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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

中鲜明指出，“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

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我们要坚持

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

的根本制度，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

主义服务，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结合

新时代军事文艺创作实践，学习领会

这一重要精神，我认为很重要的一点，

就是创作者要树好为兵服务、向战而

行的价值导向。

伴随着改革强军不断深入，部队

体制一新、结构一新、格局一新、面貌

一新，为军事文艺创作提供了新的更

加丰沃的土壤。在不同战位上，年轻

官兵个性鲜明、乐观自信，怀有对祖

国最炽烈的热爱、对军营最质朴的奉

献、对岗位最平实的坚守。军事文艺

能否走心服务，就在于我们每名军事

文艺工作者能否把这些抽象的情感

意 识 成 功 转 化 为 具 象 的 艺 术 作 品 。

因 此 ，面 对 时 代 、面 对 生 活 、面 对 官

兵 ，每 名 军 事 文 艺 工 作 者 都 责 重 山

岳、任重道远。

2016 年，我有幸参加中国文联第

十 次 、中 国 作 协 第 九 次 全 国 代 表 大

会 ，现 场 聆 听 了 习 主 席 的 重 要 讲

话。“最根本的方法是扎根人民”，这

一重要指示给我的触动很深。为官

兵 服 务 ，必 须 了 解 部 队 、扎 根 部 队 。

军 事 文 艺 工 作 者 本 身 就 是 一 个 兵 ，

先 把 自 己 位 置 摆 正 了 ，才 能 找 准 创

作方向。

从军 33 年，我上过高原，在海拔

超过 4000 米的高地与哨兵一同站岗；

下过洞库，在不分昼夜的阵地体验过

密闭生存；穿过戈壁，在茫茫黄沙中观

看过导弹呼啸、腾空而起；也钻过林

海，在皑皑白雪中与战士们爬冰卧雪、

深入交流……这些宝贵的军旅体验正

是我搞好创作的源头活水。

在创作军旅歌曲前，我常常到官

兵中做一些思想调查，与官兵进行诚

恳深入的交流。有战友和我说，“有时

候 唱 一 首 军 歌 ，不 亚 于 上 一 堂 政 治

课。”也有的战士讲，“一首好军歌是极

具感染力的，特别是合唱时非常有鼓

舞性，让我充满战斗力。”正所谓“文章

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好作

品绝不是“为创而创”，而是必须密切

联系党的大政方针、紧贴练兵备战实

践和官兵思想需求。

2015 年 12 月 31 日，原第二炮兵更

名为火箭军，实现了由“兵”变“军”的

历史性跨越，开启了中国战略导弹部

队新的伟大征程。我和所有火箭军将

士参与着也见证着这一里程碑时刻，

备受鼓舞。此后不久，我就创作了《火

箭军战歌》。而且这首歌很快就传播

开来，得到了官兵认可。

近年来，火箭军部队实战化训练

紧锣密鼓，战略军种地位不断凸显。

我们迫切感到，军事文艺创作必须与

火箭军的跨越发展相适应。为此，我

们紧贴部队改革转型和练兵备战实

践，创作了《让导弹飞》《朝天歌》《东风

万里长》《有咱就有发言权》等歌曲，有

力展现了火箭军部队真抓实备、真打

实练的成效和风采。

记得在创作歌曲《点火》时，我跟

随某导弹旅千里机动至大漠戈壁，参

与了他们为期 1 个多月的任务演习。

在那里，官兵早上穿短袖、晚上穿棉

袄，风沙磨砺着他们已被晒得黝黑的

面庞，很多人的嘴唇已变得皲裂。他

们每天保持高强度训练状态，每晚要

进行多波次火力突击，经受数个甚至

数十个特情的考验，常常忙到凌晨三

四点才能休息。期间，我试图探寻他

们夜以继日、任劳任怨背后的心理状

态，一个小战士对我说，“为了给导弹

点火，把它送上天”。

当实弹发射成功，任务演习结束，

所有官兵拥抱着、欢呼着，那一刻的兴

奋，我也感同身受、终生难忘。基于这

样的经历感受，“点火”这两个字就深

深刻在了我的脑海里，我用了不到 10

分钟就完成了歌曲创作。

军事文艺作品的根永远在官兵，

官兵是最终评判者。后来走访部队，

在 某 部“ 我 最 喜 爱 的 军 歌 ”票 选 中 ，

《点火》名列榜首。点火，是属于火箭

军官兵的荣耀时刻；《点火》，也是我

们军事文艺工作者为兵服务、实现价

值的体现。

为兵服务、为战而歌，永无止境。

党的二十大为强军兴军揭开了崭新篇

章，我们将以党的二十大精神为指引，

以更强的时代使命感和历史责任感投

身火热军营生活、拥抱强军实践，努力

创作出更多优秀作品，为强军服务、为

基层服务、为官兵服务，为部队战斗力

建设作出应有的贡献。

为
兵
服
务

向
战
而
行

■
胡
旭
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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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西藏军区某部组织“红心向

