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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作心语

耕耘人文，探寻崇高

一

近日，广东省话剧院精心打造的话

剧《深海》于北京二七剧场上演。这部

融汇了“硬核科技”的诚意之作，讲述以

“核潜艇之父”黄旭华为代表的科技工

作者，为实现我国国防科技发展从追赶

到 超 越 ，从 零 开 始 研 制 大 国 重 器 的 故

事。剧中，黄旭华那种震撼人心的对党

和革命事业的忠诚，使观众看后心生感

动与敬意。

“核潜艇，一万年也要搞出来！”剧

中，黄旭华反复提到毛主席当年的这句

壮语。这种磅礴伟力激发出的沸腾热血

有如重锤，一锤又一锤地夯实着中国人

民不畏霸权、自强不息的意志和精神。

以黄旭华为代表的科技工作者在一穷二

白的条件下，凭借顽强的意志力和为国

献身的精神战胜困难，从一点一滴做起，

一步一个脚印奠定了核潜艇研制的深厚

技术基础。正是他们的努力，将我国第

一代核潜艇送入深海。

二

话剧《深海》的叙事结构充满时空的

交织感，1988 年那次核潜艇 300 米极限

深潜试验是全剧的核心事件。编剧以多

时空叠化交织的结构方式和电影蒙太奇

的手法，随着下潜深度的增加和情节紧

张程度的加剧，别具匠心地摘撷黄旭华

人生重要节点的回忆，有序地串联起黄

旭华的人生经历。

“人生的道路虽然漫长，但紧要处常

常只有几步。”这部人物传记体话剧，选

取最具意味的感人段落进行解剖和提

炼，形成戏剧的情感熔点，使一个真实感

人的艺术形象血肉丰满地立在舞台上，

给观众以深深的感动。

所谓深潜，是指要下潜到设计极限

深度 300 米，甚至更深。它不同于一般

试验，深潜试验艇体会受到更大的压强，

随时可能艇毁人亡。深潜试验能否成

功，是整部剧最大的悬念。

已是花甲之年的总设计师黄旭华做

出随舰下潜的决定前，世界上还没有哪

个国家的设计师这样做过。但作为共产

党员，他要求自己必须冲锋在前，切近地

感受核潜艇深潜过程的所有变化。当海

水巨大的压力挤压着艇体，舱内陆续发

出渐强的“咔嗒、咔嗒”响声，每一声都击

打着观众的耳膜和心房，不由得替黄旭

华和舰上人员捏一把汗。在核潜艇停留

在某一潜深的间隙，观众跟随黄旭华的

思绪，看到了他的人生来路。

少年时，在日寇的轰炸中，他亲身经

历国破家亡，亲眼目睹同胞罹难。无学

可上的他正如母亲所说“一下就长大成

人”，觉醒“弱国就要任人宰割”的道理，

转而投身制造飞机军舰保卫祖国的宏

愿。从此，黄少强也有了新的名字——

黄 旭 华 ，寓 意“ 旭 日 东 升 ，荣 耀 中 华 ”。

1958 年，以具备二次核反击能力为目标

的核潜艇工程启动了。新婚不久的黄旭

华毅然携新婚妻子离开上海新居，开始

了隐姓埋名、为中国核潜艇事业奋斗的

人生。1960 年，遭受事业重击的黄旭华

又收到父亲去世的噩耗。他忍痛选择在

核潜艇研制的紧要关头坚守在工作岗

位，终于在 1970 年迎来了中国第一艘核

潜艇下水……直至 1988 年，核潜艇深潜

试验的前夜，黄旭华与妻子李世英话别，

向她坦白自己的决定。

沿着编剧的慧心出发，剧作一方面

重点还原了核潜艇研制中的核心事件及

其历史进程，彰显黄旭华在其中发挥的

作用，展示了他的创新思想以及一心为

国的纯洁精神世界，此为明线。另一方

面又把笔墨宕开去，讲述黄旭华生命中

最重要的两个女人，母亲与妻子。两个

