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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周末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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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爸爸快看，这串葡萄大，帮我摘下

来！”硕果累累的葡萄藤下，一级上士贺

占勇和女儿贺兰迪欢乐采摘忙个不停，

贺占勇的家属端着一篮刚摘的葡萄跟

在父女身后，脸上洋溢着笑容。在他们

身边，还有 10 多个军人家庭，也正沉浸

在幸福欢聚中。

某工程兵大队勤务保障队指导员

王克斌介绍说：“大队调整组建虽然时

间不长，但重大保障任务繁重，加之驻

地偏远、交通不便，很多官兵只能通过

电话、视频慰藉家人的思念之情。”为了

缓解工作任务和两地分居给官兵及军

属带来的压力，该大队指导营连连续两

年开展了丰富多彩的暖心惠兵活动。

曾被国防部授予“劈山开路先锋连”荣

誉称号的某中队勤务保障队率先行动，

组织的军嫂进军营特色活动有声有色，

在官兵和军属之间架起了一座座连心

桥。

“还记得去年我和其他3位军嫂第一

次参加进军营活动，那时我爱人卢兴亭因

为执行任务已近一年没回家，见面那一刻

我的眼泪就下来了。当时连队组织了丰

盛的会餐，战士们还表演了精彩的节目。

今年，连队为我们拍摄了家庭写真，让我

们军属感受到了组织的关怀。”一级上士

卢兴亭的家属陈凤菊动情地说。

活动期间，他们还依托连队“沃然

书院”“先锋 VR 学习室”等文化场馆，

“炽爱园”“浓情园”等特色文化景观，组

织“家庭阅读季”“亲子科技课”等文化

活动。文化浸润与亲情滋养，让军属与

部队紧密凝聚在一起。

情暖军营 文润兵心
■谷永敏 孙亚军

“心象”，是指当一个事物还没有出

现在面前时，人们脑海里就存在的一种

形象。它是心灵的创作活动转化为外

在形象的结果。如诗句“坐来怀旧迹，

万里一飘蓬”“竹影扫阶尘不动，月穿潭

底水无痕”中的“怀旧迹”“一飘蓬”“尘

不动”“水无痕”，就像是一幅幅飘渺灵

动的“心象”。

可以说，“心象”源于生活又高于生

活。画家齐白石曾言作画“妙在似与不

似之间”，这种认识也可以作为对“心

象”的体悟。

“心象”的背后总是有一个“我”在：

我的真情、我的感觉、我的心态、我的观

念。如杜甫的诗句“感时花溅泪，恨别

鸟惊心”。若把“花溅泪”“鸟惊心”仅当

作是“感时”与“恨别”的缘由，即花落使

人感伤，鸟飞使人惊心，这种物与心的

因果关系只能说明作者是触景生情。

事实上，杜甫在创作《春望》之前，因离

乱而心焦、因时弊而积虑的情感状态早

叠加成“感时”“恨别”的“心象”。全诗

不单局限于触景生情，而且在艺术架构

上独辟蹊径，将“感时”与“恨别”这个心

理动态幻化成“花溅泪”“鸟惊心”的心

理情状。这时，仿佛是“感时”使“花溅

泪”，“恨别”使“鸟惊心”，这种以“心象”

为主导的物我关系，加深了杜甫诗中的

忧患意识和忧国忧民的情感特色。

“心象”的灵动性促成物我关系的能

动转化，即从“以物化我”转为“以我化

物”。比如，唐代韦应物的“春潮带雨晚

来急，野渡无人舟自横”。乍一看，好像

只是一幅“春潮图”。然而，当“横”成为

“春潮”的见证，“野渡无人”与“舟自横”

构成奇妙的关联，野渡的神秘荒凉感就

烘托出来了；又如当代诗人的“疲困之

后，一点尘埃逐渐落下。”在这里，触动读

者内心的不是尘埃落定，而是“疲困”的

心象“撩开”了一缕尘埃的秘密，仿佛一

位须发飘飘的老者叹人生之须臾。

南朝刘勰的《文心雕龙》创造了一

系列美学鉴赏概念，比如神思、隐秀等，

讲的就是“心象”所得，被世人一直沿

用；南朝钟嵘的《诗品》对当时诗歌存在

的堆砌典故等问题提出尖锐批评，提倡

诗歌的“自然直寻之美”，其关键是“心

象”所及、自然所得；唐朝司空图的 《二

十四诗品》中，诸如含蓄、清奇、雄浑、冲

淡、旷达、精神、高古、飘逸等更是集诗

歌“心象”之大成，展诗歌灵性之大美。

总之，“心象”是人的内心建构的意

象，它传递出文学艺术作品的审美特

质、神秘性与生命力。同时，“心象”浓

缩了华夏文脉的精华，展示了人类的灵

魂景观。因为“心象”的存在，人的智

慧、才情、气度、胸襟、感觉等得以在诗

歌中升华。

象 随 心 生
——谈谈诗歌中的“心象”

