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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学 课

活力军营

“百年前你梦想的那个新中国，有

多美丽……”盛夏时节，悠扬的歌声回

荡在第 74 集团军某旅野外驻训场上。

循 着 歌 声 ，一 座 迷 彩 帐 篷 映 入 笔 者 眼

帘。帐篷里，战士欧阳诚发正抱着吉他

弹唱，一旁的战友们沉浸在歌曲中，不

时响起热烈掌声。

“ 这 是 营 里 自 建 的‘ 野 战 文 娱 帐

篷 ’，为 的 是 给 训 练 归 来 的 官 兵 提 供

一 个 放 松 身 心 的 港 湾 。”该 旅 某 营 教

导 员 张 秋 成 介 绍 说 。 近 日 ，该 旅 奔 赴

大 漠 戈 壁 驻 训 演 习 ，为 充 分 发 挥 战 地

文 化“ 加 油 站 ”的 作 用 ，各 营 因 地 制

宜，开展了灵活多样的文化活动。

野战文娱帐篷里，设有战地书吧、

迷彩影院、军营唱吧等多个功能区。“在

‘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美景下读

书，是我从未有过的体验。”上等兵吕泽

昊热爱读书，“战地书吧”给了他意外惊

喜。

漫 步 在 驻 训 场 ， 笔 者 看 到 某 连

指导员于乾程带领官兵倾心打造出一

道党史回廊，成为开展思想政治教育

的战地课堂；下士潘浩杰组织几名有

绘 画 基 础 的 战 士 ， 共 同 创 作 的 一 幅

“奋 斗 强 军 ” 的 油 画 ， 受 到 大 家 的 好

评……

“铁心向党铸忠诚，矢志奋斗担使

命，人民军队勇向前，自豪！”在某连主

题教育课堂上，该旅“钢铁战神”宣讲队

的曲艺节目《人民军队勇向前》一下点

燃了课堂气氛。宣讲队成员、二级上士

王 栓 ，平 时 喜 欢 曲 艺 。 在 旅 机 关 指 导

下，他召集文艺骨干组成“钢铁战神”宣

讲队，不仅在周末为大家奉上快乐的文

艺节目，更在主题教育活动中以快板、

“三句半”等形式为大家宣讲，深受官兵

欢迎。

二级上士方泽堃和下士翁昭智爱

好视频制作。他们在训练之余把镜头

对 准 演 训 一 线 官 兵 ，收 集 训 练 动 态 、

驻 训 剪 影 ，记 录 下 许 多 难 忘 的 驻 训 瞬

间。

因 地 制 宜 、灵 活 多 样 的 驻 训 文 化

生活，让官兵在紧张艰苦的训练之余，

放松了身心，缓解了疲劳，也进一步激

发 了 训 练 热 情 。 驻 训 文 化 ，正 成 为 该

旅在大漠戈壁驻训场上的一道亮丽风

景线。

大漠戈壁上的风景线
■杨东龙 黎 斌

从源流上追溯，我国古代有别于韵

文、骈文，凡不押韵、不重排偶的散体文

章都可称之为散文。在经历了先秦散

文、两汉散文、唐宋散文、明代散文、清

代散文之后，随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广

泛影响，白话文散文逐渐成为文学主流

之一。新中国成立至今，当代散文的传

承与发展有目共睹，是文学百花园中的

重要文体。

诗意与朴素

作家喜欢写散文，读者喜欢看散文，

都缘于美的散文既可具备诗歌的意蕴，

又可具备小说的语境；既可风花雪月，又

可金戈铁马。诗意之美与朴素之美，二

者兼收并蓄，在不经意间，便会触动读者

