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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中国生态报告文学创作呈

勃发之势，涌现出一批优秀作品，任林

举的长篇报告文学《躬身》（人民日报出

版社 2021 年 9 月）便是其中之一。与作

者关注濒危野生动物东北虎生存状态

的《虎啸》和粮食生态问题的《粮道》有

所不同的是，《躬身》的聚焦点是甘肃省

甘 南 藏 族 自 治 州 的“ 全 域 无 垃 圾 ”行

动。《躬身》以甘南当地治理乱搭、乱建、

乱扔、乱排等“八乱”为描述重点，再现

了甘南人对清洁无害环境的创设、对不

良习惯的改变和破除，展示了由“环境

革命”所带来的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

丰硕成果等。而探索观念变革、习俗转

变、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之道，则是由

此生发的更为深刻的哲学命题。

在笔者看来，书名“躬身”的意涵有

多重。一方面，是指其语义本身，即自

己、自身俯屈身体，表示弯腰、恭敬、鞠

躬等意义；另一方面，则是特指甘南州

“全域无垃圾”行动中人们弯腰拾垃圾

的动作，以及在持续 5 年的行动之后，由

这种具象的“弯腰”转变成对自身进行

反 思“ 鞠 躬 ”状 的“ 环 境 革 命 ”。 此 时 ，

“躬身”这一动作“已经远远超离了它自

身所拥有的具象，变成了一种象征或隐

喻”，这就是珍惜生命和敬畏自然、维护

尊严与提升文明。

《躬身》的立意，并未仅仅停留在对

甘南“环境革命”的表象描绘，还进一步

描绘了建立在传统牧业基础之上的未来

高原牧业新愿景，这就是牧民职业化、饲

草生产专业化的现代牧业。特别具有

“绿色”发展意味的，是作品对甘南“全域

无垃圾”的升级版——“五无甘南”（全州

无垃圾、无化肥、无塑料、无污染和无公

害）的描述。这不啻一场彻底的“纠偏”

