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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文艺之象，发思想新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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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对于军旅小说而言，可以说
是一个大年，整体上呈现出一种蓬勃发
展的态势。2019年 8月，第十届茅盾文
学奖揭晓，军旅老作家徐怀中先生的长
篇小说《牵风记》名列前茅。2019年，邓
一光、张庆国、杨少衡、王筠、麦家、海
飞、李西岳等作家都推出了有分量的军
旅长篇小说新作，军旅中短篇小说也是
佳作纷呈、新人迭出。

历史题材长篇小说历来是军旅文
学的重镇。张庆国的长篇小说《老鹰
之歌》有一个特殊的历史背景，那就是
抗战时期南洋华侨机工回国，驾车翻
越险象环生的云南群山，运送国际援
华物资的经历。正像傅逸尘所评价的
那样：“小说中反复出现的老鹰作为核
心意象，表征着对失落记忆的找寻。
记忆之鹰的每一次起飞与坠落，无不
因应着悲悯体恤的、具有超越性的历
史观。张庆国并非要复现宏阔繁复的
战争历史，而是要建构一个由个体生
命和彼此的情感勾连而成的小世界。
基于这种微观而体恤的历史伦理，战
争进程不再是冷冰冰的数字、枪炮、伤
亡、牺牲的堆叠，而是一条条生命轨迹
的缠绕纠结。”《老鹰之歌》将这一特殊
的历史事件叙写得摇曳多姿，将主人
公的家国情怀和英雄情结书写得悲壮
而感人。杨少衡的长篇小说《新世界》
以全新的方式接续“剿匪反特小说”的
叙事传统，缅怀新中国成立初期革命前
辈们的英雄荣光，找寻他们建设新中
国、迎接新世界的初心。邓一光的长篇
小说《人，或所有的士兵》将笔墨聚焦于
战俘营的生活，反思了战争对于时代和
个体生命的深远影响。王筠的长篇小
说《交响乐》真实再现了抗美援朝战争
中第五次战役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
谱写了一曲战争与和平的动人交响。
麦家的《人生海海》通过对浑身是谜的

主人公“上校”在时代风云中穿行的传
奇人生的探访，勾连并映射出宏阔的历
史面影。海飞继《惊蛰》《麻雀》等作品
之后，又推出了长篇小说新作《唐山
海》，将他的“谍战世界”系列作品引向
深入。张品成的儿童题材军旅长篇小
说《笑脸如花》、林朝晖的《寻找红军爸
爸》和梁早安的《红细伢》同样注重文学
性与故事性的平衡，充盈着革命浪漫主
义和英雄主义相融合的审美趣味。

检视 2019 年的军旅中短篇小说创
作，在历史题材方面作家们也有新的突
破。徐贵祥的中篇小说《红霞飞》在红
军初创期的历史背景下，选取一支 21人
的宣传队作为描写对象，对文化艺术工
作在我军战斗与发展中的作用和地位，
进行了形象的表现和深入的思考。陶
纯的《根》写的是大别山区的一个女红
军重伤员，在队伍长征转移之后流落到
一个国民党军官家里，历尽波折而奇迹
生还的故事。作者把一个老旧题材写
出了新意，角度新颖，叙事老到，情节感
人。卢一萍的《刘月湘进疆踪迹史》是
作者“荒原小说”系列的又一新篇。作
品寓悲壮于平凡，寄铁血于柔情，叙写
了特殊年代中的特殊故事。王凤英的
《上哨所挖药去》通过一个小男孩的视
角，以国家核事业建设发展的历史为背
景，用另一种饱含敬意的方式反映了父
亲、白西生等两代军人的奉献精神。
余同友的《傻瓜长子》同样选取孩子的
视角，讲述了一个在外人看来脑袋不太
灵光但却富有大爱之心的红军连长的
故事，塑造了一个新鲜而生动的红军形
象。高杉的《长征那些事》虚实相生，读
来令人心绪激荡，百感交集。曾剑的中
篇小说《岁月》，以政府和军方联合寻找
当年志愿军留在朝鲜战场上的遗骸为
切入点，叙述了一个传奇而动人的故
事，作品格调刚健有力，情感细腻动
人。张子影的《月色皎洁》叙述了年仅
17岁的志愿军新战士袁庆生、任性脆弱
的小女兵米如月在朝鲜战场上的成长
历程，小说语言的力度、弹性以及故事
的编织都相当精彩。朱旻鸢的《石头剪

刀布》，戏谑的语调底下满蓄悲情。胡
月的《茉莉》视角新奇，以逝者视角叙述
战争的伤痛，显示出“新生代”军旅作家
的创造活力。

2019 年的现实题材军旅中短篇小
说创作，涌现出很多新人新作，整体态
势喜人。青年军旅作家周鸣、高满航、
高密等都凭借各自对部队演习训练前
沿生活场景的真实书写，及时且有力地
描摹出强军兴军的时代图景。周鸣的
《穿越浓云雨雾》围绕一次诸军兵种联
合渡海登陆演习展开叙述。正如姜念
光所言，这部作品“得益于生活细节、专
业知识与心理逻辑的坚实支撑，较好地
勾画出了人物形象和情感轨迹，较充分
地表现了军人与军事生活的精神气质，
尤为难得的是，它隐喻了军队建设的某
些重大课题。”火箭军部队青年作家高
满航立足战略导弹部队的火热生活，创
作了一系列有着浓重火箭军味道和火
箭军特色的军旅小说。《非典型好人》
《去留为未定时》《采石》等作品将笔墨
更多地聚焦到火箭军部队最基层的官
兵身上，讲述了铁运兵、警卫兵、老工程
师等默默奉献的故事，阐释彰显了“我
无名，国有名。以无名，铸威名。”的崇
高精神和思想主题。

