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 ●●

9 文 化 生 活 ２０２２年２月２３日 星期三

活力军营

E-mail:jfjbklgj@163.com责任编辑/袁晓芳

回顾中国书法史，军旅书家多以“雄

强”“遒劲”之笔展现军人的血性胆气、雄

健豪壮，这种风骨为尚的独特气质，正是

中国文化精神特别是军事文化精神的生

动体现。

风骨，历来为人们所重视，既可评

价 于 人 ，又 可 反 映 于 事 物 的 精 神 气

度 。 风 骨 用 于 评 价 人 物 ，主 要 指 信 念

坚定、持守情操、豪迈旷达等特质 ；用

于品鉴书法，主要指刚健挺拔的骨气、

高 尚 昂 扬 的 情 感 、超 凡 拔 俗 的 才 情 和

个性风格。

先进军事文化品格对军
旅书法风骨的塑造

中 国 书 法 艺 术 审 美 是 多 维 的 ，神

采、气韵、格调、风骨、妍媚……这些审

美 之 维 分 别 含 蕴 了 不 同 的 审 美 内 涵 。

军 旅 书 法 跨 越 时 代 久 远 ，艺 术 成 就 突

出，在中国书法史上具有独特的地位。

历代戎马征战的著名书法家，留下了无

数具有潇洒清澈之风、铮铮不屈之骨的

书作。如颜真卿的《祭侄文稿》《裴将军

帖》，诗人陆游的《题醉中所作草书卷

后》，黄道周、倪元璐大节凛然发于翰

墨，特别是岳飞血性忠诚熔铸的“还我

河山”，我军老一辈战将豪情万丈的书

作等，那种“胸中磊落藏五兵”“势从天

落银河倾”的气势，无不堪称风骨的典

范。他们是军旅书法风骨品格的实践

者，具有典范的意义。

当代军旅书家把革命军人气概熔铸

笔下，以风骨融汇各种元素，贯通于创作

和欣赏的多方面实践。他们对军人风骨

的弘扬，缘于其生长土壤、文化氛围、引

领书家等多种因素，其中最根本的是先

进军事文化品格对书法创作的深刻影

响。军旅书家在部队生活中锤炼的性

格、气质、品德、意志、情感、理想等，一旦

与书法创作相遇，便在无形中与作品的

筋骨血肉融为一体。

忠诚、爱国、智勇，是革命军人的重

要精神特质，也是我军先进军事文化的

重要品格。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全

军先后举办 10 余次书法展览，都在主题

上对这些精神特质有所强调。特别是

2016年以来连续举办 4届的“鉴古开今”

书展，设立“军之魂”“兵之道”等系列主

题，突出了“强军”这个具有非凡时代意

义 的 内 涵 。 文 辞 之“ 意 ”影 响 墨 韵 之

“境”。书法的笔墨风采与思想主题相契

合，提升了军旅书法风骨的精神高度、意

境层次。

当代很多优秀军旅书家尤具“书以

载道”的格局和担当，不囿于自己狭小

的笔墨世界，而是很看重书法的精神价

值和社会功用。他们进行创作并非单

纯的遣兴之举，而是以笔墨为强军鼓与

呼。他们创作的书法作品，既是书法鉴

赏的对象，又是诠释主题、品鉴文学、无

言之教的载体，对于培根铸魂的作用，

就像为刀剑的锋刃加钢淬火一样。

当代军旅书法风骨的主
要特征

军旅书家虽然均看重风骨气度，很

多作品都蕴含着这一共性美感特征，但

共性中仍可见不同的个性特征。综观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以来有成就的军

旅书家，依照他们对风骨审美追求突出

的特点，大体可分以下几种：

一是追求“精神超迈”。当代军旅

书法书写的是时代理想，具有浩然、健

动、飞腾等阳刚美的特点。例如，我军

著 名 书 法 家 、中 国 书 协 第 一 任 主 席 舒

同，在硝烟洗礼和翰墨濡染下，形成了

气象正大、风度弘毅的“舒体”。“舒体”

