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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征人物奖”评选，今年已是第六
届了。“我们一起长征”这几个字，作为
一种文化印记，也再次印在《解放军报》
长征副刊的版面之上。年终岁尾的这
次评选，让我们感受到一种心灵的温
暖。因为，这是一种文化血脉的传承，
也是一种精神光芒的绽放。

一

克劳塞维茨说过一句话，让人印象
深刻：“物质的原因和结果不过是刀柄，
精神的原因和结果才是贵重的金属，才
是真正的利刃。”让文学作品产生一种
利刃般直击人心的文化力量，正是长征
副刊一直坚持的品质和追求。

评选“长征人物奖”的标准是什
么？首先，“长征人物奖”的获得者需是
长征副刊一年一度评选出的“长征文艺
奖”获奖作品中的主人公。因此，作品
的文学性是第一个要素。

今年评出的四部获奖作品，在文学
性上均有独到之处。

彭继超的《永远的马兰花》，从一盆
摆放在邓稼先家里的“令人怆然心动”
的马兰花入手，以独特的视角，写出了
“两弹一星”元勋邓稼先的伟大人格和
高尚情怀。结尾处，邓稼先夫人许鹿希
给作者那一句微信回复：“谢谢，似乎他
还在人间，共祝国泰民安。”于平静之
中，以万钧之力打开了读者情感的闸
门，让人禁不住热泪夺眶而出。

周建彩的《逐梦海天间》，主人公是

全军挂像英模人物张超。她没有从正
面描写英雄，而是深入到张超妻子张亚
的内心世界，通过手机、蓝色头盔、深邃
的夜空、三件心爱的物品等一系列回忆
与日常生活中的意象，如一串串珍珠
般，串起了有血有肉的张超形象。“爱人
连光也带走了，就学会了让自己发
光”。这光芒是属于妻子张亚的，也是
属于张超的。

王昆的《坚守 6号哨位》，着墨于“八
一勋章”获得者、战斗英雄韦昌进所坚
守的“这潮湿的哨位”，栩栩如生地写出
了年轻士兵血染的风采和“为了胜利，
向我开炮”的英勇无畏。不仅如此，作
者还将笔墨进一步延伸到韦昌进的战
后生活和他的精神境界。在这里，“6号
哨位”成为一种象征，成为主人公生命
中执着坚守的品格和情怀。

胥得意、关磊的《坚强的父亲养育
坚强的兵》，既写了“排雷英雄”杜富国，
也写了他的父亲杜俊。写了杜俊看到
病床上刚刚经历生死考验的儿子时的
肝肠寸断，写了他重返儿子部队、踏上
雷场时的深情和心潮澎湃。“让我来”的
英雄形象，是建立在“跟我学”基础之上
的——坚强的父亲养育出坚强的儿子。

这些作品，都感情丰沛、文笔流畅、
描摹细腻、细节生动，是去年“长征文艺
奖”获奖作品中的优秀之作。

二

作品精彩，人物形象还要过硬。就

是说作品塑造出的人物形象，一定要丰
满，要有血有肉，要彰显情感和细节的
力量。

邓稼先的形象从马兰花开始，升华
于大漠中“那耀眼的光芒”，更因在工作
中的危急之时“他来不及考虑个人安
危”的性格特点而变得高大。

张超将对妻子的爱，升华为对祖国
和人民的挚爱。他的深情和体贴，让人感
到温暖，也让人看到了一个英雄的柔情。

韦昌进喜欢和老百姓聊天，尽管群
众不知道，眼前和他们一样普通的人，
就是大名鼎鼎的战斗英雄。活着的英
雄一直在坚守着心中的哨位。

一张珍藏于手机里的儿子的照片、
一次转发到朋友圈里的留言，让杜俊父
子的家国情怀变得愈加清晰，仿佛伸手
可触……

一部文学作品，塑造好一个人物形
象，不易。让读者记住，并反复在脑海
中浮现，进而产生一种情感共鸣和精神
激励，则更难。

三

鲜活生动的人物有很多，为什么会
选择这几位人物？这就牵涉到了人物
与时代的关系。

无疑，这几位人物都是英雄。英雄
是时代闪亮的坐标。英雄文化是世界
各个国家、不同民族都共同信仰的文
化。它没有民族之分、国别之辨，彰显
表达的是人类可以通约的最美好的人

性品质和精神光芒。《解放军报》长征副
刊一直在关注英雄、塑造英雄、讴歌英
雄。

文化的力量更持久，更深入，更润
物无声。通过文学作品捕捉到闪耀在
人物身上的那种精神光芒，正是我们
所希求的。今年的“长征人物奖”获
奖者中，邓稼先身上那种“用生命凝
聚成那一瞬间的光芒”“照亮这民族
用血与火所浇铸的共和国，还有永不
停息的强国梦想”的精神，如此震撼
人心。
《逐梦海天间》讲述了张超成为“尖

刀班”的“尖刀飞行员”还不满足，舰载机
部队选拔舰载机飞行员，他毅然报了
名。歼-15起飞时尾部喷出的“炙热的
蓝紫色的火焰”，正是一位中国军人追求
卓越、敢于在刀尖上起舞的精神本色。

