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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次回胶东故乡，列车经过桃村，

我都能远远地望见英灵山上那座持枪

肃立、英武雄伟的铜像。每看到这座

铜像，耳际便响起《战斗英雄任常伦》

的歌声：

战斗英雄任常伦，

他是黄县孙胡庄的人,

十九岁参加了八路军。

打仗赛猛虎，冲锋在头阵,

完成任务坚决又认真，

为人民牺牲也甘心。

这是当年为纪念战斗英雄任常伦，

我和父亲栾少山一起谱写的歌曲。现

在看看，这歌词真是稚嫩粗糙，但当时

却唱遍胶东。那年，有位朋友为写《任

常伦》电视剧去原广州军区采访，得知

原41军某团五连仍保留着“任常伦连”

的光荣称号。送别那天，全团集合，由

团长亲自指挥戎装威武的官兵同声齐

唱当年的《战斗英雄任常伦》之歌。她

说，这首歌在这个部队已经唱了几十

年，和平年代再听此歌，更令人激动，

“心魄为之震颤”。

我和任常伦有一段非常亲密的交

往。那是1944年初夏，山东军区召开英

模大会，我们国防剧团奉调为大会演

出。千里迢迢，一个多月的行军生活，

任常伦都跟我们在一起。我那年19岁，

个子高，身强力壮，负责照料剧团的两

头大骡子。当时我们夜行昼宿，疲劳异

常。每到一地，我都要铡草、拌料，喂饱

两头牲口才能睡觉。每次我把骡子拴

好，任常伦就来到我身边，笑眯眯地说：

“大漠子，铡草吧？”他是英模代表，和军

区首长许世友、吴克华一起应邀赴会。

哪能让他铡草喂牲口？但他蹲下就干，

直到帮我铡完草、拌完料、把牲口喂饱

才肯离去。

我们经过长途跋涉，到达目的地。

上级发下白面、猪肉，让我们包饺子改

善生活。任常伦也跟我们一起包。正

包着，忽听人喊：“大母骡子跑了！”这两

头骡子，一公一母，公骡子被拉出去遛

风了，母骡子恋伴儿，挣脱笼头，顺着往

胶东的来路跑去。

我丢下手中的饺子顺路追着，任常

伦也气喘吁吁地跟来。他有经验，插进

高粱地，绕到骡子前头挡住去路。哪

知，骡子冲向路旁的高粱地狂奔起来。

追追停停，停停追追，直追出八九十里，

前面已近敌占区，天也快亮了，我们只

得眼看它消失在黑影里。

这头母骡子跟我们好几年，行军，

打仗，反“扫荡”，剧团的幕布、汽灯等家

当全驮在它身上。过河时，驮300多斤

东西，还能载两个女同志。我们赶回驻

地，已是第二天下午。我因为丢失这头

骡子，难过得不肯吃饭。任常伦端来饺

子，哄小孩似地劝我吃，我抱住他好哭

一顿。

英模大会开幕了。开幕式上，我看

到任常伦戴着大红花，挂着红布条，和

罗荣桓、肖华、黎玉、许世友、吴克华等

领导同志一起端坐在主席台上。开完

会，回到驻地，他仍像往常一样，帮我铡

草、拌料，喂起牲口来。大会上任常伦

被授予一级战斗英雄称号。开完会，他

随首长先回胶东，我们留下来继续演出

虞棘同志编写的话剧《群策群力》。

一晃几个月过去了，来时初夏，归

时已是隆冬。当我们回到胶东西海分

区时，突然听说任常伦牺牲了！

1944年11月17日，胶东军民最后

一次反“扫荡”的海阳长沙堡战斗中，为

保卫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任常伦浴血

苦战。在子弹打光后，他又与敌人拼刺

刀，刺死5名日军。最后被敌人一颗子

弹击中太阳穴，任常伦壮烈牺牲，年仅

23岁。

闻此噩耗，回忆往事，我泣不成声，

彼时窗外正纷纷扬扬地飘着鹅毛大

雪。为缅怀英雄，寄托哀思，在那个下

着大雪的夜里，我和父亲栾少山一起，

边流泪边谱写出《战斗英雄任常伦》这

首歌。

后来，胶东人民为了纪念抗日战争

中在胶东地区牺牲的烈士，将栖霞县灵

山改名为“英灵山”，在抗日根据地条件

还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发起募捐修建胶

东抗日烈士纪念塔和战斗英雄任常伦

的铜像。当时缺少铸造材料，胶东军民

便踊跃捐铜，铜脸盆、铜烟锅、铜锁、铜

把手、铜弹壳……最后，化零为整，人们

在英灵山上浇铸起一尊高两米的任常

伦铜像。

1945年 11月 7日，英灵山烈士塔

落成典礼上，任常伦的妻子也应邀参

加。国防剧团和上万军民，同声唱起

《战斗英雄任常伦》。不久，这首歌很

