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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写英雄人物、颂扬英雄精神是文
学作品中的重要题材，但这类题材的创
作往往容易陷入“脸谱化”、同质化的窠
臼。有的作品，创作者主观设定、人为
拔高，塑造的英雄形象虽然“高大上”却
“遥不可及”。翻开欧阳华的长篇报告
文学《蓝盔勇士——人民英雄申亮亮》，
朴实动人的文字间，呈现出的是一个
可亲、可感、可爱的平凡英雄形象。

入伍前，申亮亮是一名普通的农村
青年。文章中描写他送西瓜、卖豆芽等
情节，充满着浓浓的生活气息，也展现
出他憨厚淳朴的性格。步入军营后，申
亮亮吃苦耐劳，样样都要拔头筹、争先
进，突显了人物的赤诚忠勇，也让人物
形象更加立体饱满、鲜活生动。

作者欧阳华在表现申亮亮的性格

时，抓住了书写生活里的“真”，让读者
在阅读时有很强的“代入感”。她到英
雄生活的家乡和军营实地采访与体
验，对有意义的生活细节，认真记录、
反复酝酿，透过人物的经历引领采访
和写作，使作品既具有报告文学的严
谨细致，又有丰富的情节和诗意的文
学表达，增强了作品的可读性。

在军营的摸爬滚打，让这名来自
农村的普通小伙子逐渐磨砺成长为一
名钢铁战士。作者在讲述申亮亮成长
故事的同时，也为我们展现了真实火
热的军营生活和一群血性男儿的家国
情怀。

书写有血有肉、真实可感、个性鲜
明的英雄形象，是创作者需要不懈探
索的课题。这部洋溢生活气息、激荡
英雄气概的作品，让英雄悄悄地从书
本里走了出来，坦诚地与我们对话交
流，这是一次心灵的相聚，带着温暖的
力量，细细阅读，回味无穷。

平凡英雄
■李国栋

《交响乐》是一部饱含了深厚的民
族精神，而又呼应了强烈的时代呐喊，
回旋着激越的中国主旋律的宏大交响
乐章，充分展现了王筠作为一个军旅作
家的使命与担当。

王筠服役过的部队，曾是长津湖战
役的主力部队，因此，将这段历史告诉
世人，他一直视为使命。从那时至今，
经过 20多年抗美援朝战争史的研究和
10年的专业写作，他创作了包括《长津
湖》《交响乐》《阿里郎》在内的抗美援朝
战争长篇小说三部曲，共 160万言，成为
继魏巍之后，用多部长篇小说，全景式
呈现抗美援朝战争雄奇史诗的作家。
在我们面临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今
天，在我们比任何时候都更加接近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梦想的时候，确有回
望那一段铁血和荣光历史的必要。如
何通过文学的形式来评价、总结那一场
伟大的战争，展望人类命运共同体团结
协作发展的前景，《交响乐》作出了有力
的回答。

革命历史题材创作始终面对三个
层面的问题：不断重新认识历史，努力
还原历史，无限接近历史真相；反复深
入开掘历史，仔细打捞历史细节，用心
触摸历史肌理；投入激情激活历史，完
成历史的文学转化，诗意地呈现历史。
我们不妨以此三点观照一下 70年来的
抗美援朝战争文学及其在此背景下的
《交响乐》。

大体而言，70年抗美援朝战争文学
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志愿军抗
美援朝出国作战期间。诗歌，如柯原的
《一把炒面一把雪》、未央的《枪给我吧》
《祖国，我回来了》；通讯，如魏巍的《谁
是最可爱的人》《依依惜别的深情》；中
篇小说，如杨朔的《三千里江山》、陆柱
国的《风雪东线》《上甘岭》；长篇小说，

如老舍的《无名高地有了名》等，掀起了
抗美援朝战争文学的第一波高潮。但
此阶段，总体是战时枪杆诗、战地通讯
和小说的“急就章”。毋庸置疑，它们为
抗美援朝精神和新中国形象的宣传、鼓
舞和塑形的作用已为历史所证明，但艺
术成就也受到时代局限。