与“革命”——由清理生活垃圾开始，到

以有机肥替代化肥、改良土壤的生产层

面，以及禁用塑料、推广塑料替代品的流

通领域，再到禁用或规范使用农药、建立

可追溯系统的产品质量体系，最终是大

气环境和水体达标的生活场域。此“五

无”几乎涵盖了人类生活的基本面，其意

义已超越了对环境的初级简单改良和急

功近利的修补，是对过去粗放型经济发

展的反思与革新。从地域角度看，处于

中国青藏高原生态脆弱敏感地区的甘南

所进行的全方位“环境革命”，给予中国

和世界生态文明建设以重要意义和深远

价值。《躬身》对甘南“环境革命”意蕴的

关注与揭示，亦与世界经典非虚构作品

的生态观念和价值倾向高度趋同。在

《躬身》里，我们能够强烈地感受到基于

地球“生态共同体”意识，作家怀揣的忧

患意识、人文关怀和使命责任。

《躬身》对于甘南“环境革命”理念

和行动的呈现，有赖于对推动者、支持

者和践行者群像的生动描摹。在作品

中，甘南州主要领导立党为公、勤政为

民的精神和气魄令人感动。除此之外，

其他干部、企业家和普通村民的形象亦

使我们记忆深刻，譬如以“环境革命”消

除“视觉贫困”、帮扶临潭文化发展的挂

职干部，致力建设贡巴小康村的县委书

记，性格“刚硬”又不乏热情与活力的环

保局局长，主动清理垃圾、确保拉卜楞

寺“净土之净”的僧侣，回收牛粪、做大

有机肥料产业的董事长，保护环境公益

协会的热心组织者等。作品细腻描述

了这些性格鲜明的各类人物在“环境革

命”进程中的思想观念和行为举止的巨

大变迁——一些人由开始“拾垃圾”时

的不解、抵触、应付、消极怠工转变为主

动积极、心甘情愿、乐在其中，即从基于

外在工作任务的“要我做”变成遵从内

心愿望的“我要做”。这也因此隐喻着

城乡山水的洁净与身心的自尊自律高

度融合、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高度统

一。在真实再现“环境革命”进程中生

态观念和生活方式发生重大变化的人

物时，《躬身》叙述的真实性、可信度和

说服力得以加强，文学化叙事的形象性

亦得以凸显，最终就使得甘南“环境革

命”的非虚构叙事得以落实、呈现并放

射出异彩。

除却对人物的艺术再现之外，《躬

身》对甘南“环境革命”描述的丰富性还

体现在将诗意渗透于景物描写、富于戏

剧性或冲突性的场面和细节展现等方

面。《躬身》当中有着大量对包括山川河

流、花草树木在内的青藏高原自然风光

的描绘。其作用一方面在于标定事物

的地理、地域和方位，另一方面，也是更

为重要的，就是以此来再现高原原生态

自然风物的奇观与美妙，农牧民日常生

活的朴实、单纯与舒缓。因此，无论是

其笔下表现的白龙江春天的美景，还是

车巴沟如“神仙美地”般的祥云缭绕和

山岩奇绝，写真美景的用意在于对保留

完好的原生态“环境”的肯定，对美景被

毁的痛惜，对“环境革命”意义的强调。

在作品中，诸多富于戏剧性或冲突性的

场面和细节被呈现出来。譬如第二章

里两村村民因草场归属起冲突，第七章

里护鸟者与盗鸟伤鸟者的对峙等。这

些借力小说等文体表现手法的艺术再

现，使作品的生动性和可读性得到有效

强化，也就在叙事风格层面上使《躬身》

有别于新闻或调查报告文体，而彰显出

鲜明的报告文学文体特质。

进入 21 世纪以来，人类面临的生态

危机似乎日渐频仍。如何纾解生态焦

虑，怎样把握世界的未来，已经成为或

正在成为有责任感的中国报告文学作

家深度思考的问题，《躬身》即是这种思

考的一个代表。尽管它描述的只是甘

南“环境革命”的个案，但其具有一定的

前沿性和代表性。以报告文学的方式

积极介入现实、回应现实，彰显了作家

任林举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也展示着这

一文体未来前行的目标和方向。

（作者系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生态报告文学的深度表达
■王 晖

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

中国军事题材电影创作迎来了一次势头

强劲且持续递进的发展高潮，屡创票房纪

录，成为影响巨大的社会文化现象。新时

代军事题材电影具有鲜明的新时代精神

品格，其所蕴含的阳刚与崇高美学特征、

鲜明的国家和民族共同体意识、昂扬进取

的时代精神、激情饱满的情感力量以及不