■卢 辉

新中国成立以来，一代又一代美术工

作者将人民作为描绘对象和接受主体，坚

持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以现实主义精神观

照时代，以浪漫主义情怀聚焦主题，运用丰

富的艺术语言，怀抱炽热的思想感情，创作

了众多人民性和艺术性相融合、观赏性和

思想性相统一的精品佳作。这些为时代

放歌、为人民抒怀的壮美画卷，彰显了美术

工作者的文化担当和历史责任感。

国画《人民和总理》——

心心相印、命运与共的深情

1966 年 3 月 8 日，河北邢台发生大

地震，道路断裂，河堤溃决，房屋坍塌，

百 姓 生 命 财 产 安 全 遭 遇 重 大 威 胁 。

周 恩来总理心系人民，冒着余震，第一

时 间 赶 到 灾 区 了 解 灾 情 、慰 问 受 灾 群

众。他挥动手臂向群众高呼：“党中央

和政府非常关心你们，毛主席让我来看

望大家，慰问大家……大家一定要团结

起来。团结就是力量！老年人家里没

有人，我们要照顾他们；娃娃没有人带，

我们要帮着带。”周总理的讲话，极大地

鼓舞了灾区群众战胜灾害的信心。

1979 年，河北籍画家周思聪根据周

总理三赴邢台指挥救灾工作的感人事迹，

倾情创作了国画《人民和总理》（纵 151厘

米、横 217 厘米，现收藏于中国美术馆）。

周思聪是北京画院一级美术师，早年毕业

于中央美术学院，师从李可染、蒋兆和、叶

浅予等名家，曾任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

席。画家吴冠中评价她：“是个真正的艺术

家，她的艺术和人品在中国都是一流的。”

