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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山河

山河辽阔，行者无疆。祖国版图
上的众多军事要地，凝练着一段段铁
马冰河、战火硝烟的历史风云，在山
河与战争的交融中，生发出更为饱满
的文化意象与丰厚的文化内涵。追溯
那些战争要地、边塞雄关，挖掘其背

后蕴含的人文历史和文化意义，既是
对峥嵘岁月的追忆缅怀，又是对中华
民族精神的探寻和感悟。

从本期开始，我们开设《文化山
河》 栏目，欢迎广大读者关注、投
稿。稿件要求原创，散文题材，文后
请 附 作 者 通 联 方 式 。 投 稿 邮 箱 ：
jfjbqjwh@163.com。请在邮件主题中
注明：“文化山河”栏目投稿。强军网
网盘：jfjbqjwh。

凛冬时节，雄伟绵山格外险峻。
夕阳西下，青灰光滑的大石板路穿过
山麓一座古朴雄浑的城楼，城门砖券
斑驳陆离。关城前一块大岩石上，“娘
子关”三个红色大字，分外醒目。
“娘子关”之名，曾被金代元好问

写入《游承天悬泉》一诗中：“只知晋
阳城西天下稀，娘子关头更奇崛。”据
传唐初时，李渊的女儿平阳公主李秀
宁曾在此驻守。平阳公主率领的军队
被称为“娘子军”，驻守的关隘亦被称
为“娘子关”。

名字虽柔，但此关的确是一座英
雄关。俯瞰“娘子关瀑布”，悬流百
尺，如喷珠散玉般直泻谷底，让人惊
叹。南门危楼高耸，城门上“宿将
楼”巍然屹立，门洞上额书“京畿藩
屏”。这座娘子军曾经驻守的雄关，处
处充满着巾帼不让须眉的英雄气概。

燕赵古道寒风萧瑟，英雄传奇始
终在此上演。作为扼守山西的东大
门，娘子关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攻
防交锋，战火激烈。城楼上残存的楹
联被时光洗刷得有些模糊，无声地诉
说着此地在战乱年代的战略意义。唐
长庆元年（公元 821年），成德节度使
王庭凑叛唐，宰相裴度亲自督师出娘
子关讨伐；五代末年，契丹兵灭后
晋，又占领娘子关，袭击承天军市
邑，后河东节度使刘知远将娘子关收
复……冷兵器时代，一幕幕关于英雄
和英雄主义的战斗画卷在此间上演。

娘子关更是不屈的关。这千年关
塞，“战衣”未卸。抗日战争时期，
“百团大战”打响。八路军及地方武装
共 105 个团全线出击，重点破袭正太
路。而娘子关作为正太路的重要交通
枢纽，成为我军重要的破袭目标。

看着关城上的悬崖峭壁，让人不
由得去想象，当年没有山地靴、登山
镐的八路军将士，是如何克服天险，
最终让胜利的红旗飘扬在娘子关上空
的。那必定是浴血奋战、英勇杀敌的
悲壮场景：云梯被打断，就搭起人
梯，一双双长满老茧的手从险峻陡峭
的山坡攀援而上。有的战士被打倒，
顺着山坡滚到崖底，但一个倒下去，
另一个又冲了上去，火光映照着将士
们前赴后继的身影……

冬寒料峭，草木未生。站在关城
垛口上，仔细打量城堡，“胸腹”间仍
有不少疤痕，是箭伤？是弹痕？已很
难辨识，却都是对战事的记忆。那些
为了国家和民族而奋争的先烈，牺牲
于此，垛口、长城都曾染上将士们的
鲜血。娘子关所象征的中华民族不屈

不挠、勇敢牺牲的精神值得世人铭记。
硝烟远去，如今的娘子关分外柔

美。“楼头古城楼边寨，城外青山城
下河”，一边是清流滚滚的桃河，一
边是连绵雄伟的绵山。古寨街道清爽
整洁。南城门高地上有一株老树，树
冠茂盛展开，遮荫街道，和城楼、街
院、青山相映成趣，形成一幅优美的
人文自然景画。踏着城边台阶上去，
关帝庙、玄武阁、戏台等建筑依山而
建，精巧玲珑。当地有风俗，村民在
晚上会将灯放于河中。河灯随水漂
流，灯光水色辉映，构成一道美妙的
水乡夜景。

