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阵阵歌声，飞扬在练兵场；浓浓真

情，涌动在基层一线。连日来，西部战

区 空 军 某 基 地“ 丝 路 战 旗 ”文 化 服 务

队，赴基层部队开展慰问演出，把为兵

服 务 的 足 迹 留 在 了 边 关 雷 达 站 、高 原

演训场。

“养兵千日，用兵在今朝……”音乐

响起，歌曲《向您报告》开唱，让某边防

雷达站下士杨民贵和战友们听得热血

沸腾。文化服务队队长李诗琪介绍，巡

演前，他们集中骨干力量加班加点编排

节目，为的就是为战士们献上富有朝气

活力的作品。

一个节目就是一次战斗动员。原

创歌曲《云端之上》让官兵在雄壮气势

中感悟军人血性，汲取冲锋力量；小品

《东边日出西边雨》紧贴军营真实生活，

催发官兵强军精武的使命担当。巡演

中，队员们还结合“马衔山精神”“飞播

精神”等部队特色精神内涵，现地创作

了相声《兵胆兵心》，受到官兵欢迎。

虽然没有华丽的舞美音响，但巡演

为 官 兵 带 来 的 激 励 与 感 动 一 点 都 不

少。航空兵某旅通信连的一个点位上，

三级军士长孙浩就被一场“专场演出”

感动了：烈日炎炎，刚刚为某雷达站演

出结束的文化服务队，又顶着强紫外线

来到他值勤的哨所演出。“很幸福很温

暖”，孙浩说，本来以为会错过演出，没

想到服务队专程来到哨所。

某高原雷达站，骄阳似火，队员们

在临时搭建的露天舞台上，轮番呈现精

彩的相声、舞蹈、合唱等节目。虽然汗

透衣背，但他们依然坚持高标准为战友

们演出。教导员徐鹏说：“这场演出克

服了很多困难，让我们难忘。”

为兵服务、为战而歌，是该基地组

织此次巡演的初衷。“丝路战旗”文化服

务队真诚回应官兵“再来一首”“再演一

场”的呼声，在行程匆匆、昼夜奔波的情

况下，临时加演 4 场，还利用休息时间辅

导基层文艺骨干 30 余人次。

“经常一天要赶两个以上营区，转

换多个演出场地。”巡演后半程，舞蹈演

员刘梦凡累得生了病，嗓子痛得说不出

话，但她仍坚持不落一场表演。刘梦凡

说：“站在台上，看着官兵期待的目光，

我就感觉又有了精神。”

在某雷达站演出时，忽然沙尘暴袭

来，队员们没有叫停，继续顶着风沙演

出。呼呼的风声伴着歌声、掌声响彻全

场，汗水在笑脸上流淌，定格下队员们

对此次巡演的难忘记忆。

一束束鲜花，一声声欢呼，一次次感

动。“丝路战旗”文化服务队用精彩演出，

将强军旋律和真情慰问送到官兵心坎上。

将真情送到官兵心坎
■胡勇华

西藏和平解放前后，我是第十八军

政治部文工团的一个文艺兵。1951年

5月下旬，我们正在为抢修甘孜机场的

指战员演出，无线电波传来了中央人民

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签订《关于和平解

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的喜讯。为了执行

协议，及早进军拉萨，我们立即着手行

军和进藏演出的各种准备。大家一面

排练进军途中的鼓动节目，一面加紧学

习编排藏族歌舞，营房内外歌声阵阵，

锣鼓喧天，满是欢乐和忙碌的景象。

1951年 7月 1日，我们文工团和军

直机关一道从甘孜出发，向西藏进军。

徒步行军，很是艰辛，但大家一路走、一

路唱，歌声不断，笑声朗朗。每逢爬山、

过河，大家格外爱唱那支歌：“谁是英雄

汉？谁是软鸡蛋？不是吹牛皮，嗨！同

志们战场见！”

