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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俊义摄

我是读着抗战文学的红色经典长

大 的 ，也 是 在 这 些 作 品 的 感 染 和 鼓 舞

下走上文学创作道路的。我在阅读和

观看过程中发现，《荷花淀》《新儿女英

雄 传》《野 火 春 风 斗 古 城》《敌 后 武 工

队》《烈火金刚》《战斗的青春》《平原枪

声》《平原游击队》《平原烈火》《腹地》

等 小 说 、《地 道 战》《雁 翎 队》《小 兵 张

嘎》《回民支队》《狼牙山五壮士》等电

影 作 品 ，描 写 的 是 河 北 人 民 血 与 火 的

抗 日 斗 争 生 活 ，刻 画 的 是 燕 赵 儿 女 抗

战 英 雄 的 形 象 ，它 们 所 具 备 的 文 学 价

值 和 精 神 品 质 ，不 仅 成 为 中 国 敌 后 抗

战 文 学 的 典 范 ，同 时 也 在 中 国 现 当 代

文学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印记。

发生在 20 世纪的抗日战争是整个

中华民族的反侵略战争。抗日战争旷日

持久，悲壮惨烈，中华大地上狼烟四起，

中华儿女众志成城。应该说，在不同的

战区、不同的根据地，都会留下有着不同

地域特点的抗战文学作品。流传至今的

抗战文学经典作品有很大一部分发源于

河北，而又相对集中于冀中地区。我查

阅了大量河北抗战史料，并在 2005 年沿

着当年的晋察冀根据地版图实地走了一

遍，访问了许多抗战老兵和老作家。我

初步的认识是，这与河北特殊的地理位

置和抗战背景有直接关系。

1937 年“七七事变”爆发，河北很快

成为华北敌后抗战的中心。1940 年百

团大战之后，被称为“中国通”的冈村宁

次机接替多田骏赴任日军驻华北方面

军司令官。他认为，华北的“治安”形势

糟糕，根本问题在冀中。当年，冀中有

“八路军的米粮仓”之称，是冀中平原的

老 百 姓 送 粮 送 棉 支 持 了 山 里 的 八 路

军。于是，冈村宁次下决心，要用 5 万大

军对冀中进行大扫荡，用竭泽而渔的手

段来瓦解八路军与老百姓的鱼水关系，

用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彻底

摧毁冀中的抗日武装力量，这就是惨绝

人寰的 1942 年“五一大扫荡”。这次大

扫荡长达数个月，被抓、被杀害群众 5 万

余人，成为日军侵华史上在中国农村制

造的最大惨案。

在实地走访和查阅资料中，我感受

到，这次惨绝人寰的大扫荡虽然给冀中

抗日根据地造成了巨大损失，但也极大

地激发了冀中军民的反抗勇气和斗争

精神，创造了许多英雄传说。自古燕赵

多悲壮之士，从文化源头上来看，在燕

赵的文化和精神里面，有血性、有情怀、

重传统。三种文化元素相互渗透，构成

了“勇武任侠”的显著特征，英雄的燕赵

儿女在抗战斗争中则把这一文化特征

彰显得淋漓尽致。“宁做刀下鬼，不当亡

国奴”成为每个人的口号；毁家纾难，视

死如归也成为每个人的真实行动。狼

牙山五壮士、回民支队马家母子两代英

雄、子弟兵的母亲戎冠秀、工人抗战英

雄节振国、儿童抗战英雄王二小等，这

些抗战英雄都诞生在燕赵大地。

值 得 一 提 的 是 ，在 冀 中“ 五 一 ”反

“扫荡”中，我的家乡冀中父老不仅彰显

了血性，更凸显了智慧，创造了地道战、

地雷战、麻雀战、破袭战等战法 ；雁翎

队、平原游击队、敌后武工队等抗日武

装也相继成立；同时，也留下了以这些

战争样式为范本的文艺作品，其中不乏

脍炙人口的经典之作。受这些作品的

影响，我花费十年时间创作了一部 40 万

字反映冀中军民抗战斗争生活的长篇

小说《血地》。我的创作用意，就是想让

读者看看，当年冀中这片美丽的热土是

如何被铁蹄践踏、鲜血浸染，冀中军民

