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文 化 生 活文 化 生 活２０２３年４月１６日 星期日 责任编辑/袁晓芳

四月的树，如一班出门的人。它们

要去的地方是一个季节，是春天。现在

已入四月，刚刚过清明，花与草的萌发正

在蓄谋之中。看不到满目芳菲，但有隐

藏的春意，天地间充满了秘密。

蒲 河 大 道 两 侧 栽 满 了 树 ，树 都 活

了。这些景观树高矮不一，开花时间不

一，花色叶色也不一样。

桃花刚开，连翘也露出黄骨朵。植

物开花如开会一般秩序井然。我在这条

大路上走，像一个势利的人，专看开放的

桃花。透过光秃秃的树枝往前看，桃花

是暗藏其中的粉色的云，像几十个粉色

的气球被系在树杈上。

近看，桃树枝上缀满花朵。它的枣

红的树枝上无叶，只有花。桃花如同惊

醒在沉寂的、灰暗的北方大地。桃花先

醒了，它比看到它的人还吃惊，大地怎么

如此荒凉？

其实不荒凉。桃花没经历过冬天，

不知道此时的土地已开始复苏。比桃花

先醒来的是河流。它们身上的冰块被春

风卸掉，河水一身轻松，试着流淌。河水

一冬天没流，实话说不怎么会流了。它

先瞭望四周，在水面做一些涟漪，作好准

备。春天的河水如乌黑的柏油路，上面

漂着风吹不动的枯叶。

桃花惊讶地看望周遭，它们衣领开

得太大，雪白的领子在寒气里扎眼。草

绿了三分之一，大部分还不敢绿，在等什

么呢？桃花不像连翘那样齐刷刷地开

放，展露大小如一的金黄叶片。

桃花的花朵或开、或半开，还有蓓蕾

包在粉红的头巾里。枝上的一串花，如

同画家点染，用墨有浓有淡，烘托参差的

意态。桃花亦浓亦淡，欲开似合，与春天

的节奏合拍。

风 不 妨 大 一 些 或 小 一 些 ，也 可 无

风 ，让 柳 条 不 知 往 哪 个 方 向 摆 动 。 如

果春天愿意，可以先下一场雨，洗刷看

不 清 纹 理 的 石 头 ，洗 刷 看 不 清 白 云 的

天 空 。 然 后 下 一 场 薄 薄 的 雪 ，厚 一 点

也无妨。

雪花卧在干净的草地里，睡一觉，睡

醒了看看月亮到底是黄还是白。春天过

后，春风起，把雪刮到树下或高坡上，使

之均匀。你以为春天在干嘛？在玩。从

古到今，春天一直在玩，玩一个春季后，

再潜入夏季休息。

四月里有树木出门，它们互相打量

谁带了哪些东西。连翘手上、胳膊上全

是花瓣，穿上了出门才穿的花衣。柳树

在枝上攥紧了拳头，掰也掰不开。再过

几天，那些拳头松开了，柳叶的芽假装是

花，一瓣一瓣地露出尖头。开着开着，柳

树就露了馅，花朵变成树叶，如一片绿唇

飞吻天下。

树们要去的地方是四月，它们带领

大地返青。树们走在路的边上，如羞涩

的农妇，不好意思在大马路中间行走。

这些农妇脚踩在松软的土里，枝桠搭在

前后旅伴的肩膀上。

在四月，轻淡的云飘在树的头顶，云

不想比树的步伐更快。云可以随时分成

两片或六片，飘在一片片树林的头顶。

桃花站在大地上开放，已无须走动看风

景，它就是风景。大队的树绕开桃树，不

妨碍它探出的水袖。桃花的枝像戏曲人

物 那 样 向 虚 空 伸 出 手 指 ，欲 摘 其 它 的

花。桃树身穿枣红色的缎子轻衫，其它