巍巍太行，万里长城中娘子关雄
奇俊美，静静矗立。如今英雄浴血奋
战的河山已经迎来和平与宁静。关城
东南有长城蜿蜒，巍峨挺拔，城西有
桃河环绕，终年不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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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道雄关，岁月如歌。迈进
新年度，追梦人要继续奔跑、继续
奋斗。2019 年，《强军文化》将再
接再厉，积极为我军强军文化建
设成果提供展示“窗口”，努力为
广大军营文化工作者打造精神家
园，重点展现强军文化在军事斗
争准备工作中发挥的砺兵魂、鼓
斗志的重要作用。我们着力打造
好一批专栏——
《强军文化观察》，每期聚焦

一个话题，透视文化现象，展现
军人品格，传播军事文化精神；
《基层文化景观》展示基层部队丰
富多彩、充满活力的文化图景，
关注具有新时代色彩和激励兵心
士气的文化活动；《文艺轻骑兵风
采录》追踪各地文艺轻骑兵为兵
服务、为备战打仗服务的最新动
态；《文化视线》将推出一系列关
于当前军营文化建设热点话题的

调查报道；《文化山河》讲述那些
在军事历史上具有特殊意义和文
化内涵的雄关要塞传奇；《岁月留
声》带来一段段与经典军旅歌曲
结缘的故事，感受经典旋律历久
弥新的文化魅力。此外，我们将
继续办好《文化漫谈》《今天我出
镜》《文化广角》等栏目。

今年，我们将迎来新中国成立
70周年。围绕这一主题，《作品背
后的故事》用“特别关注”的形式邀
请 70年来军队经典文艺作品的创
作亲历者讲述作品背后的故事；开
设《回望经典》栏目，追溯硝烟岁月
中的军事文艺奋进历史，记录老一
辈军事文艺工作者的艺术人生。

沐浴着新时代的灿烂阳光，
《强军文化》将继续与您一起阔步
前行。在广大读者的热情支持下，
相信我们会在新年度取得更大的
收获！

致 读 者

“蓝”“红”“银”——这是空军

航空兵某旅“剑鹰”文化的鲜明颜

色，充满军种特征与时代特色，孕育

塑造着这支空中劲旅的炽烈战斗精神

和昂扬英雄气概。

“蓝色激发战斗豪情！蓝天骄
子，万里长空，我们要飞得更远、打
得更准！”曾处置过空中重大特情的
空军航空兵某旅副旅长张德武说道。
作为一支驰骋云霄的兵种，蓝色必然
成为航空兵人心中的色彩。天空给予
空军无限的胸怀和视野，他们还以高
远的志向和精神。步入该旅营区，笔
者发现“剑鹰”文化之“蓝”有着众多的
切面——飞行大队的“飞虎”“铁翼”
“飓风”文化，机务大队的“擎鹰”文化，
场务连“铺路石”文化……这一道道
特色鲜明的蓝色文化矩阵，洋溢着浓
烈的战斗气息，如同肌体四通八达的
动脉，贯通部队、滋养官兵，让威猛
的战鹰有了性情魂魄。充满仪式感的
改装飞行员结业典礼、老飞行员告别
蓝天、退伍老兵向战鹰告别等活动，
在该旅官兵的思想意识中染上浓浓的
天空蓝，职业认同感和使命责任感不
断强化。
“听党指挥、闻令而动是当兵的

本分！”改革后，该旅官兵开始常态
化外训，营区从都市迁到前沿阵地，
训练更苦更累也更严更实，对此一位
90 后战士这样说。赤胆忠诚、铁心
向党是人民军队宝贵的红色基因，也
是军营文化建设的魂魄。近年来，该

旅编写《“剑鹰”文化宣传册》，经
常邀请老同志讲述团队英勇作战史，
引导官兵牢记团队历史、继承光荣
传统、不断锤炼红色信仰。看看官
兵的床头卡片，那一行行滚烫的字
迹跳入眼帘：“一颗红心永向党、飞
行万里不迷航”“红心愈坚、赤胆愈
壮、热血愈烈”“愿以此身长报国，
更当从戎谱壮歌”……在这些年轻官
兵身上，我们看到红色基因的代代赓
续和鲜活表达，更感受到红色文化的
魅力。

