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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没想到，有一天我也能站到舞台

中央，成为战友们鼓掌点赞的主角。

前不久的一个周末，为缓解紧张的

训练压力，旅里在海训场组织了一场沙

滩晚会。我所在的营健身小队，有幸被

上级赋予表演任务，给战友们来了个劲

爆的“肌肉秀”。舞台上，充满力量感的

表演，赢得台下战友们的热烈掌声。

然而，原先的我根本不会和“健身”

搭上边，更不可能成为大家眼中的“型

男”。入伍前，我就是朋友们眼中的“小

胖”，平时不仅饭量大，而且不爱运动，是

偏胖体形。经过新兵连的磨练和下连后

战友们的帮助，我的体重才逐渐减下来。

可是好景不长，随着各项考核都达

到合格，有的课目达到良好水平，我便

渐渐放松了自我要求，饭量增了，运动

少了，小肚腩又一点点长起来。

班里的战友发现了我的松懈，纷纷

善意地提醒：“你这样下去可不行，有空

还得给自己加加练，周末多去健健身。”

但我打心眼里对健身“不感冒”，给自己

找起了理由：“平时训练很辛苦，周末难

得休息一下。”

改变出现在我转军士后的第一次休

假。回到老家，儿时的玩伴们得知我从部

队回来了，一起来找我玩。刚一见面，大

家就把我围在中间，有的上下打量，有的

捏捏我的胳膊、拍拍我的肚子，试图从我

身上找到点部队的“印记”。“小胖，你这当

了两年兵，怎么也没见有啥变化呀？部队

的战士不都个个精壮如钢吗？”

说者无心，听者有意。虽然知道大

家是在开玩笑，但我却深受触动：“我这是

给军人丢脸了！”归队后的第一个周末，我

走出宿舍在营区里散步。经过营里自主

建设的文化活动站时，我看到：阅览室里，

不少战友捧着书正安静地埋头阅读；音乐

房内，“战神”乐队已经开始排练新的曲

目；主干道上，轮滑俱乐部的队员们在练

习刚学的动作……原来，很多战友的空

闲时间都安排得这样丰富充实。

我下定决心听从战友们给我的建

议，脚步坚定地走进了健身房。这是一

处营里新改建的场馆，设备新、功能全，

是充分征求官兵建议后打造的，丝毫不

比地方的健身馆差。看着健身房内运

动的战友，我也学着他们的样子跟着练

起来。

起初，我只会借助哑铃进行简单的

力 量 练 习 ，虽 然 上 手 快 ，但 效 果 不 明

显。在向战友们取经后，我把卧推架、

倒蹬机、运动自行车这类有挑战的器材

加入了健身计划，每天工作任务结束后

都要到健身房加练个几十分钟，周末假

日也要去健身房打卡一两个小时。

不到三个月，我发现不仅小肚腩慢

慢下去了，身上的肌肉长起来，脸上也有

了棱角。看到我的变化，战友们都为我

感到高兴。班长还提议每月举办一次

“肌肉秀”，既给班里其他战友一些压力，

也为我观测健身效果提供参照系。结

果，在班里举办的第一届“肌肉秀”中，我

竟被大家一致推举为“肌肉新秀”。

有时，即使是微乎其微的提高也能

带给人很大鼓励。听着身边战友的赞

许，看着身上逐渐清晰的肌肉线条，我

越来越喜欢上了健身。班长也不断鼓

励我：“凡事贵在坚持，没有随随便便的

成功。只有坚持不懈努力，才能最终看

到不一样的风景。”

现在，连我自己都不敢相信，曾经

那个讨厌运动且热衷于刷视频、玩游戏

的胖墩，竟也能成为周末泡在健身房的

“健身达人”。我心里一直在想，等下次

休假，终于可以挺直腰杆对朋友们说：

“看，我练出了战士的样子！”

