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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 叙 事 结 构 而 言 ，王 昕 朋 的 小 说

大 都 是 事 件 驱 动 型 的 写 作 ，从 难 以 纾

解 的 矛 盾 中 生 发 故 事 ，以 此 牵 引 人 物

关 系 ，使 得 小 说 具 备 一 种 系 统 性 的 架

构 ，由 是 探 寻 当 代 性 的 现 实 命 题 ，构

筑 总 体 性 的 价 值 观 念 。 考 察 这 个 叙

事 链 路 很 有 意 思 ，因 为 当 下 的 小 说 写

作 容 易 陷 入 消 解 化 与 碎 片 化 的 畛 域 ，

时 常 局 限 于 表 达 细 小 的 情 绪 ，传 递 私

密 的 情 感 。 因 此 ，小 说 需 要 重 建 一 种

新 的“ 现 实 ”，达 成 从 事 件 到 故 事 ，再

进 入 叙 事 视 阈 的 伦 理 修 辞 和 价 值 再

造。

具 体 而 言 ，事 件 驱 动 型 的 小 说 ，

往 往 经 由 如 下 路 径 生 成 叙 事 ：其 一 为

发 酵 性 事 件 ，肇 始 于 故 事 的 开 端 ，不

同 人 物 悉 数 登 场 ，各 方 力 量 在 周 旋 ，

但 始 终 处 于 蓄 势 阶 段 ，没 有 形 成 具 体

的 判 断 与 演 变 ；其 二 是 推 动 性 事 件 ，

故 事 在 这 里 构 成 进 展 ，改 变 了 启 动 或

起 步 的 局 势 ，处 于 引 起 质 变 前 的 量

变 ；其 三 是 转 折 性 事 件 ，小 说 产 生 转

机 或 转 圜 ，主 体 间 或 善 或 恶 的 力 量 发

生 更 迭 ，但 在 倾 斜 的 天 平 中 保 留 悬

念 ；其 四 是 决 定 性 事 件 ，故 事 的 突 变

与 人 性 的 豹 变 流 溢 其 中 ，甚 至 直 接 做

出 方 向 性 的 选 择 ，指 向 事 情 的 阶 段 性

终 点 ，辨 析 事 件 之 性 质 与 人 情 之 伦

理 ；最 后 是 延 伸 性 事 件 ，常 常 交 代 叙

事 走 向 与 人 物 命 运 ，又 或 提 供 开 放 性

结 局 。 当 然 ，此 中 亦 可 以 是 意 外 的 转

折 、反 转 ，却 常 常 指 涉 价 值 的 升 华 和

意义的昭彰。

王 昕 朋 的 小 说《北 京 旮 旯》（《当

代》2022 年第 4 期），事件发生在一个社

区里，所谓“旮旯”，说的是一社区与二

社区的两栋大楼之间有一处过道。这

是一个大约 4 米多宽的弹丸之地，正是

在如此狭窄的场域发生了紧张而精彩

的 故 事 。 张 四 是 大 别 山 人 ，来 京 谋

生 。 他 古 道 热 肠 ，利 用 自 己 早 晚 的 休

息时间，为工地的工友义务修鞋，随后

开 始 以 此 维 持 生 计 。 一 次 偶 然 的 经

历，他捡到了一只金戒指，这可把他急

坏了，他四处奔波，只为物归原主。在

四 处 找 寻 无 果 后 ，张 四 干 脆 将 修 鞋 摊

开 在 最 可 能 出 现 失 主 的 一 、二 社 区 的

两栋大楼的旮旯处。

问 题 在 于 ，当 张 四 面 临 现 实 和 精

神危机时，剩下的便是情感的牵连，这

也 是 张 四 在 受 挫 之 后 重 返 北 京 的 缘

由。小说里，张四回到北京后，在车站

经历了一个转折性的事件。在罕见的

暴雨中，他不惧危险，帮助一社区抗洪

排 涝 ，获 得 了 居 民 们 的 一 致 认 可 ；最

终，张四慢慢学会了修鞋、修锁、配钥

匙 、理 发 、修 自 行 车 、通 下 水 道 …… 小

说收尾处，张四得以在社区安身立命，