字潇洒圆秀，弯弓盘马，沉雄峭拔，恣肆

中见逸气，蕴含着岁月峥嵘、将军气度

和泰岳气象。

二是追求“铁索动势”。例如，军旅

书法家李铎的行草书，激情落墨，慷慨

成书，以盘丝屈铁、动势强烈而独具一

格，散发着一股凛然不可犯的正气。尤

其 是 他 的 巨 幅 大 字 作 品 ，有 着 铁 索 蹈

空、一泻千里的动感，显示出军人“冷的

铁索热的血”之血性胆气。

三是追求“苍润肃穆”。军旅书法

古老而久远，具有深厚的历史感，讲究

绳墨宗古、字风纯正。例如，军旅书法

家夏湘平的隶书，被称为“汉魏精神的

遗响”，用笔藏锋隐骨，沉厚圆劲，凝重

老辣，透出追思传统、体悟苍茫、融入时

代的“高逸”。这是军人而不是一般文

人所追求的美学理想。

四是追求“果敢之力”。军旅书家

创作时像进入战斗状态，凝神聚力、瞬

时迸发，呈现力透纸背、强壮刚健的筋

骨气力。例如，一些擅长草书的军旅书

法家奋笔草书时，笔尖入纸、逆流而上，

似硬弩欲张、铁柱特立，奇崛而通达，线

条就像箭在弦上，跃动着生命的气息。

五是追求“骨清神洁”。军旅书法

不 是 简 单 的 气 势 威 猛 ，也 不 仅 仅 是 字

的造型和笔力，而是骨气峻洁，透着贞

守 气 节 、忠 直 耿 介 的 道 德 人 格 气 象 。

例 如 ，一 些 在 隶 书 上 颇 有 建 树 的 军 旅

书法家，心悟雅趣，锤炼出劲拔圆浑的

篆书与方折清刚的碑版意趣融合的隶

书，作品碑简兼容，清朗爽逸，让观者

神骨俱清。

六是追求“沉着质朴”。军旅书法

讲究不事雕琢，平实内敛而蕴含雄浑的

力量。比如一些军旅书法家在楷法上

力追唐人的纯熟技法，险峻中有冲和，

透出为人耿直、古道热肠的厚重，显示

出军人质朴的本真。

七是追求“武者文韵”。军旅书法

多以剑胆琴心发为翰墨，力在字中而神

溢字外，在显性的气势美之外还有隐形

的韵致美。他们的书写饱含大众情怀，

追求雅俗共赏，既有军人的刚健爽劲，

又能写出古代文人的静美雅趣，使人感

到脱去威严后的亲和，颇具时代风华。

从整体上看，当代军旅书法有着自

己独特的精神面貌。从一定意义上讲，

军 旅 书 家 写 的 就 是 军 人 魂 魄 、强 军 风

骨，在“为强军服务、为基层服务、为官

兵服务”和面向大众的文化实践中发挥

了重要作用。

军旅书家对书法风骨的
锤炼

人的性情是复杂深邃的。书写者

只有找到与之相呼应的点画造型，作品

才能表现出相当的风神骨气。书法用

笔在艺术表现上，张扬与蕴藉，苍茫与

精微，雄壮与优雅，豪迈与严谨，洒脱与

持 重 …… 具 有 复 杂 多 重 的 矛 盾 关 系 。

很多当代优秀军旅书家在对传统技法

坚持不懈的学习、吸纳与实践中，提升

笔墨驾驭能力，从而用刚柔相济的艺术

语言实现了“风骨”的美感呈现。

首先是磨砺“骨法”。“用笔骨鲠”而

不能“笔迹困弱”，是书法风骨的要义之

一。明代书法家丰坊在《书诀》中说：

“书有筋骨血肉。筋生于腕，腕能悬，则

筋骨相连而有势。骨生于指，指能实，

则骨体坚定而不弱。”意思是说，骨贵劲

健而筋贵灵活。欲求点画之劲健，功在

实指，毫无虚发，墨无傍溢；欲求点画之

灵活，功在悬腕，纵横无碍，提顿从心。

同时，他也提到了点画劲健需要与水墨

搭配，才能有血有肉，神完气足。

其次是参悟“兵法”。文字书写与兵

学武艺一脉相通。相传汉相萧何第一个