一路上，部队前进到哪里，我们就

紧紧跟随到哪里；战士们什么时候想

看戏，我们就尽一切力量去演出。有

时我们还要赶到部队前面，放下行装

再走一段回头路，设立临时鼓动棚；在

半山腰敲响欢快的锣鼓，给正在爬山

的部队鼓劲加油；在山顶挥舞彩绸、扭

起秧歌，慰问辛劳的战友。我们还有

节奏地打着竹板，跟在行进中的战士

们 身 边 ，因 人 制 宜 地 编 上 一 段 顺 口

溜。看到扛机枪的同志，就说：“这个

同志不简单，扛着机枪登高山！”过来

一个涉水的战士，又说：“苦不怕、累不

怕，庆功会上戴红花。”战士们看了我

们的演出，脚下生风，雄赳赳、气昂昂

地迎着艰险前进。

我们到了昌都、丁青等比较大的

城镇，就挑起汽灯，挂上幕布，给群众

唱 歌 、跳 舞 、演 戏 ，宣 传 党 的 民 族 政

策。在丁青领粮时，一群好奇的孩子

向我们这些女兵围来，我们就教他们

唱歌。我们走出很远了，“解放区的

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

欢”的歌声还在那里回荡。

行军生活是紧张而有秩序的。每到

宿营地，各分队的同志都按照事先分工，

分别卸驮子、放马、搭帐篷、打柴、割草，

各项工作井井有条。我们完全是一个团

结友爱的战斗集体。每个分队只有一只

小帆布桶，大家洗脸洗脚都用它，也没有

谁嫌脏。为了多背公共的东西，我们每

人只有一条薄被子，夜间多是两人“打通

腿”，被子就可以垫一床、盖一床。

从甘孜出发，团部交下来一项雷

打不动的任务，要求大家把几十根 4

米来长的竹子旗杆扛到拉萨，供部队

抵达拉萨举行入城式时挑彩旗用。戏

剧队的尹学仁同志身高肩宽，体壮力

强，分扛了两根。

离开甘孜 10 天左右，尹学仁同志

生了病，但他隐瞒着病情，顽强坚持

着。7月 17日，要翻达马拉山了。翻过

大山，就是重镇昌都。尹学仁紧紧背包

带和腰鼓带，扛上旗杆，照常行进在队

伍中间。渐渐地，他不大那么有精神

了，大口地喘着气，艰难地一步步攀

登。分队其他同志赶忙来帮忙。一过

山顶，尹学仁虚弱得两腿颤抖，一口接

一口地吐着淡红色的血水。即使到了

这种地步，他也不愿把自己身上的腰鼓

和旗杆放下来……就在到达昌都的当

夜，尹学仁同志带着满身风尘与我们永

别了。我们噙着眼泪，用他和同志们扛

的旗杆，扯起幕布为他搭了灵棚，给他

穿上准备到拉萨入城时穿的呢子军服，

沉痛地把他安葬在澜沧江畔。

在昌都经过 1 个多月的休整和评

功选模后，我们于 8 月 28 日继续向拉

萨进发。同志们扛起尹学仁扛过的旗

杆，继续向西挺进。过了丁青以后，部

队渐渐缺粮了，道路也更加崎岖，大家

的体质明显下降。一天，军乐队的张

国藩同志病得连马也不能骑了。在那

连做筷子的木棍都找不到的荒山上，

大家只好用旗杆临时绑个担架，轮流

抬着他走。舞蹈队的邓群阶同志也热

心地去抬担架。但大家当时都不知道

他也在病中。走着走着，他突然口吐

鲜血，跌坐在山路上。这天晚上，张国

藩同志离开了我们；第二天夜间，邓群

阶同志也与世长辞了。我们在荒山脚

下、无名河畔，用双手搬开石块，掘开

冻土，安葬了他们。

10 月 26 日，部队进抵拉萨。举行

隆重的入城式时，我们在队伍前面高

举 40 面彩旗，打着整齐的腰鼓，行进

在拉萨的街道上。我抬头看看迎风招

展的旗帜，好像见到了尹学仁高大的

身影；听着高亢的军乐，似乎听到了张

国藩吹奏的悠扬笛音；踏着胜利的鼓

点，好似看到了邓群阶优美的舞姿。

在这胜利的时刻，我们多么想念在进

藏途中献出年轻生命的战友啊！

（本文摘编自《中国人民解放军文

艺史料选编·解放战争时期》）

进藏路上的文艺兵