得 到 邻 里 的 喜 爱 ，并 受 到 区 里 的 表

彰。小说也由此完成了从事件的多重

发端，到故事的完整形塑，再到文化辨

知的叙事建构。

总 而 言 之 ，王 昕 朋 小 说 提 示 出 当

下 小 说 创 作 的 问 题 意 识 和 叙 事 形 态 。

尽管在情感现实与话语修辞层面尚有

可 讨 论 之 处 ，但 作 家 发 现 并 处 置 现 实

问 题 与 时 代 的 精 神 的 叙 事 伦 理 ，颇 为

难能可贵。

事件、故事与叙事
■曾 攀

盘点近 5 年的军旅文学概况，笔者

发现，除小说、报告文学成就斐然，诗歌

及理论批评领域也取得了一些颇为可

观的创作成绩。

先说诗歌。

在诗歌领域中，刘立云、王久辛、曹

宇翔等实力派诗人笔耕不辍，作品保持

着较高水准和较大影响力。他们的诗

来自生活最深处的挖掘，将与时代同频

共 振 的 军 人 内 心 世 界 艺 术 地 表 现 出

来。王久辛的《蹈海索马里》秉承了他

抒情长诗的创作风格，以热烈饱满的情

感和铺陈渲染的语言，彰显了中国军人

的牺牲和担当精神。曹宇翔为庆祝建

党百年而创作的长诗《黄河诗篇》，重在

呈现中华民族的精神特质和底色，磅礴

的气势和精微的细节，展现出诗人强大

的题材吞吐力和创造活力。

近年来，刘立云保持着旺盛的创作

激情，先后创作了《金山岭》《上甘岭》《一

个人和一面碑》等颇有分量的长诗，出版

了《大地上万物皆有信使》《刘立云诗选》

和《金盔》等 3 部诗集。刘立云的诗歌语

言质地坚实而有力度。他的诗浓墨重彩

抒写士兵的生活和形象，也反映出中华

民族积淀深厚的底蕴、气质和精神。其

中，《上甘岭》堪称气象壮阔的战争史诗

的缩微版。诗人以多维的视野、人类性

的眼光，书写战争背后的人性与精神内

涵，探索战争本身残酷又复杂的历史奥

秘，传达了尊重生命、思考人生、追求正

义、捍卫和平的崇高理念。《金盔》收录了

刘立云 35 年诗歌创作的精华，分为《方

阵》《营盘》《高处》《芳华》4 辑，既是一次

多年创作的整合，也是一次创作灵感的

集中爆发。诗集用一种火焰般的语言和

饱含热泪的深情，把军营中的点点滴滴

细腻而多维地搬运到纸上，写出军人真

实的心灵感受，表达出新时代军人的追

求、思辨和梦想。

老 诗 人 峭 岩 擅 作 长 诗 ，近 几 年 有

一 百 多 首 诗 歌 作 品 问 世 ，其 中 最 受 关

注的有《写给祖国的圣词》《七月！七

月！》等作品，这些诗歌建构起一种与

时代同步的诗意而深沉的表达。诗人

善于发挥长诗承载社会和时代精神的

文 体 优 势 ，充 分 驾 驭 长 诗 的 宏 大 叙 事

架构，通过绵延不绝的抒情渲染、跌宕

起 伏 的 情 节 造 势 、别 具 一 格 的 语 言 方

式 ，体 现 出 大 气 磅 礴 的 创 作 风 貌 。 尤

其 在 表 现 百 年 党 史 方 面 ，他 的 诗 歌 将

叙 事 性 、思 想 性 和 抒 情 性 很 好 地 融 为

一 体 。 杜 志 民 潜 心 于 军 旅 诗 的 创 作 ，

并对军旅诗的意蕴和技巧有着较为深

刻 的 研 究 。 近 年 来 ，他 先 后 发 表 组 诗

《八月前沿》等作品，激情迸射，兵味纯

正，可谓宝刀不老，体现出军旅老诗人

的强大后劲。

诗歌领域的中坚代表如姜念光、丁

小炜、陈灿等几位诗人，他们不懈创作，

持续攀登军旅诗歌高地。姜念光诗歌

的最大特点是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用

崭新姿态对军旅诗展开深入探索。他

是在大量阅读中西方诗歌的基础上，展

开有方向、有目的、有难度的军旅诗写

作。深厚的现代军事知识储备以及对

战争的深刻理解，支撑他的诗歌创作主

