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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晓岭，北京军区战友文工团艺
术指导，一级编剧，全军艺术指导委
员会委员，中国音乐文学学会副主
席。主要作品有歌曲《当兵的人》《风
雨兼程》《军中姐妹》等，歌剧《野火春
风斗古城》《青春之歌》等。曾获中宣
部“五个一工程奖”、国务院文华奖、
解放军文艺奖等。

“咱当兵的人，有啥不一样，只因为我们都穿
着，朴实的军装⋯⋯”这首脍炙人口的军旅名曲

《当兵的人》一经问世便迅速传遍大江南北、军营
内外，被誉为“真正军人的歌”。不过，知道这首歌
曲背后故事的人，就寥寥无几了。

上世纪 80 年代初，云南省麻栗坡县，深入到
老山前线的北京军区战友文工团词作家王晓岭，
正端起大碗的酒，敬给那些即将奔赴前线的战士
们。几年时间过去了，当王晓岭再次回到这里，与
年轻战士“会面”的地点，却改在了麻栗坡烈士陵
园。当年那一个个鲜活的面孔已然消失，剩下的
只有墓碑上一个个冰冷的名字。

先后三次深入老山前线体验部队基层生活的
王晓岭，苦苦地思索着：同样是青春年华，同样是
热血儿郎，为了祖国的安宁，当兵的人却不惜一切
牺牲，他们到底有啥不一样？这个疑问始终盘旋
在王晓岭的脑海里。直到 1994 年，终于酝酿成熟
的他，一气呵成写下了这首名曲。朴实的歌词，充
满了对当代军人保家卫国、甘愿牺牲的伟大情操
的深深敬意。

投入创作近半个世纪以来，王晓岭为广大官
兵和听众们奉上了 3000 多首歌曲。这些广为传
唱的佳作背后，是火热基层浇灌的灵感，是有血有
肉的生活在支撑。“每年最少有 3 个月的时间，我
都待在基层部队。要想作品叫得响、传得开、留得
住，作者就必须走出去、蹲下去，别无他法。”王晓
岭说道。

他 的 第 一 首 歌 是 在 连 队 岗 哨 上 完 成 的 。
1969 年，王晓岭参军入伍，他在“轻机枪连发点
射”这个高难度训练项目上表现过人，于是连队安
排他为教导队官兵进行表演射击。“那一次发挥得
特别好，连发十弹，命中了 90 环。”王晓岭回忆道，
在众人的喝彩声中，他悄悄地捡起了那 10 枚弹
壳，珍藏起来。

在完成白天艰苦训练之余，号称“战士诗人”
的王晓岭，只有当夜幕降临站在岗哨上的时候，才
有空理清飞扬的思绪，整理闪光的灵感。诗作《送
你一枚小弹壳》就是这样诞生的——“你问我什么
是战士的本色？我送你一枚小弹壳，它在战斗中
惊天动地，却在胜利后保持沉默⋯⋯”

30 多年后，“神奇”的事情在“这枚小弹壳”身
上发生了。2005 年八一前夕，在总政治部向全军
推荐的 25 首战斗精神优秀队列歌曲中，《送你一
枚小弹壳》榜上有名。听到这个消息的王晓岭十
分惊讶，因为他并未将这首诗作谱成歌曲，更没有
投送过这首参赛作品。

经过了解，王晓岭得知，原来这首诗歌广受欢
迎，有好几位基层部队的业余作者为其谱曲并投
稿，才使评委们在数千件来稿中发现了它。评委
们高度评价这首诗歌，于是请来著名作曲家刘青

重新为之谱曲，并最终获得了十佳作品奖。“想不
到事隔多年，竟还有人记得它。”王晓岭十分感
慨。当年的小弹壳如今依然陪伴着他，而歌曲中
的“小弹壳”更是陪伴了千千万万个军营战士。