为了创作好《人民和总理》这幅作品，

周思聪在 1978 年专门赴邢台收集素材，

采访当地老乡，积累了大量速写。她在掌

握丰富的第一手资料基础上，怀着对周总

理的无限崇敬和爱戴，以总理与灾区人民

心心相印、命运与共的情感为主线，艺术

再现了总理离开灾区、老百姓拥向总理那

一刻肃穆而又动人的场景。

《人民和总理》的人物群像塑造中，

总理与群众融为一体，他身穿中山装，

面容清癯，神情凝重地搀扶着一位头发

花白的老妇人双臂，倾听、抚慰、关怀，

眼神中充满关切和不舍。周边围聚起

许多乡亲，有年迈的老人、怀抱婴孩的

妇女、青壮年和儿童。他们望着总理，

一起在聆听他的话语。

整幅作品结构谨严，虚实相生，人

物生动，水墨淋漓。画家运用倒金字塔

式的三角形构图和强烈的虚实对比，将

观众的视线和注意力，集中在画面左侧

总理和老妇人交谈的情节上（位于画面

黄金分割位置），右侧大面积地表现灾

区群众簇拥在一起，面向总理；同时，将

左下前景的防震棚和房屋倒塌的断壁

残垣，处理为三角形留白，后景人物造

型以单线白描手法进行虚化，不仅使画

面显得充实丰盈又毫无拥塞之感，而且

突出了主体人物的精神风貌和作品的

深刻主题，充分展示出画家的整体把控

能力。画面右上方，直接引用了当年一

位老乡的话语，题写着：“俺们舍不得总

理 走 。 他 说‘ 重 建 家 园 后 ，再 来 看 你

们’。如今灾区变成了新村，俺们大伙

等啊盼啊，就盼着那一天……”这些内

容从人文高度表达了灾区人民的心声，

赋予作品质朴感人的人道主义情怀。

《人民和总理》情感真挚，人物形象

真实细腻，神情刻画惟妙惟肖，用墨浓

淡相宜，枯润相济，白描勾线、皴擦泼

墨，酣畅淋漓，写实造型和传统笔墨技

法水乳交融，具有很强的艺术表现力和

感染力。作品问世后感动了无数观众，

受到美术界广泛关注。在 1979 年第五

届全国美展中，这幅作品获得了中国画

金奖，被誉为新时期现实主义绘画的里

程碑式作品。

油画《地道战》——

全民抗战的艺术缩影

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

后，英勇智慧的冀中军民在中国共产党

的领导下，因地制宜，创造性地发明了一

种有效的战斗方式——地道战。关于地

道战，聂荣臻元帅曾经自豪地指出：“神

出鬼没、出奇制胜的地道战，是华北人民

保家卫国，开展游击战争，在平原地带战

胜顽敌的伟大创举。”“地道战”一词，因

此淬炼为中华儿女勠力同心、以弱胜强

的精神象征和共同记忆。

1951 年，著名画家罗工柳根据冀中

军民利用地道战打击日寇的传奇故事，

以饱满的政治激情、娴熟的艺术手法，

创作了油画《地道战》（纵 140 厘米、横

170 厘米，现收藏于中国人民革命军事

博物馆），热情讴歌“全民皆兵，全民抗

战”的伟大爱国主义精神。诚如他自己

所说：“我想表现我们的民族在最困难

的时候能战胜敌人，表现中华民族顽强

的战斗精神和他们的智慧。”

