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薪 火

“昂扬的精气神，是我
们这支军队的制胜密码”

说起自己最满意的作品，国防大学

军事文化学院军队文化工作系副教授

李明峰的选择，一定是那座名为《铁骑

雄风》的雕塑。

铁蹄扬起沙尘，战士们手舞马刀，

喊杀着向前奔驰。

“这是内蒙古骑兵师驰骋辽沈战场

的真实写照 。”一次 ，李明峰到部队采

风，从官兵口中得知了这支骁勇善战的

草原铁骑。

解放战争时期，内蒙古骑兵部队激

战辽沈、平津战场。在一场生死攸关的

阻击战中，面对数倍于我的敌人，骑兵

指战员不惧牺牲、浴血奋战，留下了“马

蹄踏处坚城破、战刀挥舞鬼神惊”的英

雄赞歌。

来 到 学 院 任 教 前 ，李 明 峰 曾 在 基

层 部 队 任 职 。 多 年 的 部 队 生 活 让 李

明 峰 对 军 事 文 化 工 作 有 了 更 深 刻 的

理解。

“ 虽 然 今 天 战 争 环 境 有 了 很 大 变

化，但骑兵战士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和战

斗作风依旧值得我们传承。”李明峰说，

用雕塑的形式固化战斗精神，既是向骑

兵英雄致敬，也是自己作为军队文化工

作者的心愿。

岁月更迭，时空变换。当英雄的身

影在岁月中逐渐模糊，艺术成为赓续传

承的薪火，始终萦绕在人们心头。

回顾我军 90 多年光辉征程，军事文

化作品始终是鼓舞士气、凝聚人心的坚

强武器。对于学院的师生们来说，用艺

术手段讲好强军故事、滋养官兵精神沃

土是他们不变的追求。

“ 战 争 年 代 ，我 军 的 军 事 文 化 作

品 有 着 辉 煌 的 历 史 和 旺 盛 的 生 命

力 。 今 天 ，传 播 和 展 示 空 间 更 加 多

元 ，传 承 和 弘 扬 我 军 的 军 事 文 化 优 良

传统 ，是时代赋予我们的使命 。”军事

文 化 学 院 军 队 文 化 工 作 系 主 任 李 翔

深有感触。

正是在这种使命的召唤下，2021 级

油画专业研究生学员李艺凝创作了名

为《练》的油画—

大 雪 纷 飞 的 画 面 中 ，10 余 名 年 轻

的 战 士 协 力 扛 起 圆 木 ，在 林 海 雪 原 奔

袭。

入学前，李艺凝曾是火箭军某部宣

传干事。那年冬训，她随部队来到东北

某地。在冰天雪地中，战士们扛着圆木

展开多项抗寒训练，洪亮的口号声响彻

驻训场。

一 张 张 迎 风 斗 雪 的 青 春 脸 庞 ，让

李 艺 凝 深 受 震 撼 。“ 这 种 昂 扬 的 精 气

神 ，就是我们这支军队的制胜密码 。”

谈 及 创 作 灵 感 ，她 的 眼 神 中 透 露 着 坚

毅。

雕塑中跃马横刀的背影，追忆了一

段 辉 煌 的 历 史 ；油 画 上 严 寒 砺 兵 的 场

景 ，记 录 着 一 个 时 代 的 奋 斗 足 迹 。 薪

火，就这样在一代代军队文化工作者手

中接续传承。

相 逢

“歌声有属于军人的
诗和远方”