韦昌进为了胜利不惜代价甚至宝
贵生命的壮举，正是新时代人民军队备
战打仗必须凸显的价值追求。

杜富国父亲杜俊发在微信朋友圈
中的那句“中国军队加油！”何尝不是新
时代军人家庭“最后的老棉袄盖在了担
架上，最后的亲骨肉送他到战场”的生
动写照！

把精神的锋芒呈现给读者，是我们
的职责。让这锋芒化为精神的力量，激
励读者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是我们的
愿望。

新年的钟声即将敲响，更为宏阔的
时代画卷也将徐徐开启。让我们一起
长征！

—第六届“长征人物奖”评选侧记
■刘笑伟

写作《永远的马兰花》的过程中及
此后很长的时间里，我都被邓稼先的事
迹和精神感动着，同样感动于许鹿希的
坚守和追寻，感动于邓稼先和许鹿希至
真至美、至深至纯的家国情怀。

我最初认识邓稼先是 1983年在罗
布泊核试验场，当时不知道他已身患重
症。十年后的 1993 年 8月 12 日，我第
一次到他北京的家中采访时，邓稼先已
经逝世 7年。走进邓稼先家的客厅，第
一眼看到的就是邓稼先遗像和一束马
兰花。许教授告诉我，这花，是人们特
意从那个遥远的地方、从马兰带来的，
那是邓稼先常去的地方。许教授没去
过，马兰对于她来说，就是这一束花，这
一束已经干枯的马兰草。我被这无言
无色的花深深震撼！我曾看到过蓬蓬
勃勃的马兰花的海洋，那是一种奔放的
热烈。而这一束花，是一种执着、一种

顽强、一种无言的倾诉和无声的怀念。
马兰花旁边，是邓稼先的照片——两手
在胸前张开，仿佛拥抱着一颗太阳。时
间就在那一刻凝固，邓稼先从此进入永
恒……

那以后，我又多次拜访、看望许
鹿希教授，每次拜访都使我的心灵受
到触动和洗礼。许教授给我讲邓稼
先的故事，我也常常把新发现的有关
邓稼先的事情告诉她。2018年 7月 29
日是邓稼先逝世 32周年，我给许教授
呈上《永远的马兰花》初稿，同时呈给
她这样一首诗：“永远有多远，瀚海路
漫漫；一呼马兰花，双泪落君前。永
远有多远，戈壁情无限；一曲马兰谣，
唱得心尖颤。永远有多远，终生常思
念；春风吹万里，马兰花开遍。”当天，
许教授回信说：“谢谢。似乎他还在
人间，共祝国泰民安。”

永远有多远
■彭继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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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稼先

（《永远的马兰花》主人公）

没有比脚更长的路，没有比人更高的
山。将奉献，隐匿于荒原，将伟大，隐藏于
平凡。一声惊天巨响，换来一片晴空大
地；一生攀登跋涉，为了一句无声的誓
言。战士的果敢、智者的深邃，都在你身
体中流淌，一段无悔的青春，化作戈壁上
那朵最美的马兰。

长征人物奖颁奖辞

《永远的马兰花》

作者 彭继超

那些牺牲的烈士已永远长眠了，但
活着的英雄们依然坚守着自己的哨位
和本色。

韦昌进的班长沈长庚，从战场回来
后，退伍回到了老家，被分配到县水利
局下属的灌溉站。艰苦的生活没有磨
损沈长庚当初“回到地方也一样立志作
为”的理想，1992 年底，沈长庚考取了
公务员。他说，正是那些战斗，给了他
永不磨灭的信心和昂扬的斗志。

把韦昌进背下阵地的张元祥，从战
场回来后，通过努力考取了军校。接
着，他通过自学考取了大专、本科文凭，
后来又通过国家司法考试，在转业那年
取得了检察官的资格。和韦昌进并肩
作战的战斗英雄苗挺龙，虽然双目失
明，却还是凭着不懈努力考取了南京中
医药大学推拿大专班；大学毕业后，苗
挺龙义务帮助近万名患者解除病痛、恢

复健康。
1985年 9月 17日夜里，李书水在向

组织宣誓后，冒着敌人的炮火将苗挺龙
背下 6号哨位。部队返回驻地后，李书
水因伤复员，一直在老家务农。尽管腿
脚不好，但李书水每年清明节都会到烈
士陵园战友墓前敬礼缅怀。采访时，李
书水说道：“现在我们的生活真的很幸
福了，吃穿住行都有基本保障，还要求
什么呢？国家也有难处。”临别时，我们
将他送到村子路口的便道上，李书水双
腿膝盖僵直着，却麻利地跳下车去，向
我们挥了挥手就转身大步离去。

当年与韦昌进并肩战斗的战友家
庭中还有 12户的父母健在。带着当年
哨位上的誓言，带着生死与共的初心，
韦昌进一一登门拜访，帮助协调解决困
难。韦昌进说：“每个人心里都有自己
的哨位，本色不变，哨位不丢。”

