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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 70 年代初，我入伍来到云贵

高原某工程团，新训结束后被选送到团

政治处报道组。当时，只有初中文化的

我，对如何写稿一筹莫展。报道组组长

程维满给我送来一摞《解放军报》，并传

授经验说：“她就是最好的老师，多向她

请教吧！”从那时起，我就天天看《解放军

报》，时时琢磨给《解放军报》写稿。花开

花落，春去春来，不觉间已整整 50 年。

在团报道组的几年间，我刻苦学习

新闻理论知识，深入基层采访，几乎跑遍

了每个连队和作业点，把自己的所见、所

闻、所感写成一篇篇新闻稿，以报道组集

体笔名“宏呈斌”发往《解放军报》，被陆

续刊登出来。由于用稿量多质高，我连

年被上级评为新闻报道先进个人并荣立

三等功一次。

后来，我提干到了连队，虽然施工任

务繁重，条件极为艰苦，但我仍然坚持写

稿。这个时期，我被《解放军报》的“思想

战线”“生活与修养”等版面所吸引，除了

写新闻稿外，还试着给这些版面写稿，先

后有《发现问题算成绩》《党性与人情》

《压力是宝》等评论文章被《解放军报》采

用，并被收录《人生求索》等结集中。后

来不管是在基层工作还是在机关任职，

不管是在职还是退休，我都将写作方向

铆定在为《解放军报》撰写理论文章和思

想评论上，每年均有多篇被采用，其中不

少还被评为优质稿，受到领导关注和读

者点赞。

有文友常常问我：经常写稿你不觉

得厌倦吗？哪有那么多题目写呢？我的

回答是：我特别喜欢“乐此不疲”这个成

语，喜欢做一件事，乐在其中，就不会把

它当作负担，更不会感到厌倦。至于写

作的题目从哪里来？我想只要用眼观

察、用心思考、用情感悟，就有写不完的

题目；即使相同的话题也能常写常新、平

中出奇。以一孔之见，我的写作题目来

自以下几个方面——

从学习中来。《解放军报》的理论文

章，不少出自理论大家、行家之手，观点

鲜明，说理透彻，文字简洁，深入浅出。

通过细读这些文章，逐渐培养了我的理

论兴趣。几十年来，我通读了《马克思恩

格斯选集》《列宁选集》《毛泽东选集》等

经典著作，同时紧跟党的理论创新步伐，

把学习党的创新理论作为必修课，每有

新的成果必孜孜不倦、挑灯夜读。这样

不仅使自己的思想及时跟上形势，而且

有许多新的感悟和体会，形成一篇篇理

论评论文章。近年来，我在《解放军报》

发表的《信仰·信念·信心》《赓续共产党

人的精神血脉》《不断增强做中国人的志

气骨气底气》等文章，都是学习党的创新

理论的收获和成果。

从思考中来。古人云：“思之于人，

尤器之于匠，常执使之则锐，恒锻用之则

坚，千变万化出焉。”学习离不开思考，写

作也离不开思考。一切有意义、有意思

的题目都是苦思出来的。时评家、评论

家都应该是思想家。我辈虽然成不了

“思想家”，但至少要做一个“思想者”。

同样一件事，别人看来稀松平常，从事写

作的同志却应该看透一点、想深一点，这

样写出来的东西就会引人入胜。一次，

我看到《解放军报》一篇《这里的每一天

都很“烧脑”》的新闻，由此对“烧脑”这一

网络新词产生兴趣，并结合时代特点和

新军事变革反复思考，很快写出了一篇

思想评论《有一个新词叫“烧脑”》。这篇

文章在《解放军报》“思想战线”发表后，

引起了《人民日报》评论部的关注，有关

编辑与我商榷结合地方实际再作深入发

掘。随后，我又写出了《多“烧脑”才能少

“挠脑”》的评论文章，在《人民日报》“人

民论坛”发表。

从媒体新闻中来。几十年来，我一

直坚持订《解放军报》、看《解放军报》，不

仅从中了解信息、汲取营养，还从中发掘

许多写作素材，利用“第二手材料”发表

自 己 的 观 点 和 看 法 ，形 成 有 深 度 的 评

论。2018 年下半年，各大媒体展开了对

守岛人王继才先进事迹的报道。我关注

到这一新闻热点，仔细研读了《解放军

报》《中国国防报》对王继才的报道，敏锐

感到王继才的事迹看似平凡却意义重

大。他用坚持守岛 32 年的平凡事迹回

答了“苦与乐”“大与小”“得与失”“平凡

与伟大”“单调与多彩”等人生重要问题，

给人们以思想启迪和精神激励。于是，

我当即写出了《王继才是一本厚重的教

科书》一文，很快被《解放军报》刊登出

来。其后不久，我又写出了《绿叶·红花·

并蒂莲》的思想评论，对王继才、王仕花

这对模范夫妻守岛的事迹进行深度评

论，又被《解放军报》采用。

从日常生活中来。生活是新闻的富

矿，也是写评论的富矿。注意观察生活，

从日常生活中选取材料、提炼题目写评

论，应该成为最基本的、也是最受读者欢

迎的途径。2016 年底，我回老部队看望

战友，恰逢他们在开展“年度带兵人最温

暖的一句话”评选，其中一句“工作要干

好，老婆也要哄好”的话高票当选。此

时，我眼睛一亮，这不是一篇好评论的素

材吗？于是，我连夜写了一篇《“工作要

干好，老婆也要哄好”》的评论，发到《解

放军报》“生活与修养”版，于 2017 年 1 月

10 日刊登出来后，引起读者热议。有读

者 说 ：“ 这 是 一 篇 非 常 暖 心 、温 馨 的 评

论”，还有军嫂发微信给我：“这是作者送

给我最好的新年礼物，我转发给我的兵

哥哥。”一篇小评论，引发热议，激活一池

春水，温暖众人之心，让我非常欣慰。

如今，我虽然已经退休了，但仍然一

如既往地关注国防和军队建设。看《解

放军报》，成为我一天中最快乐的时光；

为《解放军报》写稿，成为我业余生活最

重要的内容。我要以此来回报培育我成

长的人民军队，回报与之深深结缘的《解

放军报》。

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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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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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久以来，军事题材作为中国文艺

