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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度，军旅报告文学聚焦强军

兴军新征程，热情书写新时代革命军人

的感人故事，以富有思想性、艺术性和感

染力的文学形式，讲述了一个个充满现

场感的强军故事，完成了特色鲜明、气韵

生动的时代报告。《解放军报》“长征副

刊”开设的“人物纪实”专版、“在党的旗

帜下前进”等专栏，《解放军文艺》开设的

“强军现在时”“我和我的战位”等栏目，

成为军旅报告文学作品集结和发力的主

阵地。

这一年，举国共庆建党百年华诞，军

旅报告文学作家们聚焦光辉历程，在党

史军史文学创作领域深入开掘，以报告

文学作品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发出了

来自军营的时代之声。徐剑的长篇报告

文学《天晓—1921》，选择了党的“一大”

召开这个特殊的历史节点，以对王会悟

老人的采访为叙事线索，串联起大量翔

实的历史细节，让建党伟业的宏阔主题

变得真切而生动，从而让人们对“何为信

仰、信仰何为”有了更加深刻的认知和理

解。丁晓平长期在党史军史题材领域潜

心耕耘，他的长篇报告文学《红船启航》

通过再现中国共产党诞生的过程，对红

船精神进行了深入阐释，解读了初心使

命，实现了史料性、文学性与思想性的统

一。此外，《解放军报》“长征副刊”刊发

的铁流的《推着小车去支前》、李红霞的

《上甘岭上那颗永恒的星》、剑钧的《共和

国功勋之光》、江子的《信仰的重量》、郭

华的《应该记住他们》、吕高排的《照亮回

家的路》等作品，让过往的岁月像底片般

显 影 ，成 为 连 缀 历 史 与 现 实 的 文 学 纽

带。这些作品也带来诸多启示，军旅报

告文学作家需要提升写实能力，以作品

观照现实，探寻红色基因血脉深处的精

神密码。

强军兴军，大潮奔涌。这一年，军

旅报告文学聚焦军营变迁、讲述强军故

事，以真实、生动、深刻的笔触呈现着中

国军人的使命担当和时代精神。峥嵘

岁月，人民军队全程参与；危难之际，子

弟兵从未退缩。在场的写作，让军旅报

告文学成为历史的延长线，开启了探究

新 时 代 革 命 军 人 精 神 世 界 的 发 现 之

旅。作为“轻骑兵”的短篇报告文学，在

讲述强军故事、直击演训现场、聚焦部

队 建 设 等 方 面 ，跟 踪 及 时 ，介 入 高 效 。

江永红的《爱在大凉山》、王宁的《梦想

开 出 幸 福 花》、陈 永 华 的《向 着 星 空 的

“长 征 ”》、聂 丰 的《最 美 雪 莲 花》，孙 先

鹏、韩光的《目标马里：再向虎山行》，胡

开 尧 、贾 保 华 、赵 佳 的《挺 进 高 原》，肖

寒、迟博、薛鑫的《我把太阳迎进祖国》，

邢国庆、黄武星的《高原蓝军》等作品，

将目光投向练兵备战谋打赢的第一线，

记录和反映出当代军营新气象和军人

的精神世界。

这一年，军旅报告文学作品中的人

物和故事，携带着官兵心灵深处的真挚

情感，成为新时代军营生活的真实见证

与纪录。朱金平、张振威的《攀登者》、

马海的《清风传送绿色的壮歌》、钟兆云

的《九棵树肖像》等作品，在记录历史的

同时传播观念，在传递能量的同时解读

使命，这种责任意识在作品的字里行间

呈现出独特的艺术形象，实现着讴歌人

民军队、致敬伟大时代的文学理想。报

告文学是选择的艺术，需要辨识题材价

值，在有限的篇幅中融入尽可能丰富的

思 想 内 涵 。 魏 远 峰 的《硬 骨 传 人 骨 更

硬》、李燕燕的《军嫂奏鸣曲》，陈先平与

吴飞亚的《兵心》、朱健的《高原夜训》、

董岸送的《淬火》、程文胜的《归来仍是

少年》、姚杜纯子的《云端之上》等，都是

这方面的优秀之作。通过这些作品，中

国军队的形象以文学方式获得了记录

和传播。军旅报告文学作家笔下的普

通一兵，同样可以成为了不起的存在。

时代经历着大变局，人民军队也在

改革重塑后整装再出发。面对时代大

考，军旅报告文学也以其特有的方式交

出答卷。将重心沉到基层部队，把镜头

对准一线官兵，成为军旅报告文学作者

们的创作自觉。陈延萍、段皖皖的《雕

刻时光的导弹兵王》，顾丁丁、高丽媛的

《士 官 艇 长》，向 勇 、邢 鸿 剑 的《特 战 姐

弟》、张晓中的《高原舞会》、李芳的《机

降“司令”》、于舒菡的《老范维和》，呈现

出焕然一新的军营场景。报告文学以

真实为生命，离不开深入一线的采访和

写作，唯有获取鲜活的素材才能让文学

绽放光芒。

过去一年，军旅报告文学作品携带

着时代温度，用文学方式凝聚精神和魂

魄，情节和细节都保持着精准指向。诸

如初心、使命、责任、荣誉、爱国、打赢等

关键词，铺展为有情感、有温度、有立场

的表达。“写什么”考验着作者的思想洞

察能力，“怎么写”考验着作者以文学方

式切入现实的创造力。文清丽、陶然、周

远的《“红一连”的胜战密码》，欧世金、李

蕾的《巡逻，向着冰山之巅》，刘建伟、李

永飞、李兵峰的《导弹旅长》、马三成的

《瞄准战场》等作品，都在文体创新方面

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和实践。

过去一年，军旅报告文学作家聚焦

练兵备战的火热现场，关注强军兴军的

前沿阵地，书写着新时代军人的感人故

事……不断提升的脚力、眼力、脑力和笔

力，为军旅报告文学带来更加生动的气

象，来自强军兴军现场的时代报告正在

持续翻开崭新的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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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喜逢建党百年，军旅诗歌

