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副   刊
责任编辑：王卉  美编：张晓晔  校对：李斌 2022 年 4 月 2 日    星期六

4版

本社地址：宝鸡市经二路东段 5 号        邮政编码：721000        网址：www.cn0917.com        办公室电话：（0917）3214884        电子邮箱：bjrbs@vip.163.com         投稿邮箱 :bjrbbjchb@163.com
印刷质量监督电话：（0917）3273248     广告热线：（0917）3273352     广告经营许可证号：6103001000003      发行热线：（0917）3273234     定价：每月36元   零售每份2元      宝鸡日报印务有限公司印

编者按 ：
清明是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也是一个需要追思和怀念的日子。这一天，我们追思逝去的亲

人，更应缅怀为祖国献身的英烈。近年来，我们的文艺工作者从宝鸡丰厚的红色文化“宝库”中采
集创作素材，以文学、美术、影视、音乐等多种艺术形式缅怀先烈。本期副刊，我们就在这些红色
作品中涤荡灵魂，以昂扬向上的奋斗精神，助力宝鸡高质量发展。

百场红色情景朗诵剧：

每一幕都是触动心灵的演绎
本报记者 王卉

“让这刑场作为我们新婚的礼

堂，让反动派的枪声作为我们新婚的

礼炮吧！”每当说出这句经典的台

词，台下观众早已热泪盈眶，大家为

《刑场上的婚礼》中年轻的共产党员

为革命事业献身而感动，也在这幕红

色情景朗诵剧中接受了一次深刻的

精神洗礼。像这样的红色经典朗诵

剧，市朗诵艺术学会已演出和辅导了

百余场，他们在剧中缅怀革命先烈，

重温革命历史，也学习了革命精神。

自从在“党旗飘飘”大型音乐朗

诵专题晚会上，市朗诵艺术学会顺

利完成大型情景诗剧《红岩魂》的演

出受到如潮好评后，学会内也引起

了很大的震动。学员们觉得，比起单

一的个人朗诵表演，团体演出这样

的红色经典剧，不仅能取长补短，迅

速提高各自的朗诵水平，连自己的

精神境界也在排演中得到了提升。

自此，学会根据党史的光荣历程，深

入挖掘，加大了对红色经典剧目的选

排，在艺术指导魏其君的带领下，学

员们陆续排演了多部歌颂英雄、歌颂

党、歌颂伟大祖国的经典朗诵剧目。

《红岩魂·江姐》《红岩魂·小萝

卜头》《刑场上的婚礼》《乳娘》《红土

地上的爱情绝唱》《白发亲娘》……

由一部部感人的故事改编而成的情

景朗诵剧出现在观众眼前，无论是市

级重要的庆典纪念活动，还是扶贫帮

困的公益演出；无论是规模盛大的专

业舞台，还是社区学校的空地上，学

员们总能一丝不苟地完成演绎。为了

让更多的学员能上台表演展示和学习

提升，学会特意安排了多组演员分别

进行训练和排演。无论演主角、配角，

每个人都有角色，每个人都参与进来。

一场场触动心灵的演绎中，学员化身

角色，表达对革命先烈的崇敬之情。

每逢重要节庆活动，市朗诵艺

术学会台前幕后忙碌的身影，换来

了观众阵阵掌声。演出红色经典剧

获得广泛好评，也使得市朗诵艺术

学会更加深刻地认识到所肩负的社

会责任和艺术使命。学会会长刘进

锁表示，他们找寻到了十几年来开

展朗诵艺术普及活动和热爱朗诵艺

术的本源与动力，那就是通过排演

红色经典剧目，传播红色经典，继承

革命传统，培养高尚品质。

小说《西府游击队》：

让英雄的事迹再次鲜活
本报记者 段序培

当根据自己的小说《西府游击

队》改编的电影完成拍摄的那一刻，

岐山作家杨耀峰终于松了一口气，就

如二十多年前完成这部作品一般，有

一种仿佛完成夙愿的轻松感。

从经典小说到电影剧本的华丽

转身，这其中付出的艰辛可想而知。

小说《西府游击队》以 1946 年毛主席

指示习仲勋成立西府游击队，策应

中原部队北返陕甘宁边区为时代背

景，以孙桂芳、柳汉周等人的爱情为

主线，热情歌颂了西府地下党与游击

队带领人民在白色恐怖中支援延安

