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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结（中国画） 吴建科作

2017 年是中国文学进一步繁荣、
发展的一年，新时代为作家们的写作提
供了更加宽广的舞台，而军旅作家们更
是以丰硕的创作成果增添了当代军旅
文学的光彩，发出主旋律文学的时代强
音。

历史题材作品历来是军旅小说的
重镇。今年的历史题材军旅小说在以
往辉煌的基础上又有新突破，作家们
更注重表现历史与人性的复杂性及其
微妙互动，更注重在真实的历史情境
刻画中凸显信仰的光芒。徐贵祥沉淀
七年，推出长篇小说新作《对阵》。作
品磅礴大气，透过一段特殊的战争历
史，塑造了一系列栩栩如生的革命将
士形象，尤其是对两个阵营主人公的
复杂思想、情感勾连作了生动描写。
陶纯的长篇小说《浪漫沧桑》贯穿抗日
战争与解放战争，主要通过女主人公
李兰贞与汪默涵、申之剑、罗金堂、龚
黑柱这四个男人之间情感上的纠葛抒
发作者对历史、战争与人性、情感的深
度思考，被誉为“中国版”的《飘》。林
朝晖的长篇军旅小说《飞翔的白鸽》以
战争为线索，娓娓讲述台湾老兵坎坷
的人生，散发着浓烈的爱国情结与剪
不断理还乱的乡愁。

在中短篇小说的历史题材创作方
面，军旅作家们也有新的突破。王凤英
的短篇小说《白菊花》（《解放军文艺》第3
期）通过一个小孩的视角，见证了以老兵
“姥爷”为代表的一代核工作者为“两弹
一星”的试验成功付出的健康乃至生命
代价，以及他们身上闪耀着的高尚人格
魅力和属于那个时代的高贵的精神境
界。温民的中篇小说《三七二十一》在大
体虚构的故事中嵌入了姜全我、唐聚五
等有案可查的历史人物，将文学想象与
历史真实有机结合，生动再现了早期东
北抗日武装的基本面貌。卢一萍的《陀
思妥耶夫斯基与荒漠》（《解放军文艺》第
7期）将目光聚焦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的
新疆荒原上的激情与奉献。编辑在卷
首语中对作品的艺术价值予以了充分
肯定，“也许，不回避历史的复杂性和
个人心灵与情感的复杂性，文学方能
更接近真实……在一无所有、寸草不
生的‘白原’上，作家设置了陀思妥耶
夫斯基这个遥远的背景，它使整个小
说的视域豁然广阔，意境也变得更为
深邃，其时间感、纵深感和精神深度，
满足了我们的阅读期待。应当说，作
品在某种程度上开拓了军事题材小说
的表达方式。”

2017年，军旅作家围绕强军主线，
书写基层官兵在强军路上的梦想与豪
情，也不回避可能阻碍强军征程的部队
旧习气与积弊对官兵的影响，同样不讳
言军人作为社会的普通个体可能面临
的各种世俗性的困惑与抉择。

新生代军旅作家西元的中篇小说
《壁下录》以一个首长秘书的视角，追忆
反思了近二十年来的社会变迁与军人内
心世界的抉择和妥协。不同于官场小说
的一般套路，其对“自我”矛盾和痛苦的
挖掘与呈现更加深刻到位。海军航空兵
的地位近年愈显突出，周鸣的中篇小说
《晴天暴》以此为题材，通过一名海军航
空兵师长与妻子的“斗法”探讨军人自我
价值实现与家国情怀的统一。王甜的
《笑脸兵》聚焦军人的内心世界，探讨如
何对人的灵魂品质进行提纯，怎样破除
外在的光鲜幻象，脚踏实地地走路。韩
光的《黄云堆雪》塑造了一群赤胆忠心的
军旅男儿，参谋长刘勇等人怀着对祖国
的忠诚，恪尽职守，即使面对提职等问题
上的不公平，也能正确对待。孙东亮的
《越界》叙述边防连队与越界渔船船主的
关系种种，更涉及到边民生计与边疆治