以它独具的正大阳刚气象，昂扬进入抒

写现场，收获了一批讴歌党、讴歌人民军

队的诗歌作品。长诗《七月！七月！》是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而创作

的长诗。“有什么样的精神，就有什么样

的力量，有什么样的信仰，就有什么样的

方向。”让读者从中触摸到精神的翅膀。

诗集《英雄年代：叙事或抒情》以“为民族

立言、为英雄立传、为时代宣示”为创作

目标，被誉为“歌颂百年辉煌历程的长篇

英雄史诗”。向建党百年献礼的诗歌作

品集《心中的歌》直抒胸臆，表现了诗人

对党和人民军队的深情。诗集《剑指苍

穹》入选“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

军事文艺重点选题”……这些诗集在新

时代军旅诗歌发展的进程中留下了浓墨

重彩的一笔。

过去一年，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抗洪

抢险、国际维和、跨国军演等重要行动和

任务，都出现在军旅诗歌的书写中。“南方

的一月/在绿色浸染下正步行进/我与草

木/每天都在啜饮同一幅山水/聆听并默

诵/响彻大地的一道道训令”“大地说这里

是理想，他们便成为/松树，成为理想中的

理想/枪声已然冷却，石头上的标语/被风

吹着，口号/仍在大地上传颂”……这些描

摹英雄壮举、刻录平凡感动、弘扬中国精

神，凝结着坚韧、自信和担当的诗篇出自

《大鹏之歌》《内心燃烧的火焰》《让信念告

诉风雪》《春天启航》《大地高度》《豪迈的

飞天进行曲》等让人心生激情的诗作之

中，贯穿于《解放军报》“长征副刊”全年的

诗歌栏目，对军旅诗的创作发挥了重要的

引领和示范作用。

2021 年，围绕着庆祝建党百年，涌

现出大量反映红色历史题材的诗歌作

品。这其中，军旅诗歌发挥了独有的优

势，呈现出浑雄且震撼的美学风格。“铁

锤和镰刀激情碰撞/点燃了中国现代史

的黎明”“在队伍里，你仔细聆听/听你从

一个消失的名字中现身/听你从你中走

出另一个你”“此时，故乡风调雨顺/山脉

绵延千里，哨所巍然挺立/多少考验、答

案在巡逻路上/让信念告诉风雪/我和我

的战友/高举火炬，谱写英雄壮歌”“多少

带血的故事，垒成崇高的山岳，成为路

标，引导战友前行”……先辈的革命精神

在后辈崇敬的目光中，凝结为路标和灯

塔的诗意象征。

2021 年的军旅诗歌，倾情观照国家

和军队的发展，真切表达广大官兵的心

愿、情感和心声，呈现出新时代诗歌的崭

新气象。

诗风鼓荡气象新
——2021 年军旅诗歌一瞥

■赵 琼

检视 2021 年的军旅散文，突出的特

点是大题材、大事件、大情怀、大视角交

融。散文作家们站在新时代的潮头，回

望建党百年的光辉历程，聚焦对党的精

神谱系的深度书写。笔者试以《解放军

报》长征副刊和《解放军文艺》上发表的

散文为例，回顾过去一年的散文创作。

2021 年，长征题材的文章很多，就

散文而言，韩毓海的《伟大史诗，走遍万

水千山》无疑是非常出众的一篇。作家

深入发掘长征在中共党史上的重大意

义，将历史与现实紧密地联系起来。文

章开宗明义，序篇重点回顾了党的十八

大以来习主席在多种场合多次强调的

长征精神；然后用五分之四的篇幅描述

和评论了长征及其前后重大历史关头、

历史人物、人心向背和历史评价；文章

最后归结到长征精神的时代价值和现

实意义。整篇散文立意高远，文采飞

扬，大开大合，夹叙夹议。王树增的革

命史记体散文《蕴含在民族血性中的磅

礴力量》，浓缩了他在《朝鲜战争》一书

中的历史发现，文章将宏阔的视野、独