动对接强军兴军的伟大实践，在书写新

的军旅生活方面具有显著优长。他的

诗歌理念、节奏和语言具有强烈的现代

属 性 ，他 的 文 字 在 钢 铁 质 地 和 光 泽 之

外，还带有鲜明的美感和哲思的意味。

在短促的句子当中能体味到诗人对古

典文学营养的汲取，能够感受到他对生

活深广而驳杂的思考。

近两年，在中国诗歌界，《强军，强

军》和《岁月青铜》是受到较多关注和

好评的诗集。两部诗集的作者刘笑伟

有 着 扎 实 的 部 队 基 层 体 验 ，丰 富 的 任

职 经 历 使 诗 人 思 想 敏 锐 、视 野 开 阔 。

诗人的诗歌创作紧密跟踪我军现代化

发 展 的 历 程 ，近 距 离 观 察 并 准 确 触 摸

到 我 军 现 代 化 进 程 的 脉 动 。 尤 其 是

《岁月青铜》，共计 77 首短诗，诗集中的

句子将鲜活的军旅生活铺展在读者面

前；诗句短促、严整，将鲜活的诗意、保

家 卫 国 的 责 任 感 连 接 起 来 ，并 和 诗 人

的 军 旅 生 涯 融 为 一 体 ，这 使 得 他 的 诗

歌 有 了 青 铜 的 质 地 和 底 色 ；既 让 读 者

感 受 到 摧 枯 拉 朽 般 的 宏 阔 场 面 ，又 能

看到熟稔而精微的军旅生活细节。这

是 诗 人 的 情 思 在 飞 扬 ，也 是 战 士 的 青

春在燃烧。

丁小炜的诗歌创作试图建构起一

种宏大而深远的精神世界。长诗《筑梦

强军》清晰地勾勒出打造世界一流军队

的宏伟蓝图一步步变成现实的壮美画

卷。反映人民子弟兵勇敢战“疫”、逆行

不退的诗作《信任》，用诗情观照这支军

队的过去、现在与未来，让信仰之火熊

熊燃烧，让红色基因融入血脉，让英雄

精神激发力量，给读者以持续的慰藉和

力量的支撑。陈灿是典型的从基层连

队摸爬滚打出来的战士诗人，也是曾经

在战场上与死神擦肩而过的勇士。他

的诗句带有新鲜、热血、青春的气息，散

发着硝烟味儿和兵味儿。近年来，他相

继有《士兵花名册》《怀抱受伤的时光》

《窗口》等诗集出版。陈灿的诗歌主线

是坚定的，从前线的猫耳洞到野战医院

的病床上，再到捍卫党纪国法尊严的纪

检监察战线，他的诗歌始终保持军人本

色和战士情怀。

正在崛起的军旅诗歌“新生代”中，

艾蔻、雷晓宇、朴耳、王方方、董玉方、李

庆文、许诺、董庆月等年轻人为军旅诗

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惊喜。这些青年诗

人的文化起点高，自我学习和超越能力

强，对军营日常生活的感悟力和敏锐度

都令人可喜。他们刚走上诗坛就有能

力在《人民文学》《诗刊》等重要刊物连

续发表组诗，显露出极佳的潜质。《诗

刊》创办的“青春诗会”是全国优秀青年

诗人向往的成长平台，艾蔻、雷晓宇和

朴耳接连被吸收为“青春诗会”学员，显

示出军旅诗歌薪火相传、后继有人的良

好局面。

女 诗 人 艾 蔻 把 目 光 投 向 历 史 纵

深 ，笔 下 再 现 的 战 争 和 历 史 有 了 新 的

生 命 境 界 。 书 写 当 下 的 军 旅 生 活 时 ，

艾蔻的情感通透自然，进入诗中的情、

景 、物 都 是 触 动 她 情 感 和 思 考 的 普 通

事 物 和 日 常 经 验 。 近 年 来 ，雷 晓 宇 的

组诗《风雪记》《大地上的箫声》《列兵

日记》《薄雾》等相继在《诗刊》《解放军

文艺》和《人民文学》等重要文学期刊

发 表 ，出 版 有 诗 歌 专 集《雪 山 入 梦》。

作为 80 后军旅诗人，他的写作与传统

军 旅 诗 歌 不 同 ，有 一 种 别 样 的 气 质 。

他的诗歌兼具古典美学与现代技法的

优长，在刚健雄浑之外呈现出悲悯、博

大 与 神 秘 的 底 蕴 ，这 得 益 于 他 较 强 的

