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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夏时节，坐落在陆军军医大学校

园主干道旁的“红医魂”雕像，披上了一

条崭新的红色方巾，不时有教员、学员驻

足凭吊。

“红十字盾牌”“白求恩雕塑”“一级

教授油画墙”……走进这所大学，融合

“军”“医”双重属性的红色文化元素映入

我们眼帘，默默诉说着这所军医学校 80

余年的发展历程。

如何发挥红色资源优势，走出用红

色军医文化育人的新路，培养新时代优

秀军事医学人才？近年来，该大学围绕

这一课题积极实践，探索了以文化人、以

文育人的经验。

一

前不久，该校组织学员长途拉练。

在贵州遵义的一座红军卫生员铜像前，

学员罗婷婷说：“入学第一天，教员就把

‘红医魂’的故事讲给我们听。站在这里

看见跟学校里一模一样的雕像，我更加

真切感受到什么是教员说的血脉传承。”

“ 这 名 红 军 卫 生 员 与 我 们 大 学 有

着 不 解 之 缘 。”铜 像 前 ，政 治 理 论 教 员

田 文 捷 娓 娓 道 来 ，向 即 将 在 这 里 开 展

300 公里长途拉练的新学员，讲述军医

大 学 的 红 色 文 化 根 脉 ，“1965 年 ，我 们

的 老 校 长 、老 红 军 钟 有 煌 带 领 学 员 拉

练到遵义，听说当地有一座无名‘红军

坟’。经多方考证，发现正是 1935 年长

征 到 达 遵 义 后 ，失 散 被 害 的 卫 生 员 战

友龙思泉……”

后 来 ，他 们 围 绕“ 红 军 坟 ”挖 掘 整

理 出 一 系 列 感 人 故 事 ：龙 思 泉 烈 士 牺

牲 地 ，当 地 群 众 一 直 在 祭 奠 和 怀 念 着

他 ；有 师 徒 关 系 的 三 代 雕 塑 家 先 后 为

烈 士 塑 像 ；三 代 陆 军 军 医 大 学 官 兵 接

续考证他的事迹，找寻他的亲人，为他

立碑塑像。

“这堂开学第一课，从学校一直‘上’

到了遵义。”看着这座锃亮的铜像，罗婷

婷感触良多。

近年来，该校按照“品牌化、系统化、

规模化”思路，构建红色军医文化育人体

系：从“红心向党”的铸魂文化，到“红盾

为战”的使命文化，从“红医大爱”的道德

文化，到“红才辈出”的创新文化……他

们赋予红色军医文化新的内涵，将学校

参加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等历史，参加抗

击疫情、抗震救灾等重大非战争军事行

动，以及院士专家群体为军事医学埋头

拼搏的丰富素材融入日常教学，把价值

塑造、知识传授和能力培养紧密融合，为

教育注入了鲜红底色。他们还挖掘大学

红色历史，用实物、实景讲述军医故事，

在 4 个校区开设 11 个思想政治教育基

地，为学员提供鲜活教材。

从理论课堂灌注、实践课堂感召，到

文化课堂熏陶、“网络+”课堂激活，该校

探索形成了润物无声的红色军医文化育

人场域，使入耳入脑正逐渐转化成入心

入行。

二

“军医跟普通医生最大的不同，就

是要担当起‘姓军为战’的责任。”从陆

军军医大学学员成长为技艺精湛的人

民军医，陆军第 958 医院胸外科医生游

波说，令他印象非常深刻的事情，就是

去年 5 月，跟随大学“红色军医边关行”