断强化的文化自信，都与新时代文化之间

形成了强烈的同频共振。新时代军事题

材电影成为代表新时代风貌、引领新时代

风气的重要文艺形式。

一

军事题材电影一直是中国电影最重

要的类别之一。曾有一段时期，在市场

化浪潮冲击下，军事题材电影经历了发

展低潮期。进入新时代后，军事题材电

影很快迎来了一次发展高潮，迅速走出

低谷，影响力不断增强。

从题材内容来看，新民主主义革命

时期的历史题材占比较大，可见红色历

史仍是当下军事题材电影创作最宝贵的

资源。在革命历史题材中，抗美援朝题

材堪称近几年最具潜力的题材类别。

从受众规模来看，《长津湖》《长津湖

之水门桥》合计高达 2 亿多观影人次，

《战狼 2》《流浪地球》分别为 1.6 亿和 1.05

亿人次。整体来看，新时代军事题材电

影精品多，具有较大市场、文化和社会影

响力的作品多。军事题材电影已成为新

时代军事文艺甚至中国文艺中具有鲜明

典型性的门类。

二

新时代军事题材电影的另一大贡

献，就是推动了“新主流”电影的形成。

所谓“新主流”电影，即以党史、军史、新

中国发展史、改革开放史、新时代发展史

等为题材，以爱国主义为精神内核，彰显

国家意志、传播主流文化、弘扬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具有明显的主流意识形态

色彩，同时以商业电影类型为形式载体，

融入共通的情感表达，强化视听层面的

观赏性，具有较强的市场竞争力和社会

影响力的影片。从军事题材电影视角回

顾“新主流”电影的发展，大致可以分为

三个阶段。第一阶段，萌芽期（2009－

2013），《建国大业》《十月围城》《风声》等

影片将主流意识形态与商业类型片相嫁

接获得初步成功，“新主流”电影初现端

倪；第二阶段，突破期（2014－2016），《智

取威虎山》《战狼》《湄公河行动》等影片

连续取得成功，初步奠定“新主流”电影

的基本形态；第三阶段，形成期（2017 年

至今），《战狼 2》《红海行动》《金刚川》

《悬崖之上》《长津湖》等影片大量涌现并

产生较大影响，“新主流”电影作为一种

电影新形态得到广泛认可。

事实上“新主流”电影并不只是军事

题材电影，还包括《我和我的家乡》等国

庆献礼片，《中国机长》《中国医生》《夺

冠》《攀登者》《烈火英雄》等彰显时代精

神和国家意志的影片，《送你一朵小红

花》《人生大事》等“温暖现实主义”影片，

《一点就到家》等聚焦扶贫攻坚、改革开

放等主题的影片。这些影片主要集中在

2019 年之后才大量出现。相比之下，军

事题材电影至少早了 5年甚至更长时间。

“新主流”军事题材电影实现了中国

电影传统三分法（“主旋律”电影、商业电

影、艺术电影）的一次大融合。它们在坚

持鲜明意识形态属性的基础上，广泛汲

取其他优秀类型电影创作经验，不断强

化和提升类型强度、叙事强度、视听强度

和军事专业性，使“新主流”电影较之传

统“主旋律”电影在观赏性上有了质的飞

跃。这些影片的艺术质感和精神气质都

更加现代，更加适应当今世界优秀战争

电影创作的趋势，也更能满足互联网时

代观众的欣赏趣味。有的影片还包含着

颇具艺术电影气质的实验性和探索性，

如《金刚川》中的多线共时性叙事，《云霄

之上》将极致化的战争残酷性与诗意美

学的结合，《我和我的祖国》对国家民族

叙事中个体命运的细腻描摹等。它们既

展开了对电影艺术性本体性的探索，又

使自己始终保持在主流意识形态的整体

框架之内，从而实现了“主旋律”电影的

转型升级。

三

新时代军事题材电影中的英雄形象

大致可分为两大类：一是党和军队领袖、

国家领导人等。《建军大业》《三湾改编》

《古田军号》《血战湘江》等影片，展现了

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彭德怀等我党我

军领导人缔造人民军队、领导革命胜利、

成立和保卫新中国的光辉历程。二是基

层官兵的英雄形象。在这类作品中，无

论是前线浴血奋战的普通战士，还是后

方深入虎穴的情报特工，都用忠诚与生

命谱写了一曲曲壮烈的英雄之歌。而

《战狼》《战狼 2》《空天猎》《红海行动》

《中国蓝盔》等当代题材影片，则表现了

全军官兵坚定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和发

展利益，维护国家和民族尊严，忠诚使

命、矢志强军的豪情壮志。基层官兵形