自省意识和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刻钻

研。朴耳试图对军人们习以为常的生

活进行迥异于他人的“陌生化”艺术加

工 ，尤 其 善 于 把 捕 捉 到 的 有 意 味 的 军

营 生 活 与 自 然 流 转 、四 季 轮 回 联 系 在

一起。她的《黄昏伞》《良田》《星星连》

等 作 品 ，用 极 富 想 象 力 的 意 象 和 诗 句

带领读者体悟别样军营。董玉方虽然

脱 下 了 军 装 ，但 念 念 不 忘 军 旅 诗 创

作 。 他 的 歌 词 创 作 和 军 旅 诗 歌 一 样 ，

以 强 烈 的 散 文 化 的 叙 事 和 抒 情 气 质 ，

令人耳目一新。

再来谈谈理论批评。

2019 年，为庆祝新中国成立 70 周

年，《中国军旅文学史（1949-2019）》隆

重推出。这是主编者带领两个学术团

队 持 续 研 究 近 20 年 的 一 部 集 大 成 之

作。全书以近 90 万字的体量，全面梳

理、总结了短篇小说、中篇小说、长篇

小说、诗歌、散文、报告文学、理论批评

等传统文体，以及戏剧、电影、电视剧

等 艺 术 门 类 的 成 就 、经 验 和 局 限 。 全

书的最后，还附录了 260 余位作家的小

传和一个近 8 万字的军旅文学年表，形

成了一个较为完整的当代军旅文学的

资 料 谱 系 。 与 此 同 时 ，该书主编及 其

团队还开启了中国当代军旅文学的经

典 化 过 程 ——《中 国 军 旅 文 学 经 典 大

系》的遴选、编辑与出版。此外，该书主

编对军旅文学始终保持“在场”的观察

和追踪，撰写了多篇军旅文学的年度综

述。在此基础上，又主编了 11 卷本《新

锐军旅作家“向前”丛书》和年度军旅文

学选粹，“选粹”迄今为止已连续出版了

4 年 。 由 我 们 合 作 的《庾 信 文 章 老 更

成，凌云健笔意纵横——徐怀中论》近

两万字，全面系统地梳理、总结了徐怀

中 的 创 作 风 貌 与 文 学 特 质 。 该 文 在

《中国文学批评》发表后，即被《新华文

摘》全文转载。

汪守德近年来在理论批评领域持

续 发 力 ，为 军 旅 文 学 乃 至 范 围 更 广 的

当 代 文 坛 留 下 许 多 及 时 的 跟 踪 、观 察

和思考成果。他将重要军旅作家作品

纳 入 研 究 视 野 ，不 仅 对 单 篇 作 品 多 有

评 述 ，还 在《神 剑》杂 志 开 设 专 栏 ，以

“重读”为题，细致剖析多篇军旅小说、

诗歌、报告文学等经典作品，赋予其新

的阐释和意义；还陆续写下了《筚路蓝

缕 绝 代 风 华 ——新中国 70 年军旅戏

剧概观》等对军旅文坛有着宏观判断及

把握的理论批评文章。此外，他对地方

文坛的文学作品和影视剧、京剧、地方

戏等多个领域有所关注，对诸多艺术领

域的创作规律、审美范式均有所涉猎、

钻研和推敲。2022 年，汪守德推出《梦

见：周振天创作艺术论》一书，以作家、

编剧周振天的创作为审美对象，全方位

地回顾、描述周振天的创作成果和艺术

风貌。这部 38 万字的理论著作以专章

的形式，对周振天各个门类共 53 部作品

进行了“庖丁解牛”式的分析和阐释，以

期探索文学和影视艺术规律。除却理

论批评家的身份外，汪守德在诗歌创作

和评论方面亦有建树。他写诗、评诗、

鉴诗，《诗情，在历史的隧道里激荡》一

文评点晏子的长篇散文诗《我眺望祁连

山的身影，倾听历史的回声》，诗情洋

溢、兴味盎然，体现了他在诗歌方面高

超的理论修养。

傅逸尘近年来在文学理论和文学

史 研 究 方 面 的 建 树 和 成 果 颇 丰 ，堪 称

军旅文学理论批评界的新锐。他的观

察 视 角 全 面 且 敏 锐 ，持 续 梳 理 军 旅 文

