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炮兵某旅紧紧围绕营造强军兴

军文化氛围，持续开展强军战歌歌咏活

动，不仅丰富了官兵业余文化生活，而且

陶冶了官兵情操，凝聚了军心士气，促进

了旅队全面建设和军事训练一级旅达标

考核等任务的圆满完成。

为把本单位的节目搞出亮点和特色，

该旅各单位政治主官集思广益找点子、绞

尽脑汁想办法。发射勤务营教导员付志

强结合单位特色，在比赛节目中

穿插了警卫官兵匕首操和武术

表演，让台下官兵眼前一亮，赢

得了一片叫好声；通信营官兵结

合单位实际，编排的《导弹女兵》

歌伴舞表演，充分展示了新时期

女兵英姿飒爽的形象；修理营官

兵自编自导的舞蹈《绝不掉队》，

引发了现场官兵共鸣；发射一营

官兵现场模拟的《发射就在今

夜》场景，让官兵犹如身临其境，

重新回到了塞外戈壁忙而不乱、

紧张操作的发射场……

为把官兵培养成有灵魂、

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四

有”新一代革命军人，该旅大力

弘扬火箭兵精神，并按照基层

分队驻守区域和编制序列，把

所 属 官 兵 组 成 17 个 合 唱 代 表

队 ，让 大 家 全 员 参 与 、共 同 演

绎，起到了激发练兵热情、提振

部队士气的作用。驻扎深山的

基层偏远分队信息闭塞、交通

不便，官兵远离闹市喧嚣，常年

与大山为伍、与寂寞为伴。为

强化偏远分队官兵打仗思想，

该旅党委要求基层官兵把《强军战歌》唱

起来，大型集会对各单位拉歌情况进行

讲评，进一步提高官兵“比学赶超”意识。

学在平时，唱在平时。该旅还通过

指定时间组织唱、重大集会拉歌唱、因地

制宜选择唱、歌咏活动大家唱等形式，把

学唱《强军战歌》作为官兵工作生活中的

经常性内容，将《强军战歌》的学唱与教

育训练、工作学习相结合，充分利用训练

间隙、开饭前后等时机进行学唱，把活动

开展与日常养成相结合，把排练过程与

激励部队精气神相结合，并在歌咏活动

打分排名时，将各单位日常歌曲学唱情

况和拉歌情况作为一项考评内容，大大

激发了广大官兵学唱战斗精神歌曲的积

极性和主动性。军营充满活力，官兵才

有激情。针对青年官兵个性张扬的特

点，他们遴选出数十名有特长的官兵，分

别组成广场舞、街舞、说唱表演

队，精心编排富有军旅特色的

舞蹈节目，并适时让他们登台

表 演 ，点 燃 青 年 官 兵 的 激 情 。

驻守偏远深山的几个分队无法

到现场参加比赛，他们就把歌

咏活动拍成视频参赛；阵管分

队把官兵拉到大山脚下集体演

唱，中间穿插朗诵和各种队列

造 型 ，让 官 兵 演 绎 了“ 扎 根 深

山、守护神剑”永不变质的阵管

兵风采；技术分队把官兵集中

到测试厂房和吊装车间进行集

体演唱，中间布置了各岗操作

的模拟场景，让官兵唱出了“分

秒 必 争 、稳 准 严 细 ”的 战 斗 作

风；电子对抗分队把官兵拉到

野外训练场进行集体表演，在

机器轰鸣、设备运转的现场，让

官 兵 深 刻 体 会 电 磁 尖 兵 的 神

圣；通信营女兵身着体能训练

服表演的《最炫民族风》刚刚开

幕，就引来了台下观众的一片

欢呼。伴随着激扬的旋律、欢

快的节奏、愉悦的舞蹈，现场所

有观众的热情被调动起来；发

射三营演唱的《战士天生为打赢》更具特

色，该营上等兵李珂把歌词重新编排，通

过说唱的形式表演出来，备受官兵青睐。

通过开展强军战歌歌咏活动，不仅

使官兵在寓教于乐中找到了自信、释放

了压力，达到了强化血性虎气、凝聚军心

士气、培育战斗精神的目的，而且还充分

展示了该旅官兵积极投身强军实践的壮

志豪情。

香江之畔、驻港军营，旌旗猎猎、战歌飞

扬。今年以来，驻香港部队广泛开展“唱响强

军战歌、争当驻港精兵”歌咏比赛活动，让官

兵在解读战歌、感悟战歌、唱响战歌中，铸牢

军魂、培育血性、激励斗志，有效激发了官兵

矢志强军目标、献身强军实践的豪情壮志。

“大渡河奔涌着当年志士的情怀，岁月

磨不去十七勇士的风采。《大渡河连连歌》讲

述了 1935 年 5 月 24 日，红一军团连长熊上林

带领 17 名战士，每人一把大刀，一支冲锋枪，

一支短枪，五六颗手榴弹，登上木船冒险渡

河的战斗故事……”在驻香港部队某旅“大

渡河连”，指导员周磊正在给新进港战士解

读战歌背后的故事。

战歌蕴含传统，咏唱颂扬军魂。课堂

上，周指导员从一首强军战歌讲到一次经典

战例，从冲锋陷阵浴血战场讲到军魂意识、

理想信念，通过深入解读战歌让官兵感悟

“听党指挥、勇往直前、敢打必胜、顾全大局”

的“大渡河连”精神。在强军战歌歌咏比赛

中，“大渡河连”官兵身穿红军服，情景再现

十七勇士在枪林弹雨中奋勇渡河的历史场

景 ，加 上 全 连 官 兵 齐 声 合 唱《大 渡 河 连 连

歌》，高亢的歌声激起在场官兵的强烈共鸣。

记者走进驻香港部队陆、海、空三军部

队 ，从《驻 港 航 空 兵 之 歌》到《舰 艇 大 队 之

歌》，从《密云尖刀连连歌》到《牛角峰英雄连

连歌》，每一首战歌都传递着一个英雄集体

的精神之火，每一首战歌都蕴含着一个浴血

疆场生死与共的战斗故事。“了解战歌背后

的故事，唱起来才能融进感情，才能把战歌

所表达的情感意境唱好、唱响、唱出气势。”