特的细节、生动的叙事和深刻的思想熔

于一炉，体现出鲜明的作家风格。

对革命历史和英雄人物的书写与塑

造始终是军旅文学最为核心的题材资

源，千千万万为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献

出生命的烈士们，他们的故事和壮举需

要更好地被铭记和传扬。《人民英雄——

国家记忆文库》是军地作家联手创作的，

文库以国家级烈士纪念设施和英烈故

事为主题，开启了该领域大历史主题散

文集中创作的有益尝试。《雷锋：毛主席

的好战士》《杨靖宇：白山忠魂》《吉鸿

昌：恨不抗日死》《谷文昌：只为百姓圆

梦》等，不只是在写英雄的故事，更将笔

触探及、凝结在英雄精神的传承和践行

上，具有历史与文学、认知与实践的多

重价值。作家在重写这些并未走远的

英雄时，往往是全身心投入，“写疼了自

己，也看哭了读者”。另一些历史散文

如杜京的《太行赤子》，带领读者重回巍

巍八百里太行山，探寻玉带蜿蜒变通途

的历史跨越。在作家笔下，朱德、左权、

罗荣桓和陈赓等将帅的足迹更加清晰，

革命精神的时代价值更加凸显。胡松

涛的《张思德与〈为人民服务〉》，深入到

历史的脉络和肌理，从细节入手，重建

历史现场，探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成为中国共产党根本宗旨、成为全国人

民集体意志、进而成为中华民族文化重

要构成的历史进程。

裘山山的散文往往绵里藏针，常有

独到的视角和出人意料的见地，《在吉

安遇见文天祥》非常集中地体现出作家

的个性风格。当作家在吉安一路探寻

关于文天祥的史料后，最终浓墨重彩讴

歌了民族英雄的精神气质。

情 与 真 ，这 是 散 文 艺 术 的 灵 魂 所

在。历史散文《战斗的音符》更像一曲

慷慨激昂的战斗序曲，用音乐的表达和

节奏重现了聂耳的一生，以及他短暂却

光 辉 的 作 曲 之 路 。《南 岗 长 山 的 兰 花

花》，用南岗长山默默开放的兰花花来

缅怀历史，回忆故人。英雄逝去，但他

们的精神如那片土地上的兰花花，生生

不息。《石鼓隆隆》，描摹红军长征如同

印在时空中永不消逝的侧影，让半个多

世纪后途经那里的人们纪念缅怀，作品

语言准确简练、意境深邃。《大青山一

夜》，角度新颖，采用戏中戏的叙事手

法，充满悬念，生动再现了历史的宏阔

画面。书写抗美援朝战争的《把背影留

给祖国》情感真挚，读后令人难忘。

散文写作是一种主观色彩更为强烈

的艺术实践，在当代军营生活中捕捉一

人一事、“小中见大”，也是军旅散文的传

统。徐贵祥的《红军走过的路》记叙作家

几次走阿坝的感受，每次都发现在蓝天

之下、半山坡上、绿树丛中、阳光照耀之

下，有无数双深情的眼睛在看着我们，这

种独异的发现和感受彰显了散文的文体

力量。纪实散文《雪山，闪耀着我们的青

春》，回望 20 年前作者在西藏的当兵岁

月。高原风物与军营记忆相遇，战士的

日常生活与使命感在文字中缓缓流淌，

平实的文字中透着力量和希望，如一股

温润的小溪在凛冽的严寒中涓涓不息。

《巴丹吉林：内心的军旅》将军营的日常

生活和历史交织呈现，感悟层次多重且

深刻。《巴布拉海的午后时光》写了戈壁

滩上的军营生活，战士们的欢乐与孤寂

汇聚成一首特别的歌，回荡在广阔的戈

壁上，也沉入读者的心灵。《话务连的“女

猪倌儿”》以军人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

斗精神作为切口，展现了一段有趣的军

营掠影。《飞行散记》记录了作者作为飞

行员第一次跳伞和第一次单飞的经历和