理管控的现实矛盾，以及边防军人在面
对危机事件时的不同心态与反应，展现
了作家扎实的写实功底与现实人文关
怀。李强《北极测向站》以魔幻手法呈现
一群生活在边境小站上的隐蔽战线的特
殊军人，是一篇生动的谍战小说。孙鹏
飞的《潜航》通过一对父子之间的复杂关
系书写两代军人的情感与信仰传承。张
子影中篇小说《透明的飞翔》以飞行员雷
亚飞主动报名参加一桩高风险、高精尖
的机密任务为情节核心，讲述军人在职
业信仰与个人利益之间的抉择。作品叙
述老道机智，行文跳跃灵动，显示出作者
对飞行员这支部队丰厚的生活积淀、丰
富的人物认知。

一些现实题材的军旅小说，超越了
以往同类题材程式化的写作套路，写出
了军人丰富厚重的精神图景。李西岳
的中篇小说《军婚》以一位师政委为叙
述者，讲述一门三代军人的婚恋故事，
反映不同时期、不同环境中军人的情感
心路和婚恋观念。王凯的《沙漠里的叶
绿素》通过陈宇、林静、何勇等人物形
象，塑造了一群生活在大漠上的青年军
人的多维度形象，他们珍惜友情，渴望
爱情，被世俗生活影响，又有着内心的
英雄情结，展现了新时代军旅生活的审
美新质。

进入21世纪以来，军旅题材影视剧
的热播带动了红色题材的创作。事实
上，在当代文学的创作领域，军旅题材、
红色题材也已经成为很多非军旅作家创
作的重要资源。2017年，非军旅作家同
样推出了多部军旅题材的重磅长篇力
作。范稳的《重庆之眼》将主人公的命运
与重庆大轰炸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揭示
战争时代个人命运的跌宕起伏。张翎的
《劳燕》讲述抗日战争中一位因为战争失
去一切的少女阿燕与美国军械师伊恩、
中国学员刘兆虎等人之间的复杂情愫，
讲述战争的阴影以及人性的救赎。大量
非军旅作家对军旅题材的重视和探索既
印证了军旅小说非凡的题材魅力，亦展
现出未来发展的诸多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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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国家与军队大事频仍，关注
与辐射热度持续。与往年相比，丰富的
现实题材、丰沛的创作元气、传统媒体和
新媒体的有效联手、新旧诗歌作品等量
齐观、新老诗人创作热情空前等，营葺起
颇为壮观的军旅诗歌的春色天地。

英雄精神的历史抒怀获得新的时
代延展。这类诗歌创作既考量诗人如
何避免对主题意义作简单的皴擦，又
从诗意上突显其英雄言说的个性化气
质，且能缓释想像力之广阔与靠拢历
史之开放的沟壑，并非易事。但这往
往可以看出诗人思想性与艺术性的提
纯能力。《解放军报》长征副刊和中国
诗歌网共同举办“纪念中国人民解放
军建军九十周年”诗歌征文活动，《解
放军文艺》联手《诗刊》举办军事题材
诗歌大赛并出版“诗歌专号”，其他如
《神剑》《前卫文学》《橄榄绿》也相继设
置专栏，所涉凡深化国防与军队改革、
人类战争、军事历史、军旅生活、兵器
装备建设、新兵种等，对军队历史和当
下作了较为深入的观察、思考，对英雄
精神回归所作的努力显而易见，为新
时代军事题材诗歌写作提供了新发现
的路径。

程步涛的《河流》以“河流”“春天”
“野菊花”为诗眼，用拟人化修辞打通现
实与战争的往事，多帧画面的移动与定
格反拨战争给人类带来的情感重创，这
无疑接续了诗人对英雄与崇高一以贯之
的豪迈情结与审美敬意，洞悉“号角与涛
声一起激溅”的新时代赞歌如何摄人心
魄。刘立云 800行的《上甘岭》对焦抗美