队伍上高原、下海岛，去往基层部队和

战场最前沿。

喀喇昆仑高原终年高寒缺氧、紫外

线强，驻守在这里的不少官兵都患有高

原病。皲裂的嘴唇、凹陷的指甲，几乎成

了他们的标志。在高原巡诊现场，游波

拉着一名战士的手，轻轻地按了两下他

指头上的肿块。

“你怎么没到山下去看病？”“一直

在 上 面 ，就 没 去 。”“ 别 担 心 ，这 次 我 们

来就是要帮你解决问题！”听说医疗队

专 程 带 着 仪 器 上 山 ，年 轻 战 士 笑 得 有

些腼腆。

在海拔 4200 多米的都木契列哨所，

医疗队队员坚持要沿着巡逻官兵平时上

山的小路徒步到一线执勤点位。落差

100 多米的山坡，最陡处坡度将近 60 度，

医疗队队员们喘着粗气爬上山顶，走进

哨楼的第一个动作，是向戍边战友敬了

个军礼。

后来，游波在那天的巡诊记录中写

道：“红色军医边关行”与其说是给官兵

看病，倒不如说是我们来受教育，一次次

被战士们的戍边精神感动，一次次得到

心灵的震撼与洗礼。

作为育人主阵地，让学校官兵在校

园内接受教育的基础上，如何走出去涤

荡内心？这个答案，在红色军医品牌活

动的实践中越来越清晰。

“真没想到，在这遥远的边关、偏僻

的 小 镇 ，也 能 享 受 到 这 么 好 的 医 疗 服

务。”每次到边关和基层巡诊，该校“卫

生列车医疗队”总会收到这样的反馈。

那年，“卫生列车”开进广西壮族自

治区时正值盛夏，军嫂陈煜晓带父母、婆

婆早早等在了义诊现场。“我是军属，不

能给医疗队增添负担，能趁着这个机会

给家里老人查查体就成。”看到陈煜晓

挺着大肚子满身是汗，手里还紧紧牵着

3 岁大的儿子，接诊的队员第一时间为

这一大家子安排妇产科、儿科、心内科、

眼科专家的问诊查体。

看着现场官兵和军属脸上的笑容，

“卫生列车医疗队”队员王云感觉比他们

还要高兴，“能把医疗服务送到官兵和群

众身边，苦点累点对我们军医来说都是

值得的。”

闯戈壁、穿密林、跨雪原、走达坂……

近 3 年来，陆军军医大学派出 400 余名专

家，深入条件艰苦、任务艰巨的基层部队

和一线点位为官兵服务。

完成任务返回大学，学校还第一时

间组织医疗队队员分享他们的一线见

闻和救治经验。在“红医出征”课程思

政大讲堂上，很多年轻的军医和文职人

员听到队员讲述的故事后，纷纷要求加

入“ 红 色 军 医 边 关 行 ”“ 红 色 军 医 老 区

行”队伍。他们说：“哪里有任务，哪里

有需求，就去往哪里！我们要像前辈一

样，在实战中把红色军医的足迹踏遍祖

国边海防。”

