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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心”印我心
□文 豪 仲呈祥

在新中国话剧百花园中，军事题材话剧始终占据一

席之地。随着习近平强军思想的提出，军事题材话剧更如

雨后春笋般不断涌现。从《共产党宣言》《支部建在连上》

（唐栋编剧、傅勇凡导演）到《三湾，那一夜》（王宝社编剧、

殷弘毅导演），再到前不久刚刚亮相第十七届中国戏剧节

的《深海》（周振天、陈萱编剧，黄定山导演），一部部军事

题材话剧用舞台艺术独有的表现方式讲述了一个个激荡

人心的军旅故事。与此同时我们发现，当下军事题材话剧

的受众显然已不局限于穿军装的军人或曾在部队服役的

退役军人，而是引起全社会的广泛关注，这究竟是什么原

因？2021年12月20日晚，冒着京城的寒风看完由退役军

人事务部推出、军旅编剧李文绪执笔、国家一级导演彭澎

执导的话剧《兵心》，我们对这一问题有了更深的思考。

2018年4月16日，在习近平总书记的亲自谋划推动

下，退役军人事务部正式挂牌成立。新部门、新领域、新问

题，为文艺创作提供了鲜活的素材。《兵心》这部以全退役

军人为主创班底的话剧成功首演并赢得各界好评，本身

就证明了广大退役军人里藏龙卧虎、人才济济，是一支不

容忽视的重要力量。

触动我们的首先是一群熟悉的老面孔。尚大庆、李文

启、黄晓娟、洪涛、梁斌，他们中的部分人早已超越一般意

义上的演员进入表演艺术家的行列。然而，或许是曾经的

军人身份引起了他们对剧中角色的情感共鸣，又或许是

“退役不退志 退伍不褪色”的响亮口号激发了他们的斗

志，看罢《兵心》，我们不禁为舞台上这群尽情飙戏的老戏

骨击节叫好。他们将人物性格诠释得恰到好处，舞台节奏

拿捏得妙到毫巅，在平均年龄超70岁的主演们的共同努

力下，经历战火硝烟却因爱吃醋的“小老头”王忠诚（李文

启饰），爱恨分明善解人意的刘丽娟（黄晓娟饰），时而装

病时而清醒却始终初心不改的耿长年（尚大庆饰），还有

在故事的讲述者和亲历者的角色间切换自如的军休所所

长吴为（洪涛饰）等一个个生动鲜活的角色在舞台上立了

起来，成为“吸引人、感染人、打动人”的艺术形象。

与以往的军事题材话剧重点关注现役部队不同，《兵

心》作为首部退役军人话剧，以新颖独特的视角、跌宕起

伏的剧情及充满温度和质感的生活细节向广大观众展现

了军人的家国情怀，既堪称军事题材话剧的又一部佳作

力作，又进一步拓宽了军事题材话剧的创作边界。

曾将生死置之度外的战斗英雄王忠诚为了几百块的

物业费斤斤计较；凭借自身努力在部队一点点成长起来

的大儿子耿刚为了“向上提一级”竟提出让自己的父亲给

老部下打个电话“做做工作”；更有甚者，当过两年兵退役

的二儿子耿直成立影视公司，专拍神魔玄幻、不着边际的

烂片。暗淡了刀光剑影，远去了鼓角争鸣，面对兵心不再

的亲人战友，表面糊涂内心清醒的耿长年无比煎熬。“错

的就要掰过来”，经历一番激烈的思想斗争，个性耿直的

耿长年决心不再隐忍，而是要帮助身边的人们找回失落

的兵心。

何为“兵心”？兵心是军旅情怀。这情怀，化作对战友

的思念。在抗美援朝的战场生还后，为纪念牺牲的战友，

老兵孙大树改名李守一，甘愿在烈士陵园为战友守墓70

年。这情怀，化作对军营的不舍。面临军改难舍军营的耿

刚，最终流着泪喊出“爸，我还想再穿几年军装”的一幕令

人动容。这情怀，更化作练兵备战、敢打必胜的坚定信念。

全剧结尾，四位昔日战友得以重聚，冰释前嫌。而舞台的

另一侧，导演巧妙地让耿长年的长孙出现在另一时空，那