援朝中一次重要战役，在还原战场风云
的基础上对其意义和留下的地缘政治进
行反思，热情讴歌中国士兵的伟大精神，
于清晰的历史原貌下获得力量和诗性正
义的共鸣。曹宇翔的《风展开我们的旗
帜》中“一匹红色战马”仰天长啸，是诗人
强劲的心跳，涌向云端的热血因律动的
生命而富有温度，其沉实的语言于同色
系的主题中抬高人们仰视的角度。姜念
光的《上下铺》画面感强，诗人显然没有
被主题类题材所局囿所奴役。带人挖墓
坑的张干事验收墓坑的方式很奇特，亲
自试睡每一个挖成的墓坑。上铺是他，
下铺是牺牲的战友，入眠的鼾声仿若与
隔世战友之间一次次光亮与黑暗的对
话，读来令人动容。李皓的《花篮的花儿
香》里“大生产”的神话在历史的教科书
里成为英雄南泥湾的关键词，那里不再
是光秃秃且粗糙的映像,分明从血液里
流淌出的军魂。赵振王的《皎平度》中
“军马”“窑洞”“船只”这些意象，提供了
军人在战火中永生的英雄母题，沉重且
轻盈地直逼历史真相，直达人心。艾蒄
的《突围吧，女孩》以女性的视角直面战
争炮火、感受战场惨烈，开启时空链接战
火与和平的通道，那些不断突围、赴死中
女兵的坚毅与果敢、牺牲的面影令人充
满敬意且饱含热泪。

新时代备战打仗命题下的军人精神
品质获得有益更新。这类诗歌创作既要
有丰厚的部队生活经验、当下军队改革的
切身体会和敦实的美学功力，又避免热情
的愿望大于语义的表达，在切入现实、叙
述日常、挖掘细节时留心因用力过猛沦为

观念化说教、概念化呼喊的可能。建立个
体与时代之间的有效对话基于诗人独创
性视角且灵魂必须在场。董玉方的《春风
刻骨》多点聚集军事生活的苦乐，诗人内
心的控制力从名词与动词的盈亏中折射
出思维的理性光泽，却难抑为祖国而战的
真诚准备和强烈愿望。刘笑伟的《朱日
和：钢铁集结》用具有充沛抒情性的文本
回顾军队五年来的巨变。在对军人终极
价值的追寻和探求中，军人的责任担当和
使命意义于跨越时空的纵情书写中变得
触手可及、栩栩如生。简明的《更高的天
空》表面写唐古拉山脉大雪的种种勇敢和
极寒环境，事实上用近乎白描的手法呈现
一幅驻守高原军人战天斗地的精神显
影。丁小炜的《筑梦强军》在赓续诗歌传
统的框架下试图带领人们的“同理心”穿
越有形与无形的界线，发出新时代强军筑
梦的声音并获得敬意的聆听。吕政保的
《包泥土的战士》，军人的使命和责任注定
远离安逸、抛家弃舍，家乡“泥土”终究抵
不过哨卡“泥土”，战士的爱与保家卫国的
情进一步交融、合流，诗意跨越庸常得到
深化、升华。史一帆的《静海苑》仍是他近
年追求的锚链状体系创作系列作品，惯有
的创作意志写出海军生活的大身量，明显
看出军人关注的南海气度与祖国的命脉
升腾起辽远意蕴的意愿。郭晓晔的《操
场》由战刀的命运连线沙场，军人血性并
不因时间的清唱而被分离，相反，仍是炽
热、滚烫而炮声隆隆地存在。马萧萧的
《二十四节气》延续了军旅内容辐射各类
题材的一贯性，他认为民间二十四节气
是军人对中国领土的许诺、对人民生活

