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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文艺晚会《永远的长征》笔谈

苍茫的大地，苦难的大地，抗争的大地，燃

烧的大地……这是幕启后在表演区呈现的视

像。表演区后区平台上庄严肃立着数百名合唱

队员，深沉、浑厚、雄亢的歌声如地火般升腾：雪

山呼唤你，江水呼唤你，茫茫草地呼唤着你；冽

风劲拂你，硝烟弥漫你，马灯篝火温暖着你；队

伍跟着你，百姓随着你，北斗在前指引着你；军

号吹着你，军心向着你，漫漫长路浩荡着你……

在一连串叠加的意象中，合唱与情景表演《红旗

飘飘》（贺东久词、董乐弦曲）唱响了文艺晚会的

序曲。序曲中不断诉求、不断申说、不断强化的

“你”，就是漫漫长路上飘飘的红旗，就是飘飘红

旗上金光闪闪的镰刀加斧头——就是“军叫工

农革命，旗号斧头镰刀”！

80年前，那个伟大的长征是从于都河突破封

锁线正式启程的，生动再现这一伟大历史事件的

《长征组歌》（肖华作词，晨耕、生茂、唐诃、遇秋

曲）也因讴歌“伟大”而伟大。借用《长征组歌》的

一些主要唱段，支撑起《永远的长征》的结构骨

架，成为这台文艺晚会在总体结构上的显著特

征：第一篇章《红军不怕远征难》就以《突破封锁

线》开篇，以《遵义会议放光辉》作结，从“全军想

念毛主席，迷雾途中盼太阳”到“英明领袖来掌

舵，革命磅礴向前进”，奠定了这个“战略大转移”