学 的 发 展 脉 络 ，及 时 追 踪 作 家 作 品 态

势。2018 年，由傅逸尘编著的《“新生

代军旅作家”面面观》出版，这是文学

界第一部系统性研究、命名、评论、推

介“新生代军旅作家”的专著，为广大

读者和研究者提供了可靠的阅读参考

与 学 术 资 料 ，有 效 且 有 力 地 填 补 了 相

关 领 域 的 研 究 空 白 。 2021 年 ，由 傅 逸

尘主编、花城出版社出版的“新高地军

旅文学丛书”第一辑面世，包含 4 部长

篇小说。这一丛书拓展了军旅文学的

题材边界，在叙事伦理、风格形式等层

面 都 有 新 的 探 索 和 突 破 ，寄 寓 着 编 者

和作者对新观念与新方法的认同与自

觉 ，助 推 新 时 代 军 旅 文 学 呈 现 新 的 文

学风景，攀上新的文学高地。此外，他

的另一部评论著作《文学场：反诘与叩

问 —— 新 笔 记 体 批 评》在 批 评 的 文 体

意识、批评形式、语言与精神向度上进

行 了 独 特 探 索 与 尝 试 ，受 到 文 学 批 评

界的关注与好评。本书是傅逸尘近年

来 文 学 批 评 新 尝 试 的 成 果 结 集 ；文 体

新颖，个性鲜明，文字散文化，强调批

评 的 文 学 意 绪 与 审 美 趣 味 ；尤 其 是 借

鉴了中国古典文论中“笔记体批评”的

形 式 与 概 念 ，与 西 方 现 代 批 评 理 论 相

融合，提出并实践一种富有新意的“新

笔记体批评”理念；强调批评家的现场

感受、直觉判断与即兴思考，尽可能地

保 留 阅 读 痕 迹 和 思 想 路 径 ；迥 异 于 学

院化的论文程式，呈现出一种鲜活、生

动、开阔的批评文体和审美风格。

《解放军报》长征副刊的文艺评论

专版已经成为军旅文艺理论研究和批

评的重要阵地；每年都约请评论家对本

年度的军旅文学创作分文体进行综述

和盘点，“军旅文学年度盘点”已经成为

观察、梳理、总结年度军旅文学发展态势

和各文体创作情况的重要窗口。“文艺观

察”“创作心语”“佳作读评”“锐视点”“笔

谈”等特色栏目，刊发了大量军旅文学、

舞台艺术、影视剧等方面的理论和评论

文章；及时发声，加强引领，对于新时代

军旅文艺的健康、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有

力的理论和评论支撑；巩固、拓展了军旅

文艺评论的阵地，也发现、培养、扶持了

一批年轻的文艺评论人才。

整体而言，近 5 年的军旅诗歌及时、

生动地抒写了新时代的军旅生活、军人

形象，收获了一批优秀作品的同时，也

涌现出了一批未来可期的新锐诗人；理

论批评及时跟踪、勉力探寻、整体把握

新时代军旅文学的发展脉络、创作经验

和 审 美 新 质 ，在 新 人 新 作 的 引 导 和 推

介、文学史写作、批评范式的建构以及

经典化方面都取得了扎实推进和可喜

建树。

诗意的张扬与理性的建构
—近5年军旅诗歌及理论批评一瞥

■朱向前 徐艺嘉

杨克在他的诗集《我在一棵石榴里

看见了我的祖国》（江苏凤凰文艺出版

社，2021 年 10 月）里，以当代诗人的眼光

与情怀，表达了浓烈的爱国情感。这种

爱国情感的表达，是建立在对时代意象

的新发现之上的。诗歌是与时代相关的

美学产物，体现着诗人的审美趣味与审

美风格。杨克的诗歌近作，发现并呈现

了许多新的时代意象：一个是以重大历

史或突发事件（如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为

对象的意象系统，一个是以高科技生活

环境为对象的意象系统，一个是以地球

生态变迁与保护为对象的意象系统，一

个是在与古人对话中表现今人生活的自

我意象系统。

杨克在《新工业时代的诗歌维度就

是未来已来》一文中，表达了对时代性