人们都说，人的快乐分两种，一种

是短暂浅显的快乐，可以通过外部的感

官刺激获得；另一种是持久深刻的快

乐，主要通过长时间的学习锻炼、持续

的自我提升获得。回望自己的健身之

路，我深刻明白了这个道理。

“你们不仅要自己练，还得带动更

多的战友一起练。”如今，营里专门成立

了健身俱乐部，教导员又给我们这些爱

健身的战友赋予了新任务，任命我们为

健身教练，为前来健身的新队员讲解方

法和心得。

战友们，人们常说，身体和思想总要

有一个在路上。欢迎大家加入我们的“健

身俱乐部”，在酣畅淋漓的运动塑形中，一

起享受健康又充满乐趣的周末时光。

（徐水桃整理）

爱上周末健身房
■第 83 集团军某旅下士 袁 豪

周日早上，看着晨曦在清晨的水雾

中产生的丁达尔效应，无形的光在这一

刻仿佛变得有形。我立刻跑回宿舍拿

出相机，将此时的光影定格下来。

军校毕业后，我用第一个月的工资

买了这部相机。它是陪伴我度过周末

时光的“挚友”。有趣的是，刚和它成为

伙伴时，还闹了不少笑话。

有了新相机，身边的战友们便自然

而然地成为我的“模特”。一个周末，我

正在拍风景，列兵史龙盛突然找到我，

“排长，能不能帮我们班拍两张照片？”

原来，班长唐庆文今年要退伍了，班里

的战友们想和唐班长拍组纪念照。我

当时拿到新相机的兴奋劲正浓，对他的

要求自然满口答应，指挥他们摆出各种

造型拍照。

晚 上 ，当 我 整 理 照 片 时 却 傻 了

眼。“这拍的都是什么呀？这张拍的时

候手抖，画面虚了。这一张人怎么是

半张脸……”照片倒是拍了不少，但能

用的没有几张。当史龙盛看过我千挑

万选的照片后，表情从期待变得复杂，

小 声 地 问 我 ：“ 排 长 ，还 有 别 的 照 片

吗 ？”听 着 他 的 话 ，我 实 在 有 些 窘 迫 。

我这才觉得，摄影并不是简单地按下

快门就行。

于 是 ，我 去 请 教 单 位 的 摄 影“ 大

咖”。软磨硬泡下，我终于得到他传授

的“独门秘籍”——拍花。“大咖”告诉

我，花虽不会变换颜色，也不会改变姿

态，但在摄影师的取景器里，一朵花便

是满园春色。光圈下，它可以成为世界

的主角；快门中，它是时间和光的过客；

曝光里，它是黑暗之中的亮点。我对

“大咖”的话似懂非懂、依然云里雾里，

但既然是“秘籍”，那我就认真照做。于

是，一人、一机、一花，初学摄影的我便

成为连队周末独特的风景。

每到周末休息时，我便潜心研究快

门、光圈和感光度的“三角关系”。从路

边的牵牛花到花坛里的蔷薇，从寒冬的

腊梅到深秋的雏菊，有花的地方便能看

到我手拿相机，像个狙击手一般通过取

景器向花朵“瞄准”。

清晨，露珠凝聚在花瓣上，等待第

一缕阳光在花间绽放；傍晚，在嘹亮歌

声中，静候晚霞披挂在训练归来的战友

身上……我从“看花是花”，只会按动快

门将景色记录下来的摄影“小白”，到慢

慢成长为“看花不是花”，懂得利用光与

影赋予照片故事的业余“摄影师”。

在一次次对焦和按下快门中，我

抓拍了许多战友们欢乐、难忘、感人的

瞬间。闲暇时，我把拍摄的照片制作

成“表情包”，为战友们周末“斗图”增

添欢乐；新兵下连，我用相机记录他们

军旅的成长。连队的“笑脸墙”上，也

经常能见到我的“杰作”。当战友们看

到照片情不自禁露出笑容时，我的内

心是温暖的。他们的幸福，在这一刻

也是我的幸福。

这个周末，我又拿着相机出去采

风。已经是上等兵的史龙盛叫住我：“排

长，今年我要退伍了，帮我和战友们再拍

两张照片吧！”欢乐、严肃、创意，在各种风

格与造型的照片里，是我用心为他们记录

的人生中宝贵的军旅记忆。当天晚上，史

龙盛来看照片时，表情从期待变成了惊

喜：“排长，我平时咋没发现自己这么帅！

这些照片，我要带回去给家里人看看。”

通过摄影，我不断发现军旅生活中

属于军人独有的美。西北大漠集群空

降的壮阔，雪域高原千里奔袭的瑰丽，

云贵密林深夜机动的艰险……军旅路

上，几多壮丽几多情。现在，每到周末

我依然会背上相机，继续用镜头定格战

友们的快乐时光，用光影记录军营的美

好生活。

（陈贵平整理）

用光影记录绿色军营
■空降兵某旅排长 童俊鑫

有人说，人与人之间的差距在于如何利用业余时间。有的人让时光白
白流走，有的人不忘利用空闲时间努力提升自己。

在节奏紧张的工作任务之余，许多战友充分利用周末时光放松身心、
缓解压力，不仅将业余文化生活安排得多姿多彩，而且发展了一技之长、丰
富了内心世界、收获了精神成长。战友们，你是如何度过周末时光的？本
版推出新栏目“我的周末时光”，欢迎大家分享。

——编 者

我的周末时光

自 2021 年 8 月出国至今，中国第九

批赴马里维和工兵分队官兵已经在岗

位上坚守了 300 多个日夜。对于远离祖

国亲人的维和官兵来说，除了每天完成

好 各 项 任 务 ，大 家 在 维 和 营 的 日 常 生

活，也同样多姿多彩。

“Have you ever been to China?