和解放区，保卫党中央，粉碎国民党

反动派，夺取全国最后胜利的大无畏

革命精神。作品主题鲜明，人物形象

鲜活，情节跌宕起伏、惊心动魄，融谍

战、枪战、爱情于一炉，颇具观赏性和

感染力，被誉为宝鸡地区英雄人物的

革命赞歌和人民战争的胜利颂歌。

谈及写作初衷，杨耀峰骄傲地说：

“启蒙者是我那位忠厚老实、心地善良

的岳父大人，他常常给我讲述当年活

动在渚村寺附近的游击队的故事，讲

述武装革命中那一幕幕惊心动魄的战

斗场面。”岳父讲的故事对他产生了强

烈的震撼，不止一次，杨耀峰凝目远眺

渚村寺北边高峻的千山山脉，深邃的

目光越过十八岭的坡谷岗峦，在雾霭

缭绕的涝川河谷和绿树成荫的磨子沟

穿越，他对这些从未涉足的地方竟有

一种亲切和熟悉感，似乎在遥远的岁

月里曾经光顾过这儿。而曾经战斗在

这儿的游击队员的命运更是令他魂牵

梦萦、辗转反侧、夜不能寐。他在心里

暗暗发誓，再艰难、再困苦，都要让烈

士的英雄事迹公之于世。

采访和搜集创作素材是一项艰巨

的工程，杨耀峰一次又一次地骑车去

找寻尚在人世的政府工作人员、旧商

人和当年的学生，去采集鲜活、生动的

战斗场景和英雄事迹，了解当时的时

代背景和风土人情。此外他还翻阅县

党史办搜集整理的党史资料、县政协

汇编的文史资料，以搜集更多有用的

素材。在这期间，他碰到好多热心人，

每当想起他们乐于助人的一件件往

事，杨耀峰就心潮涌动，感激之情油然

而生。“当我回忆起那些把青春和热血

奉献给人民解放事业的革命先烈和仁

人志士，我就觉得我任何一点的犹豫

和彷徨都是不应该的。”杨耀峰说。

“解放宝鸡的扶眉战役，是全国

解放战争中西北战场上最大的一次

战役，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指

战员用生命和鲜血，换来了我们今天

的幸福生活。”画家姚臻用手中的画

笔表达对英雄们的崇敬之情，画作也

在一周的精心绘制中展露“芳容”。

这是一幅水彩绘画作品，作者以

1949 年 7月 14 日解放宝鸡的历史

事件为线索，将中国人民解放军第

一野战军官兵沿陇海铁路往宝鸡方

向追击国民党军残部、运送缴获武器

装备、我军官兵欢庆胜利的纪实照片

以及当时报纸新闻图片，与现今运行

在陇海线上“和谐号”货运列车等画

面融为一体。今昔对比，让人不禁感

怀宝鸡这座“由火车拉来的城市”70

多年来的沧桑巨变，而作者也以《陇

海今昔·胜利之路》为这幅画取名。

革命先烈抛头颅、洒热血，悲

壮西府大地。姚臻从小就听父亲讲

革命故事，父亲 1944 年起就投身革

命，他所在的部队正是取得扶眉战

役胜利、解放宝鸡的第一野战军。父

亲在战场上不怕牺牲英勇作战的事

迹，一直影响着姚臻，他长大后也投

身军旅，报效祖国。他对革命先烈的

舍生忘死、对军人的爱国奉献，有着

自己深刻的理解。

追忆峥嵘岁月、缅怀革命先烈、

致敬革命英雄的绘画作品并不鲜见，

而用全开尺幅进行创作的水彩画却

是难得。为了画好这幅作品，姚臻多

方查找历史资料，尤其根据当时《解

放日报》报道，反复核对照片，确保表

达准确严谨。他将电影蒙太奇的表现

手法运用到美术作品中，时空重叠交

错，不同的时间、空间、人物及故事情

节、不同视角的场景就这样有机地结

合，于一幅画面中精彩呈现。历史纪

实图片用作画面背景，色调低沉、色

彩单纯，突出历史的沧桑与厚重，而

画面主体则采用相对明快、饱和度较

高的色彩来绘制，展现出新时代的繁

荣与辉煌。纯绘画作品，画面里一般

不会出现年份数字，但是出于作品内

容的特殊性，为了让广大观众更能直

接地了解和记住这段历史，记住革命

先辈的忘我牺牲，作者借鉴了宣传画

的表现方法，图文并用融入这幅水彩

作品创作中。

如今，战场上的硝烟早已散尽，

烈士们长眠地下，西府大地旧貌换新

颜。70多年巨变，革命先烈用血肉

之躯换来的新宝鸡，已成为关中平原

城市群副中心城市、全国文明城市。

“英雄的事迹并未随着时间的流逝而

湮灭，红色的印记并未在历史前进的

洪流中褪色，我希望每位看过《陇海