三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去

年 ，在 该 校 组 织 的 建 党 百 年 主 题 党 日

活 动“ 重 温 入 党 誓 词 ”环 节 开 始 前 ，所

有人的目光不由自主地汇聚向场地中

央 ：有 68 年 党 龄 、已 是 93 岁 高 龄 的 程

天 民 院 士 正 用 手 撑 着 轮 椅 ，在 身 边 战

士 的 搀 扶 下 缓 慢 起 身 、右 手 握 拳 。 他

坚持要和所有教员学员一起面向党旗

庄严宣誓。

参加过 14 次核试验，多次在蘑菇云

尚未消散的时候驱车深入、直达爆区，只

为掌握核武器损伤第一手资料……主题

党日活动现场，为我国防原医学发展和

复合伤研究奉献一生的程院士，为年轻

官兵留下了一首诗，其中一句让大家深

受触动——“受党培育刻心间，初心不改

国为先”。

做一名优秀的红色军医，需要能力

更需要拼搏。每当这时，“跟我上”的口

号总会响彻在大学校园和任务一线。

“专家教授都能扛着红旗走在最前

面，我一个年轻人怎么也要跟上去！”长

长的行军队伍蜿蜒在崎岖山路，队员郭

红霞说话时呼吸略显急促可脚步并未

放缓。

2020 年年底，陆军军医大学正式启

动覆盖全校所有教职员工的“重走红军长

征路”实践活动。每次活动中，走在队伍

最前头的，是该大学一批知名专家教授。

在雾气弥漫的娄山关，中国工程院

院士蒋建新轻轻放下扛了一路的红旗。

望着关口西侧山垭的娄山关红军战斗纪

念碑，他感慨地说：“攻下科研的娄山关、

拿下创新的腊子口，我和团队也得靠这

么一股子劲头。”

遵 义 的 夜 晚 气 温 微 凉 ，挑 破 白 天

拉 练 磨 出 的 水 泡 ，卞 修 武 院 士 转 身 打

开 背 了 一 路 的 电 脑 ，抓 紧 回 复 学 生 邮

件 。 他 说 ：“ 我 们 这 代 人 的 成 长 ，离 不

开大学里黎鳌院士、程天民院士、王正

国院士等名师大家的引导鼓励。作为

土 生 土 长 的 陆 军 军 医 大 学 一 员 ，现 在

轮到我们为年轻同志提供广阔的成才

平台了。”

从四渡赤水纪念馆到土城红军医院

旧址，从“红医魂”到长征精神……在红

色土地讲红色军医故事，为老区群众开

展义诊巡诊，院士专家和年轻队员同吃

同住，携手向前。

返程路上，有位年轻的科研队员发

了一条朋友圈：“坚持不下去时，就抬头

看看红旗吧！像专家教授们一样，用革

命加拼命的精神埋头苦干，我们一定也

能跑好属于自己的这一棒。”