心理活动，让更多的人认识并了解军人

工作和生活的细节。

2021 年的军旅散文收获了不少佳

作，但从题材角度看，及时跟踪当下火热

军营生活、正面描写练兵备战的作品还

不够多。此外，也存在着创作队伍老化、

年轻作者力量相对匮乏的问题。事实

上，无论是回望历史还是直面当下，无论

是书写小事件还是聚焦大主题，军旅散

文创作最终比拼的还是作家的思想能

力。真正讲好强军故事，体现的不仅是

作家的立场和态度，更是思想和视野。

思 想 之 深 与 抒 情 之 美
——2021 年军旅散文回望

■侯健飞

2021 年 是 极 有 纪 念 意 义 的 一 年 。

回首建党一百年来的壮阔征程，军旅作

家重返革命历史现场，聚焦军旅文学最

核心的价值内涵与精神底蕴，昂扬回应

时代主题，交出了一份颇为可观的文学

答卷。

一

2021 年之初，朱秀海推出两部长篇

小说新作——《远去的白马》和《兵临碛

口》，洋洋一百万言，令人惊艳。尤其是

《远去的白马》，将一个看似普通的革命

历史故事讲述得跌宕起伏、摇曳多姿，

焕发出崭新的艺术魅力，奏响了一曲跨

越时代、历久弥新的革命历史壮歌。小

说成功塑造了赵秀英这一战争中的奇

女子形象，并且在人物和故事之外有所

升华。贯穿全书的白马意象恰到好处，

甚至溢出了文学审美范畴，达至中国传

统文化高妙的美学境界。这部新作笔

调之空灵、节奏之从容、气势之宏阔、意

涵之隽永，堪属近年来军旅文学的精品

力作。此外，朱秀海先后在《民族文学》

上发表小说《哭泣的蝴蝶》和《第十一维

度空间》，创作风格和取材迥异于此前

的创作。这两个小说可视为从一个主

题衍生而出的，小说情节和人物设置均

相互关联，皆是以一个物理学家的视角

来讲述他碰到的特殊“案例”。两篇小

说关注恒常的文学主题，且都引入了物

理学概念，可见作家的视域宽广、积累

深厚。

徐 贵 祥 一 年 来 的 文 学 成 果 颇 丰 ，

《穿插》《伏击》结集为长篇小说《英雄

山》出版，中篇小说《将军远行》和《走出

草地》相继发表。《英雄山》与《走出草

地》延续了作家以往的创作风格——注

重塑造具有鲜明个性的英雄人物。而

在几部新作中，作家试图让人物不断出

“新”，将故事主角放置于各种极端环境

和 事 件 中 考 量 ，赋 予 人 物 新 的 生 命 意

义，从而在死亡、苦难、绝处逢生等底色

上，溢出明亮、乐观、热情等不一样的色

彩。徐贵祥的长篇小说新作《琴声飞过

旷野》，灵感源于作家对大别山这片革

命热土与孩童启蒙教育之间内在联系

的深入思考。秉持着“理想与希望”这

个核心创作理念，徐贵祥追溯至历史源

头，探寻革命先辈如何艰难地为大别山

的儿童打造一方净土、通过言传身教培

养孩子们纯净的革命人格。这正是我

们这个民族得以战胜困难而屹立不倒

的重要精神血脉。

裘山山出版了短篇小说集《保卫樱

桃》，其中包含 13 篇小说。此外，本年

度 她 还 有 中 篇 小 说 集《我 需 要 和 你 谈

谈》出版，其中同名小说尤其受到关注，

发表后被 6 家选刊相继选载。作家有

着强劲的挖掘生活日常的能力，她关注

小人物的生存状态，取材十分广泛。多

维度的生活思考彰显出作家的睿智和

机敏，令读者在平淡朴素的语言当中读

出人生的趣味和真意。

二

深耕沉潜，静水深流，中青年军旅

作家们在各自擅长的题材领域持续发

力，佳作迭出。

陆颖墨对于海军题材有着特殊的

情结，他的小说《航海长》塑造了一个坚

守在茫茫大海而无惧寂寞、不畏生死的

航海长形象。陆颖墨习惯于以朴素而

平实的笔法勾勒波涛汹涌的海洋，刻画

热爱大海并富有职业情怀的海疆守卫

者形象，构筑起一个带有“咸海风味道”