第二阶段，战争之后到改革开放之
初。巴金的小说《团圆》写于 1961年，主
要是一个父女团圆的故事，几乎没有正
面的战场描写，跟《上甘岭》一样，都是
通过电影的二度创作而产生了广泛巨
大的影响。差不多与此同时开笔的，
还有魏巍的长篇小说《东方》，完成于
1978 年。这部作品获得了首届茅盾文
学奖，开创了全景式反映抗美援朝战
争文学的先河，是当时朝鲜战争文学
的集大成者。随后又有孟伟哉的长篇
小说《昨天的战争》、中篇小说《一座雕
像的诞生》等为代表的深耕细作，显示
了现实主义的英雄典型塑造，全景式
画卷的展开，艺术表现手法的精致与
完善。

第三个阶段，即 20 世纪 80 年代以
来，开启了新时期书写抗美援朝的新
篇章。这一阶段比较有影响的作品主
要有靳大鹰的《志愿军战俘纪事》、王
树增的《朝鲜战争》、叶雨蒙的《汉江
血》等纪实文学，创作者开始以纪实
文学的方式逐渐还原历史。《交响乐》
在这一个维度上继续推进，通过潜心
研究，掌握大量第一手资料，再实地、
实物、实情、实景地描写。比如通过
“脚蹬式”步枪的描写，就显示了中美
双 方 武 器 装 备 不 止 一 代 的“ 代 际
差”。其实，王筠当年的长篇小说《长
津湖》就是在长津湖战役 60 年后的一
个大揭秘。60 年后，美国以《最寒冷
的冬天》、中国以《长津湖》这样的文
学范式同时揭秘了这一场极度严寒条
件下中美两军主力部队的生死对决，
将这段无比残酷的历史展示在世人面
前。王筠最新出版的《交响乐》再次

涉及到诸多历史真实。面对历史，作
者并没有刻意炒作和渲染，而是很自
然地在叙述中完成了对历史的还原。
既突出了我方装备老旧、保障落后，
也表现了美国陆、海、空三位一体的
火力优势，和我们以巨大伤亡牺牲换
来的胜利。如孟正平率领的穿插营，
战至最后，600 多人只剩下 20 余人。
那是一个缩影，也是一个象征，意味
着这冰冷数字后面的巨大代价和同样
巨大的精神与意志力。它们是文学，
也是历史。

打捞历史细节，触摸历史肌理。在
《交响乐》中，小到我军各种武器的拼凑
状况，从“脚蹬式”步枪到苏式“波波沙
冲锋枪”，再到美式加兰德半自动步枪
和M1式卡宾枪，对二三十种轻重武器
口径、性能的详细描写；大到对战争历
史、地域、环境和双方战斗目标、战斗组
织、战术特点以及给养补充等全方位的
精细还原，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战场知识
链条。还有马老师与“喇叭刘”父子的
打赌参军等情节，都新鲜、真实而富有
时代感。至于以家乡的山川风貌甚至
鲜花野草植入战场，就更带来了丰满鲜
活的历史风貌。

诗意地呈现历史。《交响乐》首先
是写活了一组人物：李八里、孟正平、
张仁清、“大脚怪”鲍喜来、马永礼、王
翠兰、“喇叭刘”父子等，栩栩如生，各
有声口。写美军也有突破，不是简单
地贴上美帝国主义的标签，而是首先
还原成一个个活生生的有血有肉有个
性的人。比如拉夫纳少将、库克中校、
纽曼上尉、托马斯中士、小蒙特二等兵
等都写出了一些性格特点，比以前很
多作品中对美军的虚化、脸谱化有长
足的进步。如纽曼的几次被俘，与吴
了了的交往、接触、交流，甚至一定程
度的认同乃至欣赏都比较自然，包括
死在美机的扫射之下也水到渠成，而
且寓意了战争的无情。比较而言，《交
响乐》对我军人物的塑造就更丰富扎

实，而且注意到从文化上做功课。李
八里这个人物孝顺，早年就因父亲生
病脱队跑过一次，现场又因母亲而只
身出面谈判，体现的是孝文化，也铺垫
了人物性格和行动一定的合理性。作
为一个人，他讲究孝道；但是作为一个
中国军人，他更讲究小孝服从于大忠，
在国家与民族利益前面，置生死于度
外，才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孝道的
应有之义。马永礼更是体现传统文化
的一个典型人物，三句话不离仁义礼
智信，慢言细语，温文儒雅，是典型的
书生。“喇叭刘”父子的响器文化与小
蒙特二等兵的萨克斯共鸣、合奏，象征
着东西文化的融会贯通，满怀理想主
义，表达了对爱的呼唤。