快在胶东流传开来。在集合的村头

上、行军的行列中、医院的病房里，常

常听到这首歌。它从胶东半岛唱到白

山黑水之间，唱到淮海战场，唱过长

江，唱到天涯海角——从战火纷飞的

年代，直唱到今天……

（易之根据漠雁回忆文章整理）

作者小记：漠雁，原名栾为伦，著名

剧作家。山东烟台人，1925年 4月出

生，1942年9月参加八路军国防剧团，

曾任南京军区前线话剧团团长，著有剧

本《三班长》《霓虹灯下的哨兵》（合作）

《宋指导员的日记》《城下城》（合作）《淮

海大战》《故乡情》等。

难忘英雄任常伦
■漠 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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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由石顺义作词、桑楠作曲的
军旅老歌《军人本色》，在微信、短视频
平台等新媒体载体上“火”了。据不完
全统计，在某手机短视频平台上，至少
有几百个播放视频使用了这首歌作为
主题曲。这首创作于 20多年前的军
旅歌曲，为何能在举国上下抗击新冠
肺炎疫情的关键时刻再度走红，受到
广大听众的喜爱？

从歌词内容上看，它的人性化、高
境界，小切口、大立意，契合了抗击疫
情中军民一心、同舟共济、共克时艰的
形势。
《军人本色》这首歌，是石顺义是

上世纪 90年代中期创作的。当时，作
曲桑楠是云南省蒙自军分区的干事。
桑楠曾说，当他看到石顺义写的这首
歌词时，就不由自主地想起了在云南
省军区某边防团的一线官兵。这些可
爱的人在前线作战结束后，依然不畏
艰险和辛劳，耐得住清贫和寂寞，他们
的英雄壮举，一件件、一幕幕地浮现在
他的眼前。刹那间，《军人本色》副歌
的旋律从心中喷涌而出。他立刻先写
副歌，之后再写主歌，经过一段时间的
打磨后定稿。桑楠曾对此段创作经历
深有体会地说，“要谱好一首曲，激情
非常重要”。

此歌由阎维文首唱，并在中央电
视台举办的 1997 年全国军旅歌曲电
视大赛中荣获金奖。在中央电视台
2019 年元宵节晚会上，由汤非、王莉
演唱的版本，又与前面版本的风格不
同，既有战士情怀，有柔情的一面，又
有军旅的铁血豪情，大气的一面，似娓
娓道来，打动人心。
《军人本色》这首歌虽不是专门为

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而量身定制，但
它体现的是人民军队在危难关头的英
雄主义精神，基本词意与军人、白衣战
士这些在危难中挺身而出的英雄相吻
合，所以在网上被广大听众和歌迷翻
唱、传播。歌曲写的是中国军人，展现
的英雄精神，在新创作的歌曲视频中，
人民军队、白衣战士赴汤蹈火赶赴武
汉的感人画面，赋予了这首歌新的内
涵。在这一特殊时期，《军人本色》发
挥了鼓舞军民士气、坚定必胜信心的
作用，彰显了音乐的独特魅力。

从歌词创作手法上看，词作者石
顺义延续了他一贯的朴实、真挚、毫
无做作的创作手法。

这首歌的歌词，语言质朴，情感真
挚，用词考究，直戳人心。“假如一天风
雨来，风雨中会显出我军人的本色”，
就这么一句话，干脆、质朴、平静、坚
定，充满中国军人的勇敢与责任担当，
可谓这首歌的点睛之笔。全新制作的
“战‘疫’版”音乐短片，更是触动了无数
听众的心。洪水、疫病、雪灾、地震……
每当国家和人民遭遇危机，我们总能
看到人民子弟兵的身影。一身军装，
铁骨的模样；一声召唤，永远的担当。
“风平浪静的日子，你不会认识我，我

的绿军装是最普通的颜色/花好月圆

的时刻，你不会留心我，我的红帽徽在

远方默默闪烁/你不认识我，我也不寂

寞/你不熟悉我，我也还是我/假如一

天风雨来，风雨中会显出我军人的本

色……”和平年代默默守护，关键时刻
挺身而出，他们无愧于人民的卫士、捍
卫祖国安全的钢铁长城。

紧接着，石顺义笔锋一转，“白鸽
飞舞的年代，你不会认识我/我的名字

没有明星们显赫/硝烟散尽的日子，你

不会留心我/我的故事或许会被歌声

淹没”，这样的自述，是独白，是倾诉，
充分展示了军人在平时岗位之普通、
工作之平凡。此次疫情来袭，正是这
些普普通通的战士、普普通通的医务
工作者，在人民最需要的关键时刻，置
个人生死于不顾，冲在了抗“疫”最前
线，谱写了一曲曲动人诗篇。歌词中
反映的这种真实情感，呼应了当下人
们对平凡英雄的感动和赞颂，所以引
起听众们的强烈共鸣。