的完胜基石。在上述《长征组歌》两首分曲支撑

的框架中，编创者选择了几曲人民群众耳熟能详

的歌曲，重组精配充实着这一篇章。用郑律成为

毛泽东诗词谱曲的《十六字令·山》配接《突破封

锁线》，凸显出“迷雾途中”仍然昂扬着“刺破青

天”之志；用《十送红军》（张士燮词，朱正本、王云

之曲）和《映山红》（陆柱国词、傅庚辰曲）组接联

唱，对比出“树树梧桐叶落完”与“岭上开遍映山

红”；用《红军战士想念毛泽东》（陈亚丁、任红举

词，时乐濛、彦克曲）铺垫《遵义会议放光辉》，衬

托出“心中想念”到“万众欢呼”的伟大转折。在

这一篇章中，唯一的舞蹈作品《血战湘江》是特别

值得提及的。它以全新的舞蹈视象营造出红军

“突破五岭抢湘江”的惨烈与顽强——在数百人

密布的舞台上，编导将其营造成一条水宽浪急的

湘江，演员波动的膀臂如急浪湍流；湍流中，有强

渡的战士不断牺牲，又不断前赴后继；急浪里，还

有敌军的炮弹密集落下，在演员仰身的翻动中形

成一个个血腥的涡旋……这个从特定表现内容

出发的舞蹈创意，在给观众以强烈心灵震撼的同

时，也带来了强烈的视觉冲击力！

在第一篇章实现“革命磅礴向前进”的转折

后，晚会进入第二篇章《雄关漫道真如铁》。这

一篇章中用来支撑结构的，是《长征组歌》中的

《四渡赤水出奇兵》，核心立意在于“毛主席用兵

真如神”。配合“毛主席用兵”，编创者安排了与

之呼应的《冷的铁索热的血》（王晓岭词、刘琦

曲），在这段领唱、合唱与情景表演中，我们听到

的是今天的追问：“当最美的青春挽成涟漪，融

进不息的江水里，谁能告诉我是因为什么，聚起

向死而生的勇气；当最美的夕阳化作战旗，映在

不灭的火焰里，人们都知道是凭着什么，赢得九

死一生的洗礼……”这一篇章给人以最强视觉

冲击力的，是舞蹈《泸定桥》。我们都知道，在大

型音乐舞蹈史诗中，舞蹈《飞夺泸定桥》给人们

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斜挂半个舞台的铁索桥

上，十八勇士以气势磅礴的滚翻、腾跃，展现了

不畏艰险、无往不胜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作

为无法回避又不可雷同的讴歌节点，这一篇章

中的舞蹈《泸定桥》仍然是在舞蹈视像的创意上

下功夫：粗硕的铁索由底幕向观众席延伸而来，

“飞夺”的勇士们在铁索上攀爬、投掷、前行……

这种“飞夺”视角的改变，在一种强烈的进逼感

中，升腾起一种豪迈的大无畏精神，以新颖的舞

蹈视像高扬起崇高的革命理想！

《革命理想高于天》正是第三篇章的标题。

开篇首个节目便取自《长征组歌》的《过雪山草

地》，因为正是这支分曲通过“风雨侵衣骨更硬，

野菜充饥志越坚”而诉说“革命理想高于天”。“过

雪山草地”的草地，其实是“沼泽”。总导演杨笑

阳除统筹整个文艺晚会，还特别在舞蹈节目的创

意上下功夫。第一篇章的《血战湘江》、第二篇章

的《泸定桥》和第三篇章的《沼泽》都是如此；三个

作品的创意都体现出视觉形象的创新。舞蹈《沼

泽》是一段表现红军女战士在草地跋涉的群舞，

跋涉、沉陷、救助成为舞蹈的基本动态；但舞蹈视

像的创新，在于象征草地的地布慢慢提起，舞者

从地布的裂口处下沉，灯光的投射使舞者身陷沼

泽的动态得到进一步的表现，从舞者的“静穆美”