心灵那根最敏感的神经。散文创作大体

可分为华美和朴素两种风格，很难界定

哪一类散文更好。犹如范仲淹的《岳阳

楼记》与司马迁的《鸿门宴》（见《史记·项

羽本纪》），一个文采飞扬，诗意盎然：“衔

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

夕阴，气象万千”；一个文字古朴，实实在

在：“哙即带剑拥盾入军门。交戟之卫士

欲 止 不 内 。 樊 哙 侧 其 盾 以 撞 ，卫 士 仆

地。”这两段文字虽风格各异，但都字字

珠玑，难分伯仲。一为诗意之美，一为朴

素之美，虽逾千载，经久不衰。

品读当代散文大家的作品，很多都

承继古人文风，笔下春秋，挥洒自如。刘

白羽在《日出》中写了他在机舱看日出的

那一刻：“宁静极了。整个宇宙就像刚诞

生过的婴儿的母亲一样温柔、安静，充满

清新、幸福之感。”这种“静”就充溢着诗

意之美。史铁生的《想念地坛》写了他回

望地坛的那一刻：“回望它的安静，想念

中坐在不管它的哪一个角落，重新铺开

一张纸吧。写真是个办法，油然地通向

安静。”这种“静”就展示出朴素之美。这

两种美，虽都写了“静”，但一种表现出的

是兴奋，一种表现出的是沉思。

散文往往是作家在不经意间写出

的生活琐事，多为零星的人生片断，却

有着很强的艺术魅力和感染力。究其

缘由，这就是散文内涵中所表现出来的

诗意之美或朴素之美。

散文的灵魂是思想。作家无论想

展露诗意之美，还是朴素之美，都需要

思想来支撑，否则就是无源之水，无本

之木。除了思想，情感与语言也共同构

筑了散文之美。

情感与生活

美的散文独有的魅力，源于真情实

感描摹出的生活之美。翻开一部文学

史，但凡流传至今的经典散文，无一不是

倾情而作。北宋欧阳修的《醉翁亭记》，

区区 400 余字，写得洋洋洒洒，美不胜

收，字字皆为心底流出。“醉翁之意不在

酒，在乎山水之间也”，活脱脱地写出了

一个心满意足的“乐”字。“醉翁”以情感

蘸墨，似乎不是在写散文，而是在作画。

“其西南诸峰，林壑尤美”，怎一个“情”字

了得？“临溪而渔”“酿泉为酒”字节跳动

着韵律之美。《醉翁亭记》涵蕴丰厚，故耐

咀嚼。它之所以传诵千古，正是情感之

美与生活之美所形成最佳组合而致。

散文贵在真情实感，切忌伪饰、矫

饰、虚假地煽情。写散文者，要看看能

否把自己感动了；读散文者，也要看看

是否被感动了。倘若读过，没有触动情

感上的波澜，也就是没有感染力，很难

说是一篇美文。只有具备了独特选材、

优 美 文 字 和 真 挚 情 感 ，才 能 形 成 感 染

力。当然，其中最主要的元素还是真挚

情感。

我从小就喜欢读冰心的《小桔灯》，

打动我的恰恰是文中饱蘸情感的生活

之 美 。 我 从 中 看 到 了 美 的 人 ，美 的 事

物，美的场景。那盏朴实的小桔灯，照

亮了冰心脚下“黑暗潮湿的山路”，也照

亮了读者的心，点燃了人们灵魂潜藏的

那团火。冰心带着情感写了“只有八九

岁光景”的小姑娘。她后来说：“她的父

亲是位地下党员，因为党组织受到破坏

而离开了家，她的母亲受到特务的殴打

而吐了血。”

冰心写小姑娘亲手做了一盏小桔

灯，递到她手上说：“天黑了，路滑，这盏

小桔灯照你上山吧！”她深情地写道：“这

朦胧的桔红色的光，实在照不了多远，但

这小姑娘的镇定、勇敢、乐观的精神鼓舞

了我，我似乎觉得眼前有无限光明！”