的文学世界。他的首部儿童文学《蓝海

金钢》聚焦于“成长”主题。小说情节跌

宕起伏，尤其吸引人的是战士和军犬在

大海上、在岛礁上、在充满未知危险的

环境中共处、合作甚至惺惺相惜的奇幻

历程。小说通过人与犬、与自然的和谐

相处，将家国意识、海权意识和环保意

识传递给读者。

陶 纯 对 于 党 史 、军 史 有 过 深 入 细

致 的 研 究 ，他 尤 其 擅 长 以 细 腻 笔 触 表

现富有温度的人情故事。他的中篇小

说《七姑八姨》，书写 4 个年轻女性在革

命 战 争 时 期 的 非 凡 体 验 与 生 命 历 程 ，

透过女性的柔弱与敏感折射宏阔的历

史足迹，聆听历史的回音。此外，陶纯

的《灵界奇遇》《汪家的宝贝》等数个中

篇 小 说 构 思 奇 巧 ，显 示 出 作 家 不 断 突

破自我的勇气。文清丽这几年的创作

成 果 呈 井 喷 之 势 ，笔 者 曾 将 其 创 作 归

纳为“文清丽现象”。2021 年，她创作

出 8 个 中 篇 小 说 、1 个 短 篇 小 说 ，其 中

的 4 篇被重要文学期刊转载。她的“昆

曲系列”和“京剧系列”小说，文字婉转

隽永、故事深情而有余味，表现出作家

对于中国古典文化的承袭与觉悟。李

骏的中篇小说《晚来秋》和《有的人死

于心碎》，两个故事，一个书写历史，一

个观照现实，表达的是同一主题：如何

为逝去的英雄“正名”。作家试图探寻

远 去 的 英 雄 对 于 当 代 人 的 意 义 ，意 在

召 唤 当 下 社 会 铭 记 英 雄 、缅 怀 先 烈 的

正气。

傅汝新的长篇小说《一塘莲》讲述

了解放战争背景下、辽南大镇海寺的日

常生活和卢氏三姐妹的命运沉浮。小

说既有对战争进程的正面书写，也有对

农村、乡镇、城市场景的交叉叙述；通过

对复杂人性的深刻挖掘与对地方生活

经验的细腻表呈，显露出诗性的审美风

格；以沉浸式的叙事带领读者体验 20 世

纪后半叶中国地方社会风云激荡的历

史进程。此外，王棵的《风筝是会飞的

鱼》、曾剑的《山河望》、程多宝的《英雄

辈出》、韩光的《好哥俩》等小说，有的继

续书写军旅故事，尤其是深挖革命历史

题材；有的随着作家身份的转变展开对

过往军旅岁月的回望，同时也在探索如

何适应新的观念和身份。这些思考和

探寻积极而深入，有效拓展了军旅小说

的外延。

三

2021 年，让笔者感到惊喜与欣慰的

现象，是军旅作家中的新锐力量绽放光

芒，勇于挑战有难度的写作。

王 凯 近 几 年 的 创 作 渐 入 佳 境 ，有

条不紊地扩展文学版图。这一年的新

作有长篇小说《塞下曲》、中篇小说《星

光》《荒野步枪手》等。作家专注于书

写 戍 守 边 疆 的 普 通 官 兵 ，不 断 完 善 他

记 忆 中 的 小 人 物 形 象 ，为 值 得 书 写 的

普通一兵立传。作家把真性情和真本

色 倾 注 到 这 些 人 物 身 上 ，既 还 原 了 真

