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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影纵论

从某种意义上说，人生就是一个在

行走中相逢的过程。这个过程中，处处

有人，有人便有了故事。故事与故事是

不同的，因为世界上没有完全一样的事

物。故事与故事不同，也因为观察者和

讲述者的理解不同、站位不同、表述不

同，同样的人和事便有了迥异的版本。

只要努力去发现，生活就可能会因为故

事的存在而精彩、深刻。

故事在哪里？故事就在生活中。我

们只要用灵动的眼睛去看，用灵敏的耳

朵去听，用灵活的思维去想，用敏感的内

心去悟，就会发现与众不同的故事。写

作，熟能生巧是肯定的，训练也可以使写

作者的表达能力得到提升，但更为重要

的是，写作者要对题材始终抱有敏感和

好奇，甚至是尊重的心态。这样才能发

现陌生的故事，才能把陌生变成新鲜，把

军营里的故事讲得娓娓动听，从而用故

事打动读者，为读者提供向前奋进的精

神力量。

故事在各种文体的写作中格外重

要。写小说需要故事支撑，写散文也需

要讲故事，报告文学更离不开故事。甚

至有的叙事诗也是在讲故事。可以说，

故事是各种文学作品的核心要素。

故 事 犹 如 黄 金 ，可 能 存 在 于 矿 石

中 ，需 要 提 炼 ；也 可 能 裹 在 沙 子 里 ，需

要 淘 洗 。 不 论 是 难 或 易 ，它 都 需 要 被

发 现 。 只 有 把 故 事 发 掘 出 来 ，才 有 可

能让故事走向前台。我们如果有了一

双善于观察的眼睛，便会惊喜地发现，

故 事 就 在 训 练 场 上 ，就 在 相 互 的 交 流

之中，生活处处皆有故事。有人说，故

事 有 好 有 坏 ，这 个 说 法 是 指 故 事 的 本

身 ，也 就 是 内 容 。 但 把 故 事 讲 得 是 好

是坏，是好故事还是差故事，就要看讲

故事的方法与技巧。

创作故事和厨师做菜一样。故事素

材就像是新鲜的菜，有主有副，来自不同

产地，带着不同味道。创作故事的人就

像是厨师。一条鱼是清炖、红烧还是油

炸，那都是方法的问题。一个故事，用第

一人称，还是用第二人称，是按时间顺序

讲，还是用倒叙的方式讲，那也是方法的

问题。做这道鱼时，加多少醋、放多少

葱，是食材使用的问题。创作故事也同

理，围绕一个主题，哪些素材能用，哪些

素材舍去，都是素材使用的问题。同样

的故事素材，在不同创作者眼中，会呈现

出不一样的作品。

杜富国是近年来我军涌现的重大典

型。最初在网上看到关于他的信息后，

我觉得如果能用故事的方式讲述他的成

长，一定会打动读者。当时，他重伤在

身，不能去打扰他。我便联系了他所在

单位的新闻干事，收集了关于他的大量

素材。当我了解到，杜富国还有一个弟

弟在西藏边防当兵，他的父亲以有两个

当兵的儿子为荣等信息后，便在心中勾

勒出一个写作框架——从他父亲的角度

去解读他的成长，为读者提供一个亲情

的视角，从而让人物形象变得更加立体

可感、有血有肉。于是，就有了我在《解

放军报》上发表的《坚强的父亲养育坚强

的兵》。

在一个故事当中，有虚有实、虚实结

合会使故事呈现出光彩和情绪。实的是

事实，虚的是想象。故事的感人之处来

自于真实，创作故事不能胡编空想，而要

把各种线索和资料放到一起分析，合并

同类项、划出不同点，在反复阅读中找准

情绪点。当创作灵感产生后，还需要类

比，这便需要想象的功夫。

一个故事讲得好不好，关键的地方

是细节。如果说故事像一个手镯，那细

节就是雕刻在其上的花纹。故事是以一

个大体的形状存在的，而细节是给读者

留下印象最深的地方。一个故事讲下

来，能够给人留下几处记忆就可以说是

成功了。如果去写一棵树，只写了它高

大、粗壮、浓荫蔽日，这都只是印象，是没

有情感关联的；如果把每一个枝杈都写

到了，就成了罗列素材。但如果你写了

树上的一只蝉如何在枝叶间歌唱，写了

一只鸟如何在树上安家，就会让这棵树

有了灵性。蝉和鸟看起来与树无关，可

是仔细分析起来，连吹过的风都和树有

关，它们和树是命运与共的，当然是相关

的。故事可以由着树干讲起，开枝散叶，

围绕着树干这条主线展开，而细节就是

树的纹理与脉络。

故事要想讲得好，就要有魂。魂是

故事所要表达的主旨，这个故事要宣扬

什么，要表达什么，可以不直接写出来，

但故事讲完，一定要表达出来。这种表

达有时是含蓄的，有时是直接的。含蓄

时是要糅在故事之中，直接时是旗帜鲜

明地告之。含蓄不是含糊，不是故事讲

完了，别人不知道作者要表达什么。直

接不是简单地宣读口号，而是由故事生

发出一个明确的价值理念，让人有所悟，

有所学。

我曾给《军营文化天地》杂志写过不

少人物。这些军人，大都不是新闻人物，

也不是典型人物，但每一个人物都有特

点。我就抓住每个人的特点来写，把别

人看似不是故事的事写成了故事。这种

实践也让我更加坚信，故事就在人物身

上，就看如何发现和呈现。

生活处处有故事，行动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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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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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 作 谈