从《小桔灯》里透出的情感是真挚

的，小中见大，暗中透亮，近中看远，读

起来很美。这让我想起，当代许多散文

大家都是以情动人的高手，像刘白羽、

杨朔、秦牧、魏巍、季羡林、汪曾祺、史铁

生等都继承了古典散文的传统，植根于

生活的沃土，擅长大手笔写小文章，大

大提升了散文的文化含量和品味。

灵感与语言

从古至今，很多美的散文都师承了

中国传统散文创作的艺术规律，即灵感

出自生活，来自创作者内心深处，并以美

的语言表述，让散文透出真善美。因而，

散文要用心写，用情写；读者也要用心

读，用心体会。读者只有与作者心心相

映的那一刻，才能真正体味到散文之美。

北宋文学家周敦颐从身边莲花中

寻 找 创 作 灵 感 ，写 出 传 世 美 文《爱 莲

说》，其“予独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濯

清涟而不妖”更是令人没齿难忘的千古

名句。这篇散文师承了先人文学创作

的灵感之美与语言之美，开篇引出“晋

陶渊明独爱菊”，昭示了陶渊明雅致芬

芳、傲然物外的性格；继而又写“自李唐

来，世人甚爱牡丹”，点了唐人爱牡丹的

时尚，并为后文写莲花做好铺垫。

《爱莲说》的灵感发端于生活中的植

物，加之美的语言，呈现出美的韵味。这

类古代议论性文体，常借物抒情，或托物

言志。莲花自古为文人笔端的清姿素荣

之花。《爱莲说》独辟蹊径，赞美了莲花的

坚贞品格，并联想到洁身自爱的人格，以

及对庸劣世态的憎恶。这篇散文是作家

灵感之美与语言之美的完美契合，闪烁

着哲思光芒和隽语箴言。

美 的 散 文 ，素 来 能 带 给 人 美 的 享

受，直抵人的灵魂深处。读《爱莲说》享

受美文，读梁晓声《种子的力量》也自有

异曲同工之妙。种子的生命力，世人皆

知，梁晓声的创作灵感也源于生活：“蒲

公英的种子居然能乘‘伞’飞行”“神奇

的‘种子旅行’在悬崖缝隙中顽强抗争

的生命力”等。梁晓声善于从细微处着

眼，平中见奇寻找灵感，从而发现生活

之美。他把生活中一粒种子作为联想

的触发点，一任思绪飞扬。由黄山迎客

松想象到，松子如何在险峻中生根、成

长、繁衍；由到北戴河开笔会散步，看到

一片蒿草之间的红豆秧，想象到这孤单

单一枝相思红豆的前世今生。这些生

活中触发的灵感与文字，恰恰是作家为

读者奉献散文之美的曼妙之笔。

阅历与想象

美的散文写作是需要功底的，涵盖

了写作者的知识储备和积累。所谓阅

历之美和想象之美就是这一积累的集

中爆发。创作离不开生活，积累多了就

成为了阅历；创作也离不开知识，积累

多了就促进了想象。丰富的阅历与想

象融入美的语言文字，即成就了美的散

文。

三国时期的诸葛亮并非文学家，但

以 其 丰 富 的 从 政 阅 历 写 就 了《前 出 师

表》。一句“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

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

倾 颓 也 ”，成 为 后 世 从 政 者 效 法 的 经

典。梁衡先生提出“政治美文”的条件

是：既要有思想，还要文字美。《前出师

表》无论是从思想高度看，还是从艺术

高度看，都称得上是一篇传世的政治美

文。

先秦时期，庄子的《逍遥游》是篇充

满想象力的哲理美文。作为道家学派

的代表人物，他才高八斗，学富五车，为

文可将微妙难言的哲理写得引人入胜，

充满奇特想象。他笔下的大鹏，“背若

泰山，翼若垂天之云”，可谓汪洋恣肆，

堪称绝妙之笔。《逍遥游》通过大鹏与

蜩、学鸠等小动物的对比，阐释了“小”

