱《红星歌》的

旋律中得以升华：在红星的照耀下，一

代代人受到感召，并得以迅速成长。诗

情画意的歌曲背后，彰显的是革命必胜

的信心和不屈不挠的战斗意志。

除了贯穿全剧的《红星歌》，还有

改编自民歌《映山红》的插曲《我做你

的映山红》。“夜半三更哟盼天明，寒冬

腊月哟盼春风，若要盼得哟红军来，岭

上开遍哟映山红。”无数个夜里，潘冬

子的母亲用这首歌表达对丈夫的思念

和对革命必胜的信念。当敌人点火烧

树、母亲牺牲时，这首深情的歌曲再次

唱响，熊熊烈火就像映山红般照耀着

潘冬子的革命道路，让潘冬子在心底

燃起复仇的火焰，更给予潘冬子坚决

跟党走的力量。

经典作品为何能打动人心？原曲作

者、著名音乐家傅庚辰在接受采访时表

示：“一是作品发自人民的内心。潘冬子

的母亲坚信红军一定会打胜仗，一定会

在漫山开遍映山红的时候回来，发自内

心唱出了歌声。这不仅表达出人民群众

对红军的热爱，更传达出铁心向党的革

命信仰和对幸福美好生活的无限向往。

二是作品用了人民的语言。经典作品之

所以能成为经典，往往因为灵感源自人

民。《映山红》等作品便是借鉴了江西‘采

茶戏’等山歌曲调，韵味悠长又亲近自

然，令人回味无穷。”

潘冬子的艺术形象影响了数代中

国人。经典作品如何在新的时代背景

下焕发新的光彩？音乐剧《闪闪的红

星》作了有益的探索和尝试。

上图：音乐剧《闪闪的红星》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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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幅作品是作者用长

焦镜头抓拍的动人一幕。

傍晚时分，结束了一天的训

练，武警浙江总队某部军犬

训导员王林康拿出比武中

获得的军功章，与“特殊战

友 ”军犬马锋一同分享喜

悦。

（点评：杨 杨）

在庆祝建党百年的喜庆日子里，作

为从事军队文化工作的教员，我以篆刻

艺术形式来传递内心对光辉党史和红

色基因的崇敬之情。

“真理的味道是甜的”讲述的是陈

望道翻译《共产党宣言》的故事。母亲

送来热乎乎的粽子和红糖叫他蘸着吃，

专注于翻译的陈望道却把墨汁当成了

糖，吃得满嘴是墨，还不住地称赞：“甜

极了……”

篆刻是非常受文字限制的艺术形

式，而命题篆刻，更是篆刻的难点。为

了切合印文意境，我采用鸟虫篆的形式

刊刻此印。

鸟虫篆，又称鸟虫书,是先秦篆书

的变体。早在春秋中后期至战国时代，

即盛行于吴、越、楚等南方诸国，属于金

文里的一种特殊字体。

这种书体，其文字线条以圆转流动

的曲线为主，同时带有抽象化或具象化

的动物纹饰，富有装饰效果，给人一种

高贵华丽、生动甜美之感。

此印，我以鸟虫篆刊刻，将艺术性与

思想性相结合，力求奇趣横生的艺术效

果。全印八字以三列分布，“真理”二字

独占一列，凸显其主体地位。两个“的”

字，同中求异。为达章法的繁密见简约，

全印无边栏，文字相互依托、互为表现，

将本来可能涣散的文字凝聚在一起，使

印章呈现出一种独特的“甜”趣，即以鸟

虫篆圆转曲线的甜美之状，呈现“真理”

的甜蜜之味。

每当《国际歌》激昂的旋律响起，总

让人热血沸腾，精神为之振奋。“英特纳

雄耐尔”在《国际歌》中代指共产主义理

想。“英特纳雄耐尔一定要实现”即共产

主义一定要实现。

面对这方充满活力的印文，我想到

以汉印的形式来呈现。

在中国印中，汉印是独具风骨的一

种艺术形式。汉代是印章的兴盛时期，

后人常用“巅峰”来形容它，把它与晋代

书法、唐诗、宋词、元曲和宋元绘画相比

拟。明清以来的篆刻家都以“法秦宗汉”