的树都没有。

桃树手抓一把蓓蕾散出去，被风吹

回，或浓或淡挂在枝头。这就是腕儿，科

班出身，懂得表演的程式。倘若桃花身

边有胡琴、月琴和梆笛，奏一曲昆曲的曲

牌，它的身段比现在还要绰约迷离。

大地返青之前泥土先返黑。雨水和

雪水挤进土的被窝，让它苏醒。草叶慢

慢 变 青 ，每 天 绿 十 分 之 一 ，这 样 不 累 。

绿，不是什么难事。对草来说，没有比

“绿”更容易的事情了。难就难在安排枯

草的离退工作。

四月末，你看到大地一片青葱，地上

无一叶枯草。枯草去了哪里？你想没想

过这个事？这是很大一个工程，是谁把

枯 草 一 根 一 根 拣 走 ，运 到 一 个 地 方 掩

埋？

枯草被青草吞噬了。在新鲜的草地

上看不见一根枯草。这是大自然无数秘

密中的一项。大地不会丢弃自己的子

孙，不会因为它们是草、因为干枯就抛弃

它们。枯草在盛青到来时已经整齐去了

一个很好很干净的地方。

树在行走中遇到雨和风，它们打开

叶子。它们身后跟着看不到尽头的青

草，头顶环绕着叽叽喳喳的鸟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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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文共赏

“兄弟们，快看，咱们合唱的视频在

公众号上发出来了！”武警安徽总队合肥

支队某执勤中队新兵徐晓琦兴奋地把视

频发给战友和家人们。

视频中，作为合唱团指挥的徐晓琦

和战友们一起用雄浑铿锵的男声合唱了

歌曲《强军有我》，“请党放心，强军有我，

这是青春的誓言、爱的承诺……”

“其实，我们合唱团的大部分人都是

零基础。这么短的时间能取得这样的效

果，连我们自己都觉得不可思议。”徐晓

琦坦言。

当得知上级将在中队组织合唱团以

丰富基层文化生活时，毕业于音乐表演

专业的徐晓琦感觉有了发挥特长的舞

台，便第一个报了名。随后，他便以过硬

的素质被委以重任，成为合唱团的指挥。

虽然在学校时接受过系统的专业学

习，但要帮带音乐基础薄弱的战友，徐晓

琦仍觉得有些压力。平时，战友们唱歌

很多时候是靠“吼”，要发挥合唱的音乐

效果着实不易。正在他犯愁之际，武警

部队男声合唱团指导组来到中队，开展

群众性文化活动合唱帮带辅导。

指 导 组 的 3 位 专 业 老 师 从 乐 理 基

础、发声技巧、动作队形教起，并针对徐

晓琦个人的指挥进行了专训。“每次指挥

排练完，我已经有些疲惫了，但看到老师

们还在利用休息时间纠正大家出现的问

题，我不敢有丝毫懈怠。”徐晓琦说，他不

仅从老师们身上学习了指挥合唱的知

识，更学到了认真负责、精益求精的精

神。

排练过程中，有时会出现合唱与指

挥脱节、队员合唱状态不一致等问题，老

师告诉大家，均衡的合唱源于合唱团各

声部之间在声音上的相互支撑，这就和

战友间的相处之道是一样的。

随着排练的深入，大家渐入佳境。

徐晓琦逐渐找到了与战友们同频共振的

契合点。“大家一起充满激情地投入训

练，不达到理想状态不罢休的劲头鼓舞

了我。”