是如何在刀尖上行走的。

与其跪着屈辱地死，不如站着为尊

严求生。一些有良知的知识分子投笔

从戎，奔赴抗日战场。他们一手拿枪，

一手拿笔，一边打仗，一边创作。他们

根本不是什么作家、诗人，他们是战士，

也是英雄。比如，《青春之歌》的作者杨

沫 ，曾 担 任 过 冀 中 区 妇 救 会 宣 传 部 部

长；《平原枪声》的作者李晓明，是县大

队的政委；《小兵张嘎》的作者徐光耀，

是锄奸干事 ；《野火春风斗古城》的作

者李英儒，是游击队步兵团团长 ；《敌

后武工队》的作者冯志，曾任武工队小

队长……他们都是从日寇的拉网扫荡、

铁壁合围中闯过来的人，他们的作品完

全是生活的经历、战火的熏染。

如果仔细梳理一下这些抗战文学

作品，不难发现，它们共同的特点是：弘

扬民族正气，叙写民族史诗，讲述精彩

故事，塑造英雄形象，用文学颂扬燕赵

儿女爱国、救国、报国、殉国的家国情

怀，从而迸发出感染、教育、启迪人的强

大精神力量。比如，田间的诗《假如我

们不去打仗》：“假如我们不去打仗/敌人

用刺刀/杀死了我们/还要用手指着我们

的骨头说/看，这是奴隶”。试想，这首诗

在当年具有多么大的震撼力与号召力。

孙犁的《荷花淀》《芦花荡》等系列

抗战题材小说是叙事与抒情相互融合、

写实与写意相得益彰的整体，作品散发

着现实主义、浪漫主义和唯美主义的情

韵和气息，小说所传达的战争中的人性

美、人情美、风俗美，成为一道特殊的抗

战文学风景，给苦难的中国人民带来希

望 和 精 神 滋 养 ；而 其 作 品 进 入 中 学 课

本 ，不 仅 使 青 少 年 受 到 了 爱 国 主 义 教

育，同时也受到艺术感染和美的熏陶。

小说《小兵张嘎》《平原烈火》的作

者徐光耀是年过九旬至今仍健在的抗

战老兵，后来改编成电影的《小兵张嘎》

幽默诙谐，寓教于乐，久映不衰。徐光

耀曾说过这样的话：“久而久之，那些与

自己最亲密、最熟悉的死者，便会在心

灵中复活……倘不把他们的精神风采

化在纸上，就对不起良心。”在这种良知

的感召下，老先生矢志不渝，笔耕不辍，

在其晚年又创作出版了长篇散文《昨夜

西风凋碧树》，并斩获第二届鲁迅文学奖，

这在他们那一代作家当中是不多见的。

这些抗战文学把燕赵大地的抗战

图景描绘得波澜壮阔，把燕赵儿女的慷

慨悲壮展现得淋漓尽致，也让抗战英雄

形 象 成 为 一 代 又 一 代 人 的 精 神 记 忆 。

如《烈火金刚》中的史更新、肖飞，《敌后

武工队》中的贾正、魏强，《平原枪声》中

的马英、王二虎，《野火春风斗古城》中

的杨晓冬、金环、银环，《小兵张嘎》中的

嘎子、罗金保……这些英雄都有着远大

的革命理想，这种理想远远超过了自身

生命、个人情感以及家族利益。在这种

理想的指引下，他们充分展示出非凡的

勇气、超人的意志、坚韧的毅力、高尚的

情操以及出众的智慧，从而使这些英雄

形象光彩照人，令人肃然起敬。新中国

成立后出生的我们，没经历过抗战，我

们就是从这些作品中认识英雄，感受英

雄，进而崇拜英雄的。应该说，抗战文

学为读者贡献的英雄形象是功不可没

的，是有划时代意义的，随着时间的推

移，也是历久弥新的。

历史发展到今天，我们再次审视这

些红色经典文学作品就会发现，一些英

雄形象因过于高大而缺少鲜活，因性格

单一而失之丰满。

当然，站在今天的角度，我们不能

过于苛求那些创作红色经典抗战文学

的作家们。就他们自身的经历和阅历

而言，还难以走出某种局限与窠臼，这

是一种客观存在。当年，他们在青少年

时期便走出家门，走出校门，投身抗战，

既为中国抗战事业贡献了青春力量，又

为读者留下了那么多感化人、教育人的

优秀文学作品，这就足以令我们后人敬

仰与尊崇了。

历 史 深 处 的 文 学 记 忆
—抗战题材作品中的英雄群像

■李西岳

“炮火的进攻让王戈文感觉像坐在

乱蹦狂跳的烈马上，耳鼓迫紧，脑袋一阵

阵发晕，胸口像堵了稻草一样难受，不是

亲历的人，无从理解，真的可以将人震

死，即使死不了，也会连想死的心都有