某旅特战营女子特战斗排中士张艳冉说。

驻香港部队在组织官兵学唱《强军战歌》

过程中，注重引导官兵了解战歌创作的时代

背景，解读歌词的内涵意义，理解歌曲的精神

实质，细心领悟洋溢其间的忠诚信念，在学战

歌、悟战歌、唱战歌中坚定理想信念、苦练杀

敌本领、增强必胜信心、铸牢强军之魂。

“什么是血性？战歌《血性军人钢铁汉》

告诉我们，血性就是宁可豁出命来，也要把

仗打赢。”走进航空兵团飞行一大队，来自基

层一线的飞行员、机械师正围绕“着眼实战

要求，磨砺军人血性”交流心得体会。

走进驻香港部队陆、海、空三军训练一

线，激扬的战歌已成为官兵们能打仗、打胜仗

的冲锋号角。在渤海湾某训练场，跨越千里

实弹打靶的航空兵团防空营官兵以蓝天为

幕、以厚土为台，高声合唱《就为打胜仗》、《把

咱们的军威亮出来》，大合唱时而裹挟硝烟战

味，时而洋溢精武豪情，清澈嘹亮的歌声、气

势恢弘的律动，直抵心灵、充满力量。实弹战

术演练开始后，该团防空营官兵个个精神抖

擞、斗志昂扬，紧急机动、占领阵地、雷达锁

定、实弹发射所有环节一气呵成，飞行标靶被

全部命中击毁，考核成绩名列第一。

“将士们，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

良。不惧强敌敢较量，为祖国决胜疆场。”在

舰艇大队“钦州舰”甲板上，舰长方雪刚正指

挥水兵们迎着海风高声合唱《强军战歌》。

从大连海港到三亚训练基地，“钦州舰”先后

征战多个训练海区，航程达 9000 海里，航迹

遍布祖国大半个海岸线，官兵一路劈波斩

浪、一路引吭高歌。

“战歌吹角连营为打赢，履行香港防务维

护香港稳定”“歌声描绘美丽的强军梦，编织

伟大的中国梦……”在驻香港部队政工网上，

一条条留言诉说着驻军官兵的训练激情和报

国热情。驻军香港、履行防务，多元思想文化

交织激荡，意识形态斗争尖锐直接，驻香港部

队注重诠释强军战歌的报国情怀，始终用强

军战歌强化官兵敢打必胜、亮剑沙场的斗志，

将强军战歌深入官兵灵魂、融入日常工作、进

入训演战位，引导每名官兵时刻紧绷战备之

弦、磨砺制胜之剑，积极献身强军实践。

光怪陆离的镭射灯光、五彩斑斓的电子大

屏、标新立异的舞美道具……综艺晚会的舞台

悄然间陷入依赖奢华包装、依靠科技支撑的时

尚怪圈，以至于创、编、导人员都不愿将作品原

汁原味地呈现在观众面前，不敢接受检阅与品

评，使得晚会节目游离于艺术本体，观众被动地

沉浸于一场场炫技的“美色盛宴”。作为一个理

性文艺消费者、鉴赏者、批评者，我常这样设想：

当舞台艺术脱去华美的外衣之后，会呈现出怎

样的庐山真面目，能否凭借艺术本体的感染力

拨动观众情感之弦？

长期以来，综艺晚会导演为追求精美的舞台

呈现和视听效果，惯于借助奢华的舞美去包装作

品，依赖先进的技术来支撑作品，舞台似乎变成

了一个嘈杂的工厂车间，不再是艺术作品的呈

现，而是技术革新的展

示，直接导致艺术水准

不断降低、艺术精品越

来越少。艺术对技术

的眷顾是人文精神的

陨落和艺术水准的低

迷的重要原因，我们不

排斥艺术与科技联姻，

但技术盛宴的背后，思

想的光芒与艺术的魅

力将被技术崇拜的陷阱一点点销蚀。当艺术家

放弃对艺术本体的孜孜追求，其失去的不仅是

“灵魂工程师”的操守，更有广大观众的共鸣。

“文胜质则史，质胜文则野”。这是古代思

