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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历史书中见过

你年轻的模样

血气方刚的年纪

自信与坚毅写满脸庞

你用坚实的肩膀

担起时代的重担

你在冲锋陷阵中

让青春写满荣光

未曾见过你的白发苍苍

永恒的青春在岁月中流淌

生命的赞歌在时空中回响

强军兴军的路上

再次见到青春的模样

英姿飒爽步履铿锵

在血与火的历练中

收获了坚强果敢

读懂了青春力量

相同的年纪，相似的篇章

接过先辈的钢枪

从不畏惧征途漫漫

走过千山万水

见证苦难辉煌

不变的青春模样

依然阳光灿烂

青春的模样（歌词）

■唐婧瑞 洪庆任

这幅作品拍摄的场景是阿里军分区某边防团官兵队列训练。拍摄者

采用无人机高空俯拍的方式，以对角线构图，赋予作品特殊的审美意趣。

阳光照耀下，官兵挺拔的身姿投影在地面上，身与影巧妙成画、相映成趣。

身与影
■摄影 刘晓东

重铸红色经典，传唱英雄赞歌。7

月 1 日，红色杂技剧《英雄虎胆》亮相北

京天桥艺术中心。该剧以杂技剧特有

的 表 现 形 式 ，结 合 丰 富 多 彩 的 民 族 元

素，上演了一段浪漫与悲壮交织的英雄

史诗，受到首都观众高度评价，为党的

101 岁生日献上一份饱含深情和敬意的

贺礼。

杂技剧《英雄虎胆》改编自 1958 年

经典电影《英雄虎胆》，讲述了解放初期

人民解放军深入广西十万大山剿灭国

民党残匪的故事，生动刻画了侦察科科

长曾泰、侦察员耿浩、粮食工作队员叶

荔等一批智勇双全、英勇无畏的英雄形

象。剧中运用手技、绸吊、跑酷等传统

与现代结合的杂技手段，紧贴当下审美

需求，努力实现“技”与“戏”有机交融，

追求“技”精彩、“戏”好看的艺术效果。

该剧自 2021 年 7 月首演以来，深受业内

专家和观众的好评。

据 悉 ，该 剧 由 广 西 壮 族 自 治 区 党

委 宣 传 部 等 单 位 联 合 出 品 ，由 广 西 杂

技 团 创 排 演 出 ，是 广 西 壮 族 自 治 区 为

庆 祝 中 国 共 产 党 成 立 100 周 年 重 点 打

造 的 一 部 革 命 历 史 题 材 精 品 剧 目 ，还

入选了国家艺术基金 2022 年度传播交

流推广资助项目。

下图：杂技剧《英雄虎胆》剧照。

杂技剧《英雄虎胆》在京上演
■本报记者 袁晓芳

军 歌 ，乃 军 营 之 歌 ，军 旅 之 歌 ，也

是 军 队 之 歌 。 雄 壮 的 军 歌 ，每 一 个 音

符，如进军的鼓，每一个节拍，似冲锋

的 号 。 军 歌 在 哪 里 响 起 ，哪 里 就 激 情

燃 烧 ；战 士 在 哪 里 集 合 ，哪 里 就 军 歌

嘹亮。

自 古 兵 家 多 壮 歌 。《凯 歌》是 明 朝

抗 倭 名 将 戚 继 光 率 军 出 征 时 ，为 传 达

军令纪律而编创出来的军歌。“万人一

心 兮 太 山 可 撼 ，惟 忠 与 义 兮 气 冲 斗

牛 。 主 将 亲 我 兮 胜 如 父 母 ，干 犯 军 法

兮 身 不 自 由 。 号 令 明 兮 赏 罚 信 ，赴 水

火 兮 敢 迟 留 ？ 上 报 天 子 兮 下 救 黔 首 ，

杀尽倭奴兮觅个封侯。”这种气吞万里

如虎，雄视四面八方的气势，体现了对

将 士 严 格 的 纪 律 要 求 和 职 业 品 格 塑

造，激励他们在战场上奋勇杀敌，保家

卫 国 。 南 宋 抗 金 名 将 岳 飞 的 词 作《满

江红·怒发冲冠》，与其称为千古传诵

的 爱 国 诗 词 ，不 如 说 是 一 曲 滚 烫 的 沙

场战歌。在“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

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

阙”的英雄气中，我们仿佛看到沙场上

刀光剑影、鼓角争鸣……

荀子指出，“故乐者，出所以征诛也，

入所以揖让也。”西晋大将刘琨在一次战

斗中陷入匈奴重围。他细心观察匈奴的

大营，发现匈奴士兵士气不高，猜测这些

士兵是临时征召来的。当天晚上，刘琨

走上城头吹起胡笳，乐音哀婉，匈奴士兵

被勾起思乡情绪，丧失斗志，最终只得收

兵。历史上有名的项羽“四面楚歌”，诸

葛亮“空城弹琴”等故事，都是将音乐融

入计谋、克敌制胜的典范。诗人马雅可

夫斯基说：“无论是诗，无论是歌，都是炸

弹和旗帜。”

那 年 ，在 CCTV《经 典 咏 流 传》节

目 现 场 ，中 国 武 警 男 声 合 唱 团 编 排 的

《无 衣》，一 亮 相 就 惊 艳 了 众 多 观 众 。

原诗《秦风·无衣》是 2000 多年前，秦军

对抗戎族入侵时的“战歌”，其矫健爽

朗 的 风 格 ，正 是 秦 人 爱 国 精 神 的 体

现。全诗一共三章，一句“岂曰无衣”

