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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 幅 作 品 拍 摄 的

是武警凉山支队开展

冲锋舟水上救援演练

的场景。作者采用低

角度拍摄水花四溅的

动感画面，使迎风飘扬

的党旗、团旗在画面中

格外醒目。虚实结合

的构图，展示出官兵训

练时的勇敢无畏。乘

风 破 浪 、勇 往 直 前 正

是官兵精神风貌的生

动彰显，作品很好地体

现了这一主题。

（点评：展 国）

乘风破浪
■摄影 李结义

阅图

兵 漫

冲锋号声中，我方对“敌”发起猛烈

进攻。

班排战术考核速写
■张佳琦/文 郭 鹏/绘

接到“敌情”通报，各班班长研究部

署破袭行动。

狙击手占领有利地形，对“敌”展开

精准狙杀。

在上级炮火掩护下，战斗小组迅速

出击。

很 早 就 听 说 ，习 水 的 土 壤 是 红 色

的。

1935 年，中央红军长征至遵义，遭

到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红军与国

民党军队在习水县土城镇附近展开数

次激战。在红军处于劣势的不利局面

下，毛主席带领中央红军“四渡赤水”，

于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为中国共产党

开辟出绝路重生、柳暗花明的新局面。

那段名垂青史的峥嵘岁月赋予这片土

地 红 色 的 血 液 和 基 因 ：四 渡 赤 水 纪 念

馆、青杠坡红军烈士陵园、“土城渡口”