与“大”之别，进而提出无论不善飞翔的

蜩与学鸠，还是“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

的大鹏，以至“御风而行”的列子都是

“有所待”而不自由的，引申出“至人无

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的哲理；而后，

又以惠子与庄子的“有用”“无用”之辩，

来验证不为世所用才能“逍遥”的主旨，

这种想象远非常人能比。

鲁迅的《秋夜》写于 1924 年秋，看似

写景，却用象征笔法呈现他的精神追求

和坚定信念。鲁迅丰富的人生阅历，使

得他将秋夜写得如此动人。当时的北

平正在军阀统治下。面对黑暗势力的

猖獗，新文化战线的分化，鲁迅在艰难

地 求 索 。 他 看 到 小 粉 花“在 冷 的 空 气

中，瑟缩地做梦”“梦见瘦的诗人将眼泪

擦在她最末的花瓣上”；而“落尽了叶子

的枣树”，则“默默地铁似的直刺着奇怪

而高的天空”。鲁迅用小粉花的幼稚、

怯弱来反衬枣树对黑暗现实的清醒认

识和斗争精神，以至先生点起一支烟，

“对着灯默默地敬奠这些苍翠精致的英

雄们”。这种想象中的语言之美，足以

打动每一个阅读者。

中国历代散文所传承的创作传统，

成就了散文之美，也构成了当今散文繁

荣的路径。对今天的我们来说，仅仅传

承还是远不够的。在先人的基础上创

新，提高散文的文化含量和思想力度，

才是中国散文不断向前发展的原动力。

散 文 之 美
■剑 钧

2021 年 9 月 21 日，由中央广播电视

总台与中国电影资料馆联合制作的中

国首部 4K 彩色修复影片《永不消逝的

电波》，在第 11 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开幕

式上精彩亮相，引发全场关注。当该片

经 典 台 词“ 同 志 们 ，永 别 了 ，我 想 念 你

们”响起时，全场爆发出经久不息的掌

声。有观众激动地说：“这是本届电影

节上的最大惊喜！”此后不久，彩色修复

版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先后登陆各

地院线，在全国掀起一波观影热潮。

《永不消逝的电波》由八一电影制片

厂于 1958 年拍摄并在全国上映。这是

新中国第一部讲述我党隐蔽战线斗争及

其英雄人物和事迹的经典影片，由王苹

执导，孙道临、袁霞主演。影片以李白烈

士的事迹为原型，讴歌了我党地下工作

者坚如磐石的理想信念，塑造了李侠这

一坚毅乐观、机智果敢、临危不惧、勇于

牺牲的共产党员形象。

对 黑 白 老 电 影 进 行 彩 色 修 复 ，是

一 项 复 杂 而 又 浩 大 的 技 术 工 程 。 目

前，AI 上色技术还无法做到 100%色彩

自 动 精 准 生 成 。 从 电 影 中 的 人 物 皮

肤 、衣 物 和 建 筑 物 、家 具 等 外 观 颜 色 ，

到 片 中 物 象 在 不 同 光 影 下 的 色 彩 、亮

度 和 质 感 ，都 需 要 进 行 海 量 的 知 识 考

证 和 信 息 核 实 。 修 复 时 长 110 分 钟 的

《永 不 消 逝 的 电 波》，需 要 对 16.5 万 帧

影像图片进行人工处理和校准。为搞

好 这 次 修 复 ，相 关 团 队 将 我 国 拥 有 自

主知识产权的人机交互式 AI 上色技术

与 传 统 修 复 手 法 相 结 合 ，对 影 片 原 有

黑白影像进行逐帧修复与着色。此次

修 复 ，既 为 这 部 经 典 影 片 注 入 新 的 活

力 ，又 为 利 用 现 代 技 术 修 复 更 多 老 电

影进行了有益探索。

对于观众而言，欣赏彩色修复版经

典电影无疑是一种新鲜的体验。一部黑

白经典影片突然变得色彩鲜明生动，视

觉冲击力不言而喻。在老观众面前，它

以一种全新的面貌出现，不仅令电影旧

景新现，而且让观众兴趣陡增；在新观众

面前，它消减了黑白影片带来的“陈旧

感”和“久远感”，契合了年轻人的观影倾

向和审美情趣，更容易为大家所接受。

然而，也曾有人质疑：花费人力物力将老

电影进行彩色修复，是否有此必要？回

答当然是肯定的。

电影是光影的艺术，也是时间的艺

术，如何让老电影抵御时间侵蚀而完好

无损，一直是各国电影工作者着力攻关

的重要课题，也是当前推进文化产品数

字化的重要内容。黑白影片受限于胶片

技术，无法呈现物质现实的真实色彩，复

原也就很不完整和精准，也无法在普遍

采用数字技术的现代影院上映，更难以

在时间长河中得到永久保存，而彩色修

复恰恰是弥补这些缺陷的重要方式和途

径。电影修复的目标不是“再造”而是

“修旧如旧”，让老电影回归创作之初的

质感和年代感。实现数字化和高清化的

经典电影，既利于观赏，又便于保存，可

谓一举多得。

