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这幅作品拍摄的是武警

广西总队新兵团进行篮球比

赛的场景。拍摄者使用鱼眼

镜头采取俯拍的方式记录下

赛场全景，同时运用高快门定

格了队员飞跃上篮的动感瞬

间。作品展现出官兵在赛场

上的激情与活力。

（点评：陈和添）

飞跃上篮
■摄影 余海洋

艺 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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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日磨金镞，当风著锦衣。上城邀

贼语，走马截雕飞。”卢纶这首别开生面

的赠别诗，从锋刃放光的利箭到随风飘

舞的战袍，描绘出披挂上阵、劲锐出战的

英姿；从阵前指挥若定到驭马射雕之功，

展现胆识过人、武艺精湛的神采。全诗

从细节着笔，以一连串的动作，动感传神

地刻画出骁勇善战、锐不可当的战将形

象，洋溢着战斗激情和必胜信念。

卢纶是唐代著名诗人。他的诗以五

言七言律诗为主，语言洗练、构思神奇、

气势奔放。他创作的边塞诗，表现将士

杀敌建功的战斗风貌和英雄气概，反映

戍边军人的艰辛付出，有着情感真挚、意

蕴铿锵且笔触细腻的风格，成为中唐边

塞诗的重要代表人物。

《塞下曲》（六首）是卢纶的代表作，

不仅反映了诗人对边塞生活的切身感

悟，更显示了独到入微的观察力和落笔

传神的艺术表现力。“鹫翎金仆姑，燕尾

绣蝥弧。独立扬新令，千营共一呼。”将

军携带用苍鹰羽毛制成的利箭，手握带

燕尾形状的号令旗，挺立阵前挥旗施令；

将士们齐声呼应、吼声震天，生动展现出

一幕士气高昂、军威赫赫的出战场景。

“林暗草惊风，将军夜引弓。平明寻白

羽，没在石棱中。”将军深夜巡防，树林中

一阵疾风掠过，怀疑有虎随即张弓劲射，

翌日清晨去找寻射中之物，发现箭头深

深嵌入石棱中。这里巧借名将李广射虎

中石的传奇故事，以浪漫夸张手法，构设

了一个富有戏剧性的情节，盛赞唐军将

领艺高胆大、神勇无比。“月黑雁飞高，单

于夜遁逃。欲将轻骑逐，大雪满弓刀。”