红色沃土育繁枝
——探寻陆军军医大学文化育人的理念与故事

■本报记者 刘建伟 特约通讯员 刘小薇 左胜男

近日，空军某基地文艺服务小分

队为该基地官兵奉献了一场精彩的

“练兵备战先锋”主题演出，演出的 5

个节目都取材于基层官兵的真实故

事。他们用兵演兵事、兵说兵情、兵唱

兵心的方式讲述基地的战斗故事和身

边的典型事迹，有效鼓舞了兵心士气。

演出在舞蹈《亮剑空天》中拉开

序幕，激情雄浑，展示空天勇士的豪

迈力量。前两个篇章中，小品《出征》

真挚感人，如涓涓细流，倾诉着戍边

战士的爱国情怀。情景剧《“三不”精

神的传承》，再现基地官兵在“驻地虽

远，紧跟思想不能远；氧气虽缺，打仗

精神不能缺；条件虽苦，卫国戍边不

叫苦”的“三不”精神激励下，参加高

原驻训的火热练兵场景。演出后两

个篇章以快板和歌曲为主。群口快

板《矢志打赢抒豪情》生动描绘该基

地官兵忠诚维护核心、矢志奋斗强军

的自豪感和使命感。“挑战生命的极

限，飞跃屋脊之巅……”原创歌曲《传

承》铿锵有力，唱出了基地官兵扎根

边陲、卫国戍边的决心意志。

演出注重营造沉浸式体验。伴随

激昂旋律，屏幕上陆续展现战鹰呼啸、

战车出征、电磁对抗等热血画面，音画

交织，鼓荡心胸，使演出充满炽热的战

斗气息和澎湃的情感力量。

兵的舞台兵的歌
■胡勇华

“山谷的风啊永远记得，划过那

些脸庞干裂的皱褶，你那灿烂的笑容

却永远定格，雪花知道它对你多么不

舍 ……”近 日 ，原 创 歌 曲《用 生 命 守

护》随 着 陆 军 文 艺 轻 骑 兵 的 巡 演 脚

步，在座座军营唱响，并在新媒体平

台热播。

歌曲由青年军旅作家曾皓作词、

军旅作曲家栾凯作曲、军旅歌唱演员

乌英嘎首唱，以大气磅礴的风格、悠

扬抒情的曲式，一字字深情诉说，一

段段娓娓道来，热情赞美新时代边防

官兵牢记使命、勇于担当的精神追求

和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的高尚情怀。

“滚烫的热血把万里边关都捂热，

每一滴都兑现你庄严的承诺……”歌

声响起，边防英雄屹立边关、英勇战

斗、敢于胜利的画面仿佛在我们眼前

一一闪现，耳畔似乎能听到那慷慨激

昂的战斗口号和对祖国饱含深情的告

白在回荡。在创作歌词时，曾皓用他

擅长的讲故事方式，用高度凝练的语

言讲述广为流传的新时代卫国戍边英

雄群体故事。因此，歌词在体现叙事

性的同时，又具有画面感和亲切感，易

懂、易记、易唱。“你那血性的怒吼气壮

山河”，歌曲中有慷慨激昂的英雄气

概，也有对烈士的深深致敬——“冰河

永远流淌着你爱的清澈”。

曾皓说：“创作这首歌词，就是希

望英雄们的故事能在人们心里种下家

国大爱、坚守信仰的种子，希望这些种

子能在人们心灵深处生根、发芽、开

花，向阳而生，永不凋零。这是对英雄

最好的纪念。”

《用生命守护》的旋律深情婉转

又不失大气。作曲家栾凯拿到这首

歌词时，正在医院住院。一开始，他

觉得全国范围内创作的与戍边英雄

有关歌曲已有很多，怕这首歌很难再

写出新意。但读完歌词后，他感觉心

里有一个闸门悄悄被打开了。他说：

“闭上眼睛，歌词里的情境和画面一

幕幕仿佛浮现在眼前，英雄们的故事

再次让我感动。”一个旋律随即冒出，

他赶紧记了下来，随后又告诉自己，

不要冲动，要写就要写出自己最满意

的旋律，因为这首歌是他作为军旅音

乐家对戍边将士的致敬。住院的那

几天里，他反复吟诵歌词，形成了音

乐框架，出院后又用了一周时间，终

于将歌曲创作全部完成。“这是一首

充满感动和真情的歌，旋律里浸透着

我的情感。”栾凯说。

《用生命守护》歌颂的是戍边英雄

官兵，激起人们深深的爱国情怀。因

为无数优秀中华儿女都如同歌词中所

说，“深爱这无边辽阔”，更因为那句

“盛世繁华你用生命守护着”，让人动

容感怀。

“纵然倒下也要化作山的巍峨，每

一寸都写着最亲爱的中国”，这是一首

献给戍边英雄的歌，一首献给祖国的

歌，也是献给华夏儿女赤子之心的歌。

歌曲《用生命守护》——

献给边防英雄的赞歌
■袁丽萍

强军文化观察

陆军军医大学发挥红色资源优势，走出用红色军医文化育人的新路。图为长途拉练途中，该校学员在娄山关烈士

纪念碑前追寻先辈足迹，重温红色历史。 熊灵峰摄

基层文化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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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475期