很快，检验成果的日子到了。徐晓

琦和战友们神采奕奕地走上舞台。伴着

音乐，徐晓琦自信地扬起手臂，指挥战友

们唱响心中的歌……合唱结束，全场爆

发出热烈的掌声。

唱响心中的歌
■张道强 梁敏响

今天我出镜

由国防大学军事文化学院原创的

军旅话剧《向前向前向前》，取材自音乐

家郑律成的人生经历，讲述了他受中国

革命精神感召奔赴延安，创作出《延安

颂》《八路军进行曲》等恢弘名作的传奇

故事。该剧内容横跨数十年的时间长

度，以人物故事为切入点，生动讲述军

歌背后的故事。

该剧是该院 2021 届军旅戏剧影视

表演专业硕士研究生的毕业剧目。后

来，这部剧还作为该院第二届军事文化

节开幕式展演剧目，受到官兵好评。

一

在创作排演这部话剧的过程中，有

3 个问题一直伴随着创作团队：人物的

选取、情节的设置以及舞台的运用。

2021 届军旅戏剧影视表演专业硕

士研究生有 3 位女生和 2 位男生，因此

需要集中选取 4 位对于郑律成的人生有

重要推动作用的人物，来构思这部话剧

的结构。郑律成的一生光辉灿烂，追求

理想的足迹遍布各地，如何在尊重历史

真实的基础上，合理引入艺术的虚构，

凝练成 5 个人物角色，是创作团队面临

的首要问题。

关于剧中角色，创作团队首先确定

了郑律成及他的爱人丁雪松。他们的相

遇相知，对于郑律成坚定追求革命理想，

起着关键的推动作用。丁雪松在郑律成

选择奔赴延安后出场。两人同游宝塔

山，从较劲到认同，再到相爱，在相处和

交流中，彼此表明了崇高的革命理想。

其次，确定了郑律成和丁雪松的女儿郑

小提。1950 年，郑小提跟随父母回到北

京后，一直在原总政歌舞团从事歌曲创

作 工 作 ，传 承 延 续 着 军 事 文 艺 的 光 和

热。郑小提本人在剧目创排阶段也多次

给予创作团队帮助和指导，令教员和学

员们有机会更近距离地了解郑律成和那

段革命岁月。最后，创作团队确定了走

完长征全程的朝鲜同志武亭，以及一位

虚构的人物、“发小”敏贞。在这两位朝

鲜友人的身上，寄予了郑律成在幼年、青

年时期对家乡的眷恋并讲述郑律成奔赴

延安的客观原因。剧中 4 个人物按照时

间顺序依次出场：对郑律成抱有深厚感

情的“发小”敏贞、拥有美好品格的爱人

丁雪松、在异乡再次相逢的好大哥武亭，

以及在第二时空出现的、在歌曲创作道

路上遇到困难的女儿郑小提。

二

全剧故事通过第一时空的“主线”