（你 去 过 中 国 吗）”“I appreciate your

kindness！（谢谢你的好意）”……这样的

英语对话，在联马团加奥营地中国工兵

分队的“英语角”经常能听到。

“英语角”并没有固定的地方。在

清晨营区绿荫环绕的干道旁，在傍晚落

日夕照的岗楼内，在防空掩体旁的防卫

沙箱处……用维和官兵的话说，只要能

听到、用到英语的地方就是“英语角”。

大 家 学 习 英 语 的 热 情 很 高 ，不 少

官 兵 的 身 上 都 带 有 一 本《维 和 英 语 三

百 句》的 小 册 子 ，一 有 空 就 掏 出 来 读

几 句 ，官 兵 之 间 日 常 聊 天 也 不 时 来 上

一 小 段 。 而 那 些 外 语 说 得 溜 的 外 事

翻 译 ，则 成 了 官 兵 眼 中 的“ 老 师 ”，大

家 总 喜 欢 没 话 找 话 和“ 老 师 ”们 聊 上

几句。

“维和任务需要我们不断提高国际

化意识，增强做一名新时代‘中国蓝盔’

的责任感。”工程机械操作手翟泽伟道

出了官兵学习英语的动力所在，“我们

讲好外语，能让当地民众更多地了解真

实、全面的中国，更好地认识坚守正义、

热爱和平的中国军队。”

这 天 下 午 ，执 行 完 警 戒 护 卫 任 务

的警卫中队班长肖丙迎，带着从“和平

蓝书社”借阅的新书，直奔餐厅找了个

角 落 阅 读 起 来 。 他 说 ，虽 然 每 天 外 出

执 行 任 务 紧 张 忙 碌 ，但 回 来 后 只 要 捧

上 一 本 自 己 喜 爱 的 书 ，那 种 乐 趣 顿 时

缓解了疲劳。

“这里 3400 多册藏书大都是近年出

版的新书，涵盖哲学、文学、历史、人物

传记等多个方面。”下士彭旺承一边为

官兵办理借书手续，一边向笔者介绍书

社的情况。“和平蓝书社”里不仅有书，

图书架对面一台连接着 120 英寸 LED

屏 幕 的 电 脑 里 ，还 存 储 着 海 量 视 频 资

料。“强军一席话”以及非洲、马里人文

历史介绍，还有《联合国宪章》等学习素

材十分丰富。

“和平的希望，花儿一样，在西非的

大地上绽放……”今年八一建军节前的

一天傍晚，工兵分队营区内，一场活力

四射的歌会拉开帷幕，动人的歌声与热

烈的掌声此起彼伏。

翻 译 官 韩 峰 的 开 场 歌 曲《蓝 盔 之

恋》，瞬间点燃现场的热烈气氛，台下官

兵不约而同地挥舞着荧光棒跟着音乐

节奏一同唱起来。“中国红”辉映“和平

蓝”，歌声飘荡在维和营。

在 欢 乐 祥 和 的 气 氛 中 ，应 邀 观 看

歌 会 的 联 马 团 东 战 区 官 员 和 外 军 指

挥 官 ，与 中 国 维 和 官 兵 一 起 透 过 视 频

画 面 ，回 顾 了 在 马 里 维 和 的 时 光 。 分

队长安少永介绍说：“举办这次歌会，

不 仅 可 以 激 励 官 兵 斗 志 ，同 时 打 开 了

外 国 友 人 了 解 中 国 军 队 的 窗 口 ，展 示

了 中 国 军 队 的 和 平 形 象 ，也 为 我 们 更

好 地 完 成 维 和 任 务 提 供 了 精 神 动

力。”