罗工柳曾任中央美术学院教授、副

院 长 ，中 国 美 术 家 协 会 顾 问 。 抗 战 初

期，他就曾以木刻刀和画笔为武器投身

民族解放斗争。《地道战》创作之初，他

在实地考察的基础上，凭借战争年代的

亲身经历和体验设计了多幅草稿，最后

在当年参加过地道战的民兵指导下，又

对作品进行了反复修改。因此，他后来

深有感触地表示，美术创作如果不真正

深入生活，是不可能画出站得住脚、充

满历史瞬间真实感的作品，“是老百姓

教了我才画出了《地道战》”。

油画《地道战》没有刻意渲染、表现战

争的残酷，而是以高度概括的艺术样式，

塑造了八个人物准备战斗的瞬间动态，精

彩演绎了一出故事情节生动、人物形象鲜

明的经典“舞台剧”。画家将整个画面的

场景设置在狭小、晦暗的空间——一间

普通的牲口棚内，运用虚实、明暗等艺术

手段，通过人物向上、向外的体态动作和

视觉方向，拓展了画面的有限空间。画面

中心，借鉴舞台上“中间亮、四周暗”的追

光手法，突出手持驳壳枪站立的女指挥员

英姿飒爽的形象。她身旁的女民兵从地

道内探出身体，神情专注。画面左上角，

登梯上屋顶又回身观望的青年男子，与下

面仰头向上递送手榴弹的民兵，形成上下

互动。画面最右方，一位青年男子正手持

步枪通过瞭望孔观察外界敌情，警觉而干

练；除递手榴弹的人物外，其他人物的目

光、视线一致朝向画面右方，生动展现出

静谧环境下紧张严峻的战斗氛围。

整幅作品用色深沉，却又呈现出柔

和的暖色调，天窗投射的光线以及女子

身着的红衣，洋溢着温暖的感觉，渲染

出光明和必胜的意志。画家在写实中

求神韵，在有限中寻无限，将西方油画

的写实同中国传统水墨画的写意巧妙

融合，完美地凸显了具有时代特点和个

人色彩的艺术风格，奠定了作品在中国

当代油画史上的重要地位。

油画《地道战》以小见大，通过场景

叙事、抒情咏叹的视觉再现，不仅还原

了生动、典型的历史真实，而且表达了

人们内心的历史记忆和家国情感。它

的成功创作启示我们：画家必须深入生

活，反映时代，对表现题材拥有高度的

责任感和使命感；艺术作品源于生活，

艺术工作者应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始终

和人民保持深厚、密切的联系。

工笔画《为了人民》——

白衣执甲的精神风采

2020 年 初 ，新 冠 肺 炎 疫 情 突 然 来

袭，全国各地的医务工作者紧急驰援湖

北。其中，军队支援湖北医疗队闻令而

动、勇挑重担、敢打硬仗，充分体现了人

民子弟兵服从命令、听从指挥的赤胆忠

诚和不惧困难、不怕牺牲的献身精神。

在同新冠肺炎疫情的殊死较量中，军

地美术工作者也纷纷用画笔记录了医务

工作者白衣逆行、为国执甲的英雄壮举，

以及生命至上、举国同心、舍生忘死、尊重

科学、命运与共的抗疫精神。郭海荣、范

向辉、于理、王亚非、李玉旺5位画家，围绕

军队医疗队支援湖北、奔赴武汉抗击疫情

这一重大题材，发掘主题、收集素材、反复

研讨，用心感受抗击疫情一线医疗队员的

工作、生活状态，将所思所想倾注笔端，历

时半年、数易其稿，创作完成了工笔画《为

了人民》（纵 250厘米、横 450厘米，现收藏

于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深情表达

了对战斗在抗疫一线官兵的崇高敬意，彰

显出美术工作者的情怀信仰和责任担当。

《为了人民》采用源于生活的抗疫

事迹，选取出征、抗疫、凯旋等片段，组

织 构 架 画 面 的 具 体 情 节 ，通 过 闻 令 驰

援、旗帜飘扬、抢救患者、研讨病情、治

愈出院、依依道别等内容，以电影“蒙太

奇”的表现手法，将多个镜头和不同场

景巧妙组合在同一空间。在鲜红旗帜

的引领下，描绘了军队医疗队队员匆忙

的脚步、坚定的神情、紧张的救治、庄重

的军礼，工笔重彩地再现了军队支援湖

北医疗队逆行出征、抗击疫情的感人形

象和情系人民、胸怀大爱的英雄品质。

在疫情最严峻、最紧张的时刻，画作

《为了人民》的创作团队以人民军队来自

人民、根植人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

创作导向，生动讲述了军队医务工作者

视疫情为命令，以生命赴使命，支援地方

抗疫的感人故事，为当代军人画像、立

传，为中国梦、强军梦熔铸精神力量。

《为了人民》是伟大抗疫精神的生

动注脚。2020 年 9 月 23 日，央视一套在

播出抗疫特别节目《致敬！时代楷模抗

疫英雄》时，这幅作品被作为背景画面

亮相荧屏。同年 12 月，该作品入藏中国

人 民 革 命 军 事 博 物 馆 。 2021 年 6 月 ，

《为了人民》在《解放军报》“第九届长征

文艺奖”评选中，荣获美术类作品奖，其

恢宏壮阔、荡气回肠的叙事表达、艺术

表现和精神提炼，感动了众多观众。

图①：《人民和总理》（国画） 周思

聪作 中国美术馆收藏

图②：《地道战》（油画） 罗工柳作

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收藏

图③：《为了人民》（工笔画） 郭海

荣、范向辉、于理、王亚非、李玉旺作 中

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收藏

壮美画卷中的人民情怀
■周惠斌

“一个人的闲暇时光里，藏着他的

未来。”

望着面前厚厚的文章剪贴本，回想

自己在书香中，伴随跳动的文字度过的

一个个充实而又快乐的周末，我对这句

话更加深信不疑。

3年前，我从军医大学毕业，分配到

闽北山区的一所部队医院工作。离开了

熟悉的校园，面对陌生的环境和还不熟

络的战友，我一时有些不习惯。工作日

还好说，两眼一睁，忙到熄灯。结束一天

紧张的工作，回到宿舍倒头就睡。可每

到周末，烦恼就随之而来，经常是“灵魂

三问”：去哪里？干什么？怎么过？

一个周末的上午，在南北纵横不过

5 公里的县城逛了一圈后，百无聊赖的

我准备到办公室给同学打电话，恰巧碰

到副主任正在办公桌前奋笔疾书。看

到我，他亲切地问：“婧瑞，来加班吗？”

我有点不好意思，实话实说自己是来打

电话的。

打完电话，我走进了副主任的办公

室，好奇地问：“您在写什么呢？”他放下手

中的笔，笑着说：“写点自己的感悟，周末写

写东西，看看书，一上午很快就过去了。”顿

了顿，他问我：“你周末都干什么呢？”

我脸一红，说道：“这是我每个周末

最头疼的事。”

他笑着说：“年轻人周末玩玩手机，

打个游戏，都是可以理解的，但不要沉

迷其中。不是有一句话么，一个人的闲

暇时光里，藏着他的未来。”

看我若有所思，他又说道：“你要是

觉得周末无聊，不妨也看看书、练练笔，

坚持一段时间就会成为习惯，相信你会

有不一样的收获。”

副主任是个老兵，也是医院公认的

“老黄牛”“笔杆子”，他的成长经历就像

一块磁铁那样吸引着我。那天上午，他

给我看了他积累的厚厚几大本剪贴本，

向我讲述了他利用业余时间搞新闻报

道、读书学习的经历和收获。捧读着那

些文章，品味着他朴实而富有哲理的

话，仿佛一缕阳光照进了我的心里。

从那以后，周末我常会到办公室，

泡上一杯清茶，写上几段文字：或感悟

军旅，或思考工作，或总结经验……在

以书为伴、文字飘香的时光里，我感受

到充实和快乐，也收获到惊喜和美好。

我的几篇文章先后在《解放军报》等军

内外媒体上发表，有的工作思考还被内

部刊物转发，受到首长和战友的点赞，

我也拥有了自己的“剪贴本”。更令我

高兴的是，因为读书和写作带来的学习

积淀，毕业第一年，我就在上级组织的

政治教员授课比武中获得第一名，当年

荣立三等功。

现在，我已经习惯了在周末捧读一

本好书，写下几段文字。那些沉浸在墨香

中的周末时光，让我的生活变得充实丰

富，也让我时时感受到奋发向上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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