将军从月黑之夜的栖雁高飞，机警觉察

到敌军趁机逃窜，即刻派出精锐骑兵，顶

风冒雪展开一场歼敌荡寇的追击战。作

品巧妙择取战场的典型场景，让敌军的

狼狈之态与唐军的凛然声威形成鲜明对

比，字里行间动感十足、充满张力，如观

其景、如临其境，意象独特、扣人心弦，富

有豪壮气概和浪漫情调，堪称表现战事

的经典之作。从“醉和金甲舞，雷鼓动山

川”的祝捷场景，到“调箭又呼鹰，俱闻出

世能”的练兵强能，再到“他日题麟阁，唯

应独不名”的建功情怀，栩栩如生地描写

了戍边生活的所见所思。卢纶善于捕捉

形象、渲染气氛、创设意境，巧妙地运用

虚实相济、情景交织的手法，使诗作既真

切传神、又触发想象，凸显边塞诗特有的

思想蕴含和艺术魅力。

为出征将领送行赠别是边塞诗的重

要题材。卢纶的这类诗作格调昂扬、隽永

豪迈地描写了一个个英武威猛的戍边战

将形象。《送韩都护还边》一诗，“好勇知名

早，争雄上将间”的威名远扬、神勇超群，

“战多春入塞，猎惯夜登山”的几度出征、

惯常夜战，“阵合龙蛇动，军移草木闲”的

排兵布阵、神出鬼没，“今来部曲尽，白首

过萧关”的年迈出战、功勋垂成，描绘出一

幅形神兼备、真切生动的立体画像，充分

表达了对军中老将戎马一生、战功赫赫的

盛赞和崇敬之情。《送刘判官赴丰州》一

诗，“衔杯吹急管，满眼起风砂（沙）”，举杯

壮行、军乐催征，大军开拔、一路沙尘漫

卷；“大漠山沈（沉）雪，长城草发花”，征战

之地，大漠崇山、寒苦异常，长城边陲、荒

草萋萋；“策行须耻战，虏在莫言家”，奉命

出征为雪耻而战，不荡平胡虏决不言收

兵；“余亦祈勋者，如何别左车”，只因渴望

建功疆场，方有今日与君话别。全诗起承

转合、层层递进，充满豪壮气概和殷殷期

许，写得情真意切。

诗以抒情，而情感的抒发，越贴近生

活就越真挚感人、意味深长。“行多有病

住无粮，万里还乡未到乡。蓬鬓哀吟古

城下，不堪秋气入金疮。”这首《逢病军

人》，以朴实直白的语言描写了当时戍边

军人的返乡境遇。他们长途奔波，一路

上患病无医、忍饥挨饿，甚至有人蓬头垢

面偎依在城墙下呻吟，难以忍受秋寒直

袭战伤带来的痛苦。如果不是诗人亲眼

所见，不是深怀怜悯和悲愤的情感，是写

不出这样富有现实批判性的诗章的。

在诗人笔下，从“白羽三千骑，红林

一万层”到“气慑千夫勇，恩传万里春”的

威风凛然，从“野戍云藏火，军城树拥尘”

到“枕戈眠古戍，吹角立繁霜”的艰苦征

战，从“含情脱佩刀，持以佐贤豪”到“校

书才智雄，举世一娉婷”的沙场称雄，有

着言辞精妙、传神达意的艺术开掘。卢

纶的边塞诗，所蕴含的对个性化艺术表

达特别是对修辞美、意境美的执着追求，

值得鉴赏和称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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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友从南沙来，带回一瓶美济礁的

沙，瓶身上那行“每一粒沙都是国土，每

一段堤都是长城”的文字，让我怦然心

动，不由想起与军校同学、一位守礁队长

的对话。

“舰艇干部，咋成了守礁主官？”

“组织安排，我就无条件执行。”

“守礁孤独寂寞时咋办？”

“想想家乡，想想你们，想想肩膀上

的责任，这么一放‘电影’就消除了不少

寂寞。”