的守护，战争气象流动于在四季更替和
戎马征鞍的多声部。东来的《东风烈》从
骆驼刺、胡杨林、东方红发射塔等意象的
截取中再现大漠场景，讴歌为国捐躯的
航天航空英雄们。胡松夏的《移防》关注
军队改革前景和军队力量编成、编制体
制调整的紧迫性，围绕新时代军队在移
防时、移防中、移防后的面貌一新、井然
有序，透视军队长城的钢铁硬度。温青
的《中国老兵》直面军队改革中军人员额
裁减带来的现实问题，对退役军人的价
值思考和复杂情绪采样准确，深谙老兵
情怀和家国意识的他，立体多维地链接
起中国老兵的生命赞歌，充盈满满的正
能量。朱思丞的《西江月·指挥对抗演
习》以现代兵演借助兵棋系统在网上进
行作战仿真模拟为视角，呈现军队指挥
员的军事指挥素养与现代战争的时代迫
切性。彭流萍的《假想一场战争》揣摩、
假设一场战争来临后，如何保持战争的
准备并以英雄主义精神正视、重视、直面
战争，展示空军部队的钢构内部。午声
的《枪，或者伙伴》专注于枪与战士之间
的深挚之爱，构筑起情感张力和硬朗血
性的风景线。

综上，进入新时代的军旅诗歌仍寄
望于军旅诗人艺术创作的思想标识，以
群体化规模化持续对军队的使命任务发
出新时代热情高音，渐趋于创造性的、及
物的、丰富的、真实的、独特的认识和多
向度表达。军旅诗人的精神能力如能得
到进一步提升，那么，以强劲的内生动力
催发一批讴歌强军兴军、备战打仗的诗
歌佳作，指日可待。

军旅诗歌—

讴歌英雄精神
■王凤英

进入新时代，我军更加聚焦练兵备战。围绕战斗力

这个核心标准，我军改革建设的方方面面都取得了新的

进展。反映时代是文艺工作者的使命，军旅作家更应当

真切聆听“新时代”声音，积极把握“新时代”脉搏，主动

承担“新时代”使命，勇于回应“新时代”要求。

刚刚过去的2017年，我军在建设世界一流军队的

征程中成绩斐然；2017年度的军旅文学也在由“高原”

向“高峰”勇毅迈进中收获颇丰。年度综述，盘点收成：

时代的新质为军旅文学提供了丰饶的素材，军旅作家

亦为变革前行的伟大时代建构起新的审美风格与理想

价值。

—编 者

不囿于某一类型、某种题材，同火热
的社会实践休戚相关，与国家民族行进
的路程肝胆相照，始终保有思想的锋芒、
现实的力量，这是军旅文学的精神气质，
亦是军旅报告文学作家的所想所向。特
别是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强军兴
军的伟大历史征程上，军旅报告文学作
家以“轻骑兵”的姿态集群冲锋不断尝试
与突破，以丰硕的创作实绩，充分表达了
歌唱祖国、礼赞英雄的时代主题。

描绘强军兴军恢宏壮阔图景，回应
改革强军现实问题与官兵情感。2017
年，军旅报告文学以现实主义、问题意
识，响应新的时代召唤，刻录强军兴军恢
宏壮阔图景。黄传会出版了中短篇报告
文学作品精选集《站在辽宁舰的甲板
上》，其中 7部作品从不同侧面描写刻画
中国海军史的发展脉络、反映海军现代
化发展与创新的光辉历程。兰宁远的
《中国飞天路——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发
展纪略》，讲述我国空间科学实验的重大
战略工程——载人航天工程启动 25年
来，中国航天人在迈向建设航天强国征
途上的艰辛与努力，记录了载人航天从
无到有到走向辉煌的步伐与征程。尤为
值得一提的是，由解放军出版社推出的
“强军进行时”报告文学丛书即将集体亮
相，该丛书从不同侧面生动立体记录展
示了中国改革强军的伟大实践。