是我军某合成演练基地，作为新中国历史上首批职业军

人，年轻的他自觉扛起肩上的使命，继承前辈的壮志豪

情，将如磐的兵心化作敢打必胜的决心与信心。

何为“兵心”？兵心是爱军之心和爱民之心。这里有19

岁的滚雷英雄赵磊，也有拉响最后一颗手榴弹与敌人同归

于尽的孙指导员。无论是昔日抗美援朝的战场，还是今天

的中印边境，总有军人挺身而出、冲锋在前。我们的军队为

人民服务，我们的军队更以“人民”命名。走进退役军人事

务部，抬头望见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让军人成为全

社会尊崇的职业，让退役军人成为全社会尊重的人”。2021

年以来，随着《退役军人保障法》正式施行，第八批在韩中

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遗骸归国安葬仪式隆重举行，“最美退

役军人”“最美拥军人物”先进事迹发布，退役军人的获得

感幸福感荣誉感不断提升，全社会尊崇军人的氛围日益浓

厚。绿色军营的故事、威武之师的传奇关注的早已不再是

军人群体，而是所有国人。唤回“兵心”，于我等普通人而言

又何尝不意味着重拾一份拥军爱军的情怀。

“兵心”印我心，我心即初心。不忘初心、砥砺前行，方

能不辱使命。

时间，“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一去不复返。

然而，历史并非如此：“死亡的历史会复活，过去

的历史会变成现在，这都是由于生命的发展要求它

们的缘故”（见克罗齐《历史学的理论和历史》），也就

是说，历史是具有现代性的。

最近公演的话剧《兵心》感动了很多观众，让人

产生了极大的兴趣，非常值得珍惜，值得深入探究。

在笔者看来，该剧最引人注目的是它的思辨价值。

不是因为台词里有多少时髦的词句，而是从整体戏

剧构成中渗透出来的一种深刻的思辨，那就是：当历

史在记忆中复活的时候，那透视现实的历史光芒，在

呼唤着推动时代前进的伟大力量。

所谓《兵心》全剧的整体构成，质言之，就是所有

的人物、情节，所有的戏剧动作与所有的含蕴都被囊

括在一个核心支点派生出来的结构网络上，而这个

核心支点就是主人公耿长年“患上”阿尔茨海默病的

突发事件，极大地震荡了他和至爱亲朋们原有的生

活秩序，陡然间，以他为中心的人物关系与人物的戏

剧动作全部进入未知的陌生的状态。戏，好看了。

像这样的戏，主人公“精神有毛病了”（思维、认

知、表达的非正常化），一下子引发出了陌生、新鲜的

戏剧情境和戏剧状态，从而使整个戏剧情势翻越到

一个新的境界，使全剧思想含蕴绽开新的火花，使全

剧的戏剧动作进入到动荡的不稳定、不平衡的新局

面，孕育着随时可能爆发新的变化……莎翁的《哈姆

雷特》如是，郭老的《屈原》如是，《兵心》亦如是（主人

公在“患病”的假象里思辨）。

这样，舞台上人物戏剧动作的演绎悬念丛生，不

断开拓新的引人入胜的场面。这里的“兵心”——耿

长年、孙大树所代表的老一辈革命军人对党和人民

不变的忠诚与坚守，就不单纯是军人的心灵、军人的

品格、军人的精神，更是历史真理对当代生活透视的

光芒。

这思辨的光芒不是依靠人物概念化的宣讲，而

是沿着主人公耿长年以及孙大树独特的内心逻辑，

进行多方面的逐步深入的探幽索微，在不断发展变化的戏剧动作中，展

示了“兵心”的阔大、“兵心”的炽烈、“兵心”的悲悯、“兵心”的厚德、“兵

心”的忠贞与“兵心”的深情。而“不断发展变化的戏剧动作”的原动力

正是历史的复活——

阿尔茨海默病为什么突然发生？答案是：“爷爷没病，爷爷装的”。

为什么要装病？答案是：“我心里堵得慌，上不来气儿”。再问，为什么?

