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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世纪以来，中国当代儿童文学逐

步进入了繁荣发展的兴盛期，勃兴的势

头体现在创作、出版、传播等各个环节。

尤其是 2014 年 10 月文艺工作座谈会以

来，儿童文学在思想观念、艺术手法、题

材内容等创作本体层面实现了新的沉潜

与突破，迎来了属于自己的“黄金时代”。

21 世纪初年，儿童小说大致存在着

两股写作潮流，其一以传统的校园小说

为 主 ，其 二 以 奇 幻 、魔 幻 、冒 险 题 材 为

主。儿童小说在书写对象与题材内容

方 面 进 入 了 千 篇 一 律 、日 益 窄 化 的 瓶

颈，儿童小说创作的历史感、自由度亟

待深化和拓展。在这种背景下，以革命

战争历史和当代军旅生活为表现对象

的儿童小说逐渐兴起，阳刚雄浑的英雄

叙事和崇高理想的精神魅力，显露出不

同于其他类型儿童小说的题材魅力和

审美吸引力；那种“超越日常生活、给儿

童 呈 现 更 为 广 阔 的 世 界 和 人 生 的 书

写”，赢得了众多少年儿童读者也包括

家长们的广泛青睐。

一

在当代儿童文学的整体版图中，专

为少年儿童创作的反映革命战争和军旅

生活的作品，数量相对较少。军旅题材

如何与儿童文学同构，就成为摆在作家

面前的一个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近年

来，很多军旅作家在儿童小说领域作出

了新的探索和尝试。

比如，裘山山的小说《雪山上的达

娃》（明天出版社 2019 年）讲述的是，在

雪域高原人迹罕至的军营哨所里，初来

乍到的幼犬“达娃”，与年轻的边防战士

黄月亮先后遭遇了雷暴、雪崩、酷寒、大

雪封山等严峻考验，共同见证了边防军

人以顽强、坚韧、信念、勇气所创造的生

命奇迹、精神丰碑。这部作品的创新探

索，体现在限制性视角（小狗“达娃”的叙

事视角）的运用和成长小说叙事模式的

有机融合。曾有情的小说《金珠玛米小

扎西》（希望出版社 2021 年），书写了一

位藏族少年的从军情怀，表达了一群戍

边官兵的使命担当，唱响了一曲雪域军

魂的英雄颂歌。

再如，陆颖墨的小说《蓝海金钢》（人

民教育出版社 2020 年）讲述的是，海天

茫茫，战士钟金泽和军犬金钢不断克服

困难，成长为独当一面的勇士的过程。

他们在完成生命的历练，也是在达成对

自我的深层认知。由此，军营题材与成

长小说在作品中实现了同构。

王棵的《风筝是会飞的鱼》（明天出

版社 2021 年）、高满航的《爸爸星》（新蕾

出版社 2021 年），则更进一步，通过复合

叙事结构，直接切入了童年书写。前者，

是通过守岛军人冯加友与他所资助的小

男孩艾齐、帮艾齐读信的少年夏树之间

的书信往来，将浩瀚的海洋与河流环绕

的南方水乡连接起来：一头是在严酷孤

寂的珊瑚礁上用生命和热血保卫祖国海

疆的军人，一头是和平环境中成长的质

朴、纯真的孩子。作家将碧海岛礁上的

英雄故事包裹在少年儿童的个人成长叙

事中，日常生活与军旅生活双线并进。

后者，则是采用了双重叙事角度（一是儿

童黄豆的限制性视角，一是全知视角），

使得作品的内在结构更加丰富饱满。

军营生活题材的引入，实现了儿童小

说在生活内容、艺术手法和价值追求等方

面的创新与突破。尤其是，碧海岛礁、大漠

孤烟、雪域高原的军旅生活，是对少年儿童

固有日常生活的一种超越和补充，极大丰

富了他们对生活、生命的体验和想象。

需要注意的是，儿童读者有其对文学

作品阅读、接受和欣赏的独特要求。儿童

文学的审美本质，与儿童的思维特点、儿

童感知世界的方式是分不开的——丰富

的故事性、对叙事节奏的恰当把握、鲜明

的人物形象等等。简洁、单纯、有力的叙

事手法，是孩子们所喜欢的。儿童阅读

群体的语言方式是描述性的、具体的、感

官式的，所以，写给他们的叙事作品应以

描述性语言为主。作家们应在作品的生

动性、可读性与文学性、艺术性之间求得