“主旋律”中最为嘹亮的声部，一直是影

视剧创作的重要类型。不断涌现的精

品佳作，成为一代又一代国人心中的精

神高地。在祖国日益强大、人民军队建

设阔步迈进的时代背景下，人们对厚植

家国情、贯注英雄气的军事题材作品更

加充满期待。

在 2021 年，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这

个重大节点，一批坚持守正创新的影视

剧 相 继 亮 相 ，集 结 献 礼 。 从 年 初 到 年

尾，大银幕和小荧屏上，军事题材影视

作品一次次成为热议的话题。

璀璨光影，源自对军魂坚
定的艺术表达

军事题材影视作品从来就是集中

展现热血和精神、使命与崇高的审美创

作。因其热血，撼天动地的壮烈牺牲直

击人们的情感堤坝；循其精神，“钢少气

多”的英勇冲锋张扬军人的坚强意志；

因其使命，从不缺席的负重逆行让人泪

目；感其崇高，无疆大爱震撼人心。

以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保家

卫国为主题的《长津湖》《浴血无名川》《跨

过鸭绿江》等影片，借中国电影工业日臻

成熟的制作技术，在银幕上呈现出千军万

马的战争景观，震撼人心。创作者以严肃

认真的创作态度，赋予影像真实的力量，

为广大观众再现了理应不该被模糊的国

家记忆，并由此形成了人们对充满艰辛、

奉献与牺牲的光辉战史的集体致敬。

《能文能武李延年》《号手就位》《和

平之舟》等视角各异、题材细化、叙事多

元的剧集，为新时代的观众，尤其是年

轻一代观众提供了更多了解军队、理解

军人的窗口。

军事题材影视剧持续火热，虽说是

乘了献礼的“东风”，但归根结底说明，

军事题材影视作品所承载的历史荣光

和独特意蕴，都对当代观众具有极强的

吸 引 、感 染 和 启 迪 。 只 要 坚 守 和 筑 牢

“军魂”的叙事着力点，军事题材影视剧

创作就永远有价值有市场。

类型化表达的新突破，成
就现象级观影热潮

对 文 艺 创 作 来 说 ，唯 以 守 正 为 根

基，突破才有道可依。反之，随时代而

创新，“初心”才能得以在作品中更好地

彰显。2021 年里，这一创作规律成就了

不少军事题材影视作品的亮眼表现。

就电影来看，自导演徐克将《智取威

虎山》尝试类型化创作取得成功之后，

“主旋律题材+类型化创作”就成为献礼

片叫好又叫座的主打搭配。今年，一系

列抗美援朝题材影片又将国产战争片的

类型化创作提上了一个新的水平。

“我们把该打的仗都打了，我们的

后辈就不用打了。”以 57 亿元票房、超越

《战狼 2》登顶我国电影票房榜、并打破

30 余项影史纪录的电影《长津湖》，让 72

年前朝鲜战场上的“最痛一役”走出尘

封的历史，震撼世人。宏观的全景表现

和微观的个体书写相结合，领袖将帅、

普通官兵和对手美军的三线并述，从以

长津湖战役为主体延展构筑整个抗美

援朝史诗的类型化表现手法，在高工业

化水准的镜头、道具、特效辅助下，最终

形成了现象级观影热潮。

同为抗美援朝题材，电影《跨过鸭

绿江》则在国产战争片的人物形象塑造

上迈出有力步伐。作品以中国人民志

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浓烈又

细腻的个人化叙述，形成纪实性、文献

性的视听呈现。作为这场战争中的关

键人物，彭德怀的笃定、焦灼、悲恸和慨

叹 ，带 领 观 众 身 临 艰 苦 残 酷 的 战 场 环

境 ，走 近 那 些 熟 悉 和 不 熟 悉 的 英 雄 人

物，使生动影像所迸发出的浩然正气，

丰沛有力、直击人心。

还有一部名叫《浴血无名川》的网

络电影，不能不提。我志愿军的两支小

队为了避免大部队的伤亡，与美军重炮

营在无名水川中展开了一场场小规模

战斗。该片虽为以小博大、短兵相接的

