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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多年前，小品作为表演专业的

一种训练方法与电视媒体结合，走入

千家万户，形成了一种独立的艺术形

式。此后，小品以创作周期短、迅速

反映现实生活等特点，在荧幕上独领

风 骚 。 近 年 来 ， 小 品 这 种 艺 术 形 式 ，

又通过网络综艺节目收获了更多年轻

观众的喜爱。

“军旅戏剧小品”的概念可界定为

军 事 题 材 的 ， 或 者 是 军 人 创 作 演 出

的，反映部队生活的小品。它和非军

队艺术人才创作的军事题材小品或革

命 战 争 题 材 小 品 并 没 有 严 格 的 界 限 。

但是“军旅戏剧小品”更加强调它的

创作主体一定是军人——它必须是军

人写、军人事、军人演。

军 旅 戏 剧 小 品 早 在 20 世 纪 80 年

代就借助于电视媒介异军突起。在中

央电视台先后举办的 9 届全国电视小

品大赛中，16 个荣获金奖的作品中就

有 9 个 是 军 旅 戏 剧 小 品 。 除 此 之 外 ，

中 央 电 视 台 春 节 联 欢 晚 会 上 ，《纠

察》《水下除夕夜》《军嫂上岛》《真

情 30 秒》《将军与士兵》《我心飞翔》

等军旅戏剧小品竞相涌现。军旅戏剧

小品体现了人民子弟兵对党、国家和

人民的无限忠诚，并以独特的军旅艺

术魅力，唱响了时代主旋律。经过 30

余年不断发展和完善，军旅戏剧小品

成为深受广大官兵所喜爱的、参与度

极高的一种艺术形式。正是因为这种

特性，军旅戏剧小品的生存土壤在部

队，繁荣发展在部队，军旅戏剧小品

的创作与探索更植根于部队。

谈到小品创作，我们首先需要了

解小品的结构。

一门艺术区别于另一门艺术，一

种样式区别于另一种样式，关键在于

构造的差异。如何在时间和空间中展

现故事情节，如何在规定情境中完成

一个动作和一个反动作的冲突，构成

了戏剧构造的基本单位——场面。戏

剧场面是剧情的基本环节。若干场面

相互关联完成一个阶段性情节，这样

的场面组合就是片段。若干个片段完

成一个阶段性任务，汇聚成一个复合

段落，就形成了幕或场；幕或场既相

互独立，又相互连接，最终形成了一

部完整的戏剧作品。

怎样架构小品的场面呢？下面我

们以 1995 年春晚小品，由原总政话剧

团创作，孙涛、连捷编剧，李文启导

演的 《纠察》 为例来进行分析。演员

孙涛和郭月分别饰演纠察兵和文工团

女学员，他们在街头相遇了——

男：唉，那个学员，看什么看什

么，我说你呢，你，军帽呢？

女：哦，军帽丢火车上了。

男：丢火车上了，怎么没把你丢

了呢，哪个部队的？证件，哦，你是

话剧团的？

女：啊。

男：搞文艺的？

女：是。

至此，我们可以看明白大致的情

节是，某执勤点附近，文工团女学员

遇到纠察，因为没戴军帽被盘问。这

是第一个场面，通过二人的交流迅速

切入矛盾冲突，由只言片语将人物身

份、人物关系、时间地点、规定情境

做了铺垫。这个场面既是开场，也是

一个次要场面，叫过渡场面。它将观