把兵法中势、法、阵、思等基本概念引入

书法中。不少当代军旅书家潜心参悟兵

法与笔法的关系，从中多有获益。比如，

参悟“兵以势胜”的制胜机理，营造字势

屈伸自如的活笔活势，立起全篇骨干；领

悟用兵“欲擒故纵”的原理，掌握行笔欲

左先右，欲抑先扬，欲进先退，获取字形

俯仰的笔意；借用作战中“速度”和“节

奏”的思想，熟悉摇笔、掠笔、战笔及疾涩

等，练习草书中的飞白线条，产生苍茫、

质朴、迟涩、遒劲等审美效果。

再次是修炼“心法”。很多优秀军

旅书家重视培养对生活和自然的艺术

敏感，通过观察与军事活动相联系的各

种物象，提高对自然物象进行抽象化、

艺术化概括的能力。比如，李铎在成都

杨 升 庵 祠 看 到 一 棵 藤 萝 ，当 即 展 纸 写

生，此后就以古藤为师，拟其苍老枯健、

跌宕遒连之美。解放军文化艺术中心

的书画轻骑队前往高原边防部队，走进

演训场体会练兵备战的火热场景，走进

哨所感悟“立马昆仑”的精神风范，置身

边关熏染“鼓角争鸣”的沧桑韵致。很

多轻骑队员受这样的环境感染，在创作

时自然进入一种返璞归真的书写状态，

达到“外师造化”与“中得心源”的高度

融合。

新时代的艺术创作必须高扬时代

精神，让作品充分展现“有筋骨、有道

德、有温度”的特质。躬逢盛世的军旅

书家，当以充溢风神骨气的书法作品，

赋予载道之文以生命，让军旅书法更好

地发挥铸魂育人的独特作用。

军旅书法 风骨为尚
■钟海燕

龙门沟，一个在地图上找不到的地

方。

翻过一座山，穿过一条河，拐进一条

乡 间 公 路 ，再 往 里 就 是 一 条 狭 长 的 沟

壑。里面生长着许多高大的白杨树。树

木葱茏，连绵起伏，周围散落着几户农

家，这里就是我曾经所在部队的驻地。

当兵第四年，我从北京选调到这里工

作。虽然当时心里有些落差，但“革命战

士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的道理我懂

得。让我意外的是，这个看似不起眼的闭

塞大院，却是个藏龙卧虎、星光璀璨的宝

地。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军队科技进步

一等奖等尖端成果就在身边。行走在营

区的小路上，急匆匆的人群中就会碰到几

个博士、硕士。其中，不乏一些来自哈军

工、北大、清华等名校的高材生。

是什么让他们不慕繁华扎根山沟？

“对国防科研事业的忠诚，还有对科研事

业的热爱！”时隔 20 多年，一位老首长的

回答至今萦绕耳边。这位老首长是一名

“老政工”，曾经参加过抗美援越，后来从

上级机关调到这里当政委，直到退休。

追溯历史我才知道，这个成果丰硕、

人才济济的科研单位原本在北京的闹市

区，50 年代末移防此地，该单位曾在研

制“两弹一星”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

笔。在罗布泊的马兰基地，至今流传着

“夫妻树”的故事，主人公也是我们的老

首长——王茹芝。她第一个准确报出核

试验实际爆炸当量，向全世界证实了我

国首次核爆炸的成功。

1963 年，原子弹爆炸成功前一年。

王茹芝接到命令，秘密前往罗布泊。参

加这次核试验要求“上不告父母，下不告

妻儿”。面对即将长久的离别，她淡淡地

对丈夫说：“我要出趟远差，不知道啥时

候能回来。”