实 的 军 人 形 象 ，又 保 持 了 理 想 主 义 的

底色。西元近年来持续而坚定地选择

以战争小说为切入口构筑自己的文学

阵地。新作《南下》和《生》在风格上愈

发稳健与从容。两篇作品所营造出的

战争氛围浓烈而奔放、残酷却温柔，细

节 真 实 而 有 力 ，堪 称 当 下 青 年 作 家 中

书写战争题材的典范。尤其是短篇小

说《生》，作家在诸多尝试后找到了现

实主义与先锋叙事之间的平衡。小说

篇幅虽不长，却别开生面，具有钢铁般

的 质 地 ，在 军 旅 短 篇 小 说 领 域 具 有 标

志性意义。王昆一直是现实生活的观

察 者 和 记 录 者 ，长 篇 小 说《天 边 的 莫

云》叙 写 一 支 进 入 雪 域 高 原 的 医 疗 小

分队与当地牧民的沟通、融合，故事自

然 生 动 ，基 调 诗 意 深 情 。 董 夏 青 青 的

短篇小说《冻土观测站》备受关注。难

能 可 贵 的 是 ，作 家 勇 于 挑 战 有 难 度 的

写作，紧跟当下热点，把握时代脉搏。

作家为及时跟踪、书写军旅现实题材，

赴边防采访一月之久，创作历时半年，

以 冷 静 的 笔 触 ，不 断 思 索 和 追 问 当 代

戍 边 军 人 的 生 命 价 值 ，展 现 他 们 的 坚

毅、善良、勇敢。这种创作精神无疑是

值得肯定的。

进 入 新 时 代 ，军 旅 文 学 创 作 逐 渐

形 成 了 一 支 年 龄 层 次 分 明 、风 格 鲜 明

多 样 、配 合 默 契 而 又 迭 代 有 序 的 作 家

队 伍 。 2021 年 ，军 旅 作 家 们 以 笔 为

旗 ，为 建 党 百 年 献 礼 ，收 获 了 多 部

（篇）有 特 色 、有 分 量 、有 深 度 的 小 说

作品。我们期待着军旅作家能够进一

步 聚 拢 、集 结 ，彼 此 呼 应 、共 同 冲 锋 ，

创 作 出 弘 扬 民 族 精 神 、回 应 时 代 主 题

的精品力作。

昂扬回应时代主题
—2021年军旅小说综述

■朱向前 徐艺嘉

文艺观察

观文艺之象，发思想新声

2021年是一个有着特殊意义的年份，围绕着建党一百周年，军旅文学创作热情讴歌党的百年征程，生动描摹

强军兴军的伟大成就，在探寻革命历史、赞颂英雄精神、聚焦军营现实等方面收获颇丰。习主席在中国文联十一

大、中国作协十大开幕式上的重要讲话，为新时代军旅文学的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提出了具体要求，军旅作家备

受鼓舞，深感使命光荣。崭新的时代为军旅文学提供了丰饶素材、广阔舞台，军旅文学亦为强军兴军的新实践作

出了鲜活生动的注脚，提供了有力的思想与情感支撑。

盘点过去一年的军旅文学创作，我们不仅看到了沉甸甸的收成，更收获了春天萌芽可期的希望。

——编 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