平衡。

同时，儿童小说写作，需要作家拿出

真正具有童年生命质感的作品。儿童视

角往往意味着成人理性和经验的疏离，

是从儿童的心理和情感出发来感知外在

世界。作家唯有尽可能贴近儿童生命的

核心，浸润着成人对童年生命的关怀，充

分观照儿童内心的自由、愉悦与释放，才

能寻找到儿童最本真的生命形态。“艾齐

很想去看望南沙爸爸……在艾齐看来，

竖河街之外那些他没去过的地方都是很

远的地方。远方和远方，应该相隔不远

吧，就像星星们都扎堆住在天上，到达一

颗星星，就很容易到达下一颗星星。”比

如，《风筝是会飞的鱼》中这段关于儿童

主人公的心理描写，就是洋溢着童心童

趣的文学表达。张子影的小说《飞机楼》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2021 年）讲述的是，

女孩小竹和母亲跟随飞行员父亲换防到

边陲飞行团。父辈飞行员身体力行地教

会孩子们使命与担当，飞机楼里的家属

也用信任与支持，为蓝天骄子撑起爱的

天空。作品坚守儿童本位，再现了空军

大院特有的生活细节，充满童趣和生活

质感。

二

儿童文学中始终隐藏着成人视角，

成人和儿童两大主体对话交流的逻辑构

成了儿童文学创作的支点。成人作家如

何通过自我的阅历和情感体验，形成对

儿童精神世界的影响与扩展，是儿童文

学写作的核心要义。近年来，战争题材

的儿童小说创作逐渐形成热潮，尤其是

优秀军旅作家的“加盟”使得精品佳作不

断涌现。从《满山打鬼子》《1937·少年夏

之秋》《走出野人山》《少年战俘营》，到

《火印》《少年的荣耀》《永远追随》《将军

胡同》《野蜂飞舞》，再到最近这一两年出

版的《渡江少年》《最后的比分》《鸣鹤》

《琴声飞过旷野》等小说，提升了战争题

材儿童小说的数量和质量，也极大丰富

了现实主义儿童小说的内涵。

笔者曾经在一篇文章中提出，对当

下题材的书写，并不一定等同于现实主

义的写作范畴。现实主义写作，更多地

指向现实主义的精神内涵。现实主义精

神要求作家将历史与现实的艰难、困苦、

磨砺转化为奋争、理想、信念，用充满心

灵辩证法与美学张力的文学作品来还

原、升华现实人生，从而使文学创作具备

崇高的精神价值；及时捕捉和表现巨变

时代的基本走向，发现历史发展的基本

脉络，描绘历史巨变给社会生活造成的

巨大冲击，以及民众的命运变迁。而革

命历史题材，正是一种典型的充盈着现

实主义精神的文学写作。

近年来的战争题材儿童小说，注重回

归历史现场，回归儿童的本真个性。同

时，这一批儿童小说，试图突破战争题材

小说的常规模式，立足儿童本位，让“战

争”与“儿童”两个元素更为契合。它们不

是直面战争现场，而是以文学的方式尽可

能地还原历史现场，努力接近战争中儿童

的更为真实和普遍的生活状态。

当儿童人物以一种未经成年人理性

“锤炼”的直接方式对战争做出反应时，

就有可能脱离战争历史言说的传统话语

和成人语境，完成对战争、战场与历史的

重新审视与书写。儿童视角基于“儿童

性”的叙事伦理，在淡化战场的残酷与血

腥之时，也避免了集体记忆裹挟下对童

年记忆和情感的遮蔽，丰富着我们关于

战争历史与苦难的记忆。这是历史维度

的童年书写，也是以童年视角构建历史。

在极致的苦难与伤痛中，童年精神

迸发出不可小觑的力量，那些最纯真最

坚定的信念，那些最柔软最美丽的希望，

更是童年书写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部分。

这些作品展现了革命历史环境下更

为广泛的社会生活和日常生活图景，从

儿童个体叙事的角度，再现了特殊时代

背景下儿童的生存状态和情感精神。比

如，李东华的《少年的荣耀》（希望出版社

2014 年），写的是抗日战争中，山东乡间

几个孩子的日常生活。我们从中看到了

战争对童年的伤害，也看到在战争摧残

下，中国民间正义力量的生长；黄蓓佳的

《野蜂飞舞》（江苏凤凰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8 年），讲述的是中国抗战大背景下，