党——矢志强军谋打赢”强军故事会，遴

选 5 名赴俄罗斯参加国际军事比赛的官

兵登台讲述为国征战、岗位建功的故事。

“硝烟漫漫、南征北战，铁骑雄师千

回百转……”伴着歌曲《奇路先锋打胜

仗》的铿锵旋律，展现官兵对党忠诚、献

身使命精神风貌的合唱表演拉开了活动

序幕。

“大家请看这 5 组图片。当时，车辆

通过山地陡坡障碍时，突发故障，无法前

进。大赛在即、时间紧迫，我没多想其他

的，就赶紧跳入齐腰深的污水中，用标尺

探明水下情况……”手握奖牌、佩戴绶带

的一级上士秦跃江率先开讲。他回顾了

自己和战友们在异国他乡顽强拼搏，最

终站上国际领奖台的精彩故事。跌宕起

伏的讲述，配上扣人心弦的照片和视频，

让现场官兵感到震撼。

“山崩地裂无所惧，越是艰险越向

前。这是我们始终传承发扬的响亮口

号。”活动现场，二级上士胥杨讲述了自

己默默付出并最终作为备赛队员出国征

战的励志故事：“训练时腰部损伤，我强

忍疼痛咬牙坚持，经简单理疗后，重返训

练场……经过 8轮严苛选拔，我终于得以

为国出征。”这种强烈的责任感、使命感，

引起了在场官兵的强烈共鸣。

“我是‘十英雄’传人，我在泸定抗震

救灾现场”“我是‘十英雄’传人，我在海拔

5000多米的高原天路执勤”……一场“穿

越时空”与英雄前辈对话的情景剧，以该

部前身部队 10 位先烈被中央军委授予

“川藏线上十英雄”荣誉称号为背景，讲述

新时代官兵继承英雄精神，立足本职建功

立业的感人故事，赢得现场热烈掌声。

“维修发动机 20 台次，维修变速箱

180 台次，更换轮胎 365 条……”这是二

级军士长侯永福给出的数据。“我们保障

人员甘当‘螺丝钉’。当看到自己维护的

车辆驰骋在国际赛场，见证战友登上领

奖台，我无比自豪。”他以自身经历勉励

年轻战友立足岗位成长成才，力争在平

凡岗位作出不平凡成就。朴实真切的话

语，让台下官兵深受触动。

“我曾经跨过山和大海，也穿过人山

人海……”伴随着吉他弹唱《平凡之路》，

强军故事会落下帷幕。官兵表示，一次

活动就如一场动员，典型事迹催人奋进，

立起了爱军精武样板，激发大家岗位建

功热情。

尖兵故事激发建功热情
■李禹辰 本报特约通讯员 郭 宏

秋末初冬的京西山区，天高云淡，

风光旖旎。妙峰山下的涧沟村里，两棵

大树依傍着一座小桥。一座青瓦房静

静伫立桥边，门上悬挂着一块醒目的门

匾——“平西情报交通联络站”。

这便是我们此行的目的地，平西情

报交通联络站纪念馆。这座纪念馆如

今已是北京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北京