站在主席台上，西藏军区某边防团

下士冯啸的脑海中又响起《战歌为胜利

唱响》的旋律。

这是冯啸第一次来北京，他受邀参

加第二届军事文化节，并作为戍边官兵

代表致辞。

一年前，学院“边防行”教学小分队

奔赴高原一线，为戍边官兵演出。他们

此行的第一站，是位于海拔 3197 米的边

防哨所。

哨所三面临崖，一年中有 200 多天

被大雾笼罩。最初修建时，从山脚到哨

楼有 2000 多级石梯，官兵们便把这里称

作“天梯哨所”。

雪山、高原、蓝天，这些寻常人眼中

的“诗和远方”，对于驻守在这里的官兵

来说，早已成为生活常态。

“边防条件艰苦，军旅歌曲带给官

兵的抚慰和激励，是一场生动的思想政

治教育。”连队指导员李斌说。

悠扬的歌声在座座哨所间响起，那

是军事文化传递的力量。对于参与“边

防行”小分队的军校学员来说，这次旅

程同样被赋予了特殊意义。

演出之前，研究生学员张皓茹从未

到过高原。第一次登上哨所，眼前的景

象让她深受震撼——

绵延的群山中，云雾在高耸的山间

逸动。耀眼的五星红旗迎风飞舞，年轻

的战士们手握钢枪、眼神坚定。

“美得像画一样。”张皓茹说，那是

军人的美，透着刚毅与坚强。在距离哨

位不到 2 米的地方，她为战友们深情演

唱了自己最喜欢的军旅歌曲《他在那里

站岗》。

“想知道妈妈是否安康，鬓角的白

发是否悄然增长。”唱到这一句，张皓茹

清楚地看见战友们的眼眶红了。

那个瞬间，张皓茹觉得过去只能靠

想象诠释、靠技巧弥补的情感，在战友

的眼泪中逐渐迸发。从那时起，她开始

明白什么是军旅音乐，明白自己为谁歌

唱。

对于研究生学员汪姬哲来说，再次

回到边防有了不一样的感触。

入 学 前 ，汪 姬 哲 曾 在 青 岛 边 防 工

作。这次参与“边防行”演出，汪姬哲主

动申请和官兵一起站岗。清冷月色下，

远处的群山逐渐朦胧，只留下界碑上鲜

红的“中国”二字。汪姬哲知道，那是军

人心底最忠诚的信仰。

回到学校，汪姬哲把所思所想谱成

词曲，取名《心中的旗帜》。戍边战友们

评价：“歌声里有属于军人的诗和远方。”

“优秀的作品来源于官兵，更要回

馈于官兵。好的作品只有经过基层官

兵的考验，才能被时代铭记。”军事文艺

创演系主任徐惠冬说。

即将返回西藏，冯啸给汪姬哲发了

一条短信：“等到今年格桑花开的时候，

欢迎你们再到边防看看。”

汪姬哲回复：“我们已经做好准备，

期待下一次相逢。”

追 梦

“号声响起，就是冲
锋的旋律”

“现在改哪里来得及？”

排练室内，剧组筹备会已经持续

了 4 个小时，现场气氛并不融洽。

几天前，军旅原创话剧 《向前向

前向前》 剧组接到通知，该剧将作为

第二届军事文化节开幕式上的压轴大

戏，向嘉宾代表和全院师生作汇报演

出。

这 部 以 《中 国 人 民 解 放 军 军 歌》

为 创 作 背 景 的 话 剧 ， 是 2019 级 戏 剧

影 视 表 演 专 业 研 究 生 学 员 的 毕 业 作

品。

从小剧场走上大舞台，不光现场

舞 美 要 增 加 ， 剧 本 台 词 、 演 员 表 现 、

影音素材都需要更改磨合。此时，离

文化节开幕只有不到 10 天。

“舞台上一个小小的改变，都需要

幕后团队做大量的工作。”回忆起当时

的场景，舞台监督杨笑怡坦言，“可以

说是痛并快乐着。”