同学是湖南人，大眼睛，有激情，脑

瓜活，多次上礁。在南沙，他任过四次礁

长，在赤瓜礁一次守了半年，美济礁守卫

过两次，最长的那次守礁有两百多天。

南沙岛礁，他上去过一多半，有的岛礁前

后守卫多次。熟悉边海防军人生活的

人，都知道这简单的数字，记录的是战士

保家卫国的一腔热血，是军人把青春融

入祖国海洋的激流浪花……

过去，守礁生活用战士们的话说就

是“白天兵看兵，晚上兵守星，出门见大

海，入睡听涛声。”守礁不是守寂寞。同

学特意与战士们聊起在军校的生活，教

大家唱起：“黄河之滨集合着一群中华民

族优秀的子孙，人类解放，救国的责任，

全靠我们自己来担承……”几天后,战士

们人人会唱，逢节日遇喜事，那纵情忘我

的歌声，唱得礁堡周边海水扬波起欢乐。

从此，守礁战士知道了这首抗日军

政大学校歌，词作者叫凯丰，曲作者是吕

骥。一首歌曲，几段传统，成了大家日常

的话题。战士们在歌声中，在涛声中，在

寂寞中，感悟民族精神，体悟军装的分

量。

夕阳镶嵌在金色的海平面上，碧蓝

的海面下珊瑚礁清澈可见。祖国的南海

美丽辽阔，祖国的南海富饶可爱，祖国的

南海神圣无比。在这里守卫海洋国土，

必 须 熟 悉 这 片 国 土 的 历 史 、地 理 和 环

境。战士们多方收集资料，以大海为课

堂，以礁石为课桌，学习关于南沙的各种

知识。

海上强劲的风，卷起无尽的浪，若山

似岭，从四面八方压向高脚屋。撑起高

脚屋的竹竿，像芦苇一样在水中左摇右

摆、前倾后晃。这是南沙初始的守礁阵

地，后来才有二代、三代水泥堡垒式的前

沿哨所。

如今，各个岛礁的条件已大为改善，

阵地周边有了运动场，有了太阳能蔬菜

大棚，有了标准规范的医疗场所……

同学回忆，当年有个我军守卫的岛

礁与敌占岛礁近在咫尺，中间隔着条深

深的海沟。用高倍望远镜能观察对方阵

地的一切，连飞鸟的翅膀都一目了然。

一天夜里，他突然听到“铛”的一声响，是

铁器撞击的声音。声音不大，很快被海

风浪涛盖过，但他立刻命令启动应急预

案。党员干部分班值守，重点部位礁长

全程在岗，普通战士轮流休息，随时听令

战斗。后来证实是场虚惊。

守礁南沙，也有常人见不到的自然

之美。那彩虹贯通大海的恢宏，那鲸鱼

绕舰赛跑的壮观，那飞鱼跃出海面飞落

到甲板的神奇……

军校里活泼好动的同学，在南海守

礁的经历炼成了沉稳成熟的品格。他

说，军人守岛礁，就是冶炼血性品格，仿

佛矿石置于烈火中熔烧，除去杂质冶炼

成钢，再遍遍锤打，最终形成坚硬无比的

军人品质。“在南沙岛礁站岗，我们深知

肩负的责任重大，使命光荣。14 亿多中

国人里，由我们来守卫岛礁，我们就是全

国人民的代表，就有责任守好礁。守礁

南沙，这是何等自豪的人生经历。”