众带入到戏剧情节之中，也预示着随

后的冲突走向。

男： 来 来 来 ， 你 站 过 来 ， 站 过

来。我说，你这个搞文艺的也得注意

军容风纪啊。

女：我平时挺注意的。

男：挺注意的……你这是留了个

什么头啊？你这个头发怎么这么长？

女：我这是工作需要。

男：你画眼圈了吧？你画眉毛了

吧？你这个嘴巴怎么这么红啊？你这

也是工作需要啊？

女：我上火车前有场演出，来不

及卸妆，就是工作需要，你把证件给

我。

男：干什么？别动！你还染红指

甲盖了，你这也是工作需要啊？

女：就是工作需要，怎么？

男：你什么态度啊？

女：什么什么态度啊？证件我不

要了，我走！

男：哈，你走，你走不了，三号

三号，我是四号，有一个女学员向你

方 走 去 ， 身 高 一 米 六 五 至 一 米 六 六 ，

留了个长头发，画了个红嘴巴，别让

她跑了，拉咱们连部去！你走，我就

不相信收拾不了你个女学员了我！

第二个场面结束。在两人的进一

步交流中，老兵指出了女学员的违纪

问 题 ， 矛 盾 升 级 ， 女 学 员 高 傲 地 离

开 ， 老 兵 通 过 对 讲 机 呼 喊 下 一 哨 位 ，

震 慑 住 了 女 学 员 ， 使 她 不 得 不 停 下

来。这个场面的矛盾冲突显然比前面

要激烈，节奏逐渐紧凑，人物关系也

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在随后的第三个场面中，老兵步

步紧逼，指出女学员破坏了六项军容

风纪，还提出来要送她去“学习班”，

“时间不长，才两个月”，以及“全军

通报”等一系列后续动作。女学员怕

了 ， 节 节 后 退 ， 央 求 老 兵 “ 您 别 生

气”“您别记我了，行不行”，仍被老

兵拒绝：“我说不行就不行，你这个人

怎么这么麻烦……”这一场面在上一

场面的基础上又叠加了“一番”。连续

两个关键场面，使得二人的矛盾冲突

加剧，无法解决。像这样展现矛盾冲

突加剧和人物关系变化的场面，我们

就称之为关键场面。

然而此时，女学员听出了老兵口

音中的“山东味”，两个人成了老乡。

“拉老乡关系”这一番，让两人的关系

扭 转 ， 也 让 戏 剧 冲 突 暂 时 缓 和 。 但

是，当女学员再一次问“那您还记我

吗”，老兵答道：“这事儿没有商量的

余地。”随后，女学员逐渐“崩溃”。

女：可是，只要你把我全军一通

报，给我们单位抹多大黑啊！

男：嗯，你还有点集体荣誉感啊？

女：那当然了，我怎么跟我们领

导 交 代 啊 ， 我 还 怎 么 在 单 位 工 作 啊 ，

我承认错误不就完了嘛，坦白应该从

宽，抗拒才从严呢…… （哭）

善良的老兵在嚎啕大哭的女学员

面前不得不软下来：“你还想不想解决

问题啊……”老兵再一次的退让，也

给了女学员一个下台阶的机会。得知

女学员是学表演的，老兵取笑她“一

会儿哭一会儿笑，我看你就够能表演

的 ……” 两 人 关 系 得 到 进 一 步 缓 解 。

但是，女学员随后提出“到时候有演

出，我好给您送票”这一请求时，引

起了老兵的强烈抗拒：“哎呀，你怎么

这么麻烦呢，我说不用送，就是不用

送嘛，干什么你！”