的反问，洋溢着满腔豪气，然后是无数

战 士 同 声 嘶 吼 ：“ 与 子 同 袍 ”“ 与 子 同

泽”“与子同裳”。这首流传千年的“战

歌”，表达了将士们团结一心、共御外

侮的高昂士气和英雄气概。

军歌，积聚着一个民族的情感和精

神。1792 年，法国马赛的起义部队唱着

一 首 由 工 兵 上 尉 创 作 的《莱 茵 军 团 战

歌》冲进了皇宫，这首歌就是后来法国

的国歌《马赛曲》。由田汉作词、聂耳作

曲的《义勇军进行曲》，自 1935 年在民族

危难关头诞生以来，激励着一代代中华

儿女为祖国独立富强而英勇斗争，后被

确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军 歌 与 人 民 军 队 相 伴 而 生 ，迄 今

走 过 了 95 年 波 澜 壮 阔 的 辉 煌 征 程 。

从 我 军 建 军 初 期 的《三 大 纪 律 八 项 注

意》，到解放战争中家喻户晓的《战斗

进行曲》，在朝鲜战场上诞生的《中国

人 民 志 愿 军 战 歌》，嘹 亮 的 军 歌 始 终

与 人 民 军 队 的 战 斗 历 程 同 频 共 振 ，激

励 着 一 代 代 官 兵 勇 往 直 前 ，从 胜 利 走

向胜利。

军歌应唱大刀环。抗日战争期间，

《保卫黄河》《游击队之歌》等一大批优

秀的抗战歌曲广为传唱，成为凝聚民族

力量的精神火炬和打击敌人的有力武

器。其中，承载着中华民族苦难与奋进

的《义勇军进行曲》，每一个音符都曾经

过战火的洗礼，每一个节拍都曾经历硝

烟的炙烤。郭沫若赞誉它的曲作者聂

耳是“中国革命之号角，人民解放之鼙

鼓也”。

抗 日 烽 火 中 诞 生 的《大 刀 进 行

曲》，青纱帐里唱响的《在太行山上》，

大 进 军 的 洪 流 中 传 唱 的《中 国 人 民 解

放 军 军 歌》等 一 支 支 战 斗 歌 曲 ，以 其

激 越 壮 美 的 旋 律 和 独 特 的 审 美 体 验 ，

成 为 民 族 精 神 的 一 部 分 流 传 于 历 史

长 河 中 。 尤 其 是《中 国 人 民 解 放 军 军

歌》，形 象 鲜 明 、曲 调 气 势 磅 礴 、歌 词

强 健 有 力 ，生 动 体 现 了 人 民 军 队 威 武

雄 壮 的 军 威 。 正 如 刘 白 羽 所 言 ：“ 这

支 歌 确 如 狂 飙 天 落 ，旋 卷 整 个 艰 难 困

苦 而 又 英 勇 卓 绝 的 抗 日 战 争、解 放 战

争 的 英 雄 年 代 。 我 们 每 一 个 解 放 军

战 士 ，就 是 高 唱 着‘ 向 前 ，向 前 ，向

前！我们的队伍向太阳’，排山倒海，