高空、高速、高对抗性的战场属

性，要求新时代的航空兵必须练就敢
打必胜的过硬本领。为此，该旅把培
塑英勇无畏、挑战极限、追求卓越的
战斗精神作为“剑鹰”文化建设的重
点。“战时第一把尖刀刺过去、第一
个浪头顶上去”，他们持续开展“铸
剑长空、亮剑南疆”和“三特殊、三
献身”教育；执行任务时评选“空战
能手”“优质机组”“保障尖兵”，引
导官兵强本领、铸利剑、敢亮剑。近
几年，该旅战大漠、上高原、出东
南，完成多项演习演练任务，逐步成
为叱咤南疆的空中劲旅。

三色彩练当空舞
■叶 斌 刘 威功勋不灭，老兵不老。近日，第 76

集团军某特战旅举办“十大突出贡献老
兵”颁奖晚会。经基层逐级推荐、官兵投
票评选的 10名老兵走上灯光闪耀的舞
台，成为当晚最耀眼的“星”。
“那年，他带领班组翻雪山、战风雪，

徒步行军 10小时圆满完成重要任务，赢
得‘战地狼眼’的美誉。”开场锣鼓声刚
停 ，大 屏 幕 上 开 始 播 放 第 一 个“ 明
星”——侦察营上士蔡彦宏的视频短片。

伴随着官兵热烈的掌声，蔡彦宏步
履矫健地走上红地毯，来到舞台正中
央。“隐蔽战场的千里眼，刺破战场迷
雾……”班长宋国峰为他朗读颁奖词。
“英雄的部队英雄的兵，他是我们家乡的
骄傲……”颁奖时刻，蔡彦宏家乡天水市
的一名地方领导前来担任颁奖嘉宾，深
情发表自己的感言。

该旅宣传科科长杨勃介绍说，这次旅
里邀请退伍老兵家乡的市、县主要领导13
人，还有 7名老兵的父母、爱人担任颁奖
嘉宾，共同见证老兵星光闪耀的光荣时
刻，让有突出贡献的老兵感受特殊的尊
崇。“迷彩舵手”、上士左永强从军 12年，
父母从没来部队探望过。这次的颁奖晚
会上，父亲“意外”地担任他的颁奖嘉宾，
让他深为感动。
“全能管家”唐士柱、带兵模范杜亮

亮、“狼毒花”团队……一个个老兵的动
人故事被搬上舞台，他们立足岗位无私
奉献、精武强能圆梦军营的故事激励鼓
舞着现场官兵。
“我的老班长，你最近过得怎么样……”

晚会临近结束，特邀嘉宾、军旅歌手小曾
登台献唱，《我的老班长》《班长你要走》等
经典曲目响起，熟悉的旋律引发全场合
唱，晚会气氛再次被推向高潮。

今夜，老兵“星”光璀璨
■相双喜 李灰懿

书道犹兵。在漫漫历史进程中，

军旅书法吸吮兵道养料，文脉绵延相

承，一直是展现中华传统文化及军人

精神世界的重要窗口。由军委政治工

作部宣传局和中国书协联合主办的

《“鉴古开今——兵之道”主题书法

作品展览》，集40余名优秀军旅书法家

精心创作的近 200幅佳作，挥洒尚武

精神，传承红色基因，抒发家国情

怀，展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风

采和新时代革命军人的精神气象，为

强军新征程增添了一把艺术的火炬。

一

军魂，是军事文化的核心内涵。

当代军旅书法，融军魂的思想内涵与

书法的筋骨血肉于一体，造就出独特

的美学理想和价值追求。“鉴古开今”

书展创办三载以来，始终围绕着军魂

这根主线，紧扣备战打仗和治军带兵

的职能使命。第一届萃取习主席用典

宣传强军思想，第二届突出“军之

魂”主题，本届主题为“兵之道”。展

览共分“兵者，国之大事”“带兵”