至此，从“拉老乡关系”到“送

票 被 拒 绝 ”， 把 第 四 个 场 面 （过 渡 场

面） 连接第五个场面 （关键场面），将

矛盾冲突继续上推，戏剧张力和情感

张力也即将达到顶点，把悬念留给观

众——为什么老兵的反应这么强烈？

紧接着，老兵的心事被揭开——

女：你怎么了？

男：再过几分钟，下了这班岗，我

就退伍了。

女：退伍？你……

男：到明天，我就不能再穿着这

身军装，再站在这里巡逻了……

女：老兵……

男：我跟你说句心里话，这个军

装 啊 ， 可 不 是 谁 都 能 穿 一 辈 子 的 啊 ，

当你想穿它的时候，可不一定就能穿得

上啊，我说这话你不一定能理解啊……

女：不，我能理解。

男：你看啊……你看啊……你穿

上 这 身 军 装 啊 ， 那 …… 你 走 到 哪 儿 ，

那都跟普通女孩子不一样啊，有多少

眼睛看着我们呢……明白吗？（哽咽）

女：明白了。我错了。

这第六个场面，既是全剧的高潮

和顶点，也是抒情场面。而后，当女

学员真正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老兵

却把处罚单送给了她……老兵的质朴

无华和女学员的坦诚率真在此刻被勾

勒出来，突出了战友情的温暖与军人

情怀的深厚。最后第七个场面，既是

尾声和余波，也是全剧的升华场面。

《纠 察》 这 部 小 品 是 在 第 二 届

CCTV 电视小品大赛获得全国一等奖

的作品。时过境迁，随着“90 后”“00

后”观众的审美变化，也许对它的欣

赏角度也发生了变化，但是在军旅戏

剧小品的剧作层面上来说，《纠察》 仍

然具有代表意义。

从 拆 解 经 典 作 品 开 始 ， 通 过 对

《纠察》 的梳理，我们能学习了解到关

键场面 （主要场面）、过渡场面 （次要

场面）、抒情场面、升华场面的特征，

以及它们在小品中的结构作用。戏剧

小品“短小精悍”的特点决定大多数

的小品情节集中，基本符合时间、地

点、情节相对一致的“三一律”。在架

构 小 品 的 时 候 ， 要 以 关 键 场 面 为 主 ，

过渡场面为辅；以关键场面作为小品

结构的核心，层层推进，才能保持戏

剧小品的节奏紧凑与叙事集中。

军 旅 戏 剧 小 品 大 多 符 合 “ 三 一

律”的锁闭式结构。这种结构形态大

致可分为“起、承、转、合”四个部

分，即“开端、发展、高潮、结局”。

小品的篇幅短小，决定了它的特征规

律根源于此，但又富于变化。

首先，“开端”要从矛盾冲突即将

爆发的时刻开始。入戏要快，简洁明

了地勾勒出矛盾冲突的方向，让观众

迅速建立强烈“期待”。

其次，在“发展”至“高潮”中

埋 下 “ 伏 笔 ”， 巧 妙 设 置 “ 发 现 ” 与

“突转”。戏剧小品最难写的就是“发

展”至“高潮”的部分。占篇幅最长

的 也 是 “ 发 展 ” 至 “ 高 潮 ” 的 部 分 ，

小品好不好看，主要看“发展”的部

分是不是将矛盾层层推进，将误会环

环相扣，将人物步步紧逼，使冲突态

势 持 续 攀 升 ， 在 即 将 到 达 山 穷 水 尽 、

走 投 无 路 之 时 ， 突 然 有 了 一 个 重 大

“发现”，迅速促使情境“由顺转逆”