莽莽林海，辽阔草原，千里戈壁，浩瀚沙漠
⋯⋯内蒙古八千里边防线横亘在祖国的大北疆，
无数可爱的边防战士在卫国戍边的岗位上，默默
地奉献着。他们让人崇敬，也让人心疼。为了了
解他们的生活和故事，上世纪 90 年代末，王晓岭
整装出发。

内蒙古 4221 公里的边境线上分布着 100 多
个边防哨所，每一个都留下了王晓岭的足迹。他
对这些哨所位置的熟悉程度，甚至让作战参谋都
十分惊讶。时任战友文工团团长的王晓岭带领着
演出队与哨所官兵们同吃同住，一起骑马去巡
逻。哪怕是只有一个战士的岗哨，他们也会认真
地演出，与官兵们结下了深厚的感情。

“记得我们到的第一个哨所，是这条边防线上
最东边的伊木河哨所。”王晓岭介绍道。伊木河是

“全国最冷的地方”之一，这个小哨卡一年中最低
气温能达到零下 57℃。当地每年的无霜期只有
80 天，10 月份就大雪封山，有小半年要过与世隔
绝的日子。

“这里没有招待所，大家将就睡在我们军营里
吧。”在伊木河哨所排长的安排下，20 多人的演出
队伍睡在了军营里。王晓岭回忆道：“第二天我早
早起来，准备去帮厨，刚走出宿舍门，却发现战士
们都坐在那里看电视，我奇怪地问他们怎么不睡
觉？战士们才不好意思地回答说，原来，哨所一共
就只有那些床铺，让给我们，他们就只好坐了整整
一宿！”

边防战士们的淳朴感动得叫人落泪。时光荏
苒，斗转星移，当再次踏入伊木河哨所，排长和战
士都已不再是当年的面孔，然而，那朴实而又深厚
的情谊却永远不变。激情在王晓岭胸中澎湃着，

《八千里边防大北疆》就这样诞生了。
“守卫你，我巡逻在边防线上，站在高高哨塔

眺望远方，座座界碑就像我那战士的身影，伴着马
儿听我把军歌唱，八千里边防大北疆，八千里征程
军旗扬，八千里路啊云和月，给我使命也给我荣
光。”如今，这首歌曲沿着王晓岭的足迹传遍了八
千里边防线，成为了内蒙古军区的军歌。

王晓岭的歌曲写不完，而歌曲背后的故事更
加说不完，是生活滋养了他，滋养了这些美好的旋
律。“生活给你踏实感，只有常常走出城市，走进生
活，才能抛却浮华，找到存在的意义。”王晓岭一字
一句地说道。

刘大为的画风刚健俊朗，风骨清雅。《马
背上的民族》如同一个英雄民族的秘史;《草
原上的歌》宛若与历史老人进行命运的对
话;《百驼图》仿佛让人看到了一座座有力的
山峰⋯⋯他的作品像诗含蓄唯美，又像歌声
绵长悠扬，被人们称为当代中国美术界之

“边塞诗人”。

刘大为出生在山东年画之乡潍坊。祖父喜爱诗文书
法，祖母擅长扎风筝、剪窗花。他幼年就跟随祖父、祖母
读唐诗、写正楷、扎风筝、画图画。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
与民间艺术环境的浸染，使他从小喜爱上诗书绘画。

6 岁时，刘大为随父亲支边移居内蒙古自治区包头
市。11 岁时，他创作的第一张大幅水彩画《五一群众集
会游行》被老师装裱挂在学校办公室门口。从这幅作品
中，少年刘大为已经深深体会到“生活是创作的源泉”这
句话的真谛。