市国家安全局传统教育基地和首都隐

蔽战线传统教育基地。

正是这个看似名不见经传的情报

站 ，曾 谱 写 一 段 战 争 年 代 的 传 奇 。 它

所 在 的 青 瓦 房 原 是 一 间 关 帝 庙 。 当

年，谍报人员为隐藏身份，往往伪装成

香客在此联络发报。甚至电台、药品、

食物等物资也从这座青砖小院转运到

北京各处。

走进纪念馆，一面遒劲浮雕首先映

入眼帘：正中间上方由新中国首任安全

部部长凌云题字“胜似雄兵十万”，下方

雕刻着隐蔽斗争战线革命前辈与百姓

的群像。环看四周，这间小院，似乎容

纳不了百人，让人禁不住遥想，当年它

是如何胜似雄兵十万？

1939 年 ，抗 日 战 争 进 入 关 键 时

期 。 自 北 平 、天 津 沦 陷 后 ，城 市 斗 争

逐 渐 转 为 隐 蔽 ，信 息 情 报 的 获 取 是 否

先 于 敌 人 ，成 为 斗 争 胜 利 的 关 键 因

素。而平西情报交通联络站地处的平

西 抗 日 根 据 地 ，东 侧 直 连 平 津 敌 占

区 ，西 部 为 晋 察 冀 根 据 地 ，战 略 位 置

重要且艰险。平西联络站是当时中共

中央北方分局社会部建立最早的大联

络 站 ，可 直 接 瞄 准 日 伪 在 华 北 地 区 的

统治中心——北平。

这 个 小 小 的 联 络 站 ，曾 见 证 着 翻

涌的历史风云。1948 年 10 月，石家庄

一 带 解 放 军 前 出 作 战 ，原 平 津 国 民 党

傅 作 义 部 侦 听 城 中 守 备 空 虚 ，便 企 图

偷袭当时中共中央所在地西柏坡。正

在 此 时 ，平 西 情 报 交 通 联 络 站 获 悉 情

报，急报中央。紧接着，毛泽东就为新

华社亲自执笔了 3 篇新闻、评述，将傅

作 义 原 本 的 阴 谋 计 划 公 之 于 众 ，摧 毁

了敌军的心理防线，振奋了我军士气，

令原本计划偷袭的傅部不战而退。

有些牺牲是悄然无声的，也是格外

令人动容的。我们走进最后的展厅，烈

士的名字一个个出现在墙上：李培德、

苏静、邹时、秦姐（杨凤兰）……他们生

前留下的资料稀少，一生隐姓埋名、默

默 无 闻 ，有 的 烈 士 甚 至 在 战 斗 中 牺 牲

后，身边人也不曾知晓他的真正身份。

他们是赶脚夫、商人、伙计、农民……更

是英雄的革命战士。

我的思绪正随着展览纷飞，就听纪

念馆一名工作人员问道：“你们好，打扰

了，想问问你们是否还有关于他们的资

料？”她指着墙上的烈士名录，恳切地

说：“他们的资料太少了，现有的全部都

在墙上了。如果各位游客有其他的历

史资料，请及时联系我们……”