了。”身处和平年代的我们已远离战争多

年，但阅读张俊南的长篇小说《吹开枪口

的硝烟》（解放军出版社），主人公王戈文

进攻粉子山的描写让我们如同直面战场

的残酷，几乎可以闻到浓烈的硝烟味，听

到不绝于耳的枪炮声，在过去的历史与

当今的现实之中产生共鸣，感悟到真实

的残酷战争。

张俊南在尊重历史和坚持美学追求

的原则下去构建故事，用文学的眼光拓

展故事的空间。1944 年夏秋之际，16 岁

的作品主人公王戈文在参加胶东军区

“学兵团”培训后成为一名军人。他多次

闯入日伪据点抓“舌头”、潜入海庙口炸

毁日本人运矿石的轮船；解放战争时期，

他又参加莱阳战役、昌潍战役、兖州战

役、济南战役、淮海战役、渡江战役、上海

战役、进军福建等重大战役，屡立奇功。

《吹开枪口的硝烟》以灵动、鲜活、流畅而

富有张力的语言叙述故事，通过王戈文

由战士、副班长、班长到营部书记、排长、

团司令部参谋、副连长、连长的成长经

历，将战争的激烈与残酷及革命军人的

战争智慧完整展现，帮助读者了解战争、

体会战场实况。

象山阻击战中排防御作战，敌人打

出的空爆霰弹，在空中炸出一团团黑烟，

黑烟之中弹片呼啸，一阵烟雾就意味着

一场惨重的伤亡；济南战役中的连攻坚

作战，将一个 5 公斤的炸药包点燃扔进

城墙前的护城壕，轻重武器全部从打开

的墙洞里伸出枪口，对着城墙上各自预

先锁定的目标猛烈开火，战场上硝烟弥

漫，看不见开火点，只能听到枪声炮声此

起彼伏；淮海战役曹八集战斗中的连进

攻作战，十几枚烟幕弹甩出去，借着层层

烟雾，队伍一股脑儿涌进北门……小说

中战斗场面描述逼真，战术行动叙述得

极其精彩，这是作者张俊南数十年磨一

剑的结果。

张俊南在 40 多年的军旅生涯中，走

南闯北到过全国各地的军营，接触过许

多优秀的军人。他能写出战争的真实，

与自己的军旅体验和数十年如一日的采

写记录有密不可分的关系。2005 年，他

开始筹备写作一部真实可感、反映战场

的长篇小说，构思一个鲜活、智慧、独具

特色的战士形象。为此，他多方采写，查

阅 资 料 ，整 理 了 厚 厚 的 笔 记 。 到 2016

年，这个故事经过十余年的构思打磨，终

于能够比较真实全面地反映那一代军人

最本真、最鲜活的面孔。

战争是一种需要阳刚血气并充满

智慧的人类活动，军队强调高度集中统

一，却又常常能包容个性，王戈文就是

这种个性的存在。王戈文果断、坚决、

心理强大，第一次击杀敌人就没有丝毫

的恐惧和犹豫。他坚强、勇敢又不失灵

活 ，在 面 对 敌 人 的 进 攻 时 敢 于 迎 难 而

上，在合适的时机也能够灵活撤退。他

是个有智慧的英雄，能够从细微处发现

机遇，注重学习实战经验，身边班长、排

长、营长等都是他学习的对象。对于王

戈文来说，书本从来不是过目即忘的消

遣，他善于从历史中学习。为了摧毁日

军盗矿的汽船，他借鉴《三国演义》中诸

葛孔明火烧赤壁的办法，将炸药绑上舢

板，借助风力完成计划。他更善于从工

作中学习，挫折和失败都能给他提供经

验，针对敌人的不同特点总结运用灵活

多变的战法。

军旅文学如何提高真实性与生动

性，让读者身临其境地感受作品中的场

景，《吹开枪口的硝烟》是一个较为成功

的创作实践。宏观上讲，现实主义强调

对生活的观察与体验，力求使艺术描写

符合生活的原貌。另一方面，作品的真

实也体现在对于细节的重视，细节失真

艺术形象便会失真。张俊南小说中的战

争穿插着大量的细节描写，宏观与微观

皆贴近现实，再现战场原貌，从而搭建起

一个能真实反映历史、烛照现实的文学

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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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 具 新 闻 性 与 文 学 性 ，是 报 告 文