在此基础上，小说还赋予每个人物
以人性与真情，用人性与生命的交响呼
唤友爱与和平。不光注重写我方的战
友情、父子情、家乡情、爱情、家国情，甚
至也注意到了敌方的人之常情。托马
斯对小蒙特虽然恶语相向，却并不妨碍
生死关头的以命相救，也是一种真实的
战友之情。同时，小说还通过一幕幕惨
烈的场景，既让人对于作品人物的英雄
气概由衷敬佩，也让人为那些英雄或普
通人的命运扼腕叹息。可以说，作品既
是对英雄的赞颂，也是对战争的控诉，
这个庞大繁杂的交响乐主题，就是对和
平的祈祷。

就此而言，王筠实现了自己的追
求：通过书写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这场伟
大的战争，既写出了一个民族站立起来
的灵魂，又传达了一个爱的主题——沟
通人性之爱、人类之爱，表现了深厚的
人文主义情怀。正如有的评论者所言：
王筠的抗美援朝战争题材长篇小说在
二元对立的阶级叙事与革命英雄主义
赞歌以外，开辟了从文化冲突视角诠释
和平价值与人性升华的新鲜视域。这
种拓展使得《长津湖》与《交响乐》具有
了超越性的文学向度，显示出与以往同
类作品的显著差异。

献给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的佳作《交响乐》—

文学书写战争的新视域
■朱向前

“我还是从前那个少年，没有一丝
丝改变……”周末，酒泉卫星发射中心
的科技人员江佳丽和马静坐在“迷你唱
吧”内，一同欢唱。两人戴着耳麦，手握
麦克风，跟随着音乐伴奏放声歌唱，脸
上洋溢着灿烂笑容。

该中心地处沙漠边缘，远离城市，
科技人员的业余文化生活相对单调。
中心党委高度重视文化设施建设，近年
来持续完善文化、体育、休闲等方面的
设施建设。先后建成了东风自然公园、
航天主题公园、综合体育场、读书楼等
文化休闲场所，基本满足了科技人员日
常文化、健身、休闲需求。

针对青年科技人员的特点和喜好，
今年中心采购了 52台“迷你唱吧”和 28
台交互式智能平板，全部配发到基层一
线单位。
“‘迷你唱吧’集唱歌、录歌及音乐

社交等多种功能于一体。有了它，休息
时间我们可以尽情享受唱歌的乐趣。”
“乐迷”江佳丽说。像江佳丽这样的“乐
迷”，每个单位都有不少。前几天，得知
厂家要派师傅来安装调试“唱吧”，马崇
鹏主动申请去帮忙，并向师傅学习维修
保养技术。马崇鹏已在发射场工作了
16年，他的爱人和孩子都在老家，他希
望成为“唱吧”的第一位“歌手”，为远在
家乡的亲人唱出自己的心声。

这是“唱吧”的一大特点，不仅能唱，
还能分享。在小小的“唱吧”里一展歌喉，
身处大漠戈壁的航天人不仅可以展示自
己的才艺，还可以通过互联网把自己欢
快的心情分享给远方的亲友，在紧张的
试验任务之余，放松心情、缓解压力。
“近年来，科技人员任务繁重，面临

的压力比较大。”中心领导介绍说，丰富
多彩的文化生活是激发科技人员立足
本职岗位、献身航天事业的催化剂，只
有与时俱进不断创新文化活动开展的
形式、内容、载体，才能满足新时期航天
科技人员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

“迷你唱吧”唱响大漠
■王明艳 钱国龙

这幅作品拍摄的是武

警辽宁总队葫芦岛支队机

动中队利用训练间隙开展

小比武的场景。特战排排

长刘孝军（左）向四级警士

长黄永强发起了400米障碍

挑战。拍摄者抓拍下两人

翻越障碍的瞬间，画面具有

较强的动感效果。

较 量
■摄影 李 志

艺 境

兵 漫

阅图

军营初体验
■齐 济/绘 王 旭/文

1.一场“军营好声音”，让大家迅速熟悉。 2.没有比拿到武装越野第一名更开心的事！

3.喜获“内务标兵”，心里美滋滋。 4.授衔，新战友们特殊的“成人礼”。

阅读时光

捍卫英雄，表现英雄，向英雄致敬，
是文艺工作者的职责，是文艺作品承载
的使命。从这个角度看，颂扬英雄黄继
光的歌剧《同心结》和它的创作团队，向
舞台、向观众、向时代交出了一张合格
的答卷。在观看该剧的过程中，我不时
被舞台上鲜活的人物、昂扬的旋律、逼
真的场景所感动、所震撼。我仿佛与
70年前那场保家卫国的伟大战争在对
话，仿佛与肝胆相照、英勇无畏的志愿
军战士在对话。