■章道珍

历史与现代、传统与创新，一幅幅具

有史诗性精神特质的美术作品，承载着记

忆，述说着荣光，激扬着铁血丹心的豪迈，

全面呈现人民军队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光

辉历程，浓墨重彩展现强军十年所取得的

历史性成就、发生的历史性变革，以艺术

之美和思想之美，滋养着观者的心灵。

8月 1日，由文化和旅游部艺术司、中

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宣传局、中国美术家协

会共同主办的“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

95周年全国美术作品展览暨第 15届全军

美术作品展览”在中国美术馆开幕。展览

从 7976件来稿中评选出 472件作品，涵盖

中国画、油画、版画、雕塑、水彩画、连环

画、装置等多种表现形式。这些作品以鲜

明的时代气息描绘人民军队在中国共产

党坚强领导下砥砺前进的伟大进程，成为

中国特色强军之路的视觉见证。

一

展览紧紧围绕建军 95 周年主题，展

陈布置以党领导人民军队的光辉历史

为主体脉络，各艺术门类穿插交汇。

南昌起义，不仅是党史军史上生动

的历史记忆和文化标识，也是美术家倾

情表现的题材。莫朴、黎冰鸿、蔡景楷、

罗田喜等几代艺术家都有经典作品传

世。年轻画家赵大千在表现这一事件

时，没有单纯地以图证史，而是把当代青

年对历史的主观感受作为艺术表现的情

感支撑，无论是人物形象的塑造还是历

史事件情境的设置，均带有当代人文的

审美经验。这一点，在张恺桐的中国画

《洪流》中同样有明显体现。作品以淮海

战役中，人民群众用小推车为前线输送

物资这一事件为创作背景，运用大透视

效果构成画面。大面积的红色，渲染出

支前人民如滔滔洪水般奔向前线，表现

了革命队伍势不可挡的磅礴力量。

对于宏大历史叙事性的图像而言，历

史的真实与艺术的真实表达，验证的不仅

仅是艺术家的绘画功力，还有对历史的正

确认知和对创作题材的深厚情感。从《而

今迈步从头越》到《革命理想高于天》，再

到《地球的红飘带》《遵义会议》，画家沈尧

伊把长征这一情结融入生命、深入骨髓。

《雪山铁流》延续他以往的写实与革命浪

漫主义创作相结合的手法，以细腻的人物

形象刻画、丰富厚重的油画色彩，使画面

交织着直抵内心的力量。

注重革命英雄主义与理想主义的

表达与发掘，将视觉艺术和思想深度、

文化底蕴等相结合，来揭示中华民族百

折不挠、永不屈服的精神密码，这种审

美价值和精神品格，是军事题材美术创

作之根本。张庆涛的油画作品《执旗的

战士》，构图饱满，在细节处理和个体形

象的刻画上深入细致。血色染红的山

河，一位勇猛的骑兵战士，坚毅冷峻的

眼神，传达着昂扬的斗志。画家精心营

造的豪迈、悲壮氛围中，形成一种撼人

心魄的精神力量，凸显人物一往无前、

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

将重大历史事件以微观视角和诗意

方式进行呈现，是许多艺术家探索的方

向。邵亚川、杨丽珍的《欢庆抗战胜利》，

色调明快、画面丰富，欢腾的人群、招展

的红旗，细腻表现延安军民欢庆抗战胜

利的场景。郎钺的雕塑作品《红色娘子

军》写实与写意相融，生动塑造多位女战

士英勇无畏的形象。李传康的《光荣花》

与谢雪峰的《红嫂》等版画，刀法稳健而

扎实，人物形象刻画生动、姿态自然，着

力展现人民群众敦厚淳朴的形象与吃苦

耐劳、勇敢顽强的优秀品质。

二

从 党 的 十 八 大 开 始 ，中 国 特 色 社