想家、艺术家人文情怀的体现。而时下的综艺

晚会创作，思想文采的贫乏与技术制造的华丽

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正如评论家所言：“许多时

候，技术植入艺术的真正原因其实是工业社会

的技术消费，而不是艺术演变的内在冲动。”拒

绝奢华包装、崇尚艺术本体，这是本届全军野战

文艺会演的一种新风尚，也是对艺术规律、艺术

本体的尊重。南京军区参加全军野战文艺创演

活动的综艺晚会《听令出征》的主创团队，秉承

“回归艺术本体，呈现简约之美”的创作理念，把

心思和精力用在艺术本身上，虽然大舞美、大制

作、大场面销声匿迹，但无疑是一次让舞台作品

回归艺术本体的成功实践。

这是一方匠心独运的舞台：框架用普通方铁

管搭建而成，外表用军用伪装网简易装饰，借远

景于远处的青山、塔哨，取背景于阵地的火炮、帐

篷，舞台正前方是千余名身着迷彩的官兵构成的

整齐兵阵。舞台整体意象是一艘抢滩登陆的舰

艇，台口如登陆舰打开的仓口，展开的两个侧面

挂着“能打仗”“打胜仗”的红色标语，一条象征主

攻方向的箭头使舞台延伸到观众中间，洋溢浓郁

的战场氛围，彰显独特的艺术构思。整个演出场

地简约中透着灵气，朴素中凸显大气，立体而生

动地将自然景观、基层官兵、野战阵地融为一道

风景线，在这里，单调的迷彩被赋予无限生机，每

名观众都成为不可或缺的灵动元素。

思 想 是 艺 术 的 灵 魂 ，是 统 揽 晚 会 的 纲 和

魂。赋予文艺作品深刻的思想内涵和鲜明的时

代导向，打造官兵喜闻乐见的强军文艺，是整台

晚会的创作主旨。艺术作品的正确思想从哪里

来？它不是从文房书斋中来，也不是从史书资料

中来。闭门造车，出门合辙，只是消殆慵懒的创

作者的一种痴心妄想。没有深入生活、躬身实

践，艺术创作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小品

《时刻准备着》聚焦“能打胜仗”这一强军之要做

文章，没有那些貌合神离的主题、落入窠臼的桥

段，透着鲜活的泥土气息、浓烈的战斗气息，给人

以强烈的审美感动。歌曲《江南迷彩花》、《我的

海景房》虽称不上高端大气上档次，但很接地

气，官兵喜闻乐见。如若文艺作品滞留在浅表

性叙述或脱离艺术真实，注定是苍白无力的，也

难以被观众认可。歌曲《子弹》这样写道：“我是

一粒正义的子弹，刺向邪恶的背叛……”最后审

查阶段，该作品并没有像预期的那样击中评审

专家的心弦，反而因其游离主题的矫情旋律、没

有生活根基的词汇移植，导致直接被毙！

对于基层文艺创作骨干而言，艺术与生活

的关系不是一个或纯粹或高深的理论问题，而

是他们始终秉持的根本的创作态度。基层文艺

战士是普通一兵，与基层官兵有着千丝万缕的

联系。他们置身于基层，自觉付出辛勤的心智

和汗水去投入生活实践，让艺术之根深植于基

层这一丰沃的土壤之中，从而结出串串汁液饱

满的果实。《舌尖上的军营》、《战地家书》、《那

山 那人 那狗》等节目，创作素材来源于军营现

实生活，反映的是基层官兵身边人身边事，洋溢

着浓郁的泥土芬芳，充满旺盛的生命力。

俗语说：众口难调。基层部队官兵既有从

象牙塔携笔从戎的高学历士兵，也有从乡村田

野走来的农民子弟，文化背景的差异决定了欣

赏水平的高低，或者说个人气质类型的不同决