改革强军的征程中，有人民军队的
巨大变化，也有官兵对现实问题的深刻
思考、面对转改退役的不舍真情，这些在
军旅报告文学家的笔端都得到了及时深
刻的回应。江永红的《特战者归来》，既
是对海外军事留学生留学经历的记录，
也是对当今世界特战队员基本训练体
制、魔鬼训练方法的分析借鉴，是对我国
特战队员的军事素养、视荣誉为“第一生
命”的军人价值观、宁死也要当英雄的无
畏精神的刻画与弘扬；更深层次则是在
作品的最后一部分“他们有话说”中，对
比当今中外军事训练体制，对比我军“一
专多能”训练与外军“专家训练”之间的

区别，从而引出以实战化为中心走向改
革纵深的现实思考。作品提到的“实战
化训练中暴露的问题就是改革要针对的
问题，实战化训练是改革的发动机。改
革不是目的，打胜仗才是目的。只有奔
着打胜仗的改革，才是我们需要的……”
等观点发人深省，既是特战队员在特种
兵训练中的所思所想，也是作者关于改
革的深入思考与独立判断。

胥得意的《告别军旅》以题记“又是
一个军事改革时期，会有更多的军人离
开深爱的军旅。此时，我想起了曾经的
他们”开篇，讲述了因病离世、因改制或
士官转改等原因不得不离开军营的几
位官兵的真实情感和经历。他们虽人
生经历各不相同，但同样素质过硬、能
力卓越，对绿色军营和一身戎装饱含深
沉的热爱与无限的眷恋。作品以简短
的篇幅呈现出有温度的书写，对改革强
军过程中离开或即将离开挚爱军营的
官兵作出了情感的回应，昭示着广大官
兵“若有战，召必回”的忠诚和情怀。爱
国主义和英雄主义，始终是军旅文学不
变的主题。2017年，军旅报告文学作家
坚持爱国主义、英雄主义精神底色和写
作伦理，生动鲜活地塑造着反映新时代
本质内涵、体现新时代精神风貌的当代
革命军人。

傅逸尘的《温暖的桥》（《中国作家》
第 12期）生动刻画了党的十九大代表、
全军信访工作先进个人、全军优秀党员
全忠的形象。作者代入主观视角，从细
节出发，将全忠的故事、经历、情感浓缩
于一个采访、对话的冬日夜晚，深入主人
公的内心世界和精神肌理。作品结构精
巧、饱蘸深情，以极富象征性和抒情性的
诗意笔调，在有限的篇幅里勾勒出一个
长期默默无闻、长期承受压力，数度身临
险境的信访英雄的鲜活形象，展现出作
者对时代精神和军旅生活的切近思考。
李忠效的《核潜军魂》讲述了原海军副参
谋长阎保健为我国核潜艇事业奉献毕生
心血，积劳成疾，鞠躬尽瘁，临终前仍心
系使命任务，遗愿是将骨灰撒向祖国蔚
蓝大海，最终实现魂归大海，永远守望核
潜艇事业遗愿的感人事迹。

回顾文学史，因产生的时代历史背
景和主题内容所系，军旅文学往往以生

死考量、牺牲奉献阐发主旨和审美价值，
表达爱国主义和英雄主义。随着和平年
代新的军事环境和时代语境的生成，在
军旅文学家笔下，爱国主义、英雄主义也
呈现出更多富有时代精神品格和特质的
新形态，集中表现为以个人梦想与家国
情怀共生共鸣的方式实现。

张子影的长篇报告文学《试飞英雄》
是作者跟踪采访中国空军试飞员队伍十
六载的心血之作。作品全面揭示了这一
充满挑战的高精尖端职业，也是和平年
代距离死亡最近的职业。记录了中国空
军试飞员队伍成立初期老一辈试飞员白
手起家、艰苦创业，推动了飞机国产化的
步伐，更刻画了以黄炳新、雷强、李中华
等为代表的第二代、第三代试飞员，德才
兼备、智勇超群，瞄准世界航空发展的前
沿，不断向世界尖端技术发起冲击。徐
艺嘉的《三度挺进太空——记八一勋章
获得者景海鹏》，追溯英雄的成长经历，
探索景海鹏诙谐幽默、胸怀大气、百折不
挠、不断超越的性格特质，彰显了英雄
“刚毅坚卓，做最好的自己，让祖国挑选”
的刚毅顽强、从容自信。他们共同拥有
着对所从事职业的敬畏热爱，在一次次
的极限挑战中，不断实现自我价值的超
越、翱翔九天的个人梦想和当代革命军
人的家国情怀，彰显着铁血担当与自信
豪迈的当代英雄本色。