当天晚上，话剧导演、军事文艺

创 演 系 教 员 郭 震 召 集 所 有 主 创 人 员 ，

从演员调度到舞台布景，从戏目删改

到台词推敲，一直聊到深夜。“我们常

常被说成是‘造梦者’，其实我们更是

‘追梦人’。”郭震说。

夜空中繁星闪烁，舞台上军歌嘹

亮，现实与戏剧相互交织，让这一幕

极具历史张力。对于郭震和他的团队

来说，重温军歌诞生的故事，本身也

是对军事文化的致敬和延续。

几天时间里，为了更好地表现人

物 形 象 ， 剧 中 演 员 平 均 每 天 连 排 超

过 5 个小时；研究生学员王中楷的剧

本 上 密 密 麻 麻 写 满 了 字 ， 那 是 他 反

复 修 改 的 痕 迹 ； 舞 台 美 术 设 计 专 业

教 员 徐 杨 连 夜 赶 制 设 计 方 案 ， 从 演

员 服 装 、 舞 台 道 具 到 新 增 景 片 、 固

定设施，短短 4 天，一个崭新的舞台

拔地而起……

演 出 当 天 ， 随 着 “ 向 前 向 前 向

前”歌声响起，30 余名身着八路军军

服的演员，用铿锵的合唱，把观众们

带回到战火纷飞的革命年代。

“ 号 声 响 起 ， 就 是 冲 锋 的 旋 律 。”