半山腰上，干事阿昕带头点亮手机

闪光灯，观众席中渐次亮起的光照向舞

台上的文艺轻骑队。点点灯光下，队员

们伴着台下战友的齐声歌唱翩翩起舞，

《唱支山歌给党听》的悠扬旋律回荡在

山间。

这是这支文艺轻骑队年度巡演的第

7 站 ，也 是 队 长 阿 昕“ 连 轴 转 ”的 第 20

天。文艺轻骑队下午到达这个点位时，

才发现营区因山洪停电无法照明，官兵

打算启动人工发电，保障远道而来的轻

骑队演出，可这样就会有一个班的战友

因发电任务而无法观看表演。望着这些

常年驻守深山的战友们期待的眼神，阿

昕当即决定为大家献上一台“不插电”的

演出，并要一个不落地演完所有节目。

作为国防大学军事文化学院毕业的

研究生，阿昕曾参与国庆 70 周年阅兵解

说词创作等大项任务，也在国防大学各

类文艺晚会上发挥光热。毕业后，当她

来到这支常年与深山为伴、与密林为伍

的工程兵部队，看到一些基层点位无法

接收手机信号、甚至连阳光都是“奢侈

品”时，她便下定决心，要倾尽所能，用优

秀文艺节目来丰富战友们的业余生活。

为了此次文艺轻骑队巡回演出顺利

进行，阿昕提前半个多月开始筹备。整

台演出的 12 个节目，其中有 10 个节目都

是在队员集结之前创作完毕。

在巡演的其中一站，恰巧赶上官兵

抗洪抢险归队。趁着战友们休息的空

档，阿昕集合队员们利用半小时的时间

创作了一个新节目《呼唤》。“你要等着

我，每一分每一秒，哪怕你远离生的希

望，也要让你回到爱的怀抱……”演出

时 ，这 个 节 目 让 现 场 的 战 友 们 红 了 眼

眶。“歌里唱的就是我们救人时心里所想

的。”听到战友的心声，阿昕倍感欣慰，也

对自己的使命有了更深的认识。

就在一年前，阿昕所在部队面临重

组整编，官兵合心合力是亟需解决的问

题。“向战为兵，文化先行。”大队领导提

出开办文化骨干集训班的建议。阿昕受

领任务后，迅速组织单位摄影、板报等方

面的骨干，组成集训筹备组。虽然时间

紧任务重，但阿昕心里有本“明白账”：自

己能上的课自己上，课后用通俗易懂的

语言把课程编写成教案，方便骨干归队

后开展学习；自己上不了的课，外请专家

辅导、优秀骨干授课，录制光盘发给各单

位。集训让基层文化骨干的能力素质得

到提升。他们返回各单位后，不少基层

单位的“六小活动”开展得更加有声有

色。

一路走来，一路芬芳。结束文艺轻

骑队第一阶段演出任务后，阿昕又深入

到哨所点位，聆听基层官兵的故事，准备

创作新的节目。

一路芬芳一路行
■张振平 谷永敏

今天我出镜

这幅作品拍摄的是新疆军区某部新兵在训练间隙开展比武竞赛活动的场景。作

者用仰拍手法抓拍了一名战士腾空飞踢的瞬间。战靴扬起的沙土和战友们的助威，烘

托出现场的热烈气氛，展现了年轻官兵精武强能的青春活力。 （点评：管泰然）

勇者胜
■摄影 罗兴仓

阅 图

穿上军装

我愿倾我所能，穿出您的模样

穿上军装

我愿倾我所能，穿出您的雄壮

把青春打进背包

乡愁被拉得很长很长

军装唤起万千青年的激情

向阳而生，茁壮成长

这身军装沸腾了热血，燃烧了希望

军营生活是这样滚烫

从此我把岁月穿在身上

把祖国藏进心房

忘记了什么是危险什么是恐慌

千万身军装筑起共和国的脊梁

不是所有的时间都能穿着军装

我愿倾我所能，穿出您的荣光

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

军装不永远属于我

而我永远属于军装

一日穿军装

一生有芬芳

军 装
■董 亮

七 彩 风

八一军旗，高高飘扬；八一军徽，熠

熠闪光。八一建军节期间，中央广播电

视总台推出“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

95 周年”系列节目，回顾人民军队在党

的领导下走过的 95 年壮阔辉煌历程，展