象多以英雄群像的方式塑造，这也是军

事文艺人民性的重要体现。这些基层官

兵有着共同的信念，又有着不同的个性

和能力，他们是英雄群体中的英雄，他们

每个人身上的特质，组合在一起便构成

了英雄品质的集合。

“新主流”军事题材电影在人物塑造

上的一个创新，是创造了兼顾主流价值

和强烈个性的英雄形象。以《战狼》系列

中的冷锋为例。他个性鲜明，不盲从命

令而能进行独立思考，还具有非凡的个

人能力，精通各种武器装备，近身格斗拳

脚凌厉、以一当十。影片同时也强化了

集体主义指向。军装、国旗等象征符号

不断强调其作为中国军人的身份。他也

并非无所不能的超级英雄，真正解决问

题的并非个人，而是国家和军队，是舰长

喊出“开火”后战舰发射的导弹，是包裹

在手臂上的国旗，更是军人的使命、责任

和 荣 誉 。 主 人 公 既 是 极 具 个 性 的“ 刺

头”，也是将生死置之度外、赴汤蹈火的

英雄，既有强烈的个人化色彩，又有着鲜

明的国家民族意识和身份认同。影片因

而成功弥合了“主旋律”电影与商业类型

电影创作之间的观念鸿沟。

四

新时代军事题材电影的鲜明文化特

征和精神标识，无疑是强烈的爱国主义、

集体主义精神以及国家民族共同体意

识。

对新时代革命军人的银幕形象塑

造，从一定程度上表征着新时代的中国

形象。《战狼》系列、《红海行动》《空天猎》

等当代军事题材影片，强化了个体与国

家之间的内在关联，强化了个体对国家

的情感共鸣和身份认同。在《我和我的

祖国》《我和我的父辈》等国庆献礼片中，

日常生活、个体情感被表现得更加细腻，

而且它们都建立在对集体历史记忆的认

同之上，所引发的是更具普遍性的基于

国家民族命运共同体的情感共鸣。

2020 年是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

朝出国作战 70 周年。短短 3 年时间内，

包括动画电影、纪录电影和网络电影在

内，已有《长津湖》《长津湖之水门桥》《狙

击手》《跨过鸭绿江》《最可爱的人》《保家

卫国——抗美援朝光影纪实》等 10 余部

电影问世，其中《长津湖》更是产生了轰

动性影响并创造了中国影史票房纪录。

抗美援朝题材电影创作不仅是对过往战

争历史的回忆，更体现着当下凝聚民族

精神、激励团结奋进的国家意志。

不论是《战狼 2》《红海行动》等当代

题材，还是《长津湖》《金刚川》等革命历

史题材，新时代军事题材电影对主流价

值的持续强化，无疑是对政治文化语境

及相应的社会文化心理的积极回应。这

些影片既是电影人创作的，也是由这个

时代及其观众共同选择和创造的。它们

提炼、彰显和表征了新时代文化，在产生

积极效应后，又进一步激发和强化了相

应的社会文化心理，使文艺与时代之间

的互动关系更加紧密。

五

新时代军事题材电影呈现出了带有

趋向性的世界发展图景，深刻传达了中

国军人的人道主义情怀，彰显了我国的

大国担当，以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

胸怀与决心。新时代军事题材电影也在

一定程度上展示了推动世界和平发展的

中国方案。

影片《流浪地球》更像是一则关于人

类命运共同体的文化寓言。中国与世界

各国一起，共同承担起拯救地球家园、延

续人类文明的使命。基于中国人“安土

重迁”的文化传统、对故土家园的依恋，

影片创造了科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带

着地球去流浪”的壮丽想象。片中不断

提及的“家”实际上有 3 个层次：家庭的

家、国家的家、地球的家，三者相互支撑

并最终统一到地球家园中。为避免地球

被木星吸引和撕裂，各国救援队齐心协

力让发动机重启，主人公刘培强毅然为

拯救地球牺牲，展现了一名中国父亲、中

国军人的勇气和担当。影片讲述的不再

是好莱坞电影中个人主义的超级英雄神

话，而是全人类携手共同拯救地球家园

和人类文明的壮举。片中蕴含的人类命

运共同体理念突破了狭隘的民族国家界

限，展现了各个国家和民族共渡难关、携

手并进，共同推动人类文明向前发展的

美好愿景。新时代军事题材电影所讲述

的“中国故事”，包含了更具包容性和开

放性的文化想象、更加宏阔的全球化与

国际视野，包含了内涵丰富、底蕴深厚的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文化是民族的精神命脉，文艺是时