舞 台 落 幕 ， 郭 震 和 团 队 成 员 击 掌 相

庆 。“ 如 果 用 一 个 词 语 形 容 当 时 的 感

受，我会用‘美梦成真’。”郭震说。

追 梦 ， 不 是 单 纯 追 寻 前 辈 的 脚

步 ， 更 要 在 时 代 中 寻 找 自 己 的 价 值

和 定 位 。 不 久 后 ，《向 前 向 前 向 前》

话 剧 还 要 走 出 校 门 演 出 。 对 于 整 个

剧 组 而 言 ， 他 们 的 追 梦 之 旅 才 刚 刚

启程。

回望历史，军事文化有着极为灿

烂和辉煌的成就；面对新挑战，军队

文化工作者必须与梦相伴、冲锋向前。

向前——即将毕业的文学专业研

究生学员贾骥正在收拾行囊。上学这

些 年 ， 他 累 计 创 作 了 12 部 文 学 作

品。回到基层岗位，他计划继续写好

新时代强军故事；美术系学员喻萌打

算利用假期去基层部队采风，用画笔

勾勒中国军人的群像，一直是他的梦

想。

向 前 —— 深 夜 的 教 研 室 灯 火 通

明，军事文化传播系教员张跃龄正在

编写一部取材于陆军某边防连官兵的

电影剧本；教员张勃汉开始筹划新学

期课程，他探索用三维虚拟仿真技术

模拟战场需求，与一线官兵共同找寻

胜战文化的强军密码。

向前——自成立以来，国防大学

军 事 文 化 学 院 大 力 推 动 实 战 化 教 学

改 革 ， 为 强 军 服 务 、 为 基 层 服 务 、

为官兵服务的作用愈加鲜明……

在繁荣军事文艺、打造强军文化

的 征 程 上 ， 新 时 代 军 队 文 化 工 作 者

正阔步前行！

“ 我 们 的 舞 台 真 宽 广 ”
■郭淑军 林梓栋 本报记者 朱柏妍

聚光灯亮起，飞行学员朱金柱站

在了舞台中央。

一袭青衫，手中握着一本会议章

程，朱金柱站在台上开始讲述中国革

命故事。背后巨大的屏幕上，静卧着

一艘红船。

在海军航空大学某团“信仰·信

念·信心”情景党课上，朱金柱与同学

们演出的情景剧《初心》，生动再现了

中国共产党启航时的历史风云，引得

台下掌声阵阵。

“真没想到党课还能这样上！”听着

学员们热烈的讨论，有着30多年党龄的

飞行员王进感慨万千。

王 进 数 不 清 自 己 上 过 多 少 堂 党

课。在他的记忆里，有的年轻学员会

把“党课”和“高深”联系在一起，对党

课 教 育 有 一 种 天 然 的 距 离 感 、生 疏

感。而这一次，每一个环节、每一个话

题，都能引起学员的自发鼓掌。

活动负责人、该团政工处主任杨

旭明说，随着网络时代的发展，“网生

代”青年学员获取知识量大面广，如

何 引 导 他 们 将 党 课 教 育 与 所 看 、所

学、所思有机结合，得出自己独特的

感悟，需要教育者悉心引导。

杨旭明决定来一次大胆尝试：既

然学员们视野开阔、紧跟潮流，就让他

们当主角，把党课的形式交给他们构

思打造，教育者则负责党课内容的嵌

入、设计和升华。

“之前总感觉教导员开展一次教

育很简单，没想到，自己亲自来做竟然

这么难。”00 后飞行学员王文浩是情

景剧《永不回头》的主演，一开始，他认

为参加这样一项活动很简单，“只要表

达流畅，台词念完即可。”

然而，当王文浩第一次走上舞台

彩排，同学们却不买账——“肢体和语

言表达都没有感情，很难打动人。”

王 文 浩 脸 红 到 了 脖 子 根 。 下 台

后，他赶紧查阅书本资料、搜集视频素

材，把那段历史从头到尾认真学习了

一遍，对照史实逐句修改剧本，仔细琢

磨语言动作。

这个过程中，王文浩的内心一点点

沉静充实下来。他不仅细细雕琢自己

的台词，还帮助同学改进剧本编排和内

容设计。

演出那天，王文浩的一举一动，紧

紧牵动着观众的心。精彩的演绎与灯

光舞美完美交融，现场观众时而神情

肃穆，时而热泪盈眶。

“要感动观众，一定要先感动自

己。”王文浩说，当自己成了教育的参

与者、呈现者，再看之前的党课教育素

材，感觉已经截然不同。每一次翻阅

书本、准备表演，对党的认识就更进一

步，对党的感情就升华一层。

王文浩的认识转变，正是杨旭明想

要的效果。除了传统的诵读红色经典、

重温入党誓词、讲述英模故事等形式外，

他们又把寻找身边榜样、创作励志歌曲、

演示组织生活等内容作为情景党课的

自选动作。发动官兵集思广益，让党课

不仅“有意义”，而且“有意思”。

党课有了“意思”，英雄不再是书

本里的一段简介，而是有血有肉的身

边人；信仰不再是一个概念，而是一种

行动自觉。

“这就是真学真信的感觉。”王文

浩说。

这
堂
党
课
﹃
有
意
思
﹄

■
张
国
强

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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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 D 题！就选 D 题！”看到赛题

时，空军工程大学研究生院学员吴傲

激动地向队友喊道。

在第十七届中国研究生数学建模

竞 赛 现 场 ， 让 吴 傲 惊 喜 不 已 的 “D

题”，是“无人机集群协同对抗”。

其实，这个课题早已被吴傲和同

学研究讨论过多次。这多亏他们有一

个会“押题”的导师——该院教授梁

晓龙。

梁晓龙看起来温文尔雅，实则文

武兼修，学员们私下里亲切地称他为

“老梁”。拿体能来说，去年，在学员

大 队 与 导 师 之 间 的 单 杠 比 武 竞 赛 中 ，

老 梁 夺 得 冠 军 ， 引 得 学 员 们 惊 呼 不

断。他却轻描淡写地说：“教授也是军

人，军人就要准备上战场。”

这 个 理 念 ， 也 折 射 在 他 的 工 作

上。一次演习中，梁晓龙担任评估组

长。从演训场回来，他把自己埋进海

量数据中，反复琢磨流程细节，确定

了多项研究课题。

“部队所需，就是教研人员心之所

向。” 梁晓龙这样要求自己，也这样

要求学员。

他给自己带的研究生定下一条规

矩：每周必须召开组会，每个人都可

以自由选择课题、发起讨论。根据课

题 与 部 队 战 斗 力 建 设 的 联 系 是 否 紧

密，定期评选优秀课题。

“ 战 场 上 ， 远 处 有 一 只 鸟 向 你 飞

来，你该怎么办？”一次组会上，梁晓

龙抛出了这样一个问题。

面对学员们好奇的眼神，梁晓龙

狡黠一笑：“答案是：要么跑，要么迅

速击落它！”