高密的短篇小说《进管》讲述了潜艇
上鱼雷兵的见闻和故事，题材新颖，细节
丰富，小说的完成度很高。王凯的短篇
小说新作《洞中》，通过一个中尉参谋在
战备坑道里的个人体验以及对环境和人
性的观察，细致入微地写出了在逼仄的
时空环境中人的身心感受。董夏青青的
《在阿吾斯奇》依然讲述她所熟稔的边防
官兵的戍边生活，那些以同理心写就的
血与泪、心酸与坚持、光荣与梦想，塑造
出历经磨难却屹立不倒的英雄群像。孙
鹏飞的《特战时光》讲述一个军人从特战
部队负伤后转到后勤单位的心路历程，
语言鲜活，意象新奇。言九鼎的中篇小
说《铠甲》，讲述了一个现代军人在幽暗
地道里与一把古兵器相遇的奇异经历，
作者借鉴了探险小说的写法，甚至加入
了一些“荒诞”的元素，为作品的表达增

加了跳跃、灵巧的特质。贾国祥的“守河
日志”系列，用五个中篇小说讲述了特招
入伍的大学生士兵罗向东的军营生活。
主人公被分配到西部一个远离人烟的大
漠戈壁哨所，与下士赵大年、上等兵刘铁
柱一起守卫昌马河，从起初的厌倦到最
终魂牵梦萦，这种巨大的变化折射出的
是军旅生活的厚重与独特。韩光的《春
树暮云》围绕退役战士申大明的经历展
开，是一部描写二次当兵战士成长经历
的好作品。

还有一些现实题材的军旅小说，超
越了以往同类题材略显模式化的写作
套路，写出了军人复杂的心灵世界和精
神图谱。李西岳的长篇小说《戎装之
恋》全景式展现三代中国军人婚恋生
活，从作品中不仅可以看到中国不同历
史阶段的生活场景，更能感受到文化语
境和思维方式的碰撞。作者以强烈的
思辨精神和勇气，去解剖军人的内心世
界和思想灵魂，使读者得以理解甚至亲
近这些看似并不完美却又有着独特精
神魅力的军人形象。在《耳中刀》《二十
一分三十五秒》《手之语》等小说中，文
清丽游弋于她所擅长的军人家庭、婚恋
生活的幽微世界，对细节的敏感和对人
性的深入体察使得这些作品拥有了细
腻的质感和打动人心的力量。此外，伍
会娟的《丁一的功》、王建章的《万物有
灵》、吕岚的《选择》等小说聚焦军人个
体面对立功受奖、进退走留等人生重大
抉择时的徘徊与纠结，塑造出有血有
肉、立体鲜活的现代军人形象。

2019 年，“科幻小说热”方兴未艾，
这股热潮也波及影响到了军旅小说创
作。除了书写历史与现实，一些军旅小
说也开始想象与探求未来的战争模式
与可能。西元的《颪乧》可以算得上此
类题材的代表作。这篇小说基于充分
严谨的现实逻辑展开丰富的想象，以对
人类命运的关切视野，探寻一个古老的
哲学命题，并给出了自己的解答。总体
来看，军旅科幻题材小说无论是数量还
是质量仍有较大的提升空间，孕育着军
旅小说新的生长点。

表现时代新貌的创造与想象
—2019年军旅小说综述

■郑润良

回望 2019 年的军旅诗歌创作，不
同代际的军旅诗人依旧保持着齐整的
阵容和旺盛的创造活力。尤其是，董玉
方、艾蔻、朴耳、雷晓宇、李庆文、王方
方、许诺等新锐诗人以各具风格的灵性
写作迅速成长，让我们看到了军旅诗歌
的未来希望。
“被誉为‘英雄旋律、青铜品格、烈火

情怀、热血文字’的军旅诗歌与时代同频
共振，已成为反映军营现实的一面镜
子。当越来越多的目光关注到军队的发
展时，‘写什么、怎么写、为谁写’依然是
军旅诗歌创作中不能绕开的重大问题。
必须承认，军旅诗歌在当代文学史上曾
经扮演过中坚力量。伴随着强军进程，
军旅诗歌崛起的契机或许再次出现。军
旅诗歌正在发出见证历史的心灵回声，
在展示时代缩影的同时，也传递着心灵
的力量。军旅诗人需要对时代保持关注
的热情，需要写出更加真诚和深刻的体
验。”（陈海强语）“战歌”与“颂歌”的本质
属性，要求军旅诗歌不能只停留在对军
人日常琐事的书写上，更应该写出军人
对和平的珍爱守护、对祖国的忠诚热爱、
对岗位的使命担当，影响并引领更多读
者的审美趣味和思想精神。