人物形象共同代表了黄旭华一生所依赖

的情感世界，此为暗线。两条线索交织

在一起构成了话剧最核心的矛盾——事

业与家庭、忠与孝。黄旭华付出的不仅

仅是年华与智慧，更有全部情感融而为

一的赤诚。

三

值 得 注 意 的 是 ，主 创 团 队 没 有 从

一 般 的 概 念 出 发 ，而 是 从 审 视 生 命 的

视角解读和诠释了黄旭华无悔而又留

有 遗 憾 的 人 生 。 那 时 ，核 潜 艇 工 程 是

“ 天 字 第 一 号 ”绝 密 工 程 ，有 着 严 格 的

保 密 纪 律 。 为 了 全 心 投 入 ，黄 旭 华 父

丧不归；为了保密，他几乎断绝了与远

在家乡的亲人之间的联系。那种有家

难回的辛酸无时无刻不噬咬着黄旭华

的心。

面 对 聚 少 离 多 的 妻 子 李 世 英 ，黄

旭华心中也常怀愧疚。在核潜艇深潜

试 验 的 前 夜 ，他 坐 在 办 公 桌 前 摊 开 笔

记 本 ，千 头 万 绪 无 法 诉 诸“ 遗 书 ”笔

端。两个心灵最近的人在生死危险前

周 旋 起 来 ，他 尽 量 淡 化 深 潜 试 验 的 危

险 程 度 ，她 竭 力 引 导 他 敞 开 心 扉 。 当

矛 盾 终 于 不 可 避 免 地 摊 开 ，仍 然 是 妻

子做了让步：“你首先应该告诉的人是

我，是你的妻子，你可以选择勇敢甚至

选 择 牺 牲 ，可 是 你 有 家 …… 你 不 能 剥

夺 家 人 对 你 担 心 的 权 利 。”那 一 刻 ，他

全然明白了拥有大爱的妻子的心——

从 把 黄 旭 华 交 予 国 家 的 那 天 起 ，她 也

随 夫 许 国 。 临 行 前 ，他 对 妻 子 说 的 最

后 一 句 话 是 ：保 证 回 来 。 这 既 是 对 亲

人 的 承 诺 ，也 饱 含 着 对 祖 国 核 潜 艇 事

业的信心和决心。

话剧的尾声，也是全剧的高潮，是

黄 旭 华 回 乡 探 母 的 片 段 。 可 以 想 象 ，

此时再温情的音乐，再深情的话语，也

不足以表达黄旭华与母亲见面时欢喜

与苦痛交织的复杂情感。一个鬓染秋

霜 ，额 角 光 亮 ，疾 步 向 前 ；一 个 满 头 白

发 ，脸 上 爬 满 皱 纹 ，望 眼 欲 穿 ，弓 背 拄

着 拐 杖 ，激 动 地 一 下 下 用 拐 杖 杵 着

地。当阿妈明白儿子满心的思念和愧

疚，她握着儿子的手说：“阿妈知道，你

是 在 为 国 家 做 大 事 情 ，为 国 尽 忠 就 是

最 大 的 尽 孝 ，都 理 解 了 。”黄 旭 华 依 偎

在 母 亲 的 身 边 ，从 身 上 掏 出 一 把 当 年

离 家 时 母 亲 送 给 他 用 作 盘 缠 的 银 梳

子。这时，阿妈终于忍不住流下泪水：

“ 我 就 知 道 ，三 儿（黄 旭 华 在 家 中 排 行

老三）不会忘记我的……”阿妈拿起银

梳 子 为 儿 子 梳 头 ，他 们 仿 佛 又 回 到 黄

旭华的少年时光。与其说这是黄旭华

与 家 人 的 团 圆 ，不 如 将 它 理 解 为 是 黄

旭 华 与 自 己 的 和 解 。 他 终 于 以 己 之

力、尽己所能，兑现 30 年埋名谋一事的

诺言；也终于得以转身体会一生迟到、

暮年才来的天伦之乐。

这样的情节安排也使全剧萦绕着一

种悲壮而崇高的悲剧美，既有为国奉献

的慷慨，又有与亲人不忍割舍的那份真

情。黄旭华为了核潜艇事业，为了国家，

他可以流尽身体里的每一滴血液，随时

付出自己的生命，但他永远不会减损对

亲人一丝一毫的爱。该剧把黄旭华的甜