我望着五颜六色的美济沙，想着一

代代守礁军人，感觉他们就是祖国的沙

石。他们已然把自己的青春，融入到祖

国的肌体，时刻守护她的安宁。

美 济 沙
■李朝俊

迷彩芳华

阅图

近 期 ，电 视 剧《功 勋》引 发 观 众 热

议，被认为是一部高歌英雄主义精神的

作品。

《功勋》从结构上借鉴了电影《我和

我的祖国》《我和我的家乡》《我和我的

父辈》的创作方法，是一部一个主题、多

个 故 事 、多 个 人 物 的“ 集 纳 性 ”影 视 作

品。我想就其中一个单元《能文能武李

延年》谈些个人看法。

《能文能武李延年》最值得肯定的

是，作品生动反映了我军政治工作干部

的典型风貌。

《能文能武李延年》，通过李延年这

个角色，反映出连队指导员在基层战斗

力建设中的特殊作用。连队是基层作

战单元，一支部队的战斗力如何，常常

取决于这个基层单元是否坚实。上了

战场，一个连队有时甚至能决定整场战

役的胜负。

《能文能武李延年》故事的时间是

在 1950 年。当时，我军中有不少“解放

战 士 ”补 入 部 队 。 怎 样 才 能 将 他 们 迅

速 改 造 成 共 产 党 领 导 的 解 放 军 战 士 ？

这是《能文能武李延年》花较大篇幅着

力展现的内容。

李 延 年 带 的 这 个 连 队 ，有 半 数 战

士 是“ 解 放 战 士 ”。 打 起 仗 来 ，他 们 要

面 对“ 一 把 炒 面 一 把 雪 ”的 艰 苦 考 验 、

面对国民党特务阵前喊话许以高官厚

禄 的 诱 惑 。 但 他 们 在 李 延 年 的 带 领

下，经过短期改造，成为战死也绝不后

退 的 英 雄 。 看 完 故 事 ，我 们 会 立 刻 明

白 ，我 军 在 上 甘 岭 、在 长 津 湖 ，那 种 强

大的战斗力是怎么来的——党的政治

工作，就是战斗力，就是克敌制胜的重

要支撑。

描绘战争，不是枪炮越响越好，关

键是要展现战争的章法，彰显战争的指

挥艺术。《能文能武李延年》非常注重这

方面的开掘。一个战斗连，百十来人的

轻装步兵，怎样发挥出超强战斗力？一

靠 战 士 的 勇 敢 ，二 靠 指 挥 员 的 精 妙 指

挥。李延年带领的连队“小米加步枪”，

面对的敌人却是大炮轮番攻击、坦克开

道 ，全 副 武 装 的 步 兵 潮 水 般 一 轮 轮 冲

来。

在这种力量对比悬殊极大的形势

下 ，怎 样 在 一 个 光 秃 秃 的 山 头 坚 守 几

天 几 夜 ？ 要 靠 指 挥 员 的 智 慧 。 作 品

对李延年的指挥刻画得非常细密。比

如，他怎么合理配置兵力、怎么精妙布

置防线、怎么巧妙使用火力等，都有翔

实 的 细 节 。 仗 打 起 来 后 ，作 品 又 描 绘

了 李 延 年 是 怎 么 根 据 战 场 形 势 变 化

调 整 部 署 的 。 这 种 把 战 争 指 挥 艺 术

运 用 得 精 巧 灵 活 的 情 节 就 像 兵 法 的

精彩演绎。

李延年和战友们坚守的 346.6 高地，

战略位置非常重要。他们的对手是美

军骑兵第一师的一个营，任务是要收复

前边 3 个山头。敌人每隔 3 分钟就发动

一轮炮攻。李延年摸准了这个规律，带

领战士们利用这 3 分钟间隙，一点点摸

上了 346.6 高地，最终利用 3 个小时连续

攻克 3 个山头。

《能文能武李延年》在全剧中仅占 6

集，却把志愿军将士那种慷慨赴死的英

雄主义精神展现得淋漓尽致。他们那

种视死如归的坚强意志从哪里来？这

部单元剧交代清晰，因为我们的军队知

道为谁而战：为了我们的国家、民族和

正义而战。

当 下 ，观 众 的 鉴 赏 水 平 在 不 断 上

升 ，也 推 动 制 作 团 队 在 创 作 上 精 益 求

精。《能文能武李延年》之所以能打动观

众，就在于制作团队在驾驭题材上下了

很大功夫，他们是带着一腔真诚去塑造

表现李延年的。所以，剧作展示的李延

年不仅感人，而且充满了那个时代的韵

味。《能文能武李延年》虽然是一部“集

纳性”作品中的一个组成部分，但又有

独立的品格。这样写战争、写英雄的作

品，为同类题材影视作品的创作提供了

诸多借鉴。

用一腔真诚
讲英雄故事

■陈先义

日前，纪录电影《1950 他们正年

轻》在全国公映。他们是谁？年轻的

他们经历了什么？他们是 71 年前参

加 抗 美 援 朝 的 中 国 人 民 志 愿 军 战