纪念碑、中国女红军纪念馆……在这片

热土上竖起一座座激励后人的丰碑。

红军四渡赤水时，两次选择习水县

隆兴镇的淋滩村作为主要渡口。因此，

这个原本名不见经传的小村落也在中

国革命史上留下了鲜红的印记。

出习水县城沿着赤水河旅游公路

向西，没多久就到达淋滩村。奔流不息

的赤水河穿过这个古朴美丽的小村落，

一路蜿蜒浩荡。面对着翻涌而去的河

水 ，遥 想 当 年 那 段 金 戈 铁 马 的 战 争 岁

月，不禁让人感慨万千。

1935 年 2 月 ，红 军 离 开 威 信 县 扎

西，回师东进，军委发出《关于我军东渡

赤水河的计划致各军团电》，决定先由

淋 滩 渡 过 赤 水 河 ，由 红 一 军 团 为 左 纵

队，由松林经白沙、锅厂坝（今名护家）、

镇龙山（即今龙山）、石夹口（今名石屏）

到悦来场、淋滩地段渡河，并相机占领

土城以后，取道东皇殿、温水、新站迂回

桐梓，以实现二渡赤水的计划。

沿着山势盘旋而上，掩映在芭蕉林

和 蜜 柚 林 中 的 淋 滩 村 显 得 越 发 恬 静 。

在村里，我们随处可见、可听、可感受的

都是红色的历史和故事。这里不光有

红军地下党支部旧址、收救红军伤病员

住址、红军烈士陵园、红军二渡口（四渡

赤水二渡渡口），还有红军柚、红糖等产

业。行走在田间地头，我们不难感受到

红军的精神已经深深融入脚下的土地，

融入全村每一个老百姓的心窝。

淋滩红军地下党支部旧址在一片

茂密的红军柚林对面，老宅子斑驳的墙

体别有一股沧桑厚重的年代感。说起

红军地下党支部的成立，不得不提到两

个人——刘纯武和宋加通。

爱国进步人士刘纯武，时任国民党

赤水县第七区区长。四渡赤水后，许多

红军伤病员流落在川黔边境。这些流

散的红军伤病员不时遭到地方反动武

装杀害。刘纯武以治安为由，布告辖区

内各地，严禁杀害红军，并收留了流落

在淋滩附近的红军伤病员。红军伤病

员伤好后，对愿返回原籍的，刘纯武每

人资助一块银圆当作路费。对愿留下

来的红军伤病员，刘纯武帮助安置做工

或务农就业。从 1935 年至 1936 年初，

刘 纯 武 送 返 原 籍 的 红 军 约 六 七 十 人 。

宋加通是刘纯武救助的红军伤病员之

一。宋加通伤好后在淋滩村娶妻生子、

落地生根。1938 年，宋加通和其他几名

留在淋滩的战友与四川党支部取得联

系 ，并 在 淋 滩 村 成 立 了 红 军 地 下 党 支

部，受中共地下党古蔺县委领导，配合

对敌斗争需要，开展工作。

不难想象，在那段艰苦的岁月中，

红军地下党支部随时面临着血雨腥风、

生死存亡的考验。这个看似平静的小

村子里时刻上演着敌我双方斗智斗勇

的生死较量。历史虽然被淹没在时间

的长河中，可大浪淘沙，英雄留下的精

神永远值得我们缅怀，并薪火相传。

淋滩历史上不产蜜柚。20世纪 50年

代，宋加通回到阔别已久的江西老家时，

发现家乡的柚子又大又甜，想到淋滩的土

质和家乡相似，特意精挑细选了几株家乡

的蜜柚苗带回淋滩村，带领乡亲们一起试

种，没想到一种就成功了。因为宋加通是

红军，村民便给这种柚子起名红军柚。红

军柚个大皮薄，甘甜可口。经过几十年发

展，当地已经栽种了上千株红军柚，成为

群众致富增收的一大支柱产业。

当地的另一个红色产业——淋滩

红 糖 ，同 样 和 红 军 有 着 息 息 相 关 的 联

系。淋滩的甘蔗种植始于 1918 年。那

一年，刘纯武把甘蔗引种到淋滩，淋滩

红 糖 的 制 作 工 艺 也 由 此 应 运 而 生 。

1935 年，中央红军经历四渡赤水后，63

名与大部队失散的红军伤员一路辗转

来到淋滩村。当地村民见红军战士们

伤病缠身，饥寒交迫，便自发组织起来

为伤员医治，同时砍下自家的甘蔗熬制

红糖，还拿出家中珍藏的鸡蛋，为红军

战士补充营养。从这时起，淋滩红糖的

“红”被赋予了更深刻的含义。它不仅

仅是一种食品，也是军民血脉相通、骨

肉相连的纽带和情结。

淋滩红糖要经过榨汁、开泡、赶水、过

滤、摇瓢等十余道工序才能制作完成。红

糖入口有一股甘蔗的清香，营养成分丰

富，溶入水中没有沉淀物，味道香甜。到

2020 年，淋滩村甘蔗种植面积已达 1400

余亩，村里建起多家红糖加工厂，红糖产

业年收入近 2000万元。淋滩红糖成为村

民们行进在小康路上的重要经济支撑。

离开村子前，我特地到淋滩渡口纪

念碑前瞻仰。纪念碑位于村外一处濒

临赤水河边的水泥坝子中，四周修着围

栏。河对岸是逶迤起伏的群山，山势雄

伟豪迈，每一座山峰里仿佛都寄托着先

烈的英灵。如果你仔细聆听，你仿佛会

听到每座山峰都带着心跳、带着呼吸。

他们见证着那段红色历史，也见证着这

片土地的发展变化。

红 色 淋 滩
■夏 青

在教学实践中，我看到很多战士学

员在声乐方面几乎是零基础，即便是掌

握一般难度的歌曲演唱基本方法，也需

要花费不少时间，更何况一些教学曲目

本身难度较大、技巧性较强。这种情

况，触发了我围绕教学需要和学员实际

情况，编写声乐教材的想法。这样既有

利于对零基础的战士学员精准施教，促

进声乐教学，也可将教材当作实用手

册，服务广大基层官兵。

什么样的歌曲能让零基础的学员迅

速产生兴趣、自信来演唱呢？根据多年

的歌唱经历和教学实践，我觉得那些传

唱度高的军营民谣是十分契合的作品。

新中国成立以来，许多植根部队、寄情军

旅的军营民谣被广大官兵喜爱和传唱，

滋养了几代军人的心灵，成为军旅文化

的精神财富。这些作品相较于一般的抒

情歌曲，更加充满阳刚坚毅之美，具有独

特的军事文化特色。其在弘扬主旋律、

振奋民族精神、促进军队战斗力提升等

方面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它们都有一