与苦、笑与泪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坚毅

而又深情的人物才是一个活生生的人，

才是立体可感的人。

《深海》的创作是成功的，用对国家

的忠表现对家人深藏的爱。以无声表

现无穷，黄旭华以身许国的一生始终充

斥着默默无闻，而他成就的伟业是振聋

发 聩 的 ；他 对 家 人 的 感 情 是 悄 无 声 息

的，亦如涓涓细流般连绵不绝。大我与

小我、大爱与小爱之间深刻而生动地在

黄旭华身上辩证存在着，塑造着人性的

光辉。

四

该剧自 2020 年 6 月首演以来，产生

了广泛的社会影响。尤其是该剧在题材

内涵的拓展和人性深度的开掘上都取得

了成功，反映了话剧艺术与时代同步、与

现实呼应、与民族同心的艺术品格和精

神追求。

此 外 ，全 剧 始 终 闪 耀 着 精 神 的 光

芒。黄旭华这一辈老科学家、工程师，

他 们 是 新 中 国 军 工 事 业 的 领 导 者 、建

设 者 和 见 证 者 ，他 们 的 故 事 生 动 反 映

了 近 现 代 中 国 科 技 事 业 、军 工 事 业 的

发 展 。 正 是 通 过 这 部 话 剧 ，观 众 能 够

更加系统深入地了解和感受到这些老

一辈科学家们的成就、贡献、经历和品

格 ，激 励 我 们 在 各 自 的 工 作 岗 位 爱 国

奉献、扎根奋斗。

“军号已吹响，钢枪已擦亮。行装

已 背 好 ，部 队 要 出 发 ，再 见 吧 妈 妈 ，再

见吧妈妈。”剧中黄旭华与艇员在下潜

中，为了给大家鼓劲加油，一起合唱了

这首经典歌曲。那歌声仿佛化为一束

光，穿透了广袤的深海，照进了观众心

底……

深情叙事绽放信仰光芒
—话剧《深海》观后

■郑茂琦 阿 昕

佳作快评

品味艺境，引领审美

从我工作室的窗口向东南方向眺

望，不远处就是那个著名历史遗迹的所

在。冥冥中的缘分，而今我与那座遗址

都处于同一座岛上。近百年前的那个秋

日，长篇小说《乌江引》（人民文学出版

社、花城出版社 2022 年 2 月）中主人公的

原型人物，那位名叫曾希圣的年轻人，他

和其兄长就是一路南下来到这个长洲

岛，来到这所黄埔军校。岂料后来风云

突变，国共合作破裂，大革命失败。及至

1934 年秋，主力红军被迫转移，黄埔四

期的曾希圣已是中革军委二局局长了。

二万五千里长征是在“走夜路”，好在

这支“夜行军”有照明引路的“灯笼”，这便

是中革军委二局的破译情报。二局随时

都要回答党中央和军委首长最为关切的

问题：敌人在哪里？

回望那段遥远的历史，有时恍若有

某种梦幻之感。梦幻中的夜行军，他们

一次次绝处逢生，历经千难万险终于走

向黎明。这是军事上的胜利，也是人类

意志和智慧的胜利。那些“特殊材料制

成的人”，那些“特殊中的特殊”——军委

二局的破译者，长征途中他们几乎破译

了敌军所有情报，而敌军对于红军的情

报却是一无所获。这是人类军事史上以

弱胜强的情报战特例。

关于 80 多年前的那场长征，巧渡金

沙江、飞夺泸定桥、爬雪山、过草地，诸

如此类的故事几乎已是尽人皆知，此乃

一部宏大史诗的相关章节。《乌江引》所

要呈现的是这部宏大史诗的“副歌”，是

鲜为人知的另一个传奇。长征密电全

新解密，由此为人们解开长征史诗的另

一个“密码”。这部“副歌”的主角其实

只有军委二局的三个人：局长曾希圣、

破译科科长曹祥仁、破译科副科长邹毕

兆。毛泽东曾说：“没有二局，长征是很

难想象的……”