中体现出理想的坚定性。通过一个领唱、合唱与

情景表演《活着走出草地》（赵大鸣词、张卓娅曲）

的过渡，这一篇章导向了“会师陕北”。“会师陕

北”由《山丹丹开花红艳艳》先行营造氛围，如同

第一篇章“战略转移”中《十送红军》进行氛围营

造一样，不过形成了“撤出赣南”和“会师陕北”的

强烈情感对比：从“问一声亲人红军啊，几时人马

再回山”到“一杆杆红旗一杆杆枪，咱们的队伍势

力壮”，宣示了长征的胜利，宣示了中国工农红军

走向抗日的最前线。毛泽东诗词《七律·长征》

（彦克、吕远曲）以合唱和情景表演的方式将第三

篇章推向高潮。

第四篇章题为《梦想照亮新征程》，所有作品

均为这次文艺晚会新创，全部 5首歌曲体现出选

题精准、结构紧凑、乐思跌宕、精神昂扬。第一

段领唱与合唱《永远的篝火》（屈塬词、印青曲）深

情地诉说：“总有一段往事让你回想，总有一条长

路让你难忘……总有一个高度让你仰望，总有一

种信念让你昂扬……”第二段合唱《我们从古田

再出发》（王晓岭词、栾凯曲）坚定地说：“看那

先辈的足迹，星星之火燃亮朝霞，浴火重生的儿

女，红色基因传承光大……踏上强军的征程，烽

火洗礼雷火锻打，斗志昂扬的将士，崇高信仰

永葆光华……”第三段领唱与组合演唱《不忘初

心》（朱海词、舒楠曲）感恩地诉说：“万水千山，不

忘来时的路，鲜血灌溉出花开的国度，生死相

依只为了那一句承诺，报答你是我今生唯一的倾

诉……”第四段领唱与合唱《跟着你》（王晓岭词、

赵季平曲）执着地诉说：“从没有像今天，离梦想这

样近，东方醒狮的目光，执着又坚韧……”第五段，

也是整个文艺晚会的终曲，合唱与情景表演《走

好新的长征路》（赵大鸣词、王喆曲）眺望地诉说：

“红旗漫卷走过万水千山，浴血奋战闯过雄关险

滩……时代在召唤着我们，走好新的长征路，中

国梦一定要实现！”实际上，第四篇章《梦想照亮

新征程》就是我们今天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

的真正意义所在，我们的纪念是为了不忘初心，

我们的纪念是为了传承基因，我们的纪念是为了

坚定信仰，我们的纪念是为了全速启程——为了

中国梦引领的新长征。

金秋十月的首都，全军 13 个部队文艺团

体的艺术家们激情澎湃，中央与地方 10 个文

艺院团的艺术家们纵情投入，北京卫戍区某

部的数百位战士们倾情加盟，海淀实验小学

和宋江武术学校的师生们全情配合，以《永远

的长征》为主题，在宏伟的人民大会堂，上演

了这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 80 周年文艺晚会。

全场观众此起彼伏的鼓掌声和赞叹声不仅说

明了他们的身心受到主旋律的浸染和正能量

的注入，更证明了我们的部队和地方文艺团

体是一支人才济济、生机勃勃、能打胜仗、可

以信赖的过硬队伍！

整台晚会气势磅礴，由序《红旗飘飘》和

《红军不怕远征难》《雄关漫道真如铁》《革命

理想高于天》《梦想照亮新征程》4个篇章 18个

节目组成，其中既有《山丹丹开花红艳艳》这

首根据陕北信天游改编、声线敞亮、穿越时

空的经典民歌，又有《映山红》这首表现百姓

翘首盼红军、憧憬未来新生活的电影插曲；

既有《十六字令·山》和《七律·长征》两首气

度非凡、情怀浪漫的由毛主席诗词创作的歌

曲，又有《突破封锁线》《十送红军》《红军战

士想念毛泽东》《遵义会议放光辉》《四渡赤

水出奇兵》《过雪山草地》《会师歌》等至今催

人泪下的经典老歌；还有《红旗飘飘》《冷的

铁索热的血》《活着走出草地》《红军胜利到

陕北》《永远的篝火》《我们从古田再出发》

《不忘初心》《跟着你》《走好新的长征路》等

当代作者为这台晚会创作的时代新曲，以及

《血 战 湘 江》《泸 定 桥》《沼 泽》这 三 个 运 用

“环境编舞”法创作的当代新舞。我们在节

目 单 上 ，再 次 兴 奋 地 看 到 了 肖 华 、晨 耕 、生

茂、唐诃、遇秋、郑律成、张世燮、陆柱国、傅

庚辰、时乐濛、彦克、吕远这一连串在中国现

当代音乐史上熠熠闪光的名字，热泪禁不住

夺眶而出，内心升腾起崇敬之情，更感叹他

们如何能在亲身经历或间接知晓了九死一

生的长征艰险之后，于和平建设的年代中，

用如此崇高的理想主义激情和空前绝后的

浪漫主义才情，将那些视死如归的英雄事迹

转换成这些直击心弦的文字、谱写出这些魅

力永存的旋律的！

整台晚会的内容提纲挈领——主持人瞿

弦和与刘小娜的朗诵声情并茂，在为我们悉

数了中国共产党自 1921 年成立之后，从南昌

起义、秋收起义到会师井冈和抗日救亡取得

的伟大胜利后，重点放在了始于 1934 年 10 月

10 日、终于 1936 年 10 月 22 日的二万五千里长

征途中；其形式则是丰富多样的——不仅以

字幕和画外音朗诵的方式，为每个篇章和节

目提供了精确的历史背景和部分捐躯的烈士

名单，并且以领唱、合唱、舞蹈与情景表演的

方式准确地传情达意，用集体舞蹈制造磅礴

气势，现代的投影技术提供宏大叙事，高空

的威亚手段制造舞台悬念，栩栩如生地再现

了不同时期、不同地点的重大事件，令人信

服地给出了中国共产党最终成为执政党的历

史必然，以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

结合的手法，让全场观众密集地接受了一次

“革命理想高于天”的红色教育，并将我们身

心同步带上了实现“两个一百年”新长征的漫

漫征途！

《永远的长征》这台晚会的成功还在于，

它的结构让我们愉快地想起了 1964 年首演的

音乐舞蹈史诗经典《东方红》，它的歌声让我

们随之唱起了 1965 年首演的经典大型声乐套

曲《长征组歌》，而它的舞台装置和技术手段

则是当下最先进的，由此折射出的中国经济

文化发展与整个外部世界基本同步的局面着

实令人鼓舞。与此同时，它的成功还让我们

更加坚定地笃信，这些红色经典必将与其崇

高的理想和浪漫的情怀一道，贯穿我们生命

的全过程，因为无论身处哪个时代，追随哪种

信仰，崇高和浪漫都是人类所必备的两种基

本品质，而我们每个人都既是肉体的，更是精

神的！

10月19日晚，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文艺

晚会《永远的长征》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上演，其深

刻厚重的思想主题、大气磅礴的精神格调、撼人心

魄的艺术魅力，广受军地观众热议点赞。许多观

众对晚会强大的群演阵容和快速切换的舞美装置

印象深刻，其幕后功臣就是有着“铁血六团”之称

的北京卫戍区某特种警备团的千余名官兵。

这次参演保障任务，从三伏天一直持续到

深秋时节，历时 70余天，18个晚会节目有该团官

兵参演的就达 16 个，平均每名官兵担负 5 个以

上演出或保障任务，这对每个人都是不小的挑

战与考验。广大官兵自觉用长征精神排演长征

节目，加班加点、连续作战，不怕吃苦、克服困

难，在排演舞台续写和传承了长征精神的夺目

光芒。晚会彩排演出期间，笔者走进人民大会

堂幕后工作间，采撷到一组幕后故事以飨读者。

为抢装感受“湿巾的味道”