“我就不该写那个回忆录……那过去的人啊，事儿啊，全来了……这些

（过去）的战友还给打招呼，冲你笑……我怕他们问我，老耿啊，你现在

过得咋样啊？我不知道怎么回答……我就觉得离他们越近，就离现在

越远……”

记忆并非都是美妙的，有时会是很痛苦的，因为那是心灵的自我拷

问啊！然而，最严峻的拷问却是突然出现的，那就是消失了70年的老

战友孙大树。这个人物，在第一场，刘丽娟特别提到了：为了和老耿一

起写回忆录，找到了“好多老战友”，就差孙大树这个人“没找到”。他是

到最后一场才出现的活生生的具体人物形象，同时，他又是一个十分重

要的颇有含蕴的象征，象征着历史（过去的岁月）。70年来，他从没有

见过耿长年、刘丽娟和王忠诚这三位老战友，但是，他又始终隐藏在这

三个人的内心深处，镶嵌在他们命运的关节点上：孙大树本应是耿长年

的救命恩人，但救人不到“底”，中途消失，被耿长年和最终把耿长年救

回去的王忠诚视为“逃兵”；然而，正是因为有这个“逃兵”，才愈发反衬

出耿长年和王忠诚是英雄；参军前就已经和孙大树订婚了的刘丽娟，一

辈子都陷在痛苦的泥沼里，她坚信大树哥绝不会当逃兵，但是人呢？

70年杳无音信，使永远锥心的疑问没有答案。

想起了孙大树，就是想起了历史。

是的，历史没有死，它在现实生活中“生发”了。难道不是吗？恩格

斯说过：“人离开狭义的动物愈远，就愈是有意识地自己创造自己的历

史。”《兵心》的主人公和他的战友们正在“复活”历史、创造历史，不仅揭

示了所谓“逃兵”孙大树的英雄真相，使历史的记忆真切了完整了（救人

不到“底”是因为他发现了敌军悄然包围我军一个连的意图，必须暂别

昏迷中的耿长年，及时告知这个连），更重要的是，从“逃兵”孙大树到英

雄孙大树的巨大变化，不单单是历史记载的变化，更是主人公和他的两

位战友在“复活”的历史中进行了一次从未有过的灵魂大翻检，使自己

的灵魂重新放射出高尚的光芒。这就是第五场，主人公耿长年的“突

变”——

“70年他（孙大树）什么都不要，什么也没得到，他就在那儿守着

（烈士的墓地）……当初是我，是我把他（误认为逃兵，使他不能在战友

面前站出来）……”这是忏悔，更是砥砺。大儿子为了军衔提升，要他给

“关系”（上级领导）打电话，他却故意要给牺牲的战友打电话，令大儿子

无地自容；二儿子为了捞钱拍摄烂剧本，逼着他说出银行卡号，他嘲弄

地给了老二一张空白卡：“别人，爸管不了；可你们不行！”因为你们“摊

上了（我）这么个爸！”