长征密码情报战，这是一场“无形之

战”。作为小说创作者，有了二局的大量解

密文献，如何以文学的形式呈现那样一段

秘史，此亦是一个考验我想象力的大难题。

《乌江引》是基于准确可考的史实而

创作，这个题材给予我想象和虚构的空间

其实是很小的。如果做成纪实类的非虚

构体裁作品，倒是一件相对容易的事。然

而我决意要将这个题材做成具有文学纯

度的长篇小说，一部在叙事形式上具有独

特结构、视角、语感和节奏的小说文本，一

个独具美学特质的“高级文本”。

所谓“高级文本”，必然要具有很讲

究的叙事策略。譬如埃德加·斯诺的《红

星照耀中国》，我们似乎很少有人谈论其

叙事之美。就叙事技巧而言，这部作品

其实是比我们很多纪实类作品讲究得

多，这也是我所欣赏的“高级文本”。

斯诺将陕北连绵不断的黄土高坡喻

作詹姆斯·乔伊斯的长句，令人昏昏欲睡

的长句。很多年前，我也曾在军校图书

馆里抱着一本乔伊斯的《尤利西斯》英文

原著，昏昏欲睡地啃了很多日子。那时

我也有幸读到了赛珍珠获诺贝尔文学奖

的《大地》英文原著，我至今依然认为赛

珍珠也是为我们所低估的一个作家。《大

地》写的是我们中国这片大地，而《乌江

引》的 故 事 也 有“ 土 地 革 命 ”这 个 大 背

景。母校的那座图书馆，给了我一个世

界文学的大视野。小说风格固然可有很

多种，但我更爱具有形式美感的作品。

要为独特的内容找到一个独特的形式，

甚至是最佳形式。在我看来，一部真正

具有生命力的经典作品也理应具有形式

的美感。

对于小说形式美感的注重，对于这种

小说艺术现代性的感知，始于我多年的文

学修炼，我有能力以小说的形式呈现这个

传奇，有能力在纯粹的史实和虚构的想象

之间建构一种新文体。那些传奇中的人

物，他们也到了被更多人知晓的时候了。

于是就有了这部《乌江引》。我希望

这是一个“高级文本”。就作品形式而言，

我甚至也着力为《乌江引》营造一种整体结

构上的节奏感。为此，我严格限定第一部

《速写》约占全书四分之三的篇幅，第二部

《侧影》约占四分之一。就叙事视角而言，

我严格限定人物活动的“景深”：前景是曾、

曹、邹这“破译三杰”，后景是毛泽东、周恩

来、朱德等红军领袖，后者是以前者的视角

出现。又如在叙事语言方面，我力求还原

当时的语境。譬如，在海量的文献阅读中

我发现，那时很多人在量词的使用上并非

总用“个”字，他们不说“这个土豪”，而是说

“这只土豪”。又如，彼时各级指战员他们

在口语中并非是喊“政委”，而是“政治委

员”。即令是在万万火急的危情时刻，他们

也不用这简称。诸如此类的修辞细节，都

是构成一个高品质文本的必要元素。我深

知即便是处理这样一个“重大历史题材”，

语言也依然应是小说品质的第一元素。

这是一次高难度的创作。党和军队

领袖人物的出现，对于作者来说，就不只

是要遵从一个“大事不虚”的一般原则，

这里所有的细节必须言之有据。我试图

以独特的构思解决这个难题，最终文本

所呈现的这种“亦文亦史，虚实相生”的

艺术效果，正是一种创新性叙事文本的

质感。在这个独特的结构形式中，第一

部《速写》与第二部《侧影》形成一种独特

的复调叙事，这也是某种对位和同构，而

《速写》中对“我们”这个给读者以代入感

的人称使用，《侧影》为扩展更大历史时

空所用的“缠绕式叙事”，亦是具有某种

意义上的原创性。

《乌江引》固然是长征史诗的一种解

密，固然是一个引人入胜的传奇故事，史

学界和文学界已有评价说，这是“对伟大

长征精神的崭新书写”，而我也要呈现人

在身心极限状态所迸发的生命力。从某

种意义上说，这也是一场生命力的“超常

实验”。

行走在自己的队伍里，他们的身份

不为人知。无尽的时光深处，依然有他

们青春的身影。这也是一个关于寻找、

关于记忆与身份的故事。我们党和军队

的创始人，以及军委二局的领导人，都是

那个时代的精英人物。以现代形式的长

篇小说呈现这种史诗，在主题上我也力

求有多维度的表达，以使作品有更为丰

富的意蕴。比如，“人类记忆”亦是一个

隐含的主题。那些破译者无疑都是记忆

力超群的人，但工作性质要求他们要及

时清除某些记忆信息，甚至会因用脑过

度而失忆。而在这个作品的另一个时

空，今人执着寻访、打捞记忆的碎片，诸

如此类的描写，共同构成这个有关记忆

的主题。

拒绝遗忘，这也是对历史的一种尊

重。历史洪流中的个体生命，我们理应

予以敬重。即便他们留下的只是一个尘

封的侧影，也足可给予后来者以行动的

勇气。

拒绝遗忘：为了一种新的叙事
■庞 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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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在波澜壮阔的时代跨越