或 者 “ 由 逆 转 顺 ”。 而 在 “ 高 潮 ” 之

前 ， 要 在 过 程 中 埋 下 “ 伏 笔 ”， 在

“突转”之后逐渐揭开“老底”。“伏

笔”埋得自然，“老底”藏得深，“发

现 ” 就 会 更 加 出 人 意 料 ，“ 突 转 ” 也

会 更 加 跌 宕 ，“ 揭 底 ” 的 时 刻 便 更 加

富 有 情 致 。“ 发 展 ” 至 “ 高 潮 ” 通 常

一 气 呵 成 ， 在 “ 高 潮 ” 处 戛 然 而 止 ，

在“结局”中再力图将情感或立意进

行“升华”。

最后，细节刻画尤为重要。结构

上要精巧，细节上更要精致。戏剧小

品的“戏”，就体现在“细”上。军嫂

在寒风中脱掉外套，为的是让隔着海

浪和风暴的丈夫能看一眼自己夏天穿

裙子的样子 （《军嫂上岛》）；水下作

业舱位不同的潜艇兵，在大年三十这

一天，却穿着一年四季各式各样的军

装 （《水 下 除 夕 夜》）； 为 了 参 加 阅

兵，副军长和班长交换了军装，口袋

里还装着错换的训练日记 （《将军与

士兵》） ……这些服装、道具、场景

等 细 节 ， 既 是 情 节 发 展 、 人 物 关 系 、

规定情境中不可或缺的元素，更是戏

剧结构中创意和智慧的体现。

虽然，军旅戏剧小品的结构在不

断的发展变化中已经呈现出更多的可

能性，但要学习戏剧创作，还是要从

掌握基本的戏剧结构开始。犹如盖房

子，只有先打好地基，才能搭建理想

的建筑。

（作者系国防大学军事文化学院军

事文艺创演系讲师）

军旅戏剧小品—

好结构成就好作品
■殷姝双双

艺 境

这幅作品拍摄的是南疆军区某团在训练间隙组织“五小”练兵活动，两名战士

进行战术基础动作比拼的场景。拍摄者以铁丝网作为画框，采用框架式构图，较好

地区分了主体和背景。画面利用突出近大远小的关系，进一步提升了视觉冲击力，

展现出练兵场上生龙活虎的训练景象。 （点评：杜中林）

较 量
■摄影 李 江

阅 图

光，照亮了光，号角嘹亮

火，点燃了火，旗帜飞扬

因为信仰，所以披荆斩棘

因为担当，所以民心所向

手，牵起了手，大潮激荡

心，温暖了心，汇聚力量

因为热爱，所以前路有光

因为努力，所以无所阻挡

从小小红船到巍巍巨轮

旗帜下集合的队伍越来越长

扬帆远航，开启新百年

强国有我，书写灿烂华章

从星星火炬到盛世丰碑

阳光下前进的道路更加宽广

乘风破浪，奋进新征程

未来我们，赢得胜利荣光

光，照亮了光
■葛 逊

七彩风
不得不承认，这个世界上，金子稀缺

珍贵、万里挑一，沙子平凡普通、随处可

见。我们大多数人的人生或许不会一直

像金子那样处处流光溢彩，多数时候像沙

子一样朴实无华。但平凡如沙就不能活

出精彩吗？平凡就要甘于平庸吗？我们

不妨从一粒沙的“三个维度”去感悟和体

会。

维度一：聚沙成塔。一堆沙子松散、

轻微，任风欺凌，任雨冲刷。可一旦沙子

凝聚起来和水泥、石头混合后就会变得

坚硬无比。回望过去，雄伟的万里长城

并没能阻挡外敌的入侵。到底怎样的

“城”才能保卫国家和人民的安全？历史

告诉我们，这种“城”是众志成城。正是

有了保家卫国的责任担当，一粒粒普通

的沙子有了齐心凝聚的共同信仰，才有

了众志成城的伟大力量。

这 不 禁 让 人 想 起 1934 年 11 月 ，红

二十五军主力战略转移，留下部分部队

重组了红二十八军。就是这支仓促组

建的部队，在敌后的 3 年时间里，住山

洞、吃南瓜，克服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艰

难困苦，牵制消耗了大量敌人，有力支

援了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毛主席曾

高度称赞红二十八军：“很不容易、很有

成绩、很了不起”。

维度二：点沙成金。玻璃、晶体管、芯

片、光纤等，是信息技术突飞猛进的基

石。而这些新材料，均来源于细沙成分的

精炼：二氧化硅。经过提炼、加工，沙子实

现了从平常到超常的跨越。

我们常说，本事不是天生的，更不

会 凭 空 长 出 来 。 在 抗 美 援 朝 战 场 上 ，

“神枪手”张桃芳，晚上对着跳动的油灯

灯光训练捕捉目标，白天趴在雪中训练

瞄 准 ，凭 着 一 支 普 通 步 枪 ，毙 敌 200 多

人，给敌人极大威慑。正如有人所说：

“什么是绝招？简单的招法练到极致就

是绝招。”