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国防和军队建设也

进入新时代。此次美展中，反映党的十

八大以来国防和军队建设取得历史性

成就的现实题材作品，占据多数。其创

作触角或是伸向雪域高原、万里海疆，

或是深入潜艇舰船战车等先进武器装

备，或是歌颂时代楷模人物，或是描绘

火热军营生活……这些作品共同构成

五彩缤纷的强军画卷。

边防军人英勇无畏、刚毅铁血的形

象，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赵晓建的中国

画《界碑》在传统构图、现实主义创作风格

的基础上，用写实手法与传统水墨相结合

的艺术语言，刻画戍边战士阳刚英勇的神

态，体现新时代革命军人刚毅顽强的品

格，为军事美术赋予了现代性。黄芸的油

画《海防线》聚焦海防官兵，以遒劲笔触再

现我边防战士捍卫国土的责任担当。丁

毅的水彩画《边疆卫士——巡防皮斯岭》

通过细节刻画，着力体现边防军人执行巡

逻任务的艰苦。此外，何永兴的《昆仑赤

子》、杨斌的《青春洒在边防线》、刘红杰的

《界碑》等作品，注重肖像的典型性与绘画

的表现性相结合，将边防军人的血性胆气

展现得淋漓尽致。

聚焦练兵备战，提高训练水平和实

战 能 力 ，是 新 时 代 人 民 军 队 的 庄 严 使

命。窦鸿、王荣的《先锋营》聚焦先锋模

范部队，以群像的塑造方式，表现实弹

发射演练成功后参训官兵欢呼雀跃的

生动场景。张蕊的《穿越与超越》、钱美

丽的《空降兵之雄风》、尚奎元的《南站

备勤》、王利军与吴跃胜的《蓝色盾牌》、

王一帆的《紧急驰援》等中国画，抓住了

士兵训练或执行任务的某一瞬间，刻画

官兵勇猛坚毅的性格，展示当代军人矢

志强军、敢打必胜的精神风貌。

一面军旗，鲜血染红；一抹红色，信仰

永恒。肖伯红的中国画《那一抹红永不褪

色》，刘少宁的《清澈的爱——青春誓言》、

康东良的《训练日》、庄洪生的《惊梦系列

之三》、周末的《和平使命》、邓毅的《蜕

变》、邹积平的《勇往直前》等油画作品，坚

守现实主义的创作导向，以丰富的艺术语

言，凸显作品的力量感和生动性，勾勒广

大官兵忠诚向党、军魂永驻的政治品格，

充分彰显人民军队是一支“召之即来、来

之能战、战之必胜”的精兵劲旅。

陈 琳 、祖 伟 威 的 中 国 画《和 平 方

舟》，用厚重的笔墨描绘海涛磅礴、舰船

威武之气势，充分展现中国海军海上救

护 和 国 际 人 道 主 义 救 助 救 援 的 风 采 。

续 鹤 贤 的 油 画《中 国 兵 —— 为 天 下 安

宁》以鲜明的个人风格，深刻传达中国

军人积极维护世界和平的使命担当。

与之前的宏大表现相比，时下的作

品更多的是对军营基层生活的深入开

掘，“兵味”跃然纸上。侯天白的《嘿！姑

娘》、张逸伦的《示范》、吴斌的《校园周末

的联合作战》等油画作品，让我们体悟到

兵心兵情。张小磊的《扶贫行动——今

年果实格外甜》、赵猛的《石榴籽》等中国

画作品，用唯美的画面、清新的格调，展

现了情同鱼水的军民关系。

本次展览中，雕塑虽没有太大的体

量，但材料语言比较新颖。比如，用钢

铁的金属特性表现士兵坚韧勇猛的品

质，用木头与雪的对比展现艰苦环境下

官兵的顽强意志与坚定信仰。谈强的

《神枪手》，张戈、李雪的《前进·前进·向

前进》，王东、刘芳的《反恐尖兵》等雕塑

作品，将材料与艺术语言巧妙结合，尽

显军味、兵味、战味，赋予“练为战”“战

必胜”更为深层的意义。

三

全军美展从 1957 年第一届始，迄今

已举办 15 届，其不断发展完善的创作与

展览机制，为优秀军事题材美术作品提