的清醒认识：“一个诗人不仅要从已有

的文学学会什么，更要给已有的文学提

供什么。新的事物，新的发现，新的表

达。”“提供什么”表明诗人对时代性现

象有新思考，“新的”表明诗人对时代性

现象的关注有自己独特的发现。近年

来，杨克以独特的眼光，发现并且表现

了诸多富于时代性的意象。在《我的中

国》《我在一颗石榴里看见了我的祖国》

《大东湖》《我对黄河最真实最切身的感

觉》等作品中，杨克发现了东方中国的

自然山水之美，把自我与祖国的关系表

现得生动丰富、多姿多彩；在《苏东坡》

《仙游寺遭遇白居易伏案疾书长恨歌》

《轻亦敬亭山，重亦桃花水》《风度张九

龄》等作品中，杨克以自我之身与中国

古人对话，把古老的传统文化与当代中

国的关系表现得风生水起、淋漓尽致；

在《天河城广场》《大湾区的天空》《在天

河》《花城广场》等作品中，杨克以身处

其中的平民视角把改革开放以后的东

方都市与自我之间的关系，表现得丝丝

入 扣 、生 动 圆 融 ；在《疫 情 中 从 容 的 广

州》等作品中，杨克以当代诗人身份与

疫情下的人们进行对话，把重视生命与

友情的自我与更广阔的人群之间的关

系表现得自然贴切、活灵活现；在《离群

的小公象》等作品中，杨克准确细腻地

感知地球生态发生的变化，把自我与大

自然之间的关系表现得毫发毕现、独到

深刻；在《时空之门》《六维空间》等作品

中，杨克以敏锐的视角发现高科技时代

个人生活的微妙变化，把自我与高科技

之间的关系表现得清晰而深刻。可以

说，杨克把自我与时代的各种关系，以

诗的方式进行了全方位的独到表现，在

诗思、诗情、诗意、诗美、诗形、诗艺等层

面进行了有力探索与深入表达。

杨克的诗歌创作在时代性的发现与

艺术表现方面，提供了如下启示：第一，

诗人要尽量参与新时代、感知新时代、融

入新时代，以自己的诗作关注与表现新

时代里的人与事。第二，诗人要关心这

个新时代的前沿发展，包括思想的、文化

的、哲学的、生态的、科技的前沿，因为它

们是构成这个时代生活的要件，特别是

要关注新变化及其所产生的重要意义。

第三，诗人对于自己生活的地方、到过的

地方乃至向往的地方，都要力争有独到

的发现与想象。杨克对广州、岭南等意

象的表现是独特且成功的。第四，诗人

对于新的时代生活要有思辨的精神，在

艺术表现上要达到深入细致的地步。第

五，诗人对时代性事物的表现可以是直

接的，也可以是间接的，总是要以意象的

方式、有趣的语言和个性化的形式来表

达。杨克诗作中与时代性相关的 4 个意

象系统，是对时代形象的审视与对诗歌

技艺创造性的彰显。

快 速 变 化 的 现 实 生 活 ，给 诗 歌 创

作 提 供 了 海 量 的 新 题 材 、新 主 题 和 新

思 想 。 诗 人 既 要 关 注 世 界 里 的 中 国 ，

也要观察中国里的世界。诗人要处理

好 自 我 、自 然 、祖 国 、人 类 与 世 界 等 多

重 关 系 ，对 时 代 生 活 进 行 更 加 全 面 的

观察与深入的思考。诗人要与时代同

步，与时代同行，在新的时代里不断有

新的发现与新的表达。时代性意象的

发 现 与 时 代 性 意 象 系 统 的 建 构 ，是 新

时代对于中国诗人所提出的要求。杨

克的诗歌近作在这方面进行了富有成

效的探索和实践。

时
代
意
象
的
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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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
建
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