中，军旅文学涌现出众多优秀作家作

品。军旅作家秉承高度的使命感、责任

感，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时

代主旋律，聚焦中国梦、强军梦的伟大

实践；密切追踪改革强军的历史进程，

重彩深描改革强军大潮对军队、军营和

军人的影响和重塑；以前瞻深邃的思

想、宏阔高远的视角、灵动飞扬的想象，

描摹强军兴军新征程，塑造新时代高素

质军人形象，展望军队现代化建设光明

前景，汇聚起强国强军的磅礴力量。

伟大的时代造就英雄，伟大的时代

需要英雄。英雄人物是新时代军旅文

学创作的主角，军旅文学正是通过对英

雄人物的典型塑造反映伟大的历史进

程和广大官兵的精神风貌，传递其独有

的艺术魅力；塑造英雄形象，彰显英雄

事迹，体现英雄精神，传承英雄基因，赓

续英雄的红色血脉，也成为创作主体自

觉的审美和精神追求。

在强军兴军的伟大征程中，一大批

肩负时代重任的新时代强军英雄脱颖

而出。英雄人物勇敢坚毅、踔厉奋发，

在各自的岗位上为强军兴军做出了重

大贡献，取得了突出成就。创作主体应

深入部队，对反映社会历史重大事件的

群像进行选择、概括和升华，最终形成

具有本质性、概括力的典型英雄形象；

通过讲述这些典型形象的典型故事，书

写出荡气回肠、壮烈辉煌的新时代英雄

史诗。

密切追踪时代与社会的变革，直

面重大现实问题，描绘强军兴军壮阔

图景，是近年来军旅文学的主要艺术

追求和使命担当。军旅作家自觉坚守

文学“轻骑兵”的写作理念，深入军旅

生活的火热现场，以强大的写实能力，

持续追踪、生动反映现实生活的新变

化；总揽全局也烛照细节，既有宏大叙

事也有微观描写，全方位、多角度、深

层次地展现新时代的强军实践和强军

风貌；将笔触延伸至军队、社会、国家

变革转型的时代脉搏，塑造出具有改

革勇气、责任担当和中国精神的新时

代军人形象。

强烈的责任感与使命感，使得军

旅作家在关注改革强军进程中的新情

况、新问题、新风貌的同时，更加深沉

地介入部队日常生活，关照军人个体

在 时 代 浪 潮 中 的 位 置 、作 用 和 命 运 。

多部聚焦当下军旅生活、塑造年轻一

代军人形象的军旅文学作品和影视作

品广受好评，为英雄叙事注入了新的

时代内涵，现实题材军旅文学创作亦

寻获了新的视角和资源。军旅文学创

作视点下沉，越来越多的作品聚焦军

旅一线岗位上辛勤耕耘的奉献者；以

丰沛的情感、生动的语言，塑造出形象

饱满、气韵生动的军人形象；以富于美

感和人情味的笔触，丰富了典型人物

塑造的美学内涵。

这些作品的成功，离不开对一大批

新时代青年英雄形象的生动塑造。他

们受过良好的教育，富有创造力、朝气

和活力，充分体现了新时代青年军人的

独特个性。书写这些当代英雄的青春

故事，可以从一个重要的侧面生动而有

力地展现强军兴军的伟大征程。在这

些作品中，创作者通过或诗意或灵动的

语言，着重阐扬了人性光辉、英雄正气

和精神之美。那一段段精彩生动的文

字、一个个惊心动魄的故事、一场场浴

血鏖战的战斗，都让读者的心灵受到震

撼和启迪。

英雄形象之所以具备巨大的冲击