主人公勇敢地扯下“失智”的假面，自己凭着坚守真理和道德原则

的本色，堂堂正正地站在太阳光下。当然，他还是那个父爱如山、慈怀

心切的老爸，当他真的为儿子给领导（他曾经的下属）打电话时，只说了

“（你要）好好工作”四个字，立即又挂上了电话。他痛苦地流泪大叫：

“我张不开嘴呀！”这是个多么真实、多么生动、多么可爱可敬的老爸！

这就是“透视现实的历史光芒在呼唤着推动时代前进的伟大力

量”。或许，“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的命题，在这里得到了准确的阐

释。看话剧《兵心》，不免让人想到了巴尔扎克的论断，“艺术是思想的

结晶”。而所有杰出的话剧作品无不具有思辨的品格。

《兵心》的光彩令人欣喜，其未来可期。

观看话剧《兵心》是一件赏心悦目又催人奋进的

快事。这部聚焦退役军人题材的原创话剧，以轻喜

剧的表达寄寓着深厚的内涵，因精巧的构思颇为引

人入胜，由一批退役老兵领衔演绎“兵心”故事，更是

体现了“兵心”如初、到老弥坚的精神品格。

一、一出“兵心”如初、寓意深刻的优秀剧目
三代军人，一台大戏，“兵心”如初，到老弥坚。

《兵心》一剧着力塑造了以耿长年为代表的中国军人

的伟岸形象，可亲可敬，令人感动。已是耄耋之年的

耿长年及其战友们，历经70年军旅岁月，“兵心”不

改，使命永存，他们是中国的脊梁，是当代最可爱的

人。耿长年的战友孙大树，则是另一位特别的存

在。70年来，他被误解为“逃兵”，剧中也一直以暗

场处理。直到最后一场剧情出现惊天逆转，现身在

观众面前的孙大树却是那么的崇高伟岸。当年的英

雄为了一个承诺，70年来坚持对牺牲战友的守护，

无怨无悔、默默奉献，真可谓“兵心”如磐，令人崇敬。

讴歌人民，讴歌英雄，在当下，塑造这样一群有

血有肉的军人群像，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即使是

剧中耿长年次子耿直形象的创造，也有着特别的意

义。耿直出身军人家庭，也曾是一名军人，但退役后

受到市场经济和流行文化的负面影响，以追逐利益

为目标，自然会失去军人的理想、生活的目标和革命

的信念。正是在父亲耿长年、前辈孙大树等的感召

下，他们重新校准自己的人生，认清军人的职责，一

日从军，“兵心”不变，牢记使命，勇往直前。对于广

大的退役军人特别是退役后再次创业的年轻军人而言，这样的情节和

形象设置，也从另一个方面体现了创作该剧的现实意义。

该剧题材独特，形象鲜明，语言生动，创作过程也很精彩。军旅编

剧李文绪和导演彭澎倾注了他们全部的创作激情，力求突破一般同类

剧目容易流于概念化、“行业戏”的局限，力争将该剧创作成为一部观照

历史、现实与社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时代剧、思想剧。综观该剧，

在人物塑造上避免了高大上和概念化，塑造了一批生动感人又个性鲜

明的军人形象。在舞台呈现上，追求“有内涵”“有意味”“有戏感”，不

“玩”大的舞美包装，老老实实讲故事、演人物、诉真情，追求戏剧的本

真，揭示生活的本质，彰显当代军人的精神品格，让该剧具有了很强的