燕京大学、金陵大学等“五校西迁”，女孩

黄橙子跟随家人离开南京，一路艰苦流

徙，战争迷雾笼罩下的童年生活充满了

困窘与苦涩，离殇中相携相扶的经历却

让这段岁月变得耀眼而绚烂……从这些

作品中，我们都能感受到宽阔、温润的家

国情怀和人道主义精神。

有的作品赋予少年儿童以战士的身

份，让他们直面战争。但需要指出的是，

这些作品注意到，虽然他们是具有英雄气

质的少年儿童，但他们始终是战争中的弱

势人群，他们有脆弱、迷惘的一面，但最终

在战争与炮火、血与泪中实现了成长。

比如，毛云尔的《走出野人山》（长江

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5年），以儿童战士小

虾米为主人公，以一种“向死而生”的惨

烈与悲壮，表现绝境中人的脆弱与不屈；

薛涛的《满山打鬼子》（青岛出版社 2017

年），以抗联少年营小战士满山的视角、

经历和成长，聚焦战火里的童年精神和

人性光芒；张品成的《最后的比分》（长江

少年儿童出版社 2020年），则以儿童作为

目击者和表述者，讲述中华苏维埃共和

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足球运动逐步在

九堡镇开展，不同背景、行业的人的命运

由此被小小的足球联系在了一起。而足

球之外，一场关于“主义”的比赛，也逐渐

分出了胜负。徐贵祥的《琴声飞过旷野》

（明天出版社 2022 年），是作者创作的首

部儿童长篇小说，透过历史的烟尘，讲述

了韩子路、秋子等一群民间戏班的孩子，

在战争年代中成长为少年文艺战士的传

奇故事。由于作家对鄂豫皖苏区的历史

和地理人文风貌较为熟稔，作品传达出

了更为具象的时代信息和历史意蕴。

三

在笔者看来，历史与人文，应该是革

命历史题材儿童小说书写的双重维度。

从历史的层面看，小战士的形象，被

赋予的是国家精神的内涵与担当，不可

因为儿童文学的“儿童性”，而抹杀战争

的残酷与正义；同时，也不能因为要写

“战争中的儿童”，而忽略小战士之所以

能够成为英雄的意志与勇气，和他们面

对残酷战争时的成长。

从人文的层面看，战争中的儿童毕

竟是无辜的受害者，应从人文的理念出

发，表现战争环境中儿童真实的性格、命

运的变化，最本质的是要关怀儿童的心

理和成长。战争题材儿童小说是一种人

性关怀叙事，要在极致的苦难与创伤中，

展现童年精神——无论如何残酷与苦

难，都不能扼杀孩子内在生命里对欢欣

和快乐的渴望。而这种乐观和勇气，正

是来源于童年对“善”和“美”毫无保留的

信任和坚守。

成人的战争小说，往往会渲染战火

之下死亡的惨烈，以此呈现战争的恐怖

与残酷，也凸显作为正义一方的英勇和

誓死赴国难的气概；但写给儿童的小说，

基于“儿童性”的叙事伦理，在表现战争

的严酷与惨痛时，不能过分强调暴力、恐

惧、血腥所带来的恐惧感和压迫感。同

时，让儿童主人公在战争中活下来，也是

大多数儿童文学作品坚守的底线。作家

有责任为儿童们保留对生命和生活最基

本的希望，这也是作品“儿童性”的一种

表征。

当然，儿童视角的存在，在遮蔽和过

滤掉一些信息之后，会留下一些认知战

争和历史的空白。成人作家应在客观叙

述中正面引导儿童面对战争与苦难时的

情感和态度，让成人视角与儿童视角处

于沟通对话的状态，有效扩展叙事作品

的思想和情感容量。

理想之维与人文之光
——近年来军旅题材儿童小说综述

■陈 香

文艺观察

观文艺之象，发思想新声

樊希安的长篇小说《黄金团》（四川

人民出版社 2022 年 4 月），是作者继《乌

蒙战歌》《兵山劲歌》《鹏城飞歌》“不灭

军魂三部曲”和《十一中队》之后，又一

部反映原基建工程兵部队战斗生活的

长篇小说作品。

樊希安“不灭军魂三部曲”的人物

和故事具有连贯性。《十一中队》围绕一

个连队在大部队撤走后被留下来独立

执行矿井施工任务展开叙事，谋篇布局

精妙，情节设计“抓人”，读起来也很有

趣。《黄金团》则以《十一中队》的结尾开

篇，6 年后建成大金矿进入尾声。从荒

凉艰苦的镜铁山来到风光绮丽的三山

岛，虽然环境变了，任务变了，形势变

了，体制和隶属关系也变了，但多数人

物、人物关系和内部管理机制基本没

变。小说的视野开阔了，关系复杂了，

故事情节更加跌宕起伏。