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淳朴自然地表现

了军人的气质和生活，既有他们的青春

豪迈，也有他们的真情实感。

于是，我集中整理素材，编写了《战

士喜爱的军营民谣 100 首》和《军旅抒

情歌曲 100 首》两本教材。考虑到学员

大多是“90 后”和“00 后”，两本教材中

既有在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创作的军营

民谣，如《我的老班长》《军中绿花》等歌

曲，也有 21 世纪特别是近两年最新创

作的《青春战歌》《三层皮》《岁月静好》

《军装如月》《雪还没有落下》等歌曲，新

作品约占三分之二。在收集整理这些

作品的过程中，我一遍遍哼唱、聆听每

一首歌，反复鉴赏筛选。入选歌曲绝大

部分由部队出身的词曲作家创作，有我

军著名的专业作曲家，也有基层部队的

文艺骨干，还有各级文艺轻骑队的队

员。这些作品在创作风格上采用了人

们耳熟能详的民族音乐元素，具有较强

的歌唱性与艺术性；在内容上能够切

实、准确地表达当代军人的情感，几乎

每一首歌曲的背后都有一段感人的故

事。

“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

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沙

场秋点兵。”诗人吟诵的经典词句好比

军事文化中的参天大树；“哨所在月光

中显影，战士在哨所旁执勤。月亮沿着

山峦移动，哨兵在警惕巡查……”战士

们演唱的军营民谣就像军事文化中的

清新小花。“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

马上催。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

人回”，展现了古代军旅英雄的豪情壮

志；“人海茫茫，你不会认识我，我在遥

远的路上风雨兼程。霓虹闪闪，你不会

发现我，我在高高的山上戴月披星”，体

现着当代军人的家国情怀。

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曾说：美

学的最高境界是崇高。的确，优秀的音乐

作品除了能让人感受到美，最重要的是能

让人生发出一种崇高感，激起人们最强

烈、最庄严和神圣的情感。战士们爱听、

爱唱的军营民谣，很多都能带来这种崇高

感。它们不断传承着军旅音乐的艺术魅

力，成为滋养广大基层官兵的精神食粮，

鼓舞着官兵保家卫国的豪情壮志。

（作者系国防大学军事文化学院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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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诗词的海洋中，涉及月亮的

蔚为大观。或许每个人都有自己喜欢

的关于月亮的诗。杜甫的《月夜》就是

我很喜欢的诗：

今夜鄜州月，闺中只独看。

遥怜小儿女，未解忆长安。

香雾云鬟湿，清辉玉臂寒。

何时倚虚幌，双照泪痕干。

这首诗非常耐读，在写法上可以看

出杜诗内敛的情感特点。杜甫作诗不

像李白那样脱口而出，而是像经过漏斗

过滤似的，传达出一种曲折的情致。《月

夜》这首诗便是如此。

这首诗的写作背景是安史之乱，叛

军 攻 陷 长 安 。 杜 甫 携 家 避 难 ，寄 居 鄜

州。后来，唐肃宗在灵武即位，杜甫只

身前往投奔，希望为平叛出力。不料上

路不久，他便被叛军捉住，押到长安。

《月夜》这首诗就是杜甫在灵武去不成、

家也回不得的困境下写就，是一首月夜

思念亲人的作品。

开篇写道“今夜鄜州月，闺中只独

看”，诗人困居长安，所看到的应是长安

上空的一轮月。按一般的写法，他应该

写自己望月，思念鄜州的妻儿。但杜甫

没有从自己写起，而是从对方写起；他

没有写长安月，而是写的鄜州月；他没

有写自己在长安望月，而是写异地的闺

中望月；他不写自己对月的感受，而以

想象之笔揣摩妻儿在月光下将是如何

感受。这就写出了新意，写出了波澜。

其实杜甫这样写也不算出人意料，反而

更合乎情理。按照人的心理，一个人处

于危难境地时，他首先考虑的往往不是

自己，而是挂念亲人，杜甫此时便是如

此。虽身陷乱军之中，但他更担忧的是

身在鄜州的妻儿安危。

杜 甫 被 困 长 安 ，他 的 望 月 自 然 是

“独看”，而鄜州的妻子不是有儿女在身

旁吗？为什么说“闺中只独看”？接下

来两句做了回答：“遥怜小儿女，未解忆

长安。”这里，小儿女的“未解忆长安”包

含两重含义：他们因年龄太小，所以一

方面还不懂得思念父亲，另一方面也不

懂得母亲思念父亲的痛苦，所以也就无

法分担母亲的忧愁。

诗的第三联着力刻画了诗人妻子

寂寞凄清的形象。“香雾云鬟湿，清辉玉

臂寒”，这个形象是非常动人的。诗人

用了“香雾”“玉臂”等词语，充满怜香惜

玉之情，也可见夫妻恩爱之深。妻子因

担忧丈夫会流泪，所以有了结尾“何时

倚虚幌，双照泪痕干”的诗句。

结尾两句是在痛苦达到极致时生出

的希望：什么时候能够和妻子一同倚坐

在床帐之前，让月光把泪痕照干？说的

是“何时”，也就难有确切日期。乱离岁

月中的思念之情，被表现得分外真切。

由杜甫的《月夜》，我联想到了 20 世

纪 80 年代一首有名的歌曲《十五的月

亮》。其词作者是石祥。“十五的月亮/

照在家乡，照在边关/宁静的夜晚/你也

思念，我也思念……”