维度三：黄沙碧血。我们在显微镜

下观察一粒沙，会发现它绚丽多彩。虽

然只是普通的沙子，但它没有因为烈日

曝晒而变色，没有因为寒露裹挟而萎缩，

始终保持本色。

1946 年 12 月，宿北战役打响，某红

一连受领的任务是在蔡圩地区确保团左

翼安全。时任指导员徐杰立即带领部队

构筑防御阵地，在连续打退了敌人两次

进攻后，全连 94 名官兵仅剩 9 人，徐杰也

身负重伤，但这 9 个人就像 9 只猛虎一样

击溃了敌人最后的疯狂。战后，一连被

华野二纵 4 师授予“勇猛无畏”荣誉称

号。

先辈们在极度艰苦的环境下，让装

备和供给均具优势的敌军付出了惨重代

价。时间可以暗淡历史，但历史却擦亮

了精神。这种精神就是“一不怕苦、二不

怕死”的血性胆气。去年，在西北戈壁的

演训场上，某部面对“半碗米半碗沙，帐

篷里面蒸桑拿”的环境，官兵没一个人叫

苦、没一个人退缩。在演习过程中，一名

战士不小心撞到车体棱角，但他仍然咬

牙坚守战位。演习结束后，医生在为他

作检查时才发现，他的膝盖骨裂长达 3

厘米。对此，他却笑呵呵地说：“这才叫

掉皮掉肉不掉队。”

记得一首诗中这样写道：一粒沙中

看出一个世界，一朵花里有一个天堂。

感 悟 普 通 一 粒 沙 ，我 们 更 能 深 切 体 会

到，穿上了军装，就要通过日常训练生

活的点滴来提升必备的素质本领、精神

特质、道德情操，不负青春热血，不负责

任担当。

平凡如沙 亦能精彩
■魏攀科 王梦缘

剑 花

“大家跟着我向前走，接下来我们将

要参观复兴之路展厅。”在国家博物馆三

楼的馆厅内，武警北京市总队执勤第一

支队执勤十二中队下士李宇恒一边解

说，一边带领着队伍向前走去。

该中队自 2008 年开始担负中国国

家 博 物 馆 守 卫 任 务 。 每 当 有 新 兵 下

连 ，中 队 都 会 组 织 官 兵 开 展 国 博 文 化

的“学习之旅”。除了资料理论的串讲

学 习 外 ，中 队 还 积 极 组 织 官 兵 进 入 馆

内 参 观 ，让 官 兵 从 一 件 件 珍 藏 的 文 物

中 感 受 文 化 自 信 ，用 心 体 会 自 身 任 务

的重要性。

“看着复兴之路展厅中那支开国大

典上使用过的话筒，‘中华人民共和国中

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的声音仿佛就

回响在耳畔。以前，我从未想过历史文

物能带来如此大的心灵震撼。对国家博

物馆了解越多，我就更加热爱自己的哨

位了。我是在守护国家的宝藏。”一次学

习参观后，列兵喻毕帆表示。

指导员杜智祥介绍说，为了汲取传统

文化养分，不断提升能力素质，中队培养

了自己的讲解员。李宇恒就是其中一员。

作为一名军人讲解员，李宇恒从一

本本基础的历史文献资料学起，不断积

累历史文化知识，提升讲解能力。厚厚

的一摞讲解词，他背得滚瓜烂熟。现在，

他已向支队官兵讲解国博文物故事数十

场次，将中华传统文化精神播撒到官兵

的心中。

新兵蔺江晨去年 9 月从西安交通大

学携笔从戎。在与指导员的一次谈心

中，他坦言：“关于什么是文化自信，文化

自信从哪来，我起初没有深刻体会，只是

停留于书本上的答案。”在讲解员李宇恒

的带领下，蔺江晨逐渐对历史文化产生

了兴趣，也从国博珍藏的一件件文物中

真切感受到我们的党、国家和人民军队

一路披荆斩棘的非凡历程。

在潜移默化中接受优秀传统文化的

熏陶，更加坚定了中队官兵坚守战位的

信念。在 2017 年至 2019 年，该中队连续

三年被评为“基层建设标兵中队”，并在

2020 年荣获“四铁”先进单位、集体二等

功等多项荣誉。

下图：下士李宇恒正在为战友们讲

解国博文物故事。 作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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