大幕拉开，历史的风烟扑面而来。
那是什么？那是被入侵者践踏的土地，
那是被战火蹂躏的朝鲜；我看见了什
么？我看见了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
将倾的志愿军队伍，他们浴血奋战、气
吞山河，谱写着属于中华民族、属于世
界和平的壮丽诗篇。这些真切的感受
是编剧、作曲、导演给我们营造的，是指
挥、舞美、道具给我们营造的，更是演员
精彩的表演传递给我们的。

我的注意力一直集中在王宏伟饰演
的黄继光身上。我惊诧王宏伟饰演 70
年前用自己的胸膛封堵敌人枪眼的英
雄，在我们今天的年轻人看来，没有一点
历史的违和感。感觉他就像我们身边的
一个战友，一个英雄，亲切自然，真实可
敬。当他身着志愿军棉服、手持钢枪在
七八米高的斜坡上跑跳翻滚、唱念做打
时，我们仿佛置身于上甘岭坚不可摧的
阵地；当他诉说着“为了祖国，为了朝鲜，
为了天下受苦人，粉身碎骨心也甘”的心
声，顽强地爬向敌人碉堡，张开双臂毫不
犹豫扑向敌人狂喷火舌的枪口时，我们
不禁为英雄的壮举流下感动的泪水。

我知道，没有 30 年军旅生涯的积
淀，没有 20多年为兵演出实践的磨炼，
王宏伟不可能在舞台上成功表现这样
“正”、这样“像”的特点和气质。难怪文
化和旅游部为弘扬伟大的抗美援朝精
神、决定复排歌剧《同心结》时，首先想
到邀请王宏伟出演黄继光。

舞台上的人物一定不是抽象的。无
论是《悲怆的黎明》里的解放军战士田
园，还是《长征》中的红军战士平伢子，无
论是《小二黑结婚》里的青年队长小二
黑，抑或是《米脂婆姨绥德汉》中的虎子，
王宏伟演来都是那样鲜活生动、立体真
实。但是，英雄黄继光与他以往饰演的
角色有很大不同，既是情怀壮烈的英
雄，又是平凡普通的士兵；既是人民的
儿子，又是国际共产主义战士。也正如
王宏伟所言：“黄继光很难演！难，源于
对英雄的敬畏；难，源于对艺术的更高追
求。可再难，我也要把心目中的英雄，通
过自己的演绎真实地呈现在舞台上。”

王宏伟今年 8月底领受任务后就
一头钻进资料堆，翻阅和观看有关黄继
光和抗美援朝的书籍、回忆录、口述史

等各种文字以及影像，反复学习和研
究。后来，他又和剧组一起前往四川德
阳市中江县的黄继光故里、黄继光纪念
馆参观学习，与黄继光家人交流，近距
离感受黄继光、走近黄继光。今年 9月
12日进剧组后，一个多月时间里，他几
乎天天都泡在舞台上。即使躺在床上，
他也一遍遍回味分析黄继光的生活战
斗经历，一遍遍揣摩人物当时的衣着打
扮、生活习惯、语言表达方式等。他说：
“黄继光是家喻户晓的英雄，塑造这样
的角色必须全身心投入、全方位把握，
才能把英雄演好。”

王宏伟的切身体会是：为什么黄继
光会舍命堵枪眼？为什么我们的战士
在战场上不怕死？在我看来，堵枪眼是
一刹那发生的事，容不得有多少时间思
考。但是，在“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
绿江”的那一刻，所有的志愿军战士早
已做好了在战场上牺牲的准备，因为他
们心中信仰如磐，奔涌着“人民战士驱
虎豹、舍生忘死保和平”的强烈愿望。
“朝鲜战场牺牲了近 20 万志愿军

战士，你看看，他们哪一个不是把祖国
和人民的利益看得高于一切的人？我
研究抗美援朝那段历史，每天都会有黄
继光式的英雄牺牲在战场上，那个时代
真是一个中国人硬气、霸气、英雄辈出
的时代，永远值得我们这代人去崇敬、
去书写、去歌唱。”王宏伟说。

无怪乎，歌剧《同心结》好评如潮，
王宏伟饰演的黄继光光彩夺目。

我
观
歌
剧
《
同
心
结
》

■
乔

治

旋转舞台

歌剧《同心结》剧照。 作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