力和吸引力，是因为他们融合了马克

思 主 义 美 学 中 的“ 崇 高 美 ”这 一 基 本

美 学 范 畴 。 崇 高 美 是 内 容 与 形 式 的

统一，通过文艺形态表现出来的崇高

精 神 ，不 是 简 单 的 道 德 说 教 ，也 不 是

类型化的形象概念，而是人与文艺通

过审美活动形成的巨大生命张力，达

到一种至真至纯的心灵涤荡，从而油

然 而 生 崇 高 的 责 任 与 使 命 担 当 。 这

种 崇 高 精 神 实 质 上 是 时 代 精 神 的 折

射，客观反映了波澜壮阔的强军兴军

伟大事业。

这种崇高的英雄精神是真实而真

切的，是人民军队由小到大、由弱变强

的精神动力。新时代军旅文学无论是

复现革命战争历史中的英雄传奇，还是

塑造和平建设时期的英模形象，都应该

牢固树立国家立场，强化张扬民族集体

记忆，彰显军旅文学对红色基因、时代

精神的自觉传承与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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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雄形象蕴藏着无数先烈用生命

和鲜血代代相传的红色血脉，这是全民

族不可或缺的精神财富。军旅文学必

然要描绘英雄、崇尚英雄、成就英雄，弘

扬优良传统、培育战斗文化，用英雄精

神传承、锤炼人民军队的顽强作风、战

斗血性。

以文学的方式聚焦中国梦、强军

梦，尤其是近距离呈现强军兴军的历史

性进程，无疑是当下军旅文学的重要责

任与使命。进入新时代，强军兴军的伟

大征程为军旅文学创作提供了丰富的

创作素材。军旅文学创作的思想观念

与审美经验不断更新，也展现出了更加

开放的视野和更加灵活多样的形式技

巧，彰显了军旅文学强大的思想优势和

不竭的创作活力。军旅作家秉承高度

的使命感、责任感，持续传达主流价值

观，努力弘扬时代主旋律，书写新时代

的英雄史诗；聚焦改革强军实践，直面

军旅现实生活，倾力塑造典型人物，传

播正能量，生动描摹军队、军人和军营

生活的崭新风貌，及时发出了嘹亮刚健

的新时代军旅之音。

爱国主义、集体主义、英雄主义精

神不仅切中了强军兴军和新军事革命

的现实脉搏，强化了军旅文学的硬度和

质感，同时也将在广大官兵和普通读者

中间产生凝聚人心的作用和不可估量

的精神动力。

（作者单位：华中农业大学马克思

主义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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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观察

观文艺之象，发思想新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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