如果追溯这首歌词的源流，当然首

先是生活。作为军旅诗人的石祥，长期

深入部队生活，想战士之所想、表达战

士 们 的 心 声 ，是 他 创 作 这 首 歌 词 的 基

础。同时，石祥非常注重艺术构思，积

极学习历代前贤的经典作品。石祥说，

他 在 写 作 这 首 歌 词 时 ，便 受 到 了 白 居

易、苏轼描写月亮的诗词影响。而在我

看来，歌词《十五的月亮》与杜甫的《月

夜》之间，似乎更值得比照阅读。

当然，二者的区别是明显的。杜甫

的《月夜》写的是自身遭遇，石祥《十五

的月亮》写的是边防官兵；杜甫的诗反

映的是一家不圆，万家也破碎的现实。

石祥的歌词歌唱的则是军人家庭“一家

不圆万家圆”的奉献情怀。

尽管有不同，但它们的相似之处也

是 可 以 说 出 一 二 三 的 。 首 先 ，背 景 相

似。二者都有战争的背景存在。《月夜》

的背景是安史之乱，《十五的月亮》的背

景是边境作战。其次，主题情感相似。

二者都表达了月夜思念亲人的主题，并

都表达了希望国家安定、过上和平幸福

生 活 的 愿 望 。 再 者 ，意 境 和 画 面 也 相

似。两首诗词的意境都深沉优美，二者

的月下思亲仿佛两幅画，月光的照耀都

是双向的、两地的。《十五的月亮》直接

写月照两地，杜甫以婉曲笔法虽只写了

闺中望月，但实际上是以一个“独看”带

出了另一个隐含的“望月”，因此杜甫笔

下的月亮同样是照在两地的。

穿越一千多年的时光，由《月夜》而

《十五的月亮》，我忧伤着杜甫的忧伤，我

向往着石祥的向往。虽然月亮还是那一

轮月亮，但时代早已不可同日而语。杜

甫笔下“安得广厦千万间”的梦想早已化

作现实。我想，我们的作家、艺术家，有

义不容辞的责任书写、歌唱新时代的革

命军人，歌唱那些默默奉献的军人家属。

月 夜 遐 想
■杨志学

微刻书法作品，是将书法以精小的

微度锲刻在金、银、铜、骨、石等载体上，

形成一件独特的艺术品。

与微雕是凸出来的不同，微刻是凹

进去的。它以刀代笔，将既有传统风格

又有个性特点的书法刻在载体上，使微

刻技艺与书法艺术完美结合。毛笔书

法有笔法、章法、墨法等讲究，微刻书法

则要体现刀法、章法、微度等要素。这

是微刻艺术家与匠人之作的区别，直接

关系到微刻书法作品的艺术价值。

20 世纪 70 年代，陕西岐山县出土

了一批西周时期的卜甲，上面便刻有微

型文字，其中一块总面积仅 2.7 平方厘

米的甲骨上，竟刻有细如发丝的 30 个

甲骨文，单字不足 1 毫米，需借助放大

镜才能看清。这批西周时期的微刻甲

骨文，也是迄今为止我国发现的最早的

微刻书法作品。

早期的微刻书法，不是作为艺术品

收藏和鉴赏的。据专家考证，出土的微刻

甲骨文，内容是关于周与商王朝之间发生

的事情，类似于一份“国家档案”。由此可

见，远古的微刻书法具有实用价值。

西周微刻甲骨文，字体虽微细如

发，但结构严谨，锲刻刀法刚劲有力，直

笔纵横犀利，圆笔尚婉而通，刀笔味稳

重古拙，书法和刻技都令人叫绝。自明

代以后，微刻书法日趋成熟，一些书画

家对微刻技艺兴趣盎然，名家辈出，佳

作频现。从明末清初的王叔远、陈祖

章，到晚清的于硕、关南愚、沈筱庄，以

至民国的薛佛影等，都曾以立体微雕和

平面微刻技艺名闻遐迩。艺术在继承

中创新，当代雕刻艺术界也出现了一些

名家，如微雕艺术家冯耀忠，曾创造多

项吉尼斯世界纪录，还创建了专业的微

雕艺术博物馆。

微刻书法要微中见艺，讲究“微度”

与“法度”的结合。一件技艺精湛的微

刻书法作品，不仅以挑战极限的“微度”

令人惊叹，更要经得起放大后呈现美而

有范的书法。创作微刻书法，不仅需要

创作者苦练微刻技艺，更要持之以恒地

加强书法学习，坚持临帖和创作，打牢

书法基础。这样创作的微刻书法作品

才能尽精微、致广大，展现微刻书法独

特的艺术魅力。

浅谈微刻书法艺术
■白志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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