同为军事科研工作者的丈夫听后平

静地说：“好啊，我也要出差，时间也可能

会很久，咱们都照顾好自己！”殊不知，丈

夫也奉命随其他参试单位到基地执行核

爆任务。第二天，两人在平静中道别，各

自出发，慷慨西行。

几个月后的一天，王茹芝从试验场

回来，在老榆树下等车。不远处，看到一

个人正扛着试验器材向她走来。透过飞

扬的风沙，她发现那个身影很熟悉，熟悉

得让她眼发热、心发颤。她使劲瞪大眼

睛，就像梦境一般——那个人竟然是自

己的丈夫！

几个月来，咫尺天涯，竟不知爱人就

并肩战斗在身旁。瞬间，两人百感交集，

相拥而泣。现场总指挥张爱萍听了这个

故事，不禁感慨道：“这不正是我们共产

党人的‘革命浪漫主义’吗？”他还将那棵

老榆树命名为“夫妻树”。

在 我 们 这 支 部 队 ，有 一 大 批 科 研

人 员 参 加 过“ 两 弹 一 星 ”试 验 任 务 ，他

们 的 名 字 却 鲜 为 人 知 。“ 干 惊 天 动 地

事 ，做 隐 姓 埋 名 人 ”，这 就 是 军 事 科 研

人 员 的 精 神 。 就 像 这 条 沟 ，沉 寂 得 几

乎让人忘记了它的来历。听老一辈科

研 专 家 讲 ，这 里 曾 是 十 九 兵 团 机 关 的

所 在 地 。 后 来 ，这 支 部 队 奉 命 开 赴 西

北 大 漠 ，参 加 首 次 核 试 验 基 地 及 相 关

设施建设。再后来，部队奉命撤销，我

们单位就迁移到了这里。

当时，龙门沟除了一座军营，还有一

个袖珍邮电所和小卖部。说是邮电所，

其实只有一名员工，平时只能办理邮信

业务，其他业务仍需去镇上办理。倒是

小卖部，别看店面很小，日用百货、水果

蔬菜、甚至简单的办公用品等，样样齐

全，给官兵带来不少方便。

沟里生活虽然简单艰苦，但也不乏

阳光多彩。特别是夏天，每当夜幕降临，

美丽的晚霞映入黄土地，一道绚丽的金

光，让天空变得金黄，狭长的龙门沟神秘

中又增添了几分浪漫。这个时候，是科

研人员一天最闲暇的时光，大家三五成

群，漫步营区。

沉寂一天的龙门沟热闹起来。《军营

之声》广播传来富有磁性的男中音。广

播员叫郝广林，是一名军工子弟，从小患

有小儿麻痹症，靠着一副双拐行走。他

热爱播音，自学成才，狭小的播音室成了

他追求梦想的舞台。“新闻博览”“音乐欣

赏 ”“ 生 活 小 窍 门 ”等 文 化 节 目 精 彩 纷

呈。在他用心编排下，小小广播站成了

科研人员重要的精神家园。

在沟里生活久了，就会有一种超脱

的宁静和释然。在这里，没有城市的喧

嚣，倒是增添了几分田园的乐趣。散完

步，科研人员又各自回到办公区，开启晚

上的加班模式。那个时候，科研人员都

住在营区，每周发两次回市区的班车。

所以，平时就在办公区、食堂、宿舍，加班

好像成了一种习惯、一种生活。

有的科研人员索性就在实验室支

上一张行军床，倒头就睡，起床工作，连

宿舍都省得回了。那时，我们单位流行

一句口号：“以所为家，以苦为乐”，这也

是我们生活的真实写照。官兵都自觉

拼 工 作 、比 奉 献 ，没 有 感 觉 生 活 艰 苦 。

当时，我在政治部当放映员兼新闻报道

员 ，平 时 就 住 在 大 礼 堂 。 由 于 年 久 失

修，礼堂四处透风，还经常漏雨，而且冬

天没有暖气。

山 里 冬 天 风 很 大 ，晚 上 睡 觉 需 要

盖 两 床 被 子 ，还 要 再 加 一 层 大 衣 。 有

时加班写稿子，身子缩在被窝里，只露

个 脑 袋 和 胳 膊 。 夏 天 潮 湿 闷 热 ，我 就

在脚下放一盆凉水，脖子里围条毛巾，

经 常 在 激 情 澎 湃 中 迎 来 一 个 个 黎 明 。

《“锚索部队”传奇》《寻找“金穗”》《心

中 有 个 太 阳》等 ，一 条 条 新 闻 报 道 、一

篇 篇 报 告 文 学 从 大 山 深 处 飞 向 全 国 ，

刊 登 于 各 大 报 刊 ，让 更 多 人 知 道 了 这

个科研单位的故事。

沟里的人际关系单纯质朴，浓浓的

战友情让人分不清哪个是官哪个是兵，

官兵和军工师傅，也是打成一片。凡是

出入营区的车辆，不论是首长的车，还是

其他公务车辆，都可以随便搭乘。有时

走在路上，你不好意思招手，车上战友都

会主动问一句：“捎你一段？”