后来，蒙古族和其他一些西部少数民族人物成为他
一生取之不尽的创作素材。谈起草原文化，刘大为的眼
底都会泛起淳朴的光泽，言语也变得沉缓深情：“几十年
在内蒙古的生活积累，使我对草原生活非常熟悉。每次
去新疆看那里的集市巴扎，维吾尔族群众买上东西骑着
毛驴归来的场景都令我兴奋、难忘。”生活的积累、提炼让
他完成了艺术的升华。他认为，虽然少数民族地区的生
活条件艰苦，但是当地人纯真乐观、积极向上，这种乐天
精神对刘大为的艺术创作影响很深，他的作品中常常能
表现出激励、愉悦、明亮的色彩。

“关注社会、体味民生、深入生活、表现时代”是刘大
为的艺术宗旨。不论是呈现史诗般厚重的中国现代和当
代题材的历史画，还是富有真情实感和生活气息的少数
民族主题画作，时代和人民，永远是刘大为作画的背景和
支撑。

2012年 12月,刘大为带领中国美协画家采风团来到
云南省西双版纳南糯山脚下，他们即将上山到哈尼族丫口
老寨绘画采风。一次原本平常的旅程因为一场大雨而变
得特别，“当地百姓为了我们上山方便，特意把唯一一条傍
山土路用土垫平。结果没承想我们到达前夜突然下雨，新
垫的土全变成泥浆，反倒使车轮打滑，我们的车差点翻进
万丈深渊”。回忆起当时的情景，刘大为至今难忘。

在村里，美术家一行还了解到，因为交通不便，当地
茶叶外运、孩子上学、百姓看病都很困难。于是，大家决
定集资修一条通往山下的路。半年之后，一条水泥路修
好了。正式通车那天，刘大为一行再次来到丫口老寨，在
一片锣鼓喧天的喜庆气氛中，他挥笔作画，记录下了哈尼
族同胞的笑脸。

人民群众的生活是五颜六色的。在内蒙古包头钢铁
集团，他用手中的画笔描绘了现代化工业的生产场面：在
稀土钢板材公司 7 号高炉主控室，主控室操作人员正在
远程操作高炉生产，于是他的笔下描绘出铁水喷涌而出
的场景。刘大为说，很多年前，他曾赴包钢 1号、2号高炉
现场采风，令他印象最深的是炼铁工人手持钢钎在高炉
前忙碌的身影，如今看到干净整洁的出铁场和现代化的
高炉操作，时代的变迁令人备受鼓舞。

在延安，他专门走访了毛主席召开文艺座谈会的杨
家岭，重温了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亲
历延安才知道，我们从书本里得知的史实远远不够，在这
里，有太多躲在历史深处的记忆未被唤醒，有太多艺术题
材等待开掘，有太多被蕴藏的创作激情一触即发，似乎这
里孕育着无尽的力量能随时牵引着画笔展开创作。”刘大
为说，这些感受无一不在印证着艺术家走进生活的必要
性。事实上，深入生活的意义不仅限于创作素材的开发、
创作题材的充实，有时甚至能“顿悟”出更为恰当的艺术
语言和表现技巧。

“我们恰逢盛世，文化艺术繁荣发展，各类展览和美
术活动十分活跃，但是在成绩的背后，我们也看到当下美
术创作存在一些问题、一些遗憾。”刘大为说，“尤其是在
反映革命历史题材的创作中能够震撼人的、有分量的作
品还不够，我认为主要的原因是生活的体验、感受不深，
受到了浮躁之风的影响”。

刘大为说：“艺术家在实现艺术理念的同时，也要去
服务人民。我们作为当代艺术家、理论家，要为这个目标
去服务，这是社会责任，艺术家应当在实现自身价值的同
时为中华民族的强大和复兴作出应有贡献。”

他是一位声名远播的著名画家，他的画
展走出了国门，走到了联合国总部；他画的
雄鹰，以不同的姿态飞进了大英博物馆等艺
术殿堂。他深悟“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
的”。人们把他誉为“东方鹰王”，因为他画
的鹰，向世人展示了博大胸怀的中国气派。
这样一位画家，把艺术之根深深地扎在希望
的田野，不仅教农民作画，还拜农民为师，甘
于寂寞，一扎就是十年。他，就是全国政协
委员、天津市美协主席王书平。