梁晓龙告诉大家，未来作战将趋

向无人化，战场上的一只鸟，甚至一

个小巧的昆虫，可能都会成为致命威

胁。研究无人机，一定程度上就是在

研究未来战场。

他向大家分享了无人作战的最新

案例，视频中，面对不断移动的地面

靶标，无人机自主调整进入角度，一

击制胜。

从此，“无人机”成了他和学员们

一项长期的研究课题。每次组会，学

员们都会展开热烈讨论，有的讲智能

控制，有的谈“蜂群”战术，还有的

把无人机的发展趋势研究了一通。梁

晓龙针对学员们的发言一一讲评，不

断帮助他们拓展视野，启发思维。

后来，看到建模竞赛题中有“无

人机”3 个字，队员们喜出望外！

在所有参赛选手眼中，这道赛题

堪称“史上最难”，常规方法和建模范

式均难以适用。

困境之中，学员们摈弃正面直接

求解的方法，通过搭建推演系统，借

助 计 算 机 算 力 从 海 量 模 拟 中 寻 找 规

律，并不断学习迭代。这极富创造力

的 想 法 来 源 于 平 时 组 会 的 思 维 碰 撞 ，

也成为整个赛程的一大亮点，引得专

家评委连连点赞。

最 终 ， 团 队 获 得 了 全 国 一 等 奖 ，

并作为“D 题”第一名受邀参加“数

模之星”答辩会。

“战斗力是第一标准！你们的研究

成 果 能 为 指 战 员 提 供 什 么 决 策 支 撑 ，

这才是课题存在的根本意义。”梁晓龙

又当起了“幕后先生”，为学员们出谋

划策、指点迷津，把学员心中的疑问

一一解决。

一个月后，他们站上了“数模之

星”答辩台，在短短 8 分钟内将观众带

入 了 无 人 机 集 群 攻 防 对 抗 的 精 彩 世

界 ， 夺 下 了 军 队 院 校 首 个 “ 数 模 之

星”冠军。

从组会的小圆桌走上全国大赛的

领奖台，队员们感慨万千。他们把奖

牌 挂 在 梁 晓 龙 脖 子 上 ， 开 起 了 玩 笑 ：

“教授，原来您还会‘押题’！”

梁晓龙笑得合不拢嘴：“多想想未

来 战 场 需 要 什 么 ， 就 是 最 好 的 ‘ 押

题’！”

会“ 押 题 ”的 老 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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幕布拉开，一部名为《向前向前向前》的军旅话剧正

在上演。舞台一侧，该剧舞台监督、国防大学军事文化学

院 2021 级硕士研究生学员杨笑怡热泪盈眶。

一年前，杨笑怡还是部队的一名助理工程师。带着

对军事文化的向往，她报考了国防大学军事文化学院军

事影视研究专业。入学半年就参与大型话剧创作。

不仅是杨笑怡 ，越来越多来自部队一线的文化工

作者正在走向更大的时代舞台。由国防大学军事文化

学院主办的第二届军事文化节集中展示了军事文学 、

军旅歌曲、军营舞蹈、军旅美术等领域 1700 多部（件）优

秀作品。

话剧落幕，杨笑怡在学习笔记上写下这样一段话：

“在这个幸福的时代里，我们军队文化工作者就像一朵朵

浪花，正在追赶时代的浪潮。”

图①：第二届军事文化节上，军旅话剧《向前向前向前》剧照；图②：李艺凝油画作品《练》；图③：“边防行”教学小分队赴边防哨所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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