士。1950 年出国征战时，他们热血方

刚正年轻。

抗 美 援 朝 题 材 作 为 中 国 纪 录 片

众多创作题材中的一种，无论创作角

度如何独特、艺术手段是否丰富，作

品最重要主题都必然是展现志愿军

战士捍卫和平正义的英勇气概。在

特定主题的前提下，这部 98 分钟的纪

录电影聚焦志愿军战士的个人经历、

心理状态，讲述他们从普通青年成长

为英雄战士的故事。

据报道，该片历时 4 年拍摄制作，

走访了近 50 位志愿军老战士，选取了

其中 26 位成为银幕上的讲述者。片

中，这 26 位志愿军老战士，曾经是炮

兵、文艺兵、军医、翻译、司机、后勤人

员 等 ，虽 然 年 龄 、兵 种 、参 军 时 间 不

同，但都是那段峥嵘岁月的亲历者。

由他们来口述历史，其代表性不言而

喻。该片紧扣两个关键词：“1950”“年

轻”，采用口述历史的方式，从个体记

忆 的 微 观 角 度 ，以 内 在 情 感 牵 引 叙

事，带领我们回到那个战火纷飞的年

代。

鲜 活 的 细 节 带 给 观 众 的 心 灵 震

撼是巨大的。听着老战士们的深情

述说，我们不禁动容：漂亮的戴姓女

兵 被 炮 弹 击 中 时 ，她 的 两 条 长 辫 搭

在河边石头上，血肉模糊；侦察兵怎

样趁着夜色潜入敌营为挨饿的战友

们捧回热枣糕；过春节时，战士们就

着 弹 坑 积 水 吃 饺 子 ；五 名 女 兵 在 洞

口 互 相 抓 虱 子 ，其 中 一 名 女 兵 被 敌

机的子弹射中，当场牺牲……

老 战 士 们 既 是 这 段 历 史 的 亲 历

者，又是这段历史的观察者。时隔 71

年，他们的记忆可靠吗？老战士王贯

三说：“这个我的记忆可能……”老战

士刘素谦也想不起来自己是哪年参

战的。按理，老战士们这些模糊瞬间

可以删去，但创作者没有避讳，而是

选择让他们如实呈现当下的状态，说

出自己因年代久远可能变得模糊的

记忆，反而让观众倍感真切，沉浸在

老战士们的口述中。

片中，老战士们还真实述说自己

的紧张、脆弱、遗憾、委屈：“我们出去

的时候是不知道的，心情是紧张”“我

才知道什么叫战场”“我不愿意想过

去，不愿意想，一想控制不了”“我宁

可 什 么 都 不 要 ，我 也 要 把 你 带 回

去 ”…… 从 老 战 士 们 口 语 化 的 讲 述

中 ，从 年 老 与 年 轻 的 今 昔 强 烈 对 比

中，我们感受到战争的惨烈、和平的

珍贵，认识到没有从天而降的英雄，

只有挺身而出的凡人。

不可否认，影片引发了我们进一

步 的 思 考 ，什 么 样 的 记 忆 能 够 被 保

留 ？ 决 定 记 忆 被 建 构 的 力 量 是 什

么？个体对重大历史事件的记忆，需

要通过倾听、记录，被看见、被传播，

才能成为集体记忆的一部分。由此，

集体记忆才得以从多方位全面反映

历史。随着抗美援朝老战士的相继

离世，抗美援朝集体记忆补充建构迫

在 眉 睫 。 正 如 老 战 士 刘 素 谦 所 言 ：

“你们再晚来几天，我可能就没了。”

影片公映之际，她与世长辞。

影片通过抢救式的拍摄、挖掘和

记录老战士们的记忆，充分发挥个体

记忆的历史价值，让抗美援朝这段国

人共有的记忆有了独特角度和温度，

同时也诠释了军人的使命担当、爱国

情怀。信仰不是抽象的概念。该片

站在人性的角度展示军人的坚强意

志与柔软内心，彰显坚守信仰的不易

与伟大。当片尾字幕缓慢滚动上升

时，老战士们在左边的小画框中再次

现身，表达他们对于和平的热爱以及

对于国家的祝福，影片的情感基调由

缅怀烈士的哀思悲情转化为褒扬军

人的不朽军魂。

“他们相信未来，我们才拥有现

在”。这是一场 71 年前的年轻人与当

下观众尤其是年轻观众的隔空对话，

也是用影像铭记历史、致敬“最可爱

的人”。9 月 2 日，第八批在韩中国人

民志愿军烈士遗骸由我空军专机护

送从韩国接回辽宁沈阳，109 位志愿

军烈士英灵及 1226 件相关遗物回到

祖国。离家尚是少年身，归来已是报

国躯。他们，永远年轻！

峥嵘岁月里的青春年华
■郑宜庸

制图：贾国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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