学 的 文 体 要 求 。 长 篇 报 告 文 学《幸 福

的旋律——西藏脱贫交响曲》（广东经

济出版社，以下简称《幸福的旋律》）正

是这样一部兼具新闻性与文学性的优

秀作品。《幸福的旋律》选取西藏东部

的 昌 都 、中 部 的 日 喀 则 和 西 部 的 阿 里

等 4 个典型区域为代表，以点带面，以

生 动 的 细 节 、质 朴 的 故 事 、翔 实 的 数

字 ，为 读 者 展 现 出 一 幅 西 藏 脱 贫 攻 坚

的时代画卷。

报 告 文 学 要 书 写 时 代 画 卷 ，反 映

事 物 的 本 质 ，就 需 要 作 者 通 过 新 闻 的

手 段 去 发 掘 意 义 、寻 找 素 材 。 这 部 报

告 文 学 作 品 运 用 扎 实 的 新 闻 采 写 手

法，从十年前昌都的一个小村落写起，

共分四个乐章：第一乐章“昌都：一个

村 庄 的 故 事 ”，书 写 了 作 者 的 驻 村 经

历 ；第二乐章“日喀则：珠峰脚下的梦

想”和第三乐章“阿里：高原新牧歌”，

展示了 2018～2020 年间几个县脱贫攻

坚中的人物与做法 ；第四乐章“噶尔：

县域新模式”，通过噶尔县这样一个样

本 ，展 现 了 西 藏 县 域 发 展 的 新 路 径 。

作 者 的 采 访 是 扎 实 的 ，大 部 分 都 是 亲

历 的 ，所 以 有 着 巨 大 的 艺 术 感 染 力 。

特别是作者在叶巴村的驻村经历描写

得 非 常 细 腻 真 实 ，比 如 藏 族 同 胞 给 工

作队供应柴火、背水，青年人骑着摩托

车 在 村 镇 兜 风 等 细 节 ，如 果 没 有 进 行

扎 实 的 田 野 调 查 ，难 以 写 出 这 样 素 描

般的艺术效果。

同时，报告文学之所以成为文学，

是 因 为 必 须 运 用 形 象 思 维 ，运 用 形 象

化的方法反映时代和生活。它必须塑

造 鲜 明 的 人 物 形 象 ，运 用 典 型 生 活 场

景书写具体可感的时代元素。在文学

性 方 面 ，这 部 报 告 文 学 的 结 构 有 可 圈

可点之处。整部作品运用的是事件结

构 ，以 西 藏 脱 贫 攻 坚 作 为 结 构 的 核 心

和 基 础 ，无 论 地 点 的 转 换 、事 件 的 发

展 、人 物 的 活 动 ，都 是 在 这 个 大 的 框

架 之 下 运 行 的 。 应 该 说 ，作 者 运 用

“串珍珠”的办法，从雪域高原自东向

西 ，把 脱 贫 攻 坚 中 的 4 个 地 点 、100 多

个 人 物 串 联 起 来 ，给 我 们 留 下 了 反 映

西 藏 在 党 的 领 导 下 万 众 一 心 、群 策 群

力脱贫攻坚的熠熠闪光的珍珠般的时

代记忆。

事件结构的报告文学涉及的社会

生 活 面 广 ，必 须 用 事 件 来 贯 穿 整 部 作

品。这部报告文学作品是西藏历史性

消除绝对贫困的一个缩影。西藏的脱

贫 攻 坚 与 西 藏 和 平 解 放 一 样 ，是 西 藏

当 代 史 上 具 有 里 程 碑 意 义 的 大 事 件 。

正是因为选取了这样意蕴深刻的大事

件 作 为 结 构 基 础 ，同 时 记 录 了 与 其 相

关 的 人 物 和 事 件 ，才 使 得 这 部 报 告 文

学 作 品 见 人 见 事 ，情 景 交 融 ，既 有 思

想 的 深 度 、时 空 的 广 度 ，也 有 时 代 的

温度。

此 外 ，这 部 报 告 文 学 作 品 的 叙 述

是 通 过 空 间 顺 序 组 接 来 完 成 的 。 报

告 文 学 写 作 中 ，以 空 间 的 转 换 作 为 组

接 各 部 分 内 容 的 方 法 就 是 空 间 顺 序

组 接 。 这 是 一 种 结 构 方 法 ，也 是 一 种

文 学 写 作 方 法 。 这 部 作 品 运 用 了 很

多 空 间 顺 序 组 接 的 方 法 ，有 场 面 的 描

写 ，有 场 景 的 描 述 ，有 人 物 群 像 的 塑

造 ，也 有 访 问 调 查 。 应 当 说 ，流 畅 的

叙 述 中 较 好 地 融 合 了 田 野 调 查 、报 告

文 学 的 纪 实 传 统 和 作 者 自 己 的 文 学