我 再 次 望 向 展 墙 ，那 些 简 短 的 文

字 似 乎 厚 重 了 许 多 。 它 们 簇 拥 在 这

里，凝练一群人的一生，为后人留下无

尽的追思。

历 史 会 逐 渐 走 远 ，红 色 基 因 却 成

为 一 个 民 族 的 集 体 潜 意 识 ，融 于 血 脉

之 中 。 前 辈 们 于 此 处 埋 名 战 斗 ，后 来

人 守 护 着 这 座 青 砖 瓦 房 ，也 守 护 着 光

荣历史留下的红色足迹。

车缓缓驶离纪念馆，一抹红色的日

光，照亮了妙峰山。离开展厅前，纪念

馆工作人员热情招呼，“欢迎参观，欢迎

你们再来”。我想，我们并非来客，未曾

告 别 ，而 是 在 此 完 成 了 一 次 精 神 的 接

力，又从这里整装出发。

一次精神的接力
■刘 帅

情景剧《穿越时空的对话》。 作者提供

一

抗战时期，延安的文艺工作者沿着

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正确方向，深入生

活，向人民群众学习、向民间的艺术形

式 学 习 ，掀 起 了 盛 极 一 时 的 新 秧 歌 运

动，产生出一大批优秀的秧歌剧，如《兄

妹开荒》《动员起来》《一朵红花》《牛永

贵负伤》《钟万才起家》等。

秧歌剧的形式短小，结构严谨，音

乐动听、淳朴，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热

烈欢迎。它及时反映了人民丰富多彩

的斗争生活，发挥了团结人民、教育人

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作用，被群众

誉为“斗争秧歌”。

秧歌运动后期（1944 年春），在秧歌

剧基础上，又陆续出现《马渠游击小组》

（即《无敌民兵》）、《周子山》《模范城壕

村》《刘红英》等一批大中型作品。它们

的出现，可以说是秧歌剧向新歌剧的过

渡。这些作品不仅篇幅较大、场次较多，

故事情节也较完整，更重要的是加深了

对生活内涵的挖掘，揭示了重大主题，塑

造了一批性格鲜明、形象生动、有血有肉

的典型人物，表现了气势磅礴的革命斗

争生活。在音乐上，也突破了秧歌剧较

单纯的结构形式，开始注意塑造剧中不

同人物的音乐形象，注意向民族、民间戏

曲音乐的表现手法和西洋歌剧音乐的创

作经验学习，因而丰富了音乐的表现力，

加强了音乐的戏剧性，使音乐更具有歌

剧音乐的特征。这一时期，在部队出现

了《保卫边区》《刘顺清》《徐海水锄奸》等

优秀剧作，形式上已采用歌舞剧的综合

形式。

1944 年 冬 至 1945 年 春 ，大 型 歌 剧

《白毛女》在延安问世。这部歌剧，从内

容到形式都较以往歌剧更加成熟，在运

用群众语言、抒发人物情感，以及推动戏

剧冲突和描绘群众斗争等方面，都作了

新的探索和突破。《白毛女》是采用革命

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

方法所取得的积极成果，标志着中国歌

剧艺术已臻于成熟，并发展到一个新的

阶段。

由于生产、战斗的需要和革命文艺

工作者的努力，延安时期的歌剧作品，琳

琅满目，丰富多彩，如反映正确执行俘虏

政策的《解放战士》（裴然等编剧，高田、

刘烽作曲），反映破除迷信的《红鞋女妖

精》（苏一平、周戈编剧，金紫光作曲），揭

露国民党顽固派制造反共高潮的《爷台

山》（张寒晖编剧），反映大生产运动的

《模范城壕村》（柯仲平编剧，岳松、彦军、

关键作曲），描写红军家属与恶霸地主斗

争的《刘红英》（周戈编剧、金紫光作曲），

反映封建压迫和土改斗争生活的《蓝花

花》（孔厥、袁静编剧，梁寒光、金紫光作

曲）等。这些作品都各有特色，受到人民

群众的喜爱。

二

中国歌剧的历史是与中国人民的革

命斗争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的。它产生和

发展于人民的斗争之中，并深深植根于

人民的心底。

如《亡国恨》这出小型歌剧，在抗日

战争期间曾广为演出，产生过巨大的影

响。人民剧社曾到根据地和东北军驻

防的交界处演出这出戏，东北军官兵反

应更强烈。当演到丈夫被日本人拉去

当劳工、妻子被蹂躏致死，孩子流落他

乡、唱着悲伤的莲花落沿门乞讨时，台

下的东北军官兵有的低头落泪，有的痛

哭失声，高喊着“打回老家去！”“打倒日

本强盗！”