由于长期以来有过多次参与大型晚会演出

和保障的实践经验，这次接到《永远的长征》晚

会参演保障任务，对该团来说也算是轻车熟

路。晚会情景史诗的演出形式，使得群演任务

甚至比保障任务更重。为提高工作效率，保证

排演质量，方便调度管理，该团按节目章节将参

演官兵划分为 4个大组，每个大组再细分若干小

组，形成了组与组之间“台上齐心合拍、步调一

致，台下比学赶超、相互竞技”的生动局面。为

把艺术感觉找对、规定动作练好，各参演官兵虚

心向编导请教、看光盘揣摩、照镜子练习，有的

单个动作重复上万次、微小细节练习上千回，从

没有一人叫苦喊累。

俗话说：台上三分钟，台下十年功。即便是

彩排演出，也必须坚持精益求精的高标准和令

行禁止的高度纪律性，不容有一丝一毫差池。

一次彩排演出结束后，通信连上等兵郝志飞的

新名号“郝湿巾”不胫而走，官兵们看见他都不

约而同竖起大拇指，还不忘调侃：那种味道是不

是如丝般的湿滑感受？！

原来郝志飞在晚会中承担 5 个节目参演任

务，大型舞蹈节目《血战湘江》结束下台后，他和

战友们需要紧急换装“赶场”，7 分钟后将直接登

场参演领唱与情景表演《四渡赤水出奇兵》。当

时在光线昏暗、拥挤不堪的演出后台，他一边以

部队紧急集合的速度抢装备场，一边用湿纸巾

擦去脸上的血色妆容。因为非常投入和专注，

自己一个下意识的动作却浑然不觉，直到临上

场时才蓦然发现，手里竟紧紧攥着一团刚用过

的湿纸巾。下个节目有着复杂的手势动作，而

当时身着红军服全身没有一个口袋，一同备场

的军队专业演员们无不衣装齐整、秩序井然，将

湿巾团随手丢掉显然不合适，毕竟纪律要紧、形

象不能跌份，于是他急中生智竟把湿纸巾团一

口吞了下去。几乎与此同时，激烈的音乐节奏

响起，他顾不上湿纸巾入口进喉的奇怪滋味，就

随着战友们跑上了光影舞台。

“舞台就是战场，演戏就是打仗。革命战士

连子弹都能吞下去，又何况是一团湿巾！”特警

男儿在紧急时刻的血性之气，让战友们钦佩之

情油然而生。

“老戏骨”的告别演出

在特种警备团 6连，官兵们都说今年 35岁的

代理排长魏军峰是一名“老戏骨”，这是因为他的

表演履历确实可圈可点：2005 年的《神圣的使

命》，2007 年的《八一军旗红》，2009 年的《复兴之

路》，2011 年的《我们的旗帜》，2015 年的《血肉筑

长城》《胜利与和平》等等，他都在这些国家级任

务、高规格演出中亮过相、露过脸，还时不时和阎

维文、蔡国庆等军队明星大腕同台飙戏，这让许

多新战士很是羡慕不已。

这次参演《永远的长征》晚会，这位有着丰

富群演和演出保障经验的四级军士长，还是当

仁不让的重要骨干。作为排练小组长，他倾心竭

力组织本组成员排练，经常分秒就能入戏，并亲

自表演示范；作为主要群演，他对自己每一个动

作都严抓细抠，完成标准程度远超编导要求。

一次排演，他因长时间高强度训练，练习时不慎

摔倒，导致头部被划出 3 厘米长的血口子，被紧

急送往医院后缝了 5针。可手术一结束，他立即

申请归队参与排演，连队领导考虑到他身体状

态，强令他休息一天。谁知他还是坚持跟着部

队一起行动，拿把小凳子坐在一旁学习揣摩动

作，第二天就精神抖擞地继续参演，丝毫没有落

下排演进度。今年 8月中旬，岳母小腹长出块状

恶性肿瘤需立即手术，妻子既要照料双方老人，

又要照顾年幼孩子，分身乏术，压力很大，多次催

他请假回家。连队领导也提出可以将排演任务

交给其他骨干，但均被他婉言回绝。10月 7日是

妻子怀二胎的预产期，考虑到自己的位置别人不

好代替，也怕排演关键期影响任务进度，他还是

咬咬牙主动放弃了休产假照顾妻儿的机会。有

战友劝他：“一把年纪了还愣是往前冲，工作谁不

能干，地球没了你照转，何必这样死心眼呢？”朴

实的魏军峰笑笑说出了心里话：“年底就要离开

部队了，以后陪家人的日子比星星都稠，而我在

连队的日子屈指可数。参与这种大型演出任务，

估计这辈子就这一次啦！我对连队有感情，也不

想给自己留遗憾。”