思考。

正是因为较好地融合了文学性与

新闻性，《幸福的旋律》让我们在一个

个看似平淡的故事中感悟到时代的变

迁 ，在 一 组 组 看 似 枯 燥 的 数 据 中 看 到

了脱贫攻坚以来西藏所取得的辉煌成

就 ，在 一 件 件 看 似 平 凡 的 小 事 中 看 到

了 各 族 人 民 坚 韧 不 拔 脱 贫 攻 坚 的 信

心、决心和毅力。虽然没有宏大叙事，

却 奏 响 了 时 代 的 黄 钟 大 吕 ；虽 然 没 有

惊 心 动 魄 的 事 件 ，却 书 写 了 时 代 的 风

云传奇。

细腻描绘脱贫攻坚时代画卷
■点 金

时下，不少人习惯读网络小说或社

交媒体推送的一些内容比较浅易的文

章，这种阅读方式因简单轻松、实用有

趣，又能从中获得内容丰富、实时热门、

图文并茂的各类资讯，所以被越来越多

的人所接受和喜爱，成为阅读新趋势。

客观上说，“浅阅读”有其存在的合

理性：快速获得信息，扩大知识面，甚至

在忙碌中可以拥有一份闲情，在快节奏

中暂停脚步，让心灵得到短暂的放松。

这本无可厚非，但如果仅仅把读书当成

简单的休闲方式，甚至把时间和精力全

花在娱乐化的作品上，实在是巨大的浪

费和遗憾。

“读什么”“如何阅读”决定着一个民

族思想的深度和高度，对文化传承、国家

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如果人人都仅仅

满足于“浅阅读”，或者过分热衷于“浅阅

读”，对于国家和民族的未来将会产生

不良影响。这就是为什么在高科技日益

发达的今天，很多学者反而主张采取一

系列措施重新唤起“深阅读”的原因。

徜徉书海，唯有用“深阅读”去领略

那些对我们的人生富有启迪价值的书

籍，才能让我们的心智更加成熟，让我们

的行动更有力量，让我们的生命焕发出

夺目的光彩。从这个意义上讲，一个经

常“深阅读”的人与一个经常“浅阅读”的

人，抑或是根本不读书的人相比，人生会

呈现出截然不同的面貌。因此，“深阅

读”不仅不可或缺，还极为重要。

“深阅读”读什么？读那些经过历史

反复检验、为人们所普遍认同的经典著

作。这些著作凝聚着人类智慧和文明的

精华，其思想深刻、内容博大，不经过深

度阅读就难以领悟其中积淀的深厚内

涵。因此，我们要原原本本、逐字逐句、

逐段逐篇地读，反复琢磨，细细咀嚼，仔

细寻究方能得其要领，掌握其精神实质

和真谛。孔子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

不学则殆。”有的经典著作晦涩深奥，浮

光掠影不行，浅尝辄止也不行，需要我们

摒弃浮躁，心无旁骛，多研、深思、善悟，

做到“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

笃行之”。只有把研读与思考结合起来，

将历史与现实连通起来，让理论与实践

互动起来，围绕重要知识点深挖原理，理

透背景知识，才能掌握要领、增长智慧。

只有拓宽阅读的视野和广度，提高知识

源的覆盖面，才能真正扩展自己知识的

纵深度。

作家余秋雨当年曾沉潜于浙江省

奉化市大桥镇的一座藏书楼中研读中

华 古 典 文 化 典 籍 ，他 感 慨 地 说 ：“ 我 的

生活立即变得纯净，我的心态变了，好

像层层叠叠的山坡山树山岚一齐拽着

我 蹬 开 了 山 下 的 浑 浊 喧 嚣 ，使 我 飘 然

升腾。”虽不能说这次“深阅读”改变了

余 秋 雨 ，但 它 促 使 余 秋 雨 开 始 慎 重 地

思 考 一 个 大 课 题 ：什 么 是 华 夏 文 明 ？

什么是华夏子孙？是深度阅读激发了

余 秋 雨 的 求 知 欲 ，又 促 使 他 将 文 化 的

魅力传播给更多愿意投身书籍的人。

其实,选择“深阅读”就是选择一种

精致的生活，一种食不厌精、脍不厌细

的 生 活 态 度 。 比 起 在 线 浏 览 ，以 快 餐

式、跳跃性、碎片化为特征的“浅阅读”，

显然获取的精神财富和文化知识要多

得多。

多 一 些 深 度 阅 读
■张望李 晏宏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