代的号角。回眸新时代十年，中国军事

题材电影成为反映新时代风貌、展现新

时代精神、具有重大影响力的代表性军

事文艺形式。通过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

发展，新时代军事题材电影实现了“主旋

律”电影的创作升级。

（作者系国防大学军事文化学院教授）

光影刻录伟大征程
—新时代军事题材电影创作回眸

■詹庆生

杨中标：文清丽的中篇小说《那些

花儿仍在开》（《小说月报·原创版》2022

年第 11 期）是书写女兵生活的，这在她

的小说中是较为常见的题材。从《那些

花儿仍在开》中能够看出，文清丽的写

作积聚了足够的势能，流畅有力的叙事

将读者的阅读猛地向上拉了一把，获得

了更广阔的视野、更丰赡的想象空间。

在这篇小说中，作者通过“我”重上

华山途中偶遇老战友、随后在老战友的

带领下寻访老部队的过程，生动鲜活地

塑造了一组女兵群像。这些人物身份

各有不同，文清丽的起笔、走笔和落笔

都是如此的冷静沉着与不动声色，写出

了质朴坚毅的军人本色。平实的语言、

平实的故事里蕴含着浓郁的兵味，让当

过兵的人读来大都感同身受。

某种意义上说，小说的真实更有赖

于作家内心的真实，以及作家情感和精神

的真实。作家只有在这种状态下，叙述才

有可能让文学理想与现实关照相连接，让

读者感到小说是一种亲切可感的存在。

我们从文清丽的文字中看到了一个作家

真实的自我，她的写作是一种非常真诚的

写作。文清丽将女兵间的友谊和情感写

得超凡脱俗、清新动人。一次次情节上的

“反转”，揭示出掩藏在事象表层之下的真

相。从矛盾、误解到冰释前嫌、重归于好，

小说结尾处，在“八一”建军节联欢晚会

上，一群老兵一起齐唱那首《那些花儿》烘

托出小说的高潮。

在《那些花儿仍在开》中，小说情节

的多次反转，使得人物性格鲜明突出。

非常态的结构方式成为文清丽小说的

亮点。文清丽在小说情绪的营造、节奏

的把握、结构的搭建层面都颇具匠心，

这让小说精妙的叙事逻辑冲击着读者

固定的阅读思维，也吸引着读者的阅

读。

《那些花儿仍在开》是一部女兵的成

长史，小说中没有一句消极的语言，没有

一丝悲观的情调。小说中最鼓舞人心，

也最令人动容的是“我”与南雨桐的“非

对称性竞争关系”。将女人的“小心思”