冲锋向前，击败日寇，摧毁蒋家王朝，

涤 荡 尽 旧 世 界 污 泥 浊 水 ，奉 献 出 光 辉

灿 烂 的 新 中 国 …… 我 相 信 只 要 热 血

在 我 们 胸 中 奔 腾 ，这 歌 声 就 将 永 远 嘹

亮震荡。”

新中国成立后，《英雄赞歌》《学习

雷锋好榜样》《我爱祖国的蓝天》等一

大 批 脍 炙 人 口 的 军 旅 歌 曲 ，传 递 了 军

人的家国情怀与责任担当。改革开放

后 ，《血 染 的 风 采》《十 五 的 月 亮》《说

句心里话》《为了谁》等歌曲传唱大江

南 北 ，军 营 内 外 。 可 以 说 ，这 些 音 乐

作品是我军大力发展先进军事文化的

丰 硕 成 果 。 由 聂 耳 、冼 星 海 、光 未 然

等 前 辈 们 开 创 的 军 旅 文 艺 创 作 传 统 ，

经过一代又一代军旅文艺工作者生生

不 息 的 传 承 和 丰 富 ，始 终 影 响 、指 导

并 决 定 着 军 旅 文 艺 创 作 的 价 值 取 向 ，

并 显 示 出 强 大 的 精 神 力 量 ，在 中 华 民

族向前迈进的历史征程中起到了巨大

的推动作用。

近些年来，合着强国强军的节拍，

《当祖国召唤的时候》《强军战歌》《我

们从古田再出发》等铿锵有力、振奋人

心 的 歌 曲 ，尽 展 人 民 军 队 过 硬 的 思 想

作 风 和 聚 力 备 战 打 仗、不 辱 历 史 使 命

的崭新风貌。这些词曲伴着新时代革

命 军 人 奋 斗 强 军 的 步 伐 ，屡 屡 在 热 血

沸 腾 的 场 景 中 响 起 ，始 终 激 荡 广 大 官

兵的胸怀。

军人最爱唱军歌，行军的时候唱一

首，澎湃激情涌心窝。想家的时候哼一

曲，从军日子不寂寞。集合的时候吼一

吼 ，雄 浑 激 越 又 壮 阔 。 在 军 人 的 队 列

里，再没有比军歌更直接、更酣畅淋漓

地表达一支军队的阳刚之气和铁血忠

魂了。在强军兴军的伟大征程中，军旅

歌曲如何笃守爱国主义与英雄主义精

神内核，让“军营好声音”能够“立得住、

传得开、留得下”，是摆在军队文艺工作

者面前的时代课题。

开国上将萧华曾说，我们回首长征

历史，不要忘记那枪声炮声，更不要忘

记那歌声琴声。军歌铿锵，军歌阳刚，

军歌中有血与钙，军歌中有铁与钢，军

歌中有军魂永驻，军歌里有雄风激扬。

重温那些盈于耳、荡于心的军歌，我们

自然会读懂一支军队的“红色基因”与

“胜战密码”。

军歌嘹亮 雄风激扬
■褚振江

西泠印社出版社出版的杨清茨散文

集《何曾东风旧》，王蒙先生特地为其题

写了书名。这个书名让我不禁想起欧阳

修的诗句：“少年把酒逢春色，今日逢春

头已白。异乡物态与人殊，惟有东风旧

相识。”