为正统，主张“摹印由来溯汉秦”。秦汉

印章以阴文为主，方中有圆，圆中见方，

工而不板，带有隶意。总的风格是端庄

厚朴，匀称方正，气度从容。

“英特纳雄耐尔一定要实现”每字

分 布 的 空 间 大 体 一 致 ，但 又 不 完 全 均

等。如“现”字所占印面明显大于其他

字，且一字之内又有挪移之变，这在章

法上突出了疏密关系，使此印产生出轻

重不同的艺术效果。此外，部分笔划的

并笔、印边的残破等，也使此印在古拙

质朴中凸显浑厚凝重之感。

“政治工作是我军的生命线”，形象

生动地概括了军队政治工作的重要地

位 。 在 党 的 领 导 下 ，人 民 军 队 由 小 到

大、由弱到强，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政

治工作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为了契合印文意境，表现作品的主

题思想和美感效果，我在刻制这方印时，

以战国烙印形式“分朱布白”。因为这种

风格在视觉上的冲击力与政治工作焕发

的蓬勃生机和强大威力是一致的。

烙印，亦称纳銎印，一般铁制，印面

较大。它的章法特点是印文宽阔，气势

恢弘，具有较强的艺术审美价值，受到

后代印人的青睐。

清代书法家邓石如称：“字划疏处可

使走马，密处不使透风，常计白以当黑，

奇趣乃出。”“政治工作是我军的生命线”

这方印，印文中部及上部的大面积留白，

构成一个“U”字形。全印将笔划的繁简

对立关系突出呈现，形成朱与朱、白与白

之间悬殊的差别，在章法的一张一弛中

体现了拙朴浑厚的艺术风格。

红 色“ 印 ”记
■李 滔

光阴者，百代之过客也。两千多年

前的孔夫子，面对滔滔江水，发出“逝者

如斯夫，不舍昼夜”的感叹。岁月的沧

桑，在思想者心中掀起波澜。苏轼的

“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张若

虚的“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望相

似”皆是这般况味。

光阴是可以“计量”的。俗话说：“一

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光阴

称“寸”，缘于古人用“晷”来测算时间。

“晷”又称作“日晷”。日晷即是在圆形板

上刻注时间的度数，圆中心立一小棍，由

日出到日落，小棍的阴影由长而短，又由

短而长地映在度数上，即表示着时间。

“寸阴”，即阴影缩短或延长一寸的距

离。《淮南子·原道训》云：“故圣人不贵尺

之璧，而重寸之阴，时难得而易失也。”

“最是人间留不住，朱颜辞镜花辞

树”“青春虚度无所成，白首衔悲亦何

及”“少年易老学难成，一寸光阴不可

轻”“少壮能几时，鬓发各已苍”……每

每诵读这些诗句，我对“珍惜韶华，不负

青春”的感悟就多一层深刻理解。

马克思说：“时间实际上是人的积

极存在，它不仅是人的生命的尺度，而

且是人的发展的空间。”同样都是一天

24 个小时，用心投入的程度不同，人的

状态和成就迥然各异。有的人分秒必

争、惜时如命，有的人浑浑噩噩、肆意挥

霍，有的人犹豫彷徨、半生蹉跎。

古人云：“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

又云：“若白驹之过隙，忽然而已。”光阴无

形无状，所以我们需要有形的存在标识。

比如“沧海桑田”，用有形的海和陆，说无

形却宏阔的时间变化。时间以同样的方

式流经每一个人，而每个人却以不同的方

式度过时间。壮士惜年，贤人惜日，圣人

惜时。对勤奋者来说，在有限的时间里实

现更多愿望，正是生命意义之所在。

光阴是最富意义的变量，也是最为

公正的朋友，没有人可以抵挡住光阴的

进攻。我们习以为常的每一时刻，正是

生命绵延不绝最为宝贵的吉光片羽。作

家马克·吐温回首自己的人生时，写下

“时光荏苒，生命短暂，别将时间浪费在

争吵、道歉、伤心和责备上。用时间去爱

吧，哪怕只有一瞬间，也不要辜负。”所谓

珍惜时间，其实是珍惜时间中的我。

时间的刻度，标注历史坐标，昭示

前进方向。原本匀速流动的时间，正是

在蹈厉奋发、跑秒计时的状态中焕发生

命的精彩、定格历史的脉动。时间属于

奋 进 者,历 史 属 于 奋 进 者 。 岁 去 弦 吐

箭，勤勉多岁月。又到岁末，让我们对

光阴怀有更多的敬畏，让时间成为成功

的加持、生命的给养。

一寸光阴不可轻
■褚振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