创作模式，却极具紧张刺激的节奏感，

加之符合当下年轻化审美的各类战争

小人物的鲜活塑造，生动呈现了战争的

真实场面和浓烈的家国情怀。

由此种种，我们不难想象，随着观

众对军事题材影视的审美期待日益增

长，影视从业者有意识地将类型化艺术

表达与主流意识形态自然融合，必然会

给军事题材影视作品的繁荣与发展带

来广阔天地。

真实题材的开掘与深耕，
映射时代的精神光谱

日前，第 34 届中国电影金鸡奖颁奖

典礼在厦门举行，电影《守岛人》一举荣

获最佳故事片奖。“时代楷模”王继才和

妻子王仕花 32 年如一日守卫海岛的故

事，打动了无数观众。

无独有偶。2021 年 11 月登陆央视

一套黄金时间的电视剧《和平之舟》也

是一部关于“时代楷模”的创作。中国

海军和平方舟号医院船 13 年勇闯远海

大洋，在 43 个国家和地区执行人道主义

医疗救援任务的壮美航迹，成为“志合

者，不以山海为远”的最好注解。

在艺术表达的路径上，作为对真实

原型的开掘与深耕之作，《守岛人》与

《和平之舟》的共同选择是相信真实本

身的力量。两部作品都没有人为地编

织戏剧化的故事，也没有为悬念而悬念

展开镜头叙述，而是选取各自创作对象

的闪光瞬间、价值理念，通过故事情节

的自然铺陈将其体现出来。前者完成

了对一个大写的“人”的影像书写，后者

则呈现一支爱好和平的军队、一个有大

国担当的国家的从容与自信。

《守岛人》与《和平之舟》，从个体到

群体、从小家到大国所折射出的时代精

神光谱尤为可贵。能塑造出这样立体

丰满、具有艺术性和思想深度的艺术典

型，创作者们孜孜以求的情怀和智慧可

窥一斑。

内容表达的年轻化尝试，
向更广泛的受众群体敞开怀抱

过去这几年，中国电视剧的主流观

众群已经完成了从电视台向互联网视

频平台的迁移。在 2021 年的电视剧领

域，一批军事题材作品主动向更广泛的

年轻观众敞开了怀抱。

《号手就位》走的是大学生士兵经

受磨砺蜕变为火箭军“王牌号手”的成

长路线。有性格的新兵和有资历的老

兵之间的戏剧冲突为该剧贡献了诸多

笑点和泪点，两代军人间的相互认同和

精神传承凸显军事题材作品的魅力。

2021 年还有多部集合了众多新生

代演员的军事题材剧作上映。实事求是

地讲，这类剧作的偶像化表达的确仍存

在这样那样的不足，但在军事题材如何

贴近年轻受众方面还是做出了有益的尝

试。毕竟，情感、爱好和生活方式上的贴

近，更能让“00 后”们有兴趣聆听那些他

们本以为很老套的话题，进而认识到什

么是真正的英雄和偶像，并油然而生强

烈的民族自豪感和爱国心。只要避免

“强行灌输”和“尴尬植入”，不做“过度的

迎合”和“平庸的消费”，一定会有更多的

年轻观众为军旅题材创作起立鼓掌。

综观 2021 年军事题材影视作品的

创作，既有“写军魂”的历史深沉，也有讲

述精神信仰的非凡军旅人生，更有见证

大国崛起的豪情与气度。这都是有责

任、有理想、有情怀的创作者们守正与创

新的累累收获和价值体现。随着强军兴

军实践的步步深入，国产军事题材影视

的发展蓝图将更加广阔宏大。任重道

远，惟有继续前行，才能赢得未来。

筑牢精神高地 彰显信仰之美
——2021 年军事题材影视作品回眸

■风 岚

迈入军营后
■曾小萌

雷 海 基 写 军 旅 生 活 的 诗 词 ，读 来

颇有些亲切感和新鲜感。有亲切感是

因 为 本 人 亦 从 军 多 年 ，对 这 组 诗 中 蕴

含 的 军 旅 元 素 与 家 国 情 怀 很 有 共 鸣 ；

有 新 鲜 感 是 因 为 他 的 诗 格 调 清 新 、浑

然一体，赏读后引起心中的一种兴奋、

一丝畅快。

雷海基退休后深耕诗坛多年，有多

部诗词评论集问世。读他的诗词，能从

中感受到一位老军人炽热的家国情怀、

永恒的军人底色。如《建军节感作》：