世界是发展变化着的，人事代谢没有

穷尽，然而四季轮回春风去了又来，似乎

就像老朋友一般，不曾忘了旧日的友情。

虽然不知作者将“东风旧”嵌入书名是不

是受了这句诗的启发，但我猜她或许是想

借此表达自己对散文创作的主张。

那么，什么是中国散文作品的“东风

旧”呢？我由此想到中国散文的传统。

中国散文的起源与诗歌一样悠久，其

源头可以追溯到先秦。古人讲“左史记

言，右史记事”。在记录历史的过程中，我

们的祖先积累了丰富的写人、叙事的艺术

经验，《尚书》《左传》《战国策》中写人、叙

事的篇章流传千古。司马迁创作《史记》，

兼收并蓄，借古开今，可以说是中华民族

叙事文学的典范。鲁迅评价《史记》是“史

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此后，唐宋八大

家的古文运动、明代的文学复古运动、清

代风行一时的桐城派等，都或多或少继承

了司马迁衣钵，把《史记》奠定的艺术传统

延续下来，并发展到了新的高度。

中国散文写人记事的艺术传统来自

史书，而其抒情言志的源头活水则在诗

学。诗歌与散文在中国文学史上一直是

并行互济的。诗言志，散文同样言志。

《文心雕龙》里说：“登山则情满于山，观

海则意溢于海。”美的散文可以说是自由

体的诗，跟好诗一样讲究韵味，注重含

蓄，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范仲淹的《岳

阳楼记》、苏东坡的前、后《赤壁赋》，均是

令人叹为观止的经典篇章。柳宗元的

《捕蛇者说》与杜甫的《石壕吏》，感时抒

愤，志趣相同，只是文体不一而已。

散文应该怎么写？唐代的大诗人白

居易主张“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

而作”，这是中国文学史上一个承上启下

的划时代的观点。当时，韩愈、柳宗元等

发起“古文运动”，务求恢复文章质朴无

华、言之有物的传统；白居易、元稹等发

起“新乐府运动”，倡导诗歌赓续古诗补

察时政、泄导人情的功能。不管是提倡

古文还是复兴古诗，他们都张扬传统，主

张文学为现实服务。

鲁迅先生的散文集《朝花夕拾》上接

中国古典散文的传统，他的文学观点其

实并没有背离“文章合为时而著”的标

准，并结合时代潮流作了新的阐释，开启

新的境界。

当下，国家繁荣昌盛，人民生活丰富

多彩，为文学艺术家施展才华提供了无

尽的可能。“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

事而作”的现实主义精神，自应被发扬光

大，并被赋予与新时代相应的新内涵。

杨清茨的散文是献给我们这个伟大

时代的华丽乐章。读她的散文，总能感

受到优秀传统文化的丰沛滋养，总能感

受到时代的呼吸与生活的脉搏。这其

中，既有女性的轻歌曼舞，也有老百姓的

喜怒哀乐与浓烈的家国情怀。她把自己

放 在 了 时 代 之 中 ，放 在 了 人 民 群 众 之

中。因此，她的笔墨始终是饱满的，她的

文字始终是深情的。

这本散文集收了不少游记，如《信天

游》《宝成禅寺半日游记》《秋水共长天一

色》《客旅江南骤雨时》等。单看这些散

文的题目，就很有古风古韵，诗意扑面而

来。如果一篇游记能让人从看山是山过

渡到看山不是山，最终落到看山还是山，

那就是一篇好的作品。进而如果能让人

不但看到风景，还能在心底里不由自主

地生发出对自然、对生活、对祖国山河的

热爱，那就可以算是佳作了。

杨清茨还善于写人记事，散文集中

绝大部分作品写亲情，因人见事，因事见