哨位上有军人本色
■王 昆

《逐梦海天间》的主人公能获“长征
人物奖”，一定是因为张超这个闪闪发
光的名字打动了评委和读者。这份光
荣源于张超，当然也归于张超。

张超是我的战友，他看似普通，但
他身上却无处不体现着金子般闪光的
珍贵品质，他纯粹、善良、忠诚、执着、勇
敢、精武。在追求舰载飞行事业的征程
上，他一路笑傲海天，直到那最关键的
4.4秒，为了挽救国家的巨额财产，他不
惜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

我们痛惜战友，也为他高贵的人格
和精神品质所感动。张超将自己燃成
了一束光，我们追逐着光，一路向前，看
到了他为实现强军梦而勇毅拼搏的身
影。国庆 70周年阅兵那天，当战友们
驾驶歼-15舰载机飞临天安门广场上
空，张超的同学在他的墓前举着手机和
他分享。他的梦想实现了，这一刻，他
的生命与战机同在。

张超是这个时代的杰出代表，他作
为全军挂像英模、国家授予的“人民英
雄”，也将和其他英雄模范一样，将不朽
的功勋永远镌刻在共和国的史册上，凝
聚起激励人们谱写时代华章的强大精
神力量。

英雄是照耀国家、照耀民族、照亮
人民心灵的永不消逝的星辰。我创作
这篇文章，是对战友的追思与怀念，更
是对英雄的尊崇与讴歌。一位著名作
家曾经说过：“没有伟大的人物出现的
民族，是世界上最可怜的生物之群；有
了伟大的人物，而不知拥护、爱戴、崇
仰的国家，是没有希望的奴隶之邦。”
斯言诚哉，长征副刊就是记叙英雄故
事的园地，也是张扬英雄精神的阵
地。希望这样的创作，能够巩固并拓
展英雄精神的阵地，擦亮英雄的光芒，
让英雄的力量绵绵若存，让英雄的精
神青山不老。

擦亮英雄的光芒
■周建彩

去年，我刚得知杜富国的事迹时，
他还不为更多人所熟知。除了“让我
来”的壮举，他坚实的足迹和真实的故
事已足以让我们感动。

当我们决定写一下杜富国，让更多
的读者知道他时，对他父亲的由衷敬佩
早已在心中反复激荡。我们一直在想，
是什么精神让他把两个儿子全送到了
部队，又是什么力量让他在大儿子严重
受伤后表现得无比坚强。我们希望有
更多的人能够读懂一个父亲，从而沿着
父亲的精神脉络去寻找一个青年人成
长与奉献的轨迹，这种血脉传承具有更
巨大深沉的冲击力和感染力。

文学与新闻是有区别的。新闻强
调事件，而文学强调故事。往往当新
闻退场时，文学才要登场。这并非迟
到，而是对事件的深度延展。我们决
定从杜富国父亲的角度开掘，是基于
更真切的细节与更幽微的情感。这些

往往是新闻报道难以充分表达的。后
来，杜富国获得了越来越多的荣誉，
得到越来越多人的重视时，我们的内
心是欣慰的。因为，当我们最开始把
目光停留在他的故事上时，只是把他
当成了一个有血有肉的青年。他是一
名战士，他来自基层部队，我们的文
字对和他同样年轻的军人生命怀有同
样深挚的敬意和尊崇。

军旅文学需要更多有志于文学创
作的作者用心来书写。书写强军兴军
伟大实践中可歌可泣的故事，书写那
些“小人物”心灵最深处的呼喊，书写
军人不为人所熟知的梦想与情感，书
写军人家庭里那些隐忍的情感和动人
的坚强。当我们用文学的方式让一个
个鲜活的人物带着丰满的灵魂走向读
者时，便会有更多的人认知我们的事
业、理解我们的事业、支持我们的事
业、歌颂我们的事业。

发掘动人的坚强
■胥得意 关 磊

《坚守6号哨位》

作者 王 昆

《逐梦海天间》

作者 周建彩

《坚强的父亲养育坚强的兵》

作者 胥得意 关 磊

韦昌进

（《坚守6号哨位》主人公）

英勇，是通往胜利的窄门；血性，是属
于英雄的图腾。为了祖国，你在春潮中向
硝烟逆行；为了人民，你用热血在边境线
上写下和平。南国的红棉，记住了你无畏
的背影；曾经血染的大地，已走进了新时
代的春天。你的青春，祖国不会忘记。

张 超

（《逐梦海天间》主人公）

这片海，是你的舞台；这片天，是你的
归宿。一次次生死鏖战，你把职责扛在肩
上，甘愿在刀尖上舞蹈；一次次首当其冲，
你探究胜利的奥义，甘愿做战友的航标。
为了胜利一无所惜，为了使命一往无前，
你的跑道，通向逐梦强军的碧海蓝天！

杜 俊、杜富国

（《坚强的父亲养育坚强的兵》主人公）

你是父亲的儿子，更是人民的子
弟。危急关头，你喊出的那一声“让我
来”，是对祖国最庄严的承诺。父亲的血
脉流淌在你的身体里，也教会你忠诚、坚
韧、顽强。这美好的品质、动人的情感在
父子之间传承，也在无数人心中传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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