在沟里，树是绝对不能随便砍的，哪

怕是大修剪也要提前在会上通报一声。

白杨树是科研人员当年移防到这里时栽

种的。风雨几十年，这些树既像科研人

员的影子，又像他们的孩子，见证着他们

的青春，陪伴着他们成长。坚实的年轮

中，铭记着他们的甘苦与欢乐，也绽放着

他们的精彩和荣光。

20 年后，故地重游，这种情感依然

萦绕着我、感染着我。由于工作原因，我

曾辗转不少地方，而龙门沟最是让我魂

绕梦牵，深藏心底。这里的一山一水，一

草一木都浸染着我的青春，烙下深深印

记，这里的淡泊也一直激励着我。

那
道
沟
，那
些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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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训砺兵
■茅文宽

这幅作品拍摄的是新疆

军区别迭里边防连官兵巡逻

中的场景。一名刚下连不久

的战士（右一）第一次参加巡

逻，到达点位后为界碑进行描

红，情不自禁潸然泪下。拍摄

者采用虚实结合的拍摄手法，

记录下这一动人瞬间。画面

背景中，战士高高举起的国旗

与前景中的界碑遥相呼应，烘

托出庄严氛围，也展现出戍边

官兵炽热的爱国情怀。

（点评：董欣宇）

清澈的爱
■摄影 王军强

“最后 500 米，冲刺！”伴随战友的呐

喊声，武警第一机动总队某支队下士童

相格在比赛最后时刻不断发力，连续上

演“ 弯 道 超 越 ”，成 功 逆 袭 ，最 终 夺 得

3000 米耐力滑冰项目冠军。

这是该支队在春节期间开展冰雪运

动的一个场景。

该支队地处寒冷地区，冰雪资源丰

富。今年，在北京冬奥会热烈氛围的影响

下，官兵参与冰雪运动的热情尤为高涨。

该支队领导介绍，为满足官兵运动需求，

他们在营区一处空闲场地浇筑了一个简

易滑冰场，利用毗邻山体铺设了 2个简易

滑雪场，加装安全防护装置后向官兵开放

使用，受到大家欢迎。“一些官兵虽然参加

冰雪运动的兴致很高，但由于缺乏专业训

练，运动水平参差不齐。”该支队宣传科干

事王新鹏说，他们通过组织有滑雪基础的

士兵现场指导、开展比赛活动等方式，鼓

励官兵利用课余时间进行练习，不断提高

运动技能。

“还有 3 圈，稳住！”滑冰场上人头攒

动、喊声震天，一场短道速滑比赛激烈上

演。场上，选手们时而单腿蹬地直道滑

行，时而双脚交叉摆动冰刀，展开了一场

速度与力量的对决。最终，某中队上士

黄文达技高一筹，以打破支队纪录的成

绩夺冠。在这次冰雪运动会上，他们设

置 了 200 米 短 道 速 滑 、200 米 障 碍 滑 、

3000 米耐力滑等多个项目，通过比赛提

升官兵的速度、灵敏度和耐力。

赛 场 争 锋 砺 斗 志 ，极 限 比 拼 强 本

领。为了突出军营冰雪运动的特色，他

们还在运动中增添了不少军事元素。“我

们结合现场地形灵活设置了负重滑雪、

越障穿行、战术避险等项目，既愉悦了官

兵的身心，又增强了体魄。”某大队教导

员王建业说。

军营冰雪 点染春色
■肖华兴 朱朝阳 虎年说虎（快板）

■朱志鑫

虎啸龙吟板声俏

虎年说虎添欢笑

句句不离一个虎

虎头蛇尾咱不要

妙语连珠虎字表

虎字成语真不少

官兵同乐过虎年

虎跃龙腾最热闹

虎略龙韬能胜算

虎虎生威歌如潮

卧虎藏龙遍军营

人中龙虎聚英豪

虎气冲天呱呱叫

虎威不减战鼓敲

初生牛犊不怕虎

虎口拔牙定拔掉

艺 境

迷彩芳华

阅 图

飞
跃
障
碍

刺
杀
训
练

擒
拿
格
斗

兵 漫

七彩风

调虎离山智谋高

迅如猛虎立战刀

虎背熊腰剿顽敌

龙潭虎穴走一遭

虎年说虎贺春潮

猛虎出山新航道

祖国腾飞胜猛虎

众虎同心传捷报

赞中国女足
■聂和兴

壬寅再报铿锵声，

绿茵绽开玫瑰红。

冲抢拼铲势凌厉，

闪转腾挪步轻盈，

身似虎跃王者范，

球随心走巾帼风。

惊天逆回一瞬息，

绝杀本领千日功。

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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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