人。作者敏锐地抓住日常生活里的点滴

小事，从细节入手刻画人物，从中折射出

亲情、爱情、友情的动人光芒，文字简洁、

用语精准，绝不拖泥带水。如《漫话茶

事》写友情，《那年的烟花》写亲情，《洛阳

东风几时来》写爱情，都写得情理交融，

真实鲜活，透露出日常生活的温度，读来

让人感同身受。“国家和平安宁，众生健

康幸福。我想这是我此刻最大的心愿。”

杨清茨在作品中抒发的心愿，何尝不是

每一个中国人的心愿呢？

透过作者的作品《革命而浪漫的清

水塘》《仰望一轮皓月》《漫谈音乐诗剧

〈血沃中华〉创作》等，可以看出她对党

的文艺事业的赤诚之心。这份赤诚已

经融入作者对历史文化、现实人生的感

受与洞察之中，与亲情、爱情、友情交相

呼应，与社会主义文艺创作的主流价值

水乳交融。因此，她的散文不但能给人

美的享受，也能给读者带来鼓舞，引起

共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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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知 为 什 么 ，每 当 在 营 区 看 到 一

个、两个、一群、一队队年轻的士兵从身

边走过，我的心里总是萌生出一种独特

的情感，耳边仿佛就会响起一首歌：“战

友战友亲如兄弟，革命把我们召唤在一

起。”歌声中，年轻士兵的身影仿佛汇聚

起绿色的洪流，大家手拉着手，一起向

前走。

军营是一个温暖的大家庭，五湖四

海凝结成一串手足之情，南腔北调合唱

着一支“战友之歌”。

我们都热爱战友这个称号。生死

与共、风雨同舟的战友情，纯洁而神圣，

是世界上最独特而美好的情感之一。

我们都有过类似的经历：新兵们穿

着散发着樟脑球味的军装，有些憨憨

的、一字一顿地唱着，“你来自边疆，他

来自内地……”

“预备——唱！”

无论是饭前还是在行进途中，那些

从艰苦中来，又在军旅生活中有着同样

快乐、同样烦恼、同样牺牲奉献的士兵

们，几乎用同一个腔调在唱：“我们都是

人民的子弟。”

多么美好的歌声，像从心底流出的

甘泉一样，汩汩喷涌着、浇灌着友爱与

真情。

士 兵 们 多 是 十 八 九 岁 的 年 龄 ，经

历、性格、爱好各异，但当你问他们，“入

伍时我们唱的第一首歌是什么？”大家

总会异口同声地回答《战友之歌》，并情

不自禁地高唱出来：“战友，战友！这亲

切的称呼，这崇高的友谊……”

歌词一字一句敲打着我们的心，如

同暖暖的春风吹在彼此心间。在悠长

的岁月里，大家在歌声中彼此了解，在

歌声中成长。哪怕偶有摩擦，只要同声

高歌一曲《战友之歌》，大家保准瞬间消

融间隙、一唱泪双流。这歌声像一只百

灵鸟，始终在心与心之间美好地飞翔

着。

对新战友来说，《战友之歌》的姊妹

篇应该是《团结就是力量》。《团结就是

力量》不但语句铿锵，主旨简明，更有

“这力量是铁，这力量是钢”的经典歌

词，将战友关系赋予了似铁如钢的质

感，让人“听”到火热军旅生活中友爱与

真情的力量。

此刻，军体训练场上的大喇叭里又

传来了“战友，战友……”我轻轻地从心

底唱起：“这亲切的称呼，这崇高的友

谊，把我们结成一个钢铁集体，钢铁集

体……”

战友之歌
■冯紫英

迷彩芳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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