“练兵”“用兵”四个篇章。其中，“兵

者，国之大事” 篇章，刻写军事之

重、武备之要，警醒国人居安思危；

“带兵”篇章，直抒带兵带心、铸魂育

人，诠释“子帅以正，不敢不正”的

古今之理和“与士卒同甘苦”的爱兵

襟怀；“练兵”篇章，探寻练兵之策，

激励官兵始终以“朝食不免胄、夕息

常负戈”的劲头，紧盯未来战场，探

索制胜之道；“用兵”篇章，聚焦用兵

之法，抒发三军将士时刻准备奔赴疆

场之豪情。

这次展览在书写内容上经过反复

酝酿和甄选，既有中国历代军旅诗

词、军旅文化经典名言，也有革命先

辈战斗诗词、各部队革命精神和优良

传统，构成气势宏伟的艺术长廊，成

为极具感染力的形象教材。“从来养兵

为征战，卫士戍疆老少安”“合军聚

众，务在激气”“御侮之道，莫先于练

兵”“艺精则胆壮，胆壮则兵强”“不

战而屈人之兵”……这些浩气沛然的

字字句句，凝结着忠诚、爱国、刚勇

的精神基因，无不是兵道之魂的生动

注脚。展览通过军旅书法特有的艺术

表现力，将它们集中呈现在人们面

前，给人以强烈震撼。

“兵之道”主题书展的成功表明，

书法艺术在反映和塑造军人精气神上有

着独特优势和广阔空间。从历史深处走

来的兵道之魂，其背后饱含几多苍茫悲

壮乃至血雨腥风，是中国军人在民族存

亡之际表现出来的气质与风骨，具有恒

久的艺术魅力。这次书展在题材选取上

作了一个新的尝试——发挥书法记录时

代、记录现实的功能，将富有特色的部

队精神作为书写内容，专设“部队红色

基因”部分。“缺信息不缺信仰，缺淡

水不缺淡定”“脑子里永远有任务，眼

睛里永远有敌人，肩膀上永远有责任，

胸膛里永远有激情”等，这些朴实而接

地气的军中格言，是先进军事文化精神

在不同时代中国军人身上的生动体现。

站在这一幅幅富有思想内涵和艺术感染

力的巨幅书作前，身为新时代革命军

人，“兵道之魂”的红色基因伴随那雄

健刚劲的笔墨线条，已悄然镌刻进我们

的精神世界。

二

“军旅之事，以气为主。”军事斗争

的残酷、紧张、激烈，铸就优秀军人胸怀

正义、豪迈、刚烈之气。军旅书法融合

书法的艺术美与军人的精神气质，渲染

出气贯长虹、力排山岳的独特艺术底色

和主调，在军事文化史上大放异彩。同

时，它又在塑造军人的精神状态和战斗

姿态上起到重要作用。

“兵之道”主题书展，彰显出书法

艺术在创造意境、表现性情上的优势，

展出的作品，或武士般粗犷、气壮山

河，或儒将般俊逸、意境深远，笔墨线

条无声地流动于纸上，尽显中国军人的

精神风采。走进展厅，首先看到李铎、

夏湘平两位老艺术家为书展题写的“鉴

古开今”和“兵之道”。两幅力作笔重千

钧、节节发力，给人以苍茫浑厚之感，

既蕴中国军人雄强伟岸之力，亦具诗意

苍茫之奥。可以说，“兵之道”主题书展

无论在视觉上还是在心灵上，都具有这

样一种独特的艺术魅力和审美价值。

形如屏障的庄严之美。军旅书法

威仪磅礴、正气充盈。作品“祖宗疆

土，当以死守，不可以尺寸与人”，正

文草书峻挺，释文楷书庄严，整体构

成一座巍峨屹立的“界碑”，布势匠

心，文情并茂。军人捍卫国家主权和

领土完整的铮铮铁骨，正义之师站在

道义高地的肃穆伟岸，在字里行间表

现得淋漓尽致，观后油然而生军人之

光荣感、使命感。隶书作品“国富者

兵强，兵强者战胜”，肃然森立，方劲

峻峭，一字仿佛一块盾牌，一行就像

一道铁壁，众志成城，不可逾越。

势如风雷的威武之美。军旅书法

所特有的势张、力强、气旺之象，在

“兵之道”主题书展中尤为鲜明。作品

“明耻教战，求杀敌也”，书风汪洋闳

肆、豪情万丈，像羽檄、像烽火，像

征骑、像箫鼓，透露出压倒一切强敌

的血性胆气。作品“战胜而强立，故

天下服矣”，如利剑斫阵、屈劲折铁，

魄力雄强、骨血峻岩之态，自能蕴蓄

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的英雄气概。

情如海天的深沉之美。姓“军”为

“兵”的军旅书法，总是透出凝重深沉