利用 AI 技术对黑白影片进行色彩

还原，是一种值得尝试的创新探索。它

不仅可以促进电影彩色修复技术的成熟

与发展，而且能够增进人们对物象、色

彩、光影的精准体验与理解，让观众在身

临其境中走近历史、感受历史，并在耳濡

目染中受到熏陶。有位老年观众看了修

复版《永不消逝的电波》后激动地说：“比

起原先的黑白电影，彩色版给我们带来

了全新的视觉享受，使我们觉得‘不似当

年，胜似当年’，看到了一段更加生动、令

人感奋的革命历史。”

黑白影片色彩还原，并非以彩色版

取代黑白版，而是二者并存、相得益彰。

在不影响黑白影片存档入库的基础上，

彩色修复版增加了具有不同欣赏情趣的

选择版本，扩大了影片受众面，有利于经

典影片的广泛传播。

彩色修复版《永不消逝的电波》给我

们创造了一个成功范例，为修复更多经

典电影提供了有益经验。在我国已有的

堪称经典的黑白老电影中，以战争题材

为主的军事题材电影占据了很大比例。

如 1952 年摄制的《南征北战》、1956 年摄

制的《上甘岭》、1958 年摄制的《狼牙山

五壮士》、1960 年摄制的《奇袭》、1962 年

摄制的《地雷战》、1964 年摄制的《英雄

儿女》、1965 年摄制的《地道战》《打击侵

略者》等，都给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令

无数人百看不厌，具有宝贵的历史价值

和教育意义。

尤其值得指出的是，这些老电影一

直是部队进行革命英雄主义宣传教育

的生动教材，有的还被列为部队临战动

员教育的必看电影。广大官兵对电影

中的诸多英雄人物和英勇事迹耳熟能

详，这些影片为官兵砥砺战斗意志、树

立敢打必胜信念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

用 。 记 得 上 世 纪 70 年 代 末 ，笔 者 所 在

连队要抽调部分人员上前线，动员大会

结束后组织观看电影《英雄儿女》和《打

击侵略者》。尽管此前绝大多数官兵都

已看过这两部电影，但此时面临特殊的

任务、身处特殊的情境中，大家还是看

得热泪盈眶、热血沸腾。当天晚上就有

不少人坚决要求参战，有的还咬破手指

写下血书，场面十分感人。毫无疑问，

若将这些经典电影进行彩色修复后重

新上映，必将进一步增强这些影片的强

大激励功能。

总而言之，彩色修复版的经典电影

会给中老年观众以崭新的体验和惊喜，

能让青年观众更加乐于接受和喜爱，从

而更好地传承和弘扬爱国主义、革命英

雄主义精神，激发奋进动力。正是从这

个意义上，我们热切期待并热忱呼吁更

多彩色修复版经典电影问世，让它们在

现代技术的助力下，焕发出更加鲜艳夺

目的光彩。

让
老
电
影
焕
发
新
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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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
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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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幅作品拍摄的是武警广

西总队某支队特战队员在野外

开展反恐综合演练的场景。作

者采用仰拍的方式，用高速快

门定格了特战队员快速追击的

瞬间。作品构图饱满、主题突

出。飞溅的水花、冲锋的姿态，

具有较强视觉冲击力，展现出

特战队员勇往直前、敢打敢拼

的战斗风采。

（点评：梁承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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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地拔河赛

放飞篮球梦

肩扛弹药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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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5 集团军某旅在野外驻训中积极开展小比武、小竞赛等文体

活动，丰富驻训生活，激发官兵的参训热情。

兵 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