王书平出生于山东农村，对乡土充满眷恋。他跟记
者讲起，孩童时代，母亲领着他赶集看乡亲们作年画和剪
纸的情景。那时候每当看到乡村的鸡鸭鹅，他都会捡起
树枝在泥土上画。1971 年他如愿以偿地考入天津美术
学院，成为“天津美术界八老”之首、被誉为“当代齐白石”
的孙其峰的弟子。毕业后王书平来到天津市美协，成为
一名专业画家。他记住了恩师孙其峰的教诲，到生活中
去汲取营养。

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王书平从不间断地深入农
村体验生活，他用画笔生动地记录下了中国农村发生的
深刻变化。他的笔下不是梅兰竹菊，而是充满着田野芳
香的麦浪、稻田、果蔬和农民，他努力做到身入生活、心入
生活、情入生活。回忆起创作获得全国银奖的作品《希望
的田野》的情景，他说：“2003 年春日，我到河北省邢台农
村采风，当时那一层层韵律流淌的梯田，那新翻过的飘着
阵阵香味的黄土，那一群群在新发芽的柳树上鸣叫的喜
鹊，在我眼里就是一片希望的田野。”

田野，让王书平感动，也让王书平自然亲切地走近了
可爱的农民。2004 年，“王书平画室”搬到了天津市北辰
区双街村，这画室从此成了他为当地农民教学的课堂。
当地农民有放下锄头拿画笔画农民画的习惯，有日益增
长的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于是，王书平就把多年来对中
国画技法的积淀，毫无保留地传授给他的农民学生，并鼓
励这些从未接受正规训练的学生，一定要保留住农民画
的根。他上课不收一分钱，作画的工具全由自己无偿提
供，而农民学生由当初的一两名，发展到现在的九十多
名。王书平的农民学生李兆川创作的画不仅参加了世博
会画展，还被瑞士收藏，李兆川对记者说：“我自己画了
25 年，没画出啥名堂，就是跟王老师学习这十年，真是飞
跃啊。”

王书平一边教农民作画，一边向农民学习，从中不断
地借鉴农民画的精髓，再去创新、创作。他把多年来创作
的农村题材作品精选了百余幅，自 2004年开始在全国办

“王书平走进农村画展”。从双街村开始，办到了华西村
等 30 多个村，农民们看后都说，这些画才是我们的生活，
这才是和我们贴得近的画家。

“到田野中去，拜人民为师，把艺术作品交给人民去
评判，才能去不断攀登艺术的高峰。”王书平充满深情地
对记者说。

近日，王书平正在忙一件事，那就是把他和农民学生
创作的 25 幅抗战题材作品，装裱好后办一次纪念世界反
法西斯战争暨中国抗日战争 70周年画展。

田野里盛开艺术的花

画家刘大为——

生活是取之不尽的宝库
□ 姜天骄

画家王书平——

乡间墨香飘四方
□ 武自然

词作家王晓岭——

每首歌背后都有“一枚小弹壳”

□ 李 哲

乡野撷芬芳，酿蜜谢沃土。一部优秀文艺作品的诞生，不是投入金钱、加入流行元

素就能堆砌出来的。只有真正展示时代特色、富有精神力量，并经过创作者呕心沥血

地雕琢，才会产生打动人心的佳作。因为，艺术创作不能脱离时代和群众，正如习近平

总书记说，文艺创作方法有一百条、一千条，但最根本、最关键、最牢靠的办法是扎根人

民、扎根生活。艺术家王书平、王晓岭、刘大为用多年的艺术实践告诉我们，深入生活

是创作的源泉，探触人民群众心灵深处情感的文艺作品才能打动人心，既接地气又有

质量的艺术升华才能拥有蓬勃的生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