不为繁华所惑，在朴实平凡中坚守
精神高地、实现人生价值当是军人的精
神底色。钟法权的《高原本色》刻画了青
藏兵站部驻守青藏线上无数士官中的普
通一兵董甫，身处可可西里无人区，直面
高寒与荒凉、寂寞与缺氧，默默坚守在炊
事班这一为青藏线官兵补给的平凡岗位
上，花样翻新地为官兵日常生活增添亮
色。董甫在钟法权的笔下，不为牺牲奉
献而可悲可悯，唯见一个早已与可可西
里血脉相融“天生适合在可可西里生长
的藏羚羊”，一个秉持着越是艰苦才更体
现个人价值信念，因信念和信仰之美而
格外富足快乐、可亲可爱的当代革命军
人形象。

除了戎装英雄，军旅报告文学家丁
晓平创作了长篇报告文学《铁汉丹心》，
反映了全国“两学一做”典型张进这一
被誉为“国企铁汉”的优秀军工人，“生

为军工人，死为海军魂”的动人事迹。
王鸿鹏、马娜创作的长篇报告文学《中
国机器人》获得中宣部“五个一工程
奖”。作品深入系统描写中国机器人从
立项到快步发展、跻身世界强国精彩故
事，以现实的关注和前沿的引导，展现
国家创新成果，和以蒋新松、王天然、曲
道奎为代表的几代机器人科学家忘我
拼搏奋斗、勇于开拓进取、不断自我超
越的精彩故事。

追溯公众认知薄弱的重大历史题
材，呈现具有作战价值现实意义的战争
历史。余戈“滇西抗战三部曲”的收官之
作《1944：龙陵会战》的出版，堪称 2017
年历史题材报告文学最重要的收获。龙
陵会战对于推动抗战全面胜利，及战后
奠定中国在世界政治格局中的地位等，
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遗憾的是，这段
具有重要意义的重大历史题材并不为公
众所熟知。余戈聚焦一个战场，以深钻、
吃透的研究方式、鲜有的学术规范性深
究细作，呈现历史、战争的别样真实，让
这段具有现实作战价值的战争历史跃然
纸上，使学界和社会得以在精确、细微的
条件下重新关注、观照、认知这段历史的
重要价值。从文学价值来看，作品提升
了历史题材报告文学的品格气质，也同
样不失为对以输入历史经验、探寻价值
精神的历史题材报告文学写作传统的一
种突破。从现实意义来看，正如评论家
殷实所言，“龙陵会战中因了中美军事层
面的深度合作，创造了中国军事史上空
前规模的步炮空协同作战，战争过程中
的军事活动经验、教训极为丰富，大部分
对于当下实现强军目标所进行的深层军
事变革不乏启示之效。因此本书的价值
就不仅是叙述了一段往事，而具有相当
的现实价值。”

追逐中国梦、强军梦的伟大历程，呼
唤巴尔扎克式的时代书记官，召唤更多
深刻反映社会现实、具有现实意义的史
诗性作品。与现实生活、当代军旅关系
最为直接、密切的军旅报告文学，应当仁
不让地率先奏响时代的交响乐章。我们
格外期待，在新时代，军旅报告文学作家
能够始终与祖国和军队同行，源源不断
地创作出更多优秀作品，为民族精神增
添更多的铁、血、钙。

军旅报告文学—

聚焦练兵备战
■张 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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