作者注重细节描写和矛盾冲突的

集中表现。在全书 16 章中，几乎每一

章 都 有 一 两 个 矛 盾 冲 突 和 化 解 的 情

节。这里仅举 3 例。一是围绕大部队

要不要提前向三山岛集结和做好开工

准备的问题。在十一团领导班子和干

部队伍中，明显存在“激进派”和“稳健

派”的分歧。正当先遣组千方百计组织

部队、企业和民工日夜奋战，把“不可

能”变为可能，提前做好了“五一”前迎

接团部机关和大部队进场的准备工作

时，上级却因故推迟了全团集结于三山

岛的时间。最后在“八一”前，所有部队

才开进三山岛，包括那些曾持有反对意

见的干部看到新区生产生活的良好环

境和发展前途，消除了顾虑，“搬迁之

争”才峰回路转。二是参谋长牛幸娃作

为先遣组组长，为了支持政委和团长的

工作，自告奋勇让自己的妻子第一个调

离团部到三山岛先遣组上班。这本来

是件好事。但因工作没有做“到家”，不

仅遭到“反对者”的讽刺攻击，而且让妻

子发生误解。如果不是战友们从旁耐

心劝解，好事险些变成坏事。三是牛幸

娃在指挥开掘海底巷道中两次因带头

排除险情而遇险。第一次因抢救及时

“大难不死”。但在矿井突遭海水倒灌

即将淹没机房且发生漏电的危急时刻，

牛幸娃奋不顾身一脚踢开了战友，自己

却被电击牺牲。在这支英雄的团队中，

这种主动把生的希望让给战友、把死的

危险留给自己的英雄壮举，绝不止牛幸

娃一人。这样的情节绝非编造，英雄的

形象永留人间。

一部小说能否成功，关键看人物的

塑造。《黄金团》不仅人物众多，而且形

形色色，各具特点，有棱有角，性格突

出。在这些人物中，给我留下印象最深

的有 3 个层次的代表。一是从最基层

成 长 起 来 的 牛 幸 娃 和 他 的 搭 档 王 永

学。这对搭档一武一文。一个性如烈

火，一个沉稳干练；一个处处冲锋在前，

一个注重以身作则。但他们又有一些

共同特点，那就是对党和人民无限忠

诚，对战士高度关心和认真负责。因而

尽管二人性格迥异，却能够真诚团结，

合作共事，到哪都能把队伍带得“嗷嗷

叫”。这是部队基层领导干部的常态，

可信，可爱。二是团政委苏继轩、团长

梁占刚。老资格的苏政委政治素养高，

实践经验丰富，大局意识强，模范作用

好，严以律己，宽以待人，不争功不诿

过。特别是他在意识到某项举措造成

负面影响时，主动请求处分。在与团长

以个人名义联名向上级机关请求保留

所在部队的意见时，主动签名在前并亲

自起草报告，充分体现出一个政治干部

勇于担当的高风亮节，令人敬佩。比苏

政委小十来岁的年轻团长梁占刚，政委

在位时主动支持和尊重政委领导，但敢

想敢干，不等不靠，对下属和部队要求

严格，关键时刻指挥靠前。苏政委调总

队任职，由团长主持团党委工作后，梁

占刚更是像老政委一样谋全局，抓大

事，经常蹲在一线带领部队排难除险，

保障金矿施工安全顺畅运转。特别是

在南风井保卫战中，正在主持党委会的

梁占刚接到险情报告，当即中止会议，

火速赶往现场指挥抢险。关键时刻，梁

团长二话不说跳进水中，其他干部战士

也紧跟其后，最终保住了巷道和设备的

安全。这种身先士卒、率先垂范的精

神，正是我军在危急时刻能够众志成

城、排除艰难险阻的法宝。三是指挥部

初副政委和新任党委书记齐锐新两位

“老八路”不顾年老多病，献身国家黄金

事业的精神，可钦可敬。正是有老红军

和老八路的传帮带，人民军队的光荣传

统才代代传承至今。

《黄金团》塑造的所有英雄人物，包

括众多不知名的普通战士，他们并非完

美无缺，有的甚至还犯过错，但后来认

真改正并获得了进步，他们共同组成了

英雄群像，十分可信也非常可爱。没有

广大官兵的无私奉献，没有他们的埋头

苦干，没有他们的锐意进取，没有他们

的流血流汗和英勇牺牲，就不会取得那

么多建设成就和丰功伟绩。樊希安满

怀诚挚的真情和感动的泪水创作《黄金

团》，唱响了一曲金色的壮歌，将这种英

雄主义精神传递得更久更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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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味艺境，引领审美