供了交流展示的平台。随着多元化文

化语境的形成和新媒体的崛起，艺术与

科技之间的关联越来越紧密，作品的形

式也愈发多样。自从第 12 届全军美展

引入实验艺术后，现代媒介材料成为军

事题材美术开阔思路、勇于探索的突破

口。第 13 届、14 届全军美展出现的装

置、影像，更是丰富与发展了军事题材

美术的表现方法，使其拥有更广的探索

空间，体现出开放性、包容性和当代性。

本届展览中，“艺术+科技”场景营造

给予观众前所未有的艺术体验。夏荷生、

许仲明、夏鸣的装置作品《科技强军》通过

高科技手段，将队列与飞机、导弹、舰艇等

当代先进装备以及战士形象，整合在一个

有序的空间中，在声光电的配合下，形成

一个富有动感的壮观场面，立体展现我军

陆海空天协同作战、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

完整的坚强决心。此外，《战士》《炮弹》

《记录者》等作品在新语言、新材料、新表

现形式方面，也令人耳目一新。

聚焦军队建设新成就，表现军事科技

新发展，是本届美展的重要主题。《潜艇

舱，我的世界》是葛炎新水墨语言探索的

成果。画面中除了管道、仪表、大大小小

各种阀门组成的钢铁丛林及黑暗中隐现

的狭窄通道外，并没有表现具体的人，而

是用昏黄灯火映衬出鱼雷舱前年轻潜艇

兵的身影，于黑白效果中赋予作品一种强

悍不屈的灵魂。张卉、申东的《征途》抓住

综合材料绘画特有的丰富质感与全新的

表现手法，将 20 多位“两弹一星”元勋置

于同一画面，以丰富饱满的色彩表现与细

微准确的情绪把握，生动诠释元勋的奉献

精神。李焱的《大国深蓝——黄旭华院士

与中国核潜艇》、张镭赋的《向祖国人民汇

报》等油画，夏晓云的水彩画《远望号航天

测量船》，运用不同的笔墨，表现了科技强

军主题，呈现浓厚的家国情怀。

用今天的媒介材料追寻昨日的故

事，不仅是对革命先烈的追思，也是精

神血脉的赓续。《追寻》作者王雷与盖纯

钢通过一针一线精心编织出的红军军

服、军帽和草鞋，赋予常见物品新的艺

术内涵，是对“长征精神”“延安精神”的

全新阐述。

为 历 史 筑 丰 碑 、为 时 代 与 英 雄 塑

像，崇高的爱国主义、理想主义与革命英

雄主义构成军事题材美术的精神骨架

和风格底色。展览中还有一些作品，或

用饱含崇敬的笔触讲述英雄人物和时

代楷模的故事，或以“抗洪抢险”“抗击新

冠肺炎疫情”为题材，抒唱全国各族人民

守望相助、众志成城的时代赞歌。

综观这届展览，除了时代性强、参

与性广、内容丰富、青年创作力量突出

之 外 ，艺 术 语 言 的 创 新 也 是 展 览 的 亮

点。这一方面说明，军事题材美术在多

年的发展中，充分尊重艺术创作与传播

规律、随时代变化自身不断拓展的新趋

势，另一方面也再次证明“以人民为中

心”“为官兵服务”的创作导向是其不变

的灵魂。当下，在自信多元的文化语境

下，如何深入挖掘军事题材美术的文化

内涵，使其真正满足基层部队的审美需

要，助力培育顽强战斗精神、激发官兵

战斗豪情，同时能够让“全军美展”这一

展览品牌持续平稳地延续下去，是需要

我们深刻思考的课题。

绘强军征程 展时代画卷
——庆祝建军95周年全国美展暨第15届全军美展赏评

■刘 红

先
锋
营
（
油
画
）

窦

鸿

王

荣
作

执旗的战士（油画） 张庆涛作

铁
骨
（
雕
塑
）

黄
炳
谊
作

鹰
击
长
空
（
中
国
画
）

徐
境
怿

徐
永
新
作

硝烟中的灯火

文化热点

第555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