舞台感染力和观赏性。

二、一出构思精巧、引人入胜的原创大戏
《兵心》结构精巧，明暗双线，层层递进，悬念迭出，引人入胜。全剧

从现任所长的讲述开始，他是剧情的讲述人，也是剧情的参与者，是推

动剧情发展、联系各方关系的重要线索人物。耿长年的突然失忆引发

出的一系列事件是剧情演绎的主线、明线，战友孙大树的“逃兵”污名则

是剧情的暗线。原本身体尚佳的耿长年突然失忆，引起了耿家大乱，两

个儿子各存心思，连老战友王忠诚、刘丽娟夫妇也因这场风波而心神不

宁。二儿子为了恢复父亲记忆要银行卡密码，设计了父亲当年参军的

情景，却也是一场耿长年峥嵘岁月的情景再现，巧妙地揭示了一位老兵

“兵心”如初的历史根由。而王忠诚、刘丽娟夫妇因一张与耿长年和“逃

兵”孙大树四人的合影照片，引发了几十年恩爱夫妻的婚姻危机。耿长

年与孙子耿志军的祖孙对话，不仅揭开了他装呆的原因和内心的反思，

也是对当代年轻军人一堂生动的“兵心”课。全剧的最后随着昔日的老

战友孙大树现身，明暗两条情节线的汇合，谜底终于揭开，化解了“逃

兵”的误会，观众也从剧中人物悲欢离合的命运中感受到了心灵的震

撼，得到了精神的净化。

该剧之所以形象生动、引人入胜，还与台词生动、语言精彩，编导追

求趣味性、喜剧性分不开。全剧表现军旅生活，展现军人形象，厚重的

内涵俨然是一出正剧，但在剧情的展开和形象的塑造上又注入了诸多

喜剧性元素，以喜剧手法去演绎厚重的军旅生活和军人形象，又具备了

轻喜剧的风格。创作者正是想通过如此的风格，为观众打造一出内涵

丰厚又好看动人的军旅剧目。编剧原本擅长喜剧创作，该剧风格化的

创作是值得充分肯定的。

三、一批退役老兵演绎“兵心”，也是演绎自己
《兵心》一剧由一批退役老兵领衔、老中青三代演员联合主演，剧场

效果热烈，观众无不为他们的精彩表演所感动。尚大庆饰演耿长年，李

文启饰演王忠诚，黄晓娟饰演刘丽娟，洪涛饰演吴为，梁斌饰演孙大树，

“兵心”如磐也充分体现在领衔主演的这批“老兵”表演艺术家身上。李

文启是广大观众非常熟悉和喜爱的表演艺术家，七十有七，最为年长，

在剧中有着出色的表演。梁斌也已年过七旬，虽然戏份不多，但在他看

来，饰演孙大树这样一位有大爱的人就像这一形象的台词所说，“一个

人，一辈子，一个承诺，值了”。黄晓娟坦言，要饰演好87岁的老兵刘丽

娟是一种挑战，不仅要贴近人物年龄、形象和特征，更要深挖人物的内

心世界，彰显好那颗纯真执著却温柔强大的心。尚大庆饰演耿长年，力

求将他还原成一个真实鲜活的人、一个在思考的人、一个在寻求自我救

赎的人。这些可亲可敬的老兵艺术家虽退役休养，但与剧中老兵耿长

年、孙大树等惺惺相惜，情感相通，演“老兵”也是在演自己，以全身心的

投入倾情演绎着“兵心”如磐的动人故事。

《兵心》首演就已经得到了广大观众的喜爱。我们相信，这部由退

役军人事务部组织创作的首部退役军人题材话剧，借助艺术的方式，讲

好军人故事，培塑家国情怀，在感动观众的同时，对于在全社会营造尊

崇军人职业、尊重退役军人的浓厚氛围，也必将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退役军人事务部自成立以来，已经显示了他