的意境。行书作品“千筹百计总以精兵

为根本”，笔墨凝重，力道沉郁，转提

按间，依稀可见一位资深军旅书家对祖

国安全的忧患。楷书作品“天下大乱，

无有安国；一国尽乱，无有安家；一家

皆乱，无有安身”，笔力内敛，警策之

句营造出森然冷峻的气息，让人在和平

静好之时自觉审视安危。

志如强弩的内聚之美。军旅书法，

既有体势开张的外拓气象，亦多内部聚

力的满满张力。章草作品“战者，万乘

之存亡也”，看似瘦劲的笔致、清峭的结

字和疏朗的布局，却若强弩射千里。楷

书作品“欲先强国，必先强兵”，筋骨强

劲，力透纸背；行书作品“椰风海韵展新

景，筚路蓝缕筑天梯”，铁画银钩，丰筋

多力，秀雅中亦蕴豪气。

“从来书画本相同，首在精神次在

功”，功力与性情是书法的两块基石。

“兵之道”主题书展的一大亮点，是创作

者身为军人的修养、风度、人格、气象

在作品中得到自然生发。参展的军旅作

者，既在书法传统中摸爬滚打，又投身

火热的部队生活，从中军帐指挥员运筹

中感受谋略在胸的风度，从铁流滚滚的

部队开进中体验气吞万里的气势，从官

兵“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壮举中感

受浩然正气和报国情怀等，不断升华军

人气质。在此次展览的策展阶段，举办

方专门组织书家创作前到训练基地、发

射场和院校，感受练兵生活，发掘部队

传统，使书法创作更有兵味军味。

三

书法是生动体现中国哲学思想的

艺术形式。自从以《孙子兵法》为代

表的兵法理论被引入书法，兵道对书

法文化发展的影响，就不仅仅是势、

气、意、形等方面的浸染模仿，还表

现在内在机理和方法论上的贯通提

领。观兵顿悟，军事谋略、作战策

略、对决阵图、战术动作、习武之法

等，移植到书法的结字、笔致、布局

等，在片纸尺牍、点画之间经纬出一

片神奇变幻的哲学天地；反过来，当

我们用哲学的慧眼去解读书法，自能

领悟到其中蕴藏着的哲学意境和深层

次的文化底蕴，启迪练兵打仗的聪明

才智。

书法家们用势如快剑长戟的篆

书，态如折头大刀的隶书，严如军

中铁纪的楷书，矫如行军步姿的行

书，状如楚汉相攻的草书，把兵道名

句铺陈得精彩纷呈。书法展厅就像演

兵场，黑白线条演绎着威武雄壮的

活剧，书艺之妙闪耀着军事智慧的

光芒——

自然有序的法则思维。作品“善

用兵者，修道而保法，故能为胜败之

政”告诉我们，法令不行，是兵家大

忌，法度不彰，也是书家所患。书法

艺术，一靠性情得神韵和大美，二靠

法度规范笔法和结体，二者不可偏

废。此次书展的作品，笔法、结字、

章法都很严谨，“观其法象，俯仰有

仪，方不中矩，圆不副规”。

对立统一的辩证思维。“战阵无常

势，因敌以为形。”“善用兵者，能变主客

之形，移多寡之数，翻劳逸之机，迁利害

之势，换顺逆之状，反骄厉之情。”这些

作品的妙言，蕴含丰富的军事辩证法思

想。从哲学的角度观看书展，便能通过

书法用笔、结体呈现的擒纵、提按、曲

直、粗细、断连、起止、舒敛、向背、方圆

等阴阳对立统一的关系，形象地深化对

军事辩证法的理解。

运筹布阵的谋略思维。谋略是兵

道的核心，讲究谋略也成为书法等造

型艺术的基本规律。观赏书法如观阵

习武，我们可以从意在笔先的酝酿

中，联想到打仗要谋划在先；从书法

用笔善于变通中，联想到临阵要随机

应变；从书法结构安排好点画中，联

想到挥师要善于调兵遣将；从书法布

局起伏正攲中，联想到作战贵在出其

不意等等，感悟兵道与书道谋略思想

的交相辉映。

补记：第三届“鉴古开今”书展

于去年12月中旬结束在北京、长春、

大连、海口的巡展。目前近200幅展览

作品已全部赠送至部队悬挂或刻石，

成为军营新的文化印记。

书道犹兵
——《“鉴古开今——兵之道”主题书法作品展览》赏析

■钟海燕

写在前面

该旅官兵开展“红色故事会”活动。 何威利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