艺术讲究真善美，而真实永远是
第一位的。一首好的歌，能否打动听
众、得到认可，能否留得住、流传下来，
第一位的就是真。听众不信，歌曲也
就失去了善和美。华而不实的东西，
老百姓是不买账的，更谈不上感动人、
教育人、引导人。联想到当今歌曲创
作上存在的概念化、口号化、公式化问

题，这首歌的“翻红”，不能不对我们的
文艺工作者有所启示。

一首好的歌词，应当能激发起作
曲家的灵感和共鸣。

石顺义曾说，他非常感谢桑楠为
这首歌倾情谱曲，没有桑楠在云南边
防前线的生活经历，就不可能谱出激
动人心、旋律优美的乐曲。“女为悦己
者容，词为作曲家而做”，石顺义创作
的《父老乡亲》《说句心里话》等歌，都
是先感动自己、再感动他人，写出的几
首影响较大的歌曲，都是作曲家含泪
谱成的。

还是那个颠扑不破的真理——艺
术来源于生活。文艺工作者深入生
活、沉到基层，才能创作出好作品。石
顺义是从战士中成长起来的歌词作
家，晋北地区野战部队基层连队 8年
的生活铺垫，为他日后从事专业歌词
创作打牢了深深的根基。作为一个词
作者，他一直牢记臧克家老先生生前
赠予他的两句话“凌霄羽毛原无力，坠
地金石自有声”。他创作的歌词都是
感情的自然流淌，靠真情实感打动人，
所以老百姓爱听、爱唱也不足为奇。
当下，疫情防控阻击战中涌现的感人
故事，为广大文艺工作者进行创作提
供了丰富素材，如何加工提炼、升华成
作品，就看文艺工作者的自身努力了。

作品的优劣，人民是最好的评委，
听众最有发言权，从生活中来的好作
品才能留下。《军人本色》的旺盛生命
力也再次提醒我们，艺术家扎根生活、
贴近实际，才是创作出无愧于时代的
精品力作的根本之路。

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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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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庚子新春，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肺