们的现实作用与精神风采。为庆祝建党百年，他

们以艺术的方式展现退役军人的家国情怀和军

旅情结，推出了第一部原创话剧《兵心》。此剧表

现了三代退役军人在和平年代的人生思考、现实

反思和责任担当。

《兵心》选材独特，有悬念、有张力，它所涵盖

的时代生活既有历史跨度，又有现实指向。洪涛

扮演的干休所所长吴为这个人物既是剧中人，又

不时地跳出剧情之外，对剧中人做些评述，起到

引领剧情的作用。此剧从米寿之年的耿长年从部

队干休所突然消失展开叙事：干休所所长吴为给

耿家打来电话，说耿长年不知去向，他们正在寻

找。耿长年的长子耿刚、次子耿直万分焦急，他的

老战友王忠诚、刘丽娟夫妇也忙做一团。围绕着

老耿因何突然消失，回家后为什么痴呆，他是真

痴还是假痴，他为什么揣着明白装糊涂，他与老

战友孙大树的纠结怎样消解，悬念一点点打开，

情节一层层铺排，戏剧从生活的现象层面进入到

退役军人的内在情怀，表现他们虽然离开部队，

摘掉领章、帽徽，但赤诚兵心不改，热血激情犹在。

《兵心》结构巧妙，情节紧凑，人物生动，表现

了三代军人的人生境遇和军旅情怀。耿长年经历

了淮海战役、解放海南、抗美援朝、对越自卫反击

战，在烽火硝烟中度过了人生的青壮年华，在和

平年代继续保持军人本色，晚年在部队干休所乐

享幸福，写写回忆录。

第二代军人是耿家的两个儿子。长子耿刚身

为军报主编，即将转业复员，他不愿离开部队，恳

请父亲求助当年的部下为他留在军营开绿灯。次

子耿直从部队退役后自主创业，成了文化传播公

司的老总和网红剧的制片人。他急需老父亲银行

卡上的钱用于公司周转。

耿家第三代军人耿志军和王忠诚的外孙女

燕南是一对恋人，他们是现役军人和退役军人的

组合。

老耿的突然痴呆暴露了他内心的困惑和无

奈：他对两个儿子感到失望，装作患有阿尔兹海

默病，因此阻断和他们的对话交流。长子催促他

联系老部下，他装聋作哑。次子费尽心机，用了各

种方法，甚至借助场景还原，想从父亲口里套出

银行卡的密码，老耿只好装痴装傻。

直到大孙子志军回来，身为军人的他敏锐地

发现了爷爷的痴呆来得有点蹊跷。耿直为了逼出

父亲手里的钱，在父亲米寿之日，竟然说出要让

自己的儿子志军退伍。耿长年的老年痴呆装不下

去了，只好交出银行卡。

老一代退役军人耿长年、王忠诚、刘丽娟彼

此之间有故事，他们还有一位曾经生死与共的战

友孙大树。刘丽娟与孙大树青梅竹马，后来因为

耿长年在朝鲜战场负伤，背着他去抢救的孙大树

却不见踪影。耿长年怀疑孙大树当了逃兵。后来

王忠诚与刘丽娟结婚。新中国成立后，孙大树隐

姓埋名，不知所终。直到有一次耿长年在疗养院

旁边的烈士陵园发现了孙大树，他依然穿着旧军

装，成了革命烈士墓的守墓人。当年在战场上，他

为了给被包围的志愿军报信，放下了受伤的耿长

年，在返回途中踩上地雷，身受重伤。直到最后，

这个悬念破解，老战友们紧紧相拥在一起，纵有

千言万语，也无法表白万千思绪。

此剧敢于正视退役军人的内心矛盾，敢于表

现军人在离开军营之后的心理波动。在战场上横

扫千军的耿长年，面对家庭亲情的杯水风波、一

地鸡毛却拙于应对，徒唤奈何。当年在战斗中舍

生忘死的王忠诚，如今会为了几块几毛的物业费

喋喋不休，大动肝火。经历了一系列事件，特别是

看到孙大树的高风亮节之后，三代现役、退役军

人理解了坚守兵心的必要和精神价值的崇高。

此剧表现了退役军人群体对兵心的坚守，此

中有心性的刚毅、意志的刚强、为人的刚正。耿长

年想当然地认为长子利用他拉关系走后门，他宁

可假装痴呆也不肯打一个求情电话。孙大树因为

当年身体残损，为了不给任何人添麻烦，他选择

独自疗伤，孤独终老。而他曾经的未婚妻刘丽娟，

直到晚年，对他仍是心心念念，一张残破的旧照

片一直带在身边。她相信他不是逃兵，她要找到

他，看见他衰老之后的面容。第三代军人耿志军

回到部队，志在军营建功立业，为建设现代化人

民军队竭忠尽智。

《兵心》是一部有兵味、接地气、有温度、有情

怀的话剧。几位老戏骨的演出与青年演员配合默

契，珠联璧合，显现出军人的风骨、气概和风采。

尚大庆扮演的老耿从假扮痴呆的内心明白，到说

服子孙保持军人心性；从邂逅为烈士守墓的孙大

树，到反思自己对他的怀疑、错怪，内在心理和外

部行动张弛有度，层次分明。李文启扮演的王忠

诚颇有世俗生活的味道和喜剧性的情调，他煞有

介事，没事找事，在内卷自耗中打发日子。黄小娟

塑造的刘丽娟性格刚柔相济，对爱情执著，同时

又疾恶如仇，在表演上很有爆发力和表现力。梁

斌扮演的孙大树虽然出场时间不多，却颇有沧桑

感和威武感，令人肃然起敬。耿刚的严谨、沉稳，

耿直的俗气、痞态，也被薛硼和王旭峰表现得恰

如其分。

总之，这是一部兼具幽默与反思意味的正

剧。最后几位老人笑看岁月，冰释前嫌，情义满

怀，无语凝噎，表现了军人的气魄和真情的可贵，

颇有动人、感人的意味。

由退役军人事务部组织创作的首部退役军人
题材话剧《兵心》通过讲述移交政府安置的军休干
部故事，生动刻画了一代代退役军人对党忠诚、兵
心如磐的坚定信念和“脱下军装还是兵”的使命担
当。在日前举行的该剧专家研讨会上，与会者认
为，该剧主题鲜明、角度独特、以小见大、节奏紧
凑、生动感人，有利于教育引导广大退役军人继续
保持“退伍不褪色、退役不褪志”的本色，激励广大
退役军人为党的事业而奋斗，成为巩固党长期执
政的可靠力量、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
本报刊发四篇专家评论文章，以飨读者。

——编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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