放大成女兵自我激励的“大心思”，是这

篇小说的脱俗之处。南雨桐最终根据自

己的心路历程写出了散文集《在少女花

影下》。文清丽在这个小说人物的散文

集的扉页上安排了一段题记：“有匪佳

人，如镜如灯。”这句话可能是《诗经》中

“有匪君子，如切如磋”的翻版，但应视作

是小说的画龙点睛之笔。这里的佳人，

不是个体的某位女子，而是一个女兵群

体，像镜子一样互相照亮，像灯盏一样互

相指引。这就在结尾处给小说注入了灵

魂，使文字里潜藏了一种向上的力量，激

励着读者沉思、前行。

文清丽的小说具有一种春风化雨

般的温润质感。她的笔锋记录下绿军

装一样鲜绿的岁月，传达出一种直抵人

心的恒常的感动。

文清丽：《那些花儿仍在开》是我近

期创作的军营系列小说第三篇。起因

是去年下部队采访，从车窗外看到连绵

的华山起，我的心就跳得特别快。30年

前，我曾在华山脚下的步兵师当兵。就

在那一刻，我有一个特别强烈的愿望，

要是能到我的老部队去看看该多好。

理性马上告诉我，我的老部队已移防南

方，而战友们大多数都离开了部队。

虽如此，采访之余，我还是顶着烈

日去了我曾经工作的师医院。过去的

院子长满了荒草，蜘蛛网蒙在了我的脸

上，墙边的野花却开得灿烂。随行的同

事是个爱美的女孩，她说，这些花让她

想起了朴树的歌曲《那些花儿》，此话忽

如一道光，照亮了我心中的激情，我顺

嘴而出，我要以此为题写篇小说。

大学毕业，我被分在这个野战部队，

从师医院到师机关，两年时间不算长，可

是我认为这是我从军生涯中最扎实的两

年，我跑遍了分布好几个县的团队，亲眼

看到了官兵摸爬滚打的生动场景。

在采访期间，我没有见到一个当年

的战友们，他们如花籽散落在天涯，可

是我深信，他们某一个时刻，会想起我

们曾经的岁月，会忆起华山脚下，我们

曾经一起打过靶，在长途拉练中流过

泪；曾经仰望炮车，想象炮弹离膛的那

种璀璨的瞬间……

写作是为了什么？我以为是唤醒，

是为了记下曾经美好的日子，对生命过

往中人们心灵进行细腻的勘探，还原和

再现那个时代和军营生活的肌理与质

地。我想，把往事写在纸上，人们就不会

忘记。当然，在我笔下，人物与原型已相

差甚远，他们有了自己的生命，自己的故

事。是我创造了他们，还是我的战友们

成就了我？我不知道，但我知道那是我

生命中最美好的岁月。

说到美好，编辑与出版《则为你如

花美眷》（安徽文艺出版社 2022 年 7 月）

这本小说集的过程同样美好。我精选

出来这些中篇小说，如一手养大的闺女

要出嫁；做母亲的叮嘱到夜半，感觉话

尽了，可是第二天鞭炮响起，喜轿即将

登程，母亲蓦然醒悟还有许多话没有给

闺女说；又瞧给女儿做的嫁妆还不够漂

亮，为她盘起的长发还有一缕乱了。从

此以后，她不再独属于你了。她将在她

的命运中，或悲或喜，而当母亲的，已不

能为她遮风挡雨，所以总想在女儿离家

时，做得尽善尽美。

这本小说集出版之时，我感觉自己

就是那位即将嫁闺女的母亲，突然间想

写序。

收录在这本集子里的小说，皆是我

近两三年新创作的中篇小说，均在全国

各大文学刊物刊发过，多数被选刊转

载，且得了奖。说实话，选稿如淘金，生

怕把最好的漏掉，对不起读者。编辑替

我做了选择，精选的这七篇我瞧了又

瞧，很高兴，我最钟爱的，基本都在列。

写作 30 年，全凭对文学的痴迷，单

枪匹马横冲直闯。3年前，好像是春天，

窗外海棠盛开，白云朵朵，我给年轻的大

学生讲名作欣赏课。正讲金圣叹评点

《西厢记》时，忽发觉自己进入了一个陌

生的阅读路径。这个路径，新鲜而陌

生。它好似画，又好似迷宫，让我如新生

婴儿般，重新打开那些我曾经阅读过的

名著，去想包法利夫人的眼睛是什么颜

色，去琢磨曹雪芹为什么要让很注意自

己言行的大家闺秀薛宝钗大中午的坐在

睡着了的宝玉床前，去注意安娜·卡列尼

娜坐的火车锅炉在什么位置……

而我就在这痴迷般的解剖式阅读

中，悟出好小说应当怎么写了。再打量

身处的世界，原来司空见惯的天地，陡

然间充满了无尽的秘密。又细瞧周遭

熟悉的人，跟过去看法也不尽相同。

重读经典，感觉好文章的美妙有如

牛毛之细，脉络贯通，针线交织。知道

的门道多了，下笔就不似过去那样率性

而为，而是对每个字、每个标点，都存了

敬畏之心。渴望自己的作品，能让人迷

醉，让人回味。就像我喜欢的女诗人李

琦的诗那样平静、朴素、深隐、内敛、淡

雅，抵达人性的渊薮、事物的内核以及

尘世的喜怒哀乐；就像我喜爱的秦腔著

名演员李梅在《游西湖》中文武兼备的

表演，甩水袖、卧鱼、吹灯……可以说，

头头脑脑，枝枝叶叶，皆戏。

深情可以“续命”！唱戏、写作，莫

不如此。而这两三年的小说创作，算是

我阅读的开花结果吧。小说出集子，如

把钟爱的孩子集中在一起，供大家评头

论足，优缺点显而易见。作为创作者，

我甚是不安。又想，集体亮相，如军列

受 检 ，体 量 有 了 ，那 么 ，孩 子 们 ，出 发

吧。好与不好，由亲爱的读者来评判。

叙
事
的
精
准
与
深
情

—

关
于
文
清
丽
小
说
新
作
的
笔
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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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作读评

品味艺境，引领审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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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观察

观文艺之象，发思想新声

笔 谈

文章立处，观点凸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