定了兴趣爱好的分歧。只有那些来源于现实又

高于现实的、关照当下军营生活和官兵精神世

界的艺术作品，才能真正激起青年官兵心灵的

同频共振。《时刻准备

着》、《千 里 机 动 唱 大

风》、《听令出征》等节

目 ，把 笔 触 与 情 感 一

起投注在火热的训练

场以及官兵的精神世

界 ，热 情 讴 歌 了 军 区

官兵积极投身强军实

践 的 崭 新 精 神 风 貌 ，

在美的艺术享受的同

时，仿佛感受到士兵兄弟强烈的鼻息，感受到未

来战场的战火硝烟。

排练现场，烈日炙烤，大地焦灼。演员们精

彩的演出吸引和感染着我，我似乎看到他们挥

洒在舞台上的每一滴汗水都化为艺术作品的光

芒，化为提升部队战斗力的实际行动。有梦的

青春就有力量。舞蹈《砺兵》排练现场，地表温

度高达 40 多摄氏度，安徽省军区战士业余演出

队舞蹈演员王杰来一个空中翻腾、江苏省军区

战士业余演出队二人转演员李雪就献上一个鲤

鱼打挺，一遍又一遍，技术难度在不断提高，导

演都劝说排练时可以降低标准，但是他们坚持

认真对待每一个动作，不断挑战技艺的高度，超

越自我的高度。这是他们对待艺术的态度，在

翻转腾挪间他们的艺术梦想轻舞飞扬……

没有华美的舞台、炫丽的灯光、宏大的场

景，南京军区综艺晚会《听令出征》就这样向我

们走来，走向全军野战文艺创演的广阔舞台，走

进广大官兵的视线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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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 军 战 歌 唱 起 来
——全军和武警部队强军战歌歌咏活动综述

丁小炜

强军战歌熔铸强军之魂
傅自力 周汉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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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大地济南军区某旅训练场，强军战歌

擂台赛正火热进行。清一色的铁甲战车整齐

列阵，野战舞台散发着泥土的芳香，官兵们震

天的歌声一浪高过一浪。《强军战歌》的词曲作

者和演唱者走进战士中间，为官兵生动讲述创

作体会，对战士的演唱作精彩点评……

真挚的歌声最具摄人心魄的魅力，行进

在强军征程上的官兵用军人的旋律迸发着

生命的光焰。今年年初，总政向全军推荐了

20 首优秀战斗精神歌曲，这些歌曲一到部队

就受到官兵喜欢，他们用军人独有的方式，

不仅把这些歌曲唱得响、唱得准，而且唱得

美。很多大单位采取专业人员教唱、文艺骨

干带唱、全体官兵合唱等方式进行广泛学

唱。如今已经唱遍全军的《强军战歌》，被战

士们唱得气贯长虹。“听吧，新征程号角吹

响，强军目标召唤在前方，国要强我们就要

担当，战旗上写满铁血荣光。”《假如战争今

天爆发》是官兵十分喜欢的一首歌，歌曲旋

律具有很炫的时代风，铿锵有力的歌词深刻

表达了军人枕戈待旦的情怀，“每一天都全

副披挂，每一刻都整装待发，我用生命向使

命承诺，假如战争爆发，这就是我的回答。”