负责“推台子”的“大内总管”

作为设备保障组负责人，一营教导员王世英

是特种警备团唯一持有“全通证”的营级主官，这

意味着他可以在演出保障期间，自由穿行在舞台

上下每一个角落。能够在象征国家最高荣誉殿堂

的人民大会堂实现“全通”，战友们亲切地送给他

“大内总管”的雅号。其实大家都很清楚，看似在

宏伟的人民大会堂拥有“特权”，其实肩负着沉甸

甸的责任。在晚会排演的数十天，“王总管”要全

权负责指挥调度40多类、数百件道具上台下台，并

且要绝对做到时间分秒不差、位置精准安全。

早在参演保障部队入驻之前，“王总管”就带

领 100多人的保障组，在人民大会堂搭设舞台、装

置道具。彩排演出期间，他指挥保障组在幕后狭

小逼仄的空间内推拉机械装置，牵一发而动全身，

压力不可小觑。为使道具保障工作做到无可挑

剔、无懈可击，排演之初“王总管”就拿出了独门

“必杀技”，在电脑上自制模拟系统，将所有道具上

场时间、推台人员分类编组，反复演练磨合，并通

过对讲机实时调控指挥，最终创造出排演全程道

具保障零差错的惊人纪录。

自从 9月 15日进驻人民大会堂后，“王总管”

每天都被千头万绪的事务所包围。晚会节目审

查，最让他感到忐忑不安，因为每个节目要通过领

导专家的挑剔眼光和严苛审视，每次都会有节目

调整修改，道具也会随之时增时减。千条线连着

他这一根针，他身上随时携带一个厚厚的交班记

录本，上面满是密密麻麻的道具调整计划安排。

战友们都说“王总管”是最爱操心、最受焦虑的幕

后“大咖”。每天就餐和休息，他几乎是所有演职

人员中最后一个；负责参演的官兵下场后可以稍

事休息调整，而“推台子”工作却贯穿整场晚会，他

必须严阵以待、严防死守，神经要紧绷到大幕落下

那一刻。排演工作横跨中秋、国庆双节，他始终奋

战在保障一线，从未休息过一天。该团政治处主

任李志明感慨地说，类似郝志飞、魏军峰、王世英

这样的感人事例还有很多。担负《爬雪山》节目的

20名官兵因在水泥地练习匍匐前进，手、肘、膝等

部位全部磨伤，血痂练成老皮仍然咬牙坚持，舞蹈

动作丝毫不打折扣。许多官兵克服受伤、患病、家

属生产、家人患病等各种困难，全力以赴参演保障

晚会，也是一种特殊的长征体验。

该团官兵自 8 月上旬完成野营驻训任务回

京后，直接转换到晚会排演任务中，为保质保量

完成任务，大家没有一个完整的休息日。排演

期间，官兵每天从起床一直排练到凌晨一两点

钟，双节期间先后有 25名家属来队，由于演出任

务需要，参演官兵无一人陪同外出。大家憋足

一股气、铆足一股劲，终于在 19 日当晚，以坚定

的政治信念、专业的演出水准、过硬的战斗作

风，圆满完成演出保障任务。难怪总导演杨笑

阳在总结晚会成功经验时，热情称赞官兵：“他

们拉得出、过得硬、扛得起，台前幕后都是英雄，

为这台晚会立下了汗马功劳。”

中国梦引领新长征
———纪念红军长征胜利—纪念红军长征胜利 8080周年文艺晚会周年文艺晚会《《永远的长征永远的长征》》观后观后

于 平

笃信红色经典中的崇高与浪漫
———评纪念红军长征胜利—评纪念红军长征胜利 8800周年文艺晚会周年文艺晚会《《永远的长征永远的长征》》

欧建平

铁血六团的长征体验
———纪念红军长征胜利—纪念红军长征胜利 8080周年文艺晚会周年文艺晚会《《永远的长征永远的长征》》幕后花絮幕后花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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