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后，广大文艺

工作者响应号召，掀起了延安新歌剧运

动，并创作出一大批反映人民生活的精

品佳作。其中，歌剧《白毛女》《刘胡兰》

《赤叶河》和《王秀鸾》被人们誉为解放

区“四大名剧”。

歌剧《王秀鸾》是由 28 岁的傅铎于

1945 年初春创作的，取材于冀中军区

几位劳动模范的英雄事迹。

1945 年元旦前后，晋察冀边区召

开第二届群英大会。傅铎作为火线剧

社的创作骨干，受领了大会采访、创作

文艺作品的任务。大会上，冀中的张化

泉、李书亭、肖大鸾 3 位农村妇女既做

抗日工作、又下地生产的事迹打动了同

为冀中人的傅铎。他从她们身上获得

了丰富的创作素材和生动的语言。在

回忆文章中，傅铎写道：“在群英大会结

束返回冀中的路上，我就进入了创作构

思过程，最后决定以张化泉的事迹为主

线，把李书亭与儿子、肖大鸾与丈夫的

有关情节综合在张化泉身上，塑造一个

综合典型。”从设计人物、结构提纲到剧

本完成初稿，傅铎只用了不到两个月。

考虑到当时演出场地都是露天，观众很

多，而歌剧有音乐、有唱段，还有舞蹈动

作等，傅铎有意识地运用民族民间艺术

传统形式，写成了一出 13 场的大型歌

剧《王秀鸾》。

歌剧描写了 1942 年“五一”反“扫

荡”后的冀中农村生活，通过一个普通

家庭妇女到边区劳动英雄的成长过程，

歌颂了党的英明领导，深刻揭示了大生

产运动的意义以及妇女参加劳动生产

的重要性。特别是在当时抗日根据地

遭到日寇频繁扫荡和“三光”政策的摧

残破坏，广大农民生产生活陷入极端困

难的情况下，该剧的创作和演出，对推

动大生产运动、激发妇女参加劳动生产

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主人公王秀鸾

成为农村妇女解放的一个艺术典型。

时值 1945 年春耕季节，歌剧《王秀

鸾》巡 回 演 出 于 饶 阳 、定 县 、博 野 、蠡

县、任丘、河间、高阳等县的广大农村，

受到冀中军区领导及广大群众的热烈

欢迎，还荣获冀中军区党委颁发的文

艺创作奖。不久，许多专业文艺团体

和村剧团也纷纷演出《王秀鸾》，敌后

抗日根据地形成了“《王秀鸾》热”，歌

声遍及平原山乡。

《王秀鸾》的剧本也不只是靠傅铎

在群英大会上搜集来的材料，还有他自

己切身的生活积累。傅铎出生于冀中

一个农民家庭。抗战开始后，他参加冀

中新世纪剧社，为农民演出抗日节目，

后来又参加火线剧社，曾任戏剧队长、

副社长、社长。抗战期间，傅铎一直在

抗日根据地生活和战斗，同群众一起春

耕、春种、抢秋、夺麦。敌人来了，他们

一块反“扫荡”，一同爬洼，一起战斗。

特别是傅铎在离开学校到参加革命工

作之前，有四五年时间是生活在农村，

从事农业生产。多年的农村生活，让他

接触了各种各样的农村人物，十分熟悉

农村生活和群众语言，这给他的创作带

来极大方便。3 位劳动模范的事迹和

他本身的生活经历融合在一起，激发着

他的创作冲动。傅铎回忆创作歌剧《王

秀鸾》的经历时说：“我想，群众之所以

欢迎它、接受它，是因为那个戏在一定

程度上反映了群众的生活、群众的斗

争。我之所以能把它写出来，而且写得

还比较顺利，也正是因为有了一个比较

丰富的生活基础的关系……”

作家孙犁在 1946 年看了《王秀鸾》

演出后，写下了这样的话：“我从楼上看

到楼下的观众，他们一直那么注意地

看，一直焦渴地等待下一幕的开场。什

么东西这样吸引他们呢？没有传奇，没

有什么特别的布景，没有艳丽的女角。

台上很平常，家庭的纠纷，田园的劳作，

有时只是王秀鸾母子两个在那里埋头

工作而已。但正是这些事物吸引了观

众，再现了农民的生活、悲苦和愉快。

而过节是这么自然，没有特意的剪裁穿

插，施粪浇水，锄草收割，吃饭做活，做

活吃饭。但它是一幅完整的农民历史

画，它和观众的生活息息相通。剧本的

成功就在这里。”

和群众的生活息息相通
——傅铎和歌剧《王秀鸾》

■李 文

解放战争期间，华东野战军第八兵团文工团演出歌剧《王秀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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