歌曲《看我的》传递出一代热血男儿的血性

与自信，“看我的，看我的，看我们的战士个

顶个，如果党和人民召唤我，我只有三个字，

看我的！”《新时代的女兵》这首歌曲则唱出

了当代巾帼英雄的骄傲与自豪，“呼啸蓝天

有我们长空花木兰，踏浪万里有我们护航指

挥官，大山深处有我们长剑发射连，遨游太

空有我们神女宇航员，新时代的女兵走上主

战位，英姿飒爽迈向最前沿。”这些有情有

爱、有诗有画、有胆有魂的歌曲，积聚着强大

冲击力和无穷正能量，引起官兵强烈共鸣。

很多部队还通过宣讲歌词内涵、重填军旅新

歌、编唱拉歌歌谣等方式，把活动开展得有

声有色。

在唱好总政推荐的 20 首优秀歌曲的同

时，各部队还大力唱响具有军兵种特色、本部

队特点的战斗精神歌曲，自觉把强军战歌作

为培养新一代革命军人的生动教材。一些单

位结合担负的使命任务，对经典军旅歌曲进

行时尚编排，让老歌焕发出新的感染力，唱出

坚韧的军人风骨。水兵们把歌咏活动展开在

蓝色海域，从沿海一线的军港到亚丁湾护航

的战舰，强军战歌此起彼伏，歌声伴着浪花飞

扬；航空兵部队将歌咏比赛台搭建在机场，官

兵时而拉歌对垒，时而加入气势磅礴的全场

大合唱；火箭兵在发射阵地席地而坐，激昂的

韵律穿云破雾、响彻蓝天，直让人感叹战士是

天然的歌手，他们身上蕴藏着无穷的智慧和

才艺；武警森林消防兵在林场草地唱起嘹亮

战歌，没有专门的舞台，没有华丽的道具，没

有过多的渲染，一支支演唱方队高潮迭起。

沈阳军区、北京军区很多旅团把军乐队融进

演唱方队，增添了军味战味；南京军区、成都

军区一些连队在演唱中加入小型电声乐队，

让新时代官兵更加活力四射。国防大学、国

防科大的学员们演唱水平敢与专业团队媲

美，他们唱出“从这里走向战场”，声音传递出

明天的愿望和直击心弦的意境与魅力。很多

单位运用网络平台、闭路电视、营区广播、数

码影院等载体，开展歌曲展播、交流学唱心

得。新疆军区某边防驻地分散，他们以营连

为单位，采用闭路电视系统开展电视歌咏会，

各个执勤点互相拉歌赛歌，边防线和哨卡边

激荡着金戈铁马与角弓嘶鸣的旋律。这是战

士的歌声，谁也无法否定这歌声的魅力，它们

对中国军人准备战斗、渴望胜利的情怀作出

了最准确的表达。

今年全军歌咏活动，重在全员广泛参与，

彰显活动的群众性。不仅是让基层作战部队

官兵参与进来，也让广大教员、学员、医生、护

士和公勤人员都加入歌咏活动的队伍，让强

军之声汇聚磅礴的力量。总政魏公村干休所

老将军合唱队，曾充满深情地唱过《长征组

歌》，如今又群情激昂地唱响了《强军战歌》；

广州军区武汉总医院专家合唱团，一批头发

花白的专家教授成为一道亮丽风景；装备学

院教员代表方阵，交织的单声部与多声部展

示了深厚的音乐素养；解放军军乐团刚刚参

加完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首届军乐节，他们

又即刻登上强军战歌的演唱舞台……总参、

总后和军事科学院等单位还结合“七一”“八

一”“十一”等节日，组织“歌声唱给党”“铁血

荣光唱战歌”“军歌颂祖国”等演唱会，抒发赤

子情怀，彰显雄壮士气，把歌咏活动不断推向

高潮，让广大官兵成为不懈的歌者，为伟大的

党、伟大的军队、伟大的祖国献上赤诚礼赞。

军 歌 是 军 人 的 有 声 形 象 ，军 歌 永 远 与

伟大时代同频共振。长期以来持续开展的

全军歌咏活动，为打造强军文化亮出了独

特品牌。官兵对军歌的喜爱和军歌对官兵

的塑造，已经成为一种自觉的心理需求和

战斗精神的呼唤。只要继续保持歌咏活动

鲜明的主题、厚重的内涵、准确的定位，摒

弃那些过于花哨的形式，唱出钢铁战士最

本真的声音和质感，恢弘的战歌就会为强

军兴军壮丽征程不断擂响激越的鼓点，产

生持久深远的影响。

编者按：今年以来，全军和武警

部队广泛开展了强军战歌歌咏活动，

在白山黑水、林海雪原，在长城脚下、

狼牙山麓，在南国之滨、西沙群岛……

座座军营都在上演这样激动人心的画

面。一场场群众性歌咏活动用铿锵恢

弘的旋律、激情澎湃的歌声、昂扬奋

进的豪情，汇聚成一曲气壮山河的强

军交响。

一方匠心独运的舞台
———观南京军区综艺晚会—观南京军区综艺晚会《《听令出征听令出征》》随想随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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