现革命军人始终牢记初心使命、勇于担

当奉献的风采风貌。这些节目充分发

挥 融 合 传 播 优 势 ，鼓 舞 提 振 了 兵 心 士

气，也在全社会营造了拥军爱军的良好

氛围，受到广泛关注。

一

展现我军光荣历史、军人风采和家

国 情 怀 ，讲 述 新 时 代 革 命 军 人 强 军 故

事，致敬礼赞人民子弟兵，是这些节目

的重要内容。节目形式各有不同，但鲜

明的战斗底色、浓郁的兵味战味是其共

同特点。

“央视新闻”推出的微视频《枕戈待

旦 铁流滚滚！人民军队演训微纪录》，

盘点党的十八大以来国防和军队改革取

得的伟大成果，将人民军队演训画面首

次以 4K50帧的方式呈现给观众，展示人

民军队在新时代强军路上奋力开拓、砥

砺前行的崭新形象，累计播放量破亿。

在八一建军节当天，央视国防军事

频道播出了特别节目《我们的节日》。

“祝所有扛过枪、站过岗、洒过血、

流过汗的战友们节日快乐！”节目中，烈

风阵阵、战旗猎猎，新疆军区某红军团

四连官兵从喀喇昆仑山发来的祝福，格

外动人。此外，官兵从战术训练场、舰

艇上、战车旁发来实时祝福，军嫂军娃、

百姓群众一声声“你们辛苦了”“节日快

乐”，满屏幕的留言“向人民子弟兵致

敬”……节目通过演兵场连线、分会场

联动、特写式报道等环节，生动呈现建

军节当天各地丰富多彩的庆祝活动及

部队练兵备战的火热现场。这档贯穿

“八一”全天的特别节目，让基层官兵成

为直播的参与者、故事的讲述者，给观

众以强烈的现场感。

迎着天安门广场升旗仪式的第一

缕阳光出发，从漠河到南海，走进多地

军营升旗仪式现场；听解放军第一辆坦

克“功臣号”的故事，全景式看陆军航空

兵飞行表演，第一视角与海军陆战队一

起“乘风破浪”……“央视新闻”直播特

别节目《我们的队伍向太阳》跟《我们的

节日》有着异曲同工之妙，都在突出“战

位+战味”上下功夫。据悉，本场直播全

网总观看量超 5000 万次，相关话题“八

一天安门广场升旗仪式”阅读量达 2.3

亿、“我们的队伍向太阳”阅读量超 2 亿。

风雨征程，军歌始终嘹亮。8 月 1

日，“央视军事”微博推出了《军歌最嘹

亮》建军 95 周年主题“云歌会”新媒体直

播。节目中，主持人与军旅音乐家在演

播室聊军歌、唱军歌，将一首首经典军歌

背后的故事娓娓道来。节目还通过线上

直播展现各基层部队官兵火热的拉歌现

场，让不同战位、不同地域的官兵在建军

节这天共同唱响了《强军有我》《当那一

天来临》《强军战歌》等战斗歌曲，成为一

道亮丽的媒体景观。

二

礼赞热血军魂、抒发奋进豪情，瞄

准军营生活的“现在进行时”，展现人民

军队为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奋

勇前进的豪情壮志，成为总台建军节系

列节目蕴含的共同主题，提升了节目的

思想性和感染力。

8 月 1 日晚间，“八一”特别节目《永

恒的军魂》在央视国防军事频道播出。

这台演出将主会场设在基层部队训练

场，以普通官兵为表现主体，多角度展

现党领导人民军队从胜利走向胜利的

光辉历程，抒发了新时代革命军人荡气

回肠的强军心声。据统计，当天节目收

视份额达 1.39%，在观众中引发热烈反

响。有专家评论：“这是一堂歌唱人民

军队光荣历史的音乐思政课，也是一堂

面向全社会的音乐思政课，有效发挥了

国防教育功能。”观众、网友纷纷表示

“比盛夏更炙热的，永远是中国军人的

热血军魂，建军 95 周年快乐”“谢谢人民

子弟兵”“致敬！中国人民解放军”。

95 年来，人民军队不断壮大，已经

由过去单一军种的军队发展成为诸军

兵种联合的强大军队。“八一”前夕，中

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节目推出 8

集大型系列报道《强军，这十年》。节目

从全军遴选确定有代表性的重大事件