在中国文学界，工业题材文学创作

曾经有着光荣的传统，也曾一度式微。

近年来，随着我国工业发展日新月异，工

业题材文学创作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都

有了不小的提高。近读晨飒的《重卡雄

风》（海峡文艺出版社 2022 年 3 月），更是

让我看到了中国工业题材文学创作的崛

起之势。

《重卡雄风》讲述了 20 世纪 90 年代，

林超涵大学毕业后回到军工企业西汽，

与一班人克服重重困难，成功研发 7 吨

重卡，并通过高原试车，在部队得到应

用；接着又通过考察，发现民用市场巨大

潜力，建议西汽转战民用卡车市场；西汽

通过转型改制、自主创新进行二次创业，

最终由弱变强，击败国外竞争对手，成就

了中国制造的国际声誉，最后不断攀登，

向 10 吨重卡进军。小说的时间跨度达

二三十年，这一过程，正因应了中国工业

化改革、创新、腾飞的过程。

20 世纪 90 年代，很多国有企业经过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发展，奠定了中国经

济的基础，但矛盾和问题也越来越突出，

尤其在市场经济浪潮中，已经是“老态龙

钟”，停滞不前。此时的国企，尤其是工

业化企业，需要一场阵痛和改革。《重卡

雄风》通过讲述西汽的濒临破产，讲述林

超涵等人的拼搏奋斗，绝地反击，将西汽

的生存、崛起、改革与当代中国工业的发

展历程联系起来，揭示工业化发展的深

层规律，书写了中国当代工业艰辛曲折

而又辉煌的发展历程。《重卡雄风》写的

是军工西汽的成长壮大历史，同时也是

写中国当代工业史，它是中国当代工业

进程的缩影和生动再现。

写历史，最终是在写人物，也因为有

可敬可感的人物，历史才越发生动、厚

重。《重卡雄风》中的林超涵，以及和他一

起拼搏的厂长林焕海、总工郭志寅、销售

徐星梅等，他们在各自的角色中，通过不

懈的努力以及人格魅力，为中国工业的

改革突围、创新发展谱写了壮丽的时代

画卷。这些人物具有时代的典型性，为

当代中国文学的英雄主义人物形象增添

了新的光彩。

《重卡雄风》中的林超涵富有智慧

和勇气。他大学毕业，对专业有研究，

热爱钻研技术；他年轻，充满朝气，从一

个普通员工成长为西汽的总经理，38 岁

就走上重要的领导岗位；他吃苦耐劳，

开拓创新，引领市场变革，充满勇气；他

充满正能量，在与对手的竞争中光明磊

落，在与国外企业合作的过程中，维护

国家利益，注重核心技术，是道德高尚、

胸襟博大的象征。《重卡雄风》对林超涵

的塑造、书写，是对英雄主义精神的召

唤和歌颂。

对英雄主义的弘扬和歌颂，需要在

“伟大的斗争中”去书写“伟大的心灵回

响”。《重卡雄风》洋洋洒洒 76 万字，作者

从一开篇，就把主人公林超涵放在命运

抉择的关口，在爱情、职业选择的关口，

虽然还有很多“不确定”因素，但作者显

然暗示着一切都是“完美”的开端。在这

种情境下，林超涵所遇到的一切问题都

将迎刃而解。小说写西汽在西藏高原试

车，到夜幕降临了，还没见到林超涵的车

辆，以为要出事故了，但作者插入写林超

涵与藏羚羊盗猎者搏斗，最后还成功破

了一桩恶性案件，立了功。当读者在为

这个英雄人物挂念、纠结的时候，一切都

能在作者的安排下圆满解决。作者晨飒

似乎容不得这个英雄人物有一点闪失，

有一点失败，甚至最后连婚姻也是圆满

幸福。我以为，他这样写的目的，就是要

把英雄主义聚焦、聚力到一个人身上，让

读者获得酣畅淋漓的阅读快感，当然，这

也是网络小说的一大特点。

《重卡雄风》曾在阅读平台连载，持

续更新互动，获得百万读者阅读好评，

先后获评为 2020 年度“中国好书”，入选

2020 年“优秀现实题材和历史题材网络

文学出版工程”，列入第五届中国“网络

文学+”大会“优秀网络文学作品”推优

名单。今天，我们阅读这样一部作品，

赞颂中国工业在艰辛曲折中迎难而上、

勇于改革、由弱变强直至成就中国制造

佳话的历史和时代业绩，唤起我们对热

血澎湃的英雄主义的致敬和追寻，其意

义是不言而喻的。在建设社会主义现

代化强国的征途上，我们需要更多的像

林超涵这样的国家脊梁、英雄人物，以

激励人们不断攀登新的高峰，书写新的

时代华章。

英雄叙事的时代交响
■汤伏祥

第5481期

演习之前
（中国画）

彭华竞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