舞 台 上《当 兵 的 男 儿 走 四 方》《祖

国不会忘记》《红旗飘飘》等一首首铿

锵 奋 进 的 军 歌 被 演 绎 得 荡 气 回 肠 ，台

下 的 维 和 官 兵 个 个 精 神 抖 擞 、情 绪 高

昂 。“ 军 人 ，为 奉 献 而 生 ，因 奉 献 而 可

爱 ；军 人 ，为 和 平 而 生 ，因 和 平 而 伟

岸 。 对 军 人 而 言 ，最 好 的 节 日 礼 物 就

是和平永驻、世界安宁。”歌会接近尾

声时，4 名战士的配乐诗朗诵，道出了

维和官兵的心声。

雷厉风行的中国速度、精益求精的

中国标准、敢打硬仗的中国作风……从

言谈举止到能力素质，中国维和官兵通

过点点滴滴的细节，在国际舞台塑造着

中国军人的良好形象，把火热的青春光

彩，挥洒在这片西非大地。

在西非挥洒青春光彩
■邵绪昌 王宏阳

报告文学作为一种真实记录和反

映典型的人物、事件或社会现象的文学

轻骑兵，在当代各类文学体裁中，地位

举足轻重。尤其是在文学期刊和报纸

的 文 艺 副 刊 中 ，报 告 文 学 占 有 很 大 比

重 。 然 而 ，报 告 文 学 要 真 正 让 读 者 喜

爱，还必须在生动性上多下功夫。结合

自己的采写实践和一些名家的成功经

验，笔者简单谈谈如何把报告文学写得

生动。

选择精彩的故事。大凡叙事性的

文学作品，都离不开讲故事。善于讲故

事，是报告文学作者的一项基本功。许

多作者在动笔撰写报告文学之前，都收

集了不少素材，关键是要选择其中最精

彩的故事，才能取得以一当十的效果。

魏巍写报告文学《谁是最可爱的人》之

前，在朝鲜战场上采撷了几十个故事，

经过反复比较斟酌，最终只选择了最有

代表性和说服力的松骨峰战斗等几个

典型战例。故事选择有时是一个痛苦

的过程，因为作者觉得好不容易采访得

来 的 故 事 ，舍 弃 哪 一 个 都 很 可 惜 。 但

是，任何作品都有篇幅限制，必须忍痛

割爱。我撰写中篇报告文学《在沉浮的

国土上》之前，在潜艇上生活了 3 个多

月，收集了许多故事，最终也只选择了

那些最具潜艇兵特色、给人耳目一新的

故事。

挖掘生动的细节。细节，是作品的

血肉，往往决定了报告文学的可读性。

我们看过一部电影后，时间久了可能连

片名都忘了，但其中某个生动细节会终

生难忘。优秀的报告文学作品，离不开

生动细节的描写。那么，报告文学中的

那些生动细节从哪里来？关键靠作者

的采访。在采访过程中，作者要调动所

有的感官，捕捉与报道主题相关的精彩

细节，包括人物的对话、表情、动作、服

饰等。有些被采访者也许不善言辞，这

就需要采访者通过“问”的功夫从其口

中“挖出来”，或者通过眼睛来仔细观

察。为撰写反映南水北调中线工程丹

江 口 库 区 大 移 民 的 报 告 文 学 ，2010 年

夏，我随作家采访团来到河南淅川县采

访。为真实记录移民们离开家园时的

场景、思绪、情感，我于午夜 1 点赶到他

们的集中出发地，与不同年龄、身份的

移民交谈，仔细观察他们的表情，体会

他们当时的心情，后来写出了中篇报告

文学《和谐移民的壮歌》。这篇作品里

面的许多细节给读者留下了深刻印象。

设计新颖的结构。文似看山不喜

平。一篇报告文学作品要引人入胜，不

能不重视作品的结构，注意材料的安排

和布局，不能平铺直叙，要给人以跌宕

起伏的感觉。报告文学的结构与其篇

幅紧密相关。一般来说，10 万字以上的

为长篇报告文学，2 万字以上、10 万字以

下的为中篇报告文学，2 万字以下的为

短篇报告文学。长篇和中篇报告文学

作品，由于素材很丰富，一般采取纵横

交错的网式结构；短篇报告文学作品，

往往采取以时间顺序安排素材的纵式

结构或以逻辑顺序安排素材的横式结

构。篇幅越短的报告文学作品，在结构

上越要讲究，可变换使用顺序、倒叙、插

叙手法，还可采取电影蒙太奇手法，不

断创新。2008 年汶川大地震发生后，我

采写的短篇报告文学《一个超极限生命

的追问》，反映被埋地震废墟中 178 小时

22 分钟的映秀湾发电总厂马元江被救

援的经过。在这篇作品的结构上，我就

采取了倒叙的方式，突出救人现场的紧