亲历者、参与者和见证人，通过他们的

亲身经历和生动讲述，展示党的十八大

以来人民军队所走过的光辉历程、取得

的重大突破和伟大成就。建军节期间，

央视国防军事频道《国防故事》栏目推

出《特级飞行员》《八一勋章》等节目。

其中，《特级飞行员》把目光投向人民空

军现役的主力歼击机、轰炸机、运输机

等，记录特级飞行员的日常工作和不凡

经历。《八一勋章》聚焦今年荣获“八一

勋章”的 3 位革命军人，展现他们在推进

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中做出的贡献。

“因为是反区操作，要摒弃已经形

成的操纵习惯。这就要求我们在训练

中反复演练、细致准备、模拟流程，把每

个动作细节牢记在心，才能形成新的习

惯、新的肌肉记忆……”这是央视新闻

频道 4 集系列报道《奋斗强军》中的一

幕。有着“海空猎手”称号的特级飞行

员王中元，正在努力完成从驾驭国产新

型三代战机到舰载战斗机的转型。节

目遴选各军兵种尖兵代表，以点带面展

示我军打造精兵劲旅、实战化练兵等令

人热血沸腾的强军实践图景，彰显新时

代革命军人忠诚使命的热血担当。紧

紧围绕“胜战之问”，每集都带着问题开

篇，是这个节目的鲜明特点。通过纪实

拍摄手法，节目在回顾成就的同时，观

照当下、启迪未来，以思想性和观察力

赢得观众好评。

三

创新是文艺的生命。总台庆祝建

军节系列节目，在内容和形式上都力争

体现时代特色，努力打造精品节目。

建军节期间，总台推出的“强军征

途——建军 95 周年 95 小时大直播”，着

力展现 95 年来、特别是近 10 年强军兴

军征程及发展成就。

融媒体时代，以短、平、快为特点的

短 视 频 成 为 重 要 传 播 载 体 和 媒 介 形

式。“八一”期间，各类建军节主题的短

视频纷纷在总台各终端上线。“冰雕连”

“红一连”“杨根思连”……短视频《我们

连的传家宝》中，一个个英雄连队的现

任指导员讲述一件件珍贵文物背后的

光 荣 历 史 ，表 达 英 雄 传 人 传 承 红 色 基

因、争取更大光荣的决心意志。主题短

视频《极限》《力量》展现新时代革命军

人为了使命任务，迎接挑战、突破极限

的热血担当，被中央网信办全网推荐。

这些原创短视频均取材于一线部队，来

源于官兵真实生活，被众多网友点赞、

转发。

军队是人民的军队，国防是全民的

国防。八一建军节，是军人的节日，也

是各地广泛开展双拥共建、普及国防教

育的日子。建军节期间，总台多个频道

安排重播《大决战》《觉醒年代》《太行山

上》《跨过鸭绿江》等红色影视剧；中文

国际频道播出 5 集纪录片《八一南昌起

义》，纪录频道播出 10 集纪录片《抗美援

朝 保家卫国》；少儿频道播出特别节目

《 大 手 牵 小 手 —— 走 进 英 雄 城（南

昌）》……

致敬人民子弟兵，永远相信人民子

弟 兵 ，是 广 大 人 民 的 共 同 心 声 。 据 统

计，截至目前，“央视新闻”微博创建的

“致敬人民子弟兵”话题已有 50 多亿次

阅 读 量 、2400 多 万 次 讨 论 。 为 人 民 抒

怀、发人民心声，才能让节目接地气、让

观众产生共鸣。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建

军节系列节目的实践及引发良好社会

反响，再一次说明了这一道理。

制图：贾国梁

礼赞热血军魂 展现强军风采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庆祝建军95周年系列节目赏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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