炎疫情迅速蔓延。疫情就是命令，防控

就是责任。全国上下开始了一场全民总

动员的疫情防控战役。新中国成立以

来，面对灾难，军旅美术从来不曾缺席。

从“抗击非典”“抗洪英雄赞美展”“心系

汶川”，再到今天的抗击新冠肺炎疫情，

其主题无不全方位地表现在国家和人民

危难之时，我军广大指战员为祖国安宁、

人民幸福而作出的奉献和牺牲，展现出

人民军队的使命和担当。

“愿将腰下剑，直为斩楼兰”。3批

次4000余名军队医务人员星夜集结，整

装列队，奔赴湖北抗疫一线，成为军旅画

家笔下的重要题材。孙立新的《2020·热

血出征》、罗田喜的《战疫》、李如的

《2020·紧急驰援》、夏荷生的《驰援》、王

大为的《战疫·驰援武汉》、曹天龙的《东

风抗疫——待发》、赵建华的《风月同天》

等作品，都以即将乘飞机奔赴抗疫一线

的官兵作为主题。其背景或是晴空万

里，或是风雪弥漫，或是灯火阑珊，凝练

的笔触，庄严肃穆的气氛与场面，艺术再

现了人民子弟兵的阳刚之气和威武之

风，彰显出人民军队“召必至 战必胜”的

英雄气概。

在最危险的地方，人民子弟兵舍生

忘死、迎难而上，用行动践行初心使命，

以勇毅写下军人担当。孙浩的中国画

《兵·永远站在前面》，刚健的线条和洒脱

有致的笔触共同构成了画中三位人物的

身姿，墨色淋漓下，兵的血性、兵的情怀、

兵的坚定都呈现在观者面前。在多年的

绘画实践中，骆根兴始终追求一种与自

己内在生命相融合的精神张扬，从《铸

堤》到《存在·2008·北川》，再到众多重大

主题作品，他把真诚的情感和感受融进

艺术创作中，并探索出与这种精神情感

相适应的表达方式。作品《拯救时刻》通

过对不眠不休的军队医务人员与时间赛

跑、用医者仁心构筑起坚固生命防线的

刻画，使人物在特定环境下形成了独特

的艺术面貌，传递出大爱和生命的力量。

同样是拯救时刻，李翔的《凌晨》却

另辟蹊径。画家没有直接描绘病房抢救

的紧张时刻，而是将视觉定格在凌晨时

刻一位医护人员身上。他以其平和、温

婉的笔触，不动声色地叙述了前线医护

人员连夜奋战的故事。清冷的色彩，墨

色如无声的音乐缓缓流动、晕染。画家

用笔轻盈，线条灵动，更让人无法忽视的

是作品深切的悲悯情怀。“悲悯”是军事

美术的审美品格之一。它建立在作者对

普遍生命的终极关怀之上，也是画家良

知与道义的艺术表现。

从美学角度来说，军旅美术的特殊

性不只在于题材选择上的特定性，更在

于它是以爱国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精神

为核心价值追求的一种风格范式。苗再

新的《印痕》、黄梦媛的《你的样子》运用

写实手法，在观念表现的理性结构中融

入诗意，通过刻画医务工作者脸上被面

罩勒出的印痕，把武汉救援前沿的最新

动态定格成具有历史意义的画面。

曹文惠的《抗“疫”ICU》中的主人

公蔡医生，是画家的同事，奋战在武汉

某医院 ICU的高危病房。画面上身着

厚厚黄色防护服的他，聚精会神地给病

人治疗，面罩遮蔽了面容，病房的安静、

病人依赖的眼神与他的从容、临危不惧

共同构筑起画面的情感基调。曹文惠

说，特殊的隔离时期，没有专业工具，她

只好把皱巴巴的亚麻布贴在墙上起稿、

作画。

此外，陈琳的《武汉抗疫一线》、徐兆

前的《共和国卫士》、翟书同的《争分夺

秒》、陈林的《凌晨三点》、侯天白的《别样

芳华》等，这些作品大多有着强烈的现实

主义风格，通过对一线艰苦环境和动人

形象的倾心刻画，反映了军队医务工作

者无怨无悔的精神境界和昂扬英姿。

这次疫情中，火线入党与请战书也

成为画家笔下的亮点。庄明正的《英雄

本色》、张姝的《请战》、邬江的《誓言》、孔

平的《党旗飘扬——方舱医院成立医务

人员和患者临时党支部》、李振的《一场

特别的入党仪式》等作品，展现了那些普

通却不平凡的医务工作者对党和人民的

忠诚。画面上那面鲜艳的党旗，为肃穆

的场景增添了一抹光亮的色彩。那是对

初心的坚守，昭示着青年一代不畏艰险，

国难面前勇担责任的情怀，喷薄着战斗

的青春力量。

王利军的《出征》、王一帆的《抗疫勇

士》、刘丽的《众志成城》、周武发的《全力

保障》、陈芳桂的《壮美逆行》等，都是人

物群像作品，画面通过大型军用运输机、

集装箱车以及大量的救援物资，架构一

个个场景性和指向性更趋宏阔、精神更

为凝聚的时刻。画面中的笔触、色彩，让

人深深感受到在这些英雄的背后，是举

国同心、同舟共济，是众志成城、无坚不

摧的决心和信心。

从生活中普通的事件里，挖掘人类

最深厚的感情，找寻最独特的视角，从而

在艺术中体现核心价值观和人文精神，

这是军旅美术在不断求新求变的探索

中，所传达出的深刻内涵和图像特征。

陈树东的油画《守卫》，用凝练、概括的艺

术语言描述了武警战士构筑起一道疫情

防护墙，其笔触的强度与力度、肌理与色

调的丰富和浑厚，达到了真实的艺术效

果。窦鸿的《冰冷血热》，描写的是火箭

军部队医院的医务人员，不但白衣执甲

奋战在重症监护室，还发挥专长，在冰天

雪地里与武汉人民共同消毒、共迎春

天。赵猛创作的《战“疫”、站位》中，3名

战士矗立在武汉火车站的广场上。他们

肩靠肩、背对背，神色坚定从容，形成一

道坚固防线。

在此次创作中，还有不少作品记录

了疫情中令人印象深刻的人和事。葛炎

的《火神传说》、张明川的《当惊世界殊

（火神山医院）》等作品，不仅是两所医院

以令世界震惊的速度建设情况的缩影，

更是对夜以继日为抗疫做贡献的劳动者

的赞歌，表达了中华民族团结一致、共克

时艰的必胜信念。

总的看，这次以抗“疫”为题材的军

旅美术作品，无论是从哪种视角，采取何

种形式，都把人民军队爱党爱国为民的

热血情怀融入军事文化的血脉之中。这

也证明了，军旅美术在我军 90多年发

展、传承中，不仅仅是单纯地作为时代的

“见证”与“记忆”，更多的是对于民族精

神和文化自信的释放。

军旅美术，再次以集结的方式，走在

新时代的春天里。

军旅美术的又一次集结
■刘 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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栖霞英灵山上任常伦铜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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