“京楼日日望卢沟，夜梦常因家国愁。

莫看书生年已迈，长刀依旧挂床头。”诗

中“望”“挂”“愁”等词汇，将抽象的情感

与具象的表达巧妙嫁接在一起，精确传

递出军人的使命意识，使诗意得到自然

而完美地呈现。再如《互联网络卫士》：

“虚拟世间鏖战中，隐形盗匪影重重。

身边万户早沉梦，网域三军正戍空。轻

点鼠标擒木马，屡防毒病入兵戎。时而

敲键声声喝：黑客谁人敢试锋？”诗作生

动准确地再现了虚拟空间作战场景，看

似无影无形，实则有痕有迹。在互联网

这个特殊战场，拼搏和厮杀同样激烈。

官兵用青春和智慧戍守这新的“边疆”，

打造新的“铁拳尖刀”。

高尔基说：“文学是生活和情绪的

历史。”从雷海基的军旅诗中可约略看

出，他始终把艺术焦点对准现实，对准

熟悉的军营，以新鲜语言和艺术想象进

一步拓开诗境、抒发豪情。这也是其能

够打动我和许多读者的关键。

从古到今，诗词风格包括军旅诗词

风格都呈多种多样，或通俗豪放，或含

蓄婉曲，不一而足。雷海基的诗作语言

平实、意象鲜活、抒情直接，大都简约而

平淡、活络而自然。然而平淡不等于平

庸，小诗也能痛快淋漓。雷海基诗风看

似 平 淡 无 奇 ，实 则 举 重 若 轻 。 如 这 首

《娘》：“常面地图指海疆，几番上路又彷

徨 。 非 愁 票 贵 旅 途 远 ，怕 扰 小 儿 军 务

忙。”就直接敞开心灵，将母亲思念儿子

又怕打扰他工作的情思恰到好处地抒

写、高度凝练地概括，做到了主题、情感

和意象的统一。

雷海基所写诗词总数不多，且多为

绝 句 。 绝 句 易 写 难 精 ，故 古 人 向 来 有

“律句难于古诗,绝句难于律句”之说。

雷海基岂能不知，但他屡屡知难而上、

深耽其中，应是妙有心得吧。如《电子

通信兵》：“百旅雄兵睡正浓，电波一缕

掠星空。令符飞抵关山外，手键轻敲帅

帐中。”读后便有“悄然动容，视通千里”

之感。作者对电子通信兵的工作场景

不 作 任 何 修 饰 ，信 手 拈 来 几 个 白 描 景

象，就足以激发出诗的多层次意蕴——

动静结合、意象交叉、寄慨幽深、自然和

谐，因而十分耐读。包括前面几首，均

是于简单之中见丰富，于平淡之间传真

味，字里行间流溢出诗人饱满的激情，

凡此种种，可谓尽得小诗之高妙。

再 如《 访 狼 牙 山 五 壮 士 处（新

韵）》：“上山似面老英雄，教我归来仍动

容 。 宁 付 此 身 崖 百 丈 ，不 留 敌 寇 作 军

功。”激昂慷慨，言浅意深，读来时时感

受到一种生命的震撼。面对长眠英雄

的高山，诗人动容，我亦动容。他的诗

中此种颇具人生哲理的警醒之句还很

多，皆能立片言而居要，给人以强烈的

代入感，精练准确，自成一家。衷心祝

愿雷海基兵心不老、诗情长驻、笔力长

健。意犹未尽，谨用一首小诗作结：身

居海淀望朝阳，不老军声寄慨慷。每与

心知神会后，诗中平仄自成行。

拓开军旅生活的诗境
■卢冷夫

艺 境

阅读时光

这幅作品拍摄于 2022年 1

月 1 日，西藏阿里军分区某边

防团官兵新年第一次巡逻途

中。拍摄者运用长焦镜头定格

下一名战士在巡逻途中休息的

瞬间。画面中，战士倚靠着军

马、遥望远方的边防线。新年

的第一天，他正在想什么？我

们不知道，但从他的眼神和笑

容中，我们能够感受到一种对

于未来的美好憧憬。作品无声

胜有声，余味悠长。

遥望边关
■摄影 刘晓东

阅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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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 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