在整个解放战争中，无论是在战斗

前线还是在土改斗争的农村，《白毛女》

和《刘胡兰》在演出时都获得很好的艺术

效果。在农村，一看完戏，就有许多青年

报名参军；在部队，许多战士把“为喜儿

报仇”“为刘胡兰报仇”的誓言刻在枪托

上。新歌剧已成为宣传群众、动员群众

的强大思想武器，在夺取抗战胜利、推翻

蒋家王朝、巩固新生政权的历史进程中，

起了重要作用。这是中国歌剧发展史上

的光辉一页，更是中国歌剧艺术永远应

当继承的革命传统。

三

为什么延安时期的歌剧艺术能如

此 蓬 勃 地 发 展 起 来 ，并 取 得 如 此 可 喜

的成就？

首先，端正了文艺创作方向。经过

1942 年文艺整风，延安的文艺工作者从

思想上真正懂得为人民服务、为人民的

主体工农兵服务的极端重要性；懂得了

生活是艺术创作的唯一源泉，因此下定

决心深入生活，向人民群众学习，向人民

群众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学习。

其次，明确了普及与提高的辩证关

系，找到了为人民服务的正确途径。随

着革命事业的发展，文艺提高问题被提

了出来。但是，怎样提高，从哪儿提高，

提到哪儿去？认识却很不统一。延安文

艺座谈会之前，一度曾出现过“关门提

高”的倾向。与此同时，也有片面强调普

及而忽视提高的现象。

1942 年 5 月 23 日 ，毛 泽 东 同 志 发

表 了《在 延 安 文 艺 座 谈 会 上 的 讲 话》。

5 月 30 日，毛主席又亲自来到桥儿沟，

在鲁艺院内的篮球场上对全体师生作

了一次重要讲话。他以生动具体的事

例 阐 明 了 创 作 与 生 活 、普 及 与 提 高 之

间的关系和知识分子必须与工农群众

相结合、努力改造世界观等重大问题，

并特别提醒鲁艺同志们只在自己这个

“小鲁艺”学习是不够的，还要到“大鲁

艺”去学习。“大鲁艺”就是工农群众的

斗 争 生 活 ，广 大 劳 动 人 民 就 是“ 大 鲁

艺 ”的 老 师 ，应 当 认 真 地 向 他 们 学 习 ，

改 造 自 己 的 思 想 感 情 ，把 立 足 点 逐 渐

转 移 到 工 农 兵 这 一 边 来 ，成 为 真 正 的

革 命 文 艺 工 作 者 。 这 次 讲 话 ，进 一 步

推 动 了 文 艺 界 的 整 风 学 习 。 经 过 整

风 ，延 安 文 艺 工 作 者 的 精 神 面 貌 焕 然

一 新 ，文 艺 创 作 也 随 之 打 开 了 新 的 局

面 。 广 大 创 作 者 有 了 深 入 生 活 、眼 睛

向下，敢为群众小学生的精神和行动，

才 找 到 了 歌 剧 创 作 的 新 题 材 、新 人 物

和 新 表 现 形 式 。 从 小 调 剧 、秧 歌 剧 到

一 系 列 大 型 歌 剧 的 出 现 ，正 是 在 普 及

基础上不断提高的丰硕成果。

第三，正确处理了继承与创新的关

系。文艺工作者要立足于自己的民族、

自己的时代，批判地继承、大胆地创新，

创造出中华民族的艺术天地。当时在

延安的歌剧工作者，经过文艺整风，基

本摆正了继承与创新的关系，在后来的

创作活动中博采百家，取众所长，创造

出一个个较以往更臻于完善的新型歌

剧艺术形式。

第四，不断磨砺技巧，扩大视野，丰

富表现手段。当时的作者处在艰苦的

战争年代，创作条件极差，资料也有限，

许 多 作 品 都 是 在 极 短 的 时 间 内 完 成

的。但是，他们并没有放弃对艺术技巧

的追求，而是千方百计地学习新知识，

总结新经验，今天学到的东西，明天就

可能出现在新的作品里。不管哪种技

巧、哪种手段，只要用得好、用得适当，

就会得到承认和赞许。大家不约而同

地力求表现人民群众的火热斗争生活，

力求使自己的作品为人民群众所喜闻

乐见，力求创造出展现中国作风、中国

气派的民族形式。

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

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发展社会主

义文艺和中国歌剧不可动摇的方针。延

安时期的歌剧工作者为我们提供了有益

的经验，值得我们重视。

（摘编自《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史料

选编·抗日战争时期》，标题为编者所加）

民族艺术的光辉一页
—延安时期歌剧艺术回眸

■丁 毅 苏一平

延安时期的歌剧《兄妹开荒》。 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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