迫感，增强了文章的节奏感。

运用鲜活的语言。语言，是所有文

字作品的外衣。常言说：人靠衣装，佛

靠金装。语言是否鲜活精彩，往往决定

了一篇报告文学作品的文学品位。历

史上那些能够流芳百世的文学作品，没

有 一 篇 不 是 在 语 言 上 下 过 硬 功 夫 的 。

从《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

记》四大文学名著到一些精短散文，其

语言读来如饮甘醴，余味无穷。报告文

学作品作为反映时代风貌的作品，同样

必须在语言上下功夫。它不能像会议

材料那样枯燥，也不能像新闻报道那样

直白，要洋溢文采。像徐迟的报告文学

作品《哥德巴赫猜想》，在语言上就很有

讲究。要在报告文学中注入鲜活的语

言，关键靠作者平时的阅读积累，多向

生活学习，多吸收新生事物，形成自己

独特的语言风格。

依靠真实的力量。报告文学与小

说不一样，它既要在形式上追求文学属

性，又要在内容上追求完全的真实。它

连 一 个 细 节 都 不 能 虚 构 ，否 则 就 是 失

实。也许有的作者认为，如果报告文学

里不编造点生动的细节与故事，作品就

吸引不了读者。其实这是误解，真实的

内容才最能打动人。只要采访的功夫

到家，作者获取的素材的生动程度会远

比 自 己 闭 门 造 车 想 象 出 来 的 生 动 。

2017 年，我在新疆塔斯提边防连小白杨

哨所采访，了解到班长王克怀许多鲜为

人知的事迹，撰写了短篇报告文学作品

《一棵小白杨》被《人民日报》“大地”副

刊 刊 用 。 2018 年 ，我 的 报 告 文 学 作 品

《珠峰卫士》，讲述西藏某边防连官兵在

雪山边界巡逻的真实感人故事，也受到

不少读者的肯定。

追求思想的含量。报告文学最重

要 的 价 值 ，在 于 能 够 给 人 思 想 上 的 收

获。一部报告文学作品有没有深度，就

看其有没有思想含量。尤其是一些反

映问题的报告文学作品，更加要求凸显

其 思 想 性 。 这 方 面 ，我 也 有 深 刻 的 体

会。当年，有位北京大妈带着 5 岁的小

孙子起大早乘公共汽车去动物园，途中

钱包被小偷夹住了。就在此时，坐在后

排的北京卫戍区某部战士赵增强冲上

前去，一把抓住了小偷的手。但大妈看

到小偷的同伙拿着一把尖刀正对着自

己 孙 子 的 脸 ，忙 声 称 这 个 钱 包 不 是 她

的。于是，小偷与同伙把身穿军装的赵

增强打了一顿，并由此引发出一连串曲

折离奇的故事。围绕“做好事没好报，

值不值”这个问题，我从哲学和社会学

的角度加以叙述和分析，撰写了短篇报

告文学《今生无悔》，参加了中国报告文

学学会 2005 年举行的全国短篇报告文

学大赛。最终，这篇作品因其思想的生

动性打动了评委，获得一等奖。

抒发真挚的情感。唐代文学家白

居易在《与元九书》一文中说：“感人心

者，莫先乎情。”意思是说，文章最能够

打动人心的是情感。报告文学作品要

写得生动，必须倾注作者的真情。这一

点，已经被那些优秀报告文学作品一再

证明。原北京军区被中央军委授予“排

雷英雄”荣誉称号的尤建华，在部队多

次 荣 立 军 功 ，转 业 后 被 分 配 到 公 安 部

门，因工作出色，又被公安部授予“全国

优秀人民警察”荣誉称号，但他在 50 岁

时不幸因公殉职。我采写了中篇报告

文学《英雄尤建华》，全文采用第二人称

的写作手法，就像一个生者在死者墓前

对他一生的倾诉，打动了许多读者。

报告文学如何写得生动
■朱金平

文 学 课

这 幅 作 品 拍 摄

的 是 陆 军 某 部 利 用

训 练 间 隙 开 展 趣 味

活 动 的 情 景 。 在 班

长 杨 旦 珠（左 一）的

带领下，战士们玩起

“过盔拿枪”小游戏，

以 缓 解 训 练 中 的 紧

张 情 绪 。 拍 摄 者 采

用长焦镜头、大光圈

记录下官兵的轻松一

刻。作品中的人物表

情自然生动，从一个

侧面反映了团结友爱

的战友情。

轻松一刻
■摄影 周裕斌

阅 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