和第二时空的“副线”展开，围绕 5 个主

要人物设置戏剧情境。郑律成来到延

安前，曾在上海参加朝鲜人的抗日组织

“义烈团”。创作团队设置了一家米肠

店，作为“义烈团”青年们掩藏的场所。

地下工作的神秘、特务们盘踞街头的状

态、郑律成当时境况的不安以及他对光

明未来的渴望，在这一部分得以展现。

后来，郑律成在革命理想的感召下

来到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巍巍的宝塔

山、奔流的母亲河，深深打动着他。丁

雪松对他说：“延安是可以创立将来和

事业的地方……全中国的青年都朝这

儿来，想要解放和独立，必须紧紧跟到

这里来！”在鲁艺的学习和生活，令郑律

成灵感迸发，也让他心中革命理想的火

花越烧越旺。最后，他同丁雪松离别，

要求到太行山去、到作战一线去。临行

前，他将《八路军进行曲》的曲谱交给了

丁雪松，嘱托她教给战士们。

第二时空的“副线”是郑小提的故

事。郑小提在录音时始终认为，自己对

父亲作品的演绎存在缺陷。在歌舞团

丁导的陪伴下，她重新回到延安，来到

了父母曾追求理想的地方。郑小提的

故事相对独立，创作团队加入了一些较

为轻松的情节。

三

在演出中，创作团队试图打破以往

剧目延续的“镜框式”舞台，力求呈现一

种新的观演效果。于是，把舞台的三面

都朝向观众，在台侧摆放了座位。观众

可以选择坐在舞台两侧，更近距离地观

看演出。舞台在维度上的拓展带来了

观演关系的转变，也对舞美设计和演员

表演提出更高要求。这意味着，演出全

程没有“死角”，一直要接受观众来自各

种角度的注视。剧中，演员有时在台侧

的观众之间穿行，甚至还有一些情节，

如叫卖、躲藏等，需要依托观众展开。

许多情节，如丁雪松带领郑律成爬山看

景的路线、丁导骑自行车载郑小提回家

的轨迹等，都依靠舞台无限的假定性而

展开。在最后的演出中，这样的设计大

大增强了观众的参与感。

另外，该剧很少使用具体的真实道

具。创作团队在舞台上方制作了很多

滑轨，在第一场表现上海街头特务盘踞

的戏时，特务们将麻袋挂在滑轨垂着的

钩子上，以示某次“接头”任务完成。麻

袋 ，这 一 重 要 道 具 的 使 用 贯 穿 该 剧 始

终。它象征着许多元素，如米肠店的货

物、宝塔山的树林、郑律成心中无数的

思绪等。通过对麻袋的推、扔、拉等动

作，以表达人物的内心情感和展现故事

情节。

“ 向 前 ，向 前 ，向 前 ！ 我 们 的 队 伍

向太阳，脚踏着祖国的大地，背负着民

族 的 希 望 ，我 们 是 一 支 不 可 战 胜 的 力

量……”该剧的成功创演说明，新时代

的军队文艺工作者对军队文艺工作的

热 爱 始 终 不 变 。 面 对 新 的 使 命 任 务 ，

唯有沿着前辈们走过的路，继续向前。

左上图：军旅话剧《向前向前向前》

剧照。 作者提供

军旅话剧《向前向前向前》——

讲述军歌背后的故事
■杨 宏 胡智媛

军事文艺创作谈

“军营大舞台，有才你就来。欢迎

战友们收看‘军营喜剧人’……”近日，

在高原驻训的陆军第 77 集团军某旅，为

丰富官兵业余文化生活，组织开展了别

开生面的“军营喜剧人”大赛，受到官兵

欢迎。

比赛中，首先登场的是官兵自编自

导自演的哑剧《理发师》。节目讲述了

战士们在高原驻训地，克服生活困难、

学习理发的种种趣事。两名参演战友

不用台词，仅凭夸张的肢体语言和生动

诙谐的表情演绎剧情，以新鲜的表达和

欢快的节奏，引得全场笑声、掌声不断。

由 于 该 旅 驻 训 地 风 沙 肆 虐 ，官 兵

训 练 强 度 高 ，平 日 里 总 有 泥 沙 藏 在 官

兵的发根周围。两名哑剧演员在理发

前 洗 完 头 发 现 ，污 浊 的 水 和 脱 落 的 头

发堵塞了洗脸池的排水口。这一真实

生 动 的 细 节 引 发 战 友 们 的 共 鸣 ，也 引

来大家开怀大笑。

“让人觉得贴切真实、有共鸣，才是

好作品。”节目的导演张勇说，不管节目

创意或表现手法有多么夸张，最终想表

达的主题还是我们的军营生活。

除哑剧《理发师》外，《真情三十秒》

《看我七十二变》等 10 余个各具特色的

节目，也生动反映了官兵的训练生活，

许多表演笑中有泪，引人深思。

《真情三十秒》节目讲述了发生在

炊事班的动人故事。节目中，在母亲节

来临之际，炊事员们上山去寻找手机信

号，几个人一部手机，每人利用仅有的

30 秒向母亲表达祝福。这个感人的情

节正是源自炊事班战友的真实生活。

“平时的苦和累想要对家人诉说，

可真要说的时候却张不开口……”一次

谈心，听了上等兵张鑫的倾诉，炊事班

班长张金雷萌生了要把这幕生活写照

搬上舞台、用话剧演绎出来的想法。班

里的战士们虽然年龄比较小，但有苦不

言苦的精神让他感动。《真情三十秒》将

战士们在艰苦环境中不怕吃苦、勇于担

当的精神展现得淋漓尽致，也表达了边

防军人对远方亲人的思念之情。

为了让全体官兵都能看到节目，这

次比赛还利用新媒体和视频连线等形

式，给各个点位的战友们送去欢乐。

左上图：炊事班班长张金雷（右二）

带领全班在“军营喜剧人”舞台上演绎

《真情三十秒》。

牛誉晓摄

欢乐火花点亮驻训生活
■韩雄邑 李国强

活力军营

这是一幅利用无人机拍

摄的作品。烈日下，官兵正

在进行刺杀操训练。作者转

换视角，巧妙地将战士们的

“影子”作为拍摄主体。兵影

“反客为主”，仿佛有了生命

力，增添了作品的新奇感和

生动性。

（点评：武泓宇）

兵 影
■摄影 周凯威

阅 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