今昔·胜利之路》的人，永远不忘革命

先烈，记住属于宝鸡的光荣历史。”感

念当下幸福生活的姚臻说道。

快板《用生命践行誓言》：

以自己的方式纪念英雄
本报记者 段序培

“一片丹心映彩虹/ 我打起竹板
唱英雄/ 英雄的名字叫王辉/ 抗击疫
情立丰碑/ 他是一个退伍兵……”通
俗易懂的说词、朗朗上口的旋律，表

达着对烈士王辉的敬意。这两位说快

板的人正是市职工文联曲艺家协会

的白宝和与叶杰，他们爱说快板，也

爱自编快板，经常参加各种演出，是

活跃的“文艺青年”。

都说艺术来源于生活，在白宝和

的作品中，处处都体现着平凡生活中

的不平凡。生活中发生的新变化、党

的方针政策等，经过他的巧思，都能

编成快板。快板段子听起来朗朗上

口，编起来却费心劳神。“短的段子百

余字，编写完成需要两三天；长的段

子几百字甚至上千字，就得需要十多

天了，之后还要反复修改、润色。”白

宝和感慨地说。俗话说台上一分钟、

台下十年功，但自八岁就接触到快板

的白宝和，已经把对快板的执着与喜

爱深深渗透进了生活。

仲春时节，陈仓大地打响了一场

众志成城的战“疫”，出现了无数逆行

者，有坚守在一线的白衣天使和警察及

志愿者，还有许多的无名英雄，他们的

奉献精神一次次感动着白宝和，他想起

了在战“疫”中，用生命守护家乡村民的

退役军人王辉，王辉那种“国有战，召必

回，战必胜！”的铮铮铁骨，感染了有

着二十多年从军经历的白宝和，他怀

着悲痛的心情，反复思考怎样去表达

对这位英雄的缅怀之情。最后他决定

利用自己所长，和“搭档”叶杰一起创

作了这段《用生命践行誓言》的快板，

铭记英雄，讴歌英雄，缅怀英雄。这段快

板随后被收入市曲协编印的《战魔曲》

首篇。“那些为祖国和人民献出宝贵生

命的烈士，他们的生命虽然消逝了，但

他们英雄事迹我们永远也不会忘记，我

想以自己的方式纪念英雄，让他们永远

成为清明祭奠的主角。”白宝和说。

组歌《英雄谱》：

用歌声讲述英雄故事
本报记者 段序培

我市知名音乐人戚宝，历时十多

年创作的新时代爱国主义英雄组歌

《英雄谱》，日前再次登上了北京卫视

青年频道的录制现场，让更多的人缅

怀致敬英雄先烈。

在戚宝创作的二百多首歌曲中，新

近创作的《烈火中永生》《顶天立地好男

儿》《为人民服务》《唱起歌儿想念她》《等

我从战场归来》等歌曲，是他为邱少云、

董存瑞、张思德、刘胡兰、黄继光等英雄

致敬之作，他还以张超、王伟、林俊德等

新时代英模故事为素材，创作了《为祖国

翱翔》《时光信笺》《守卫》等歌曲，汇集成

荡气回肠的《英雄谱》组歌。近年来，戚宝

的目光又聚焦在雷锋、罗盛教等英雄人

物身上，他们的“故事”也被收入了《英雄

谱》中。在山东、江西、陕西、北京、黑龙江

等地几十场的公益演出中，戚宝用歌声

表达对英雄们的敬佩与感激，用歌曲重

现英雄们的感人故事。鲜活生动的形象、

感人至深的词曲、独特新颖的方式，让英

雄们的精神在新时代再放光芒。

“小时候，我特别崇拜英雄，看过

很多英雄人物的电影，就想着自己要

是英雄该多好。长大后没有成为英雄，

但是英雄的事迹一直在我心中，就想

着用音乐的形式，以及更加贴合时代

的表现手法展现英雄形象，唤起人们

对英雄的敬仰之情。”提起创作《英雄

谱》的初衷，戚宝这样说。

每次创作之前，戚宝都会查阅大量

资料，他被英雄的事迹感动着，被英雄

的精神鼓舞着。为了让英雄的故事能被

广泛传颂，他用喜闻乐见的流行音乐形

式、通俗易懂的语言、朗朗上口的旋律，

以流行、民谣、摇滚、爵士、阿卡贝拉、童

谣等表现手法，给听众一种全新的展

示，以此缅怀先烈、致敬英雄。谈及以后

音乐事业的规划，戚宝毫不犹豫地说：

“继续全国巡演，向英雄先烈致敬！”

我们的节日——清明节

敬英烈

水彩画《陇海今昔·胜利之路》：

记住宝鸡的光荣历史
本报记者 王卉

红色作品

市朗诵艺术学会演出情景诗剧《红岩魂》

画家姚臻聚精会神创作《陇海今昔·胜利之路》

白宝和与叶杰自编自演快板《用生命践行誓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