2019 年的军旅诗歌对现实军旅生
活的摹写与表达，显露出一些新质的审
美元素。刘立云的短诗《臣子恨》虽然精
短，却彰显出一种将历史与现实对位融
合、互参观照的新面向：“在朱仙镇，我脚
步轻轻怕踩碎白骨/在朱仙镇，我腹内空

空疑咳出夕阳/甚至我忍住饥渴，不敢饮

那里的水/府志上说：血可漂橹，战争太

咸了”。这首短诗，延续了刘立云军旅诗
歌创作的正大气象，也可以见出敏锐而
富于穿透力的感官意象。姜念光在《五
月谣曲》中写下：“还有灯塔镇守边境/哨
位上的士兵顿一顿枪托/稳住了大好河

山。”诗作将军人气质与浪漫情怀熔于一
炉，给人一种新鲜感。

进入新时代，军营、军人、军旅生活
的面貌都焕然一新，军旅诗需要处理的
经验越来越丰富，军旅诗的题材和生活
幅面也亟待拓展，这些都对军旅诗人提
出了新的要求。王久辛刊发于《解放军
报》长征副刊的诗作《蹈海索马里》正是
因为“拓展了诗歌的地域空间，使当代军
旅诗拥有了辽阔丰饶的国际视野”而获
得首届方志敏文学奖。好诗，并不是坐
在书斋里凭空想出来的，如何更加有效
地深入生活，虽然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
题，但是依然是军旅诗歌可持续发展的
关键所在。军旅诗的高度与宽度不仅与
诗人的才华相关，更与诗人对军旅生活
现场的跟踪和体验紧密相连。相较于前
辈诗人，年轻一代军旅诗人的创作在思
维、观念和技巧方面更富新意，对军旅生
活现场的表达也更加及时有力。董玉方
创作了很多出色的歌词作品，作为他诗
歌创作的一种分身，其实并无文体上的
本质区别，依然保持了他对军旅生活的
敏锐观察和细腻自然的诗风。

艾蔻参加了第九届“十月诗会”，她
的诗歌在当下女性诗歌写作中也有着鲜
明的色彩。“还有坐在一队男兵中的女
兵/是的，联合演练中/唯一一名女兵/她

挺直腰，牢牢地稳着枪/老茧、倒刺、死

皮/没有人相信/这是一双女孩的手/如

果将衣袖上拉，还会发现/数不清的疤痕

爬满胳膊。”《唯一的女兵》（《人民文学》
2019 年第 8期）表达了诗人与一名参加
军事演练的女兵之间的情感共鸣。女兵
写女兵，更容易深入到思想的细部，也更
容易准确把握情感的走向。同样才华出
众的军旅女诗人朴耳对诗歌创作有着严
格的自我要求，她善于在光影斑驳之中
呈现出一种空灵高蹈的意象。她在《一
个士兵的遗书》中写道：“这是我第一次
给你写情书/在两军对峙开始后/第一个

没有月亮的晚上/我正躺在帐篷里听风/

睡不着/想到吹过我的风再过不久/又将

吹过你/就觉得有点浪漫。”当“情书”成
为“遗书”，一个人经由内心的苦痛和挣
扎所爆发出的力量，令人震撼。

军旅诗创作是对军人特殊情感和特
殊经验的想象和表达，没有深切的生命
体验是难以达到内心的精神深度和思想
高度的。雷晓宇的《雪落营盘》不仅裹挟
着军旅生活的原汁原味，更有着语言层
面的深度提炼。“草叶飘摇，天空未眠/雷
场是一口伪善的陷阱/它端详着我孤寂

的手指/善解一切难解的结/它体内酣睡

的毒瘤，新鲜、热烈/我知道，在它内心，

潜伏着暴雨、雷电。”王方方这首《排雷》
（《解放军文艺》2019年 11期）在生命禁
区里想象出诗意的天空，将军人的伟岸
形象和英雄情怀描写得淋漓尽致，令人
读后顿生凛然之气。“金属般的光芒和节
奏”，常常用来形容军旅诗的风格与质
地，这也确是军旅诗人骨子里需要坚守
的一种精神气质。
“随着时代的变化，军旅诗的内涵和

外延都有变化，但家国情怀、英雄主义精
神不会变。现在是科技爆炸的时代，但
再先进的武器也都可以理解为人的四
肢、目光、内心力量的延伸。新诗包括当
代军旅诗，书写的终究是人的思想、情
感、心灵和精神。优秀的军旅诗能提升
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精气神。优秀的军旅
诗一定是特色鲜明、元气丰沛的，气度、
格局、襟抱肯定与那些从纸上到纸上、从
观念到观念或者小情小调的同质化写作
有所不同。”曹宇翔斯言诚哉，新时代的
军旅诗人需要有紧跟时代步伐的笔力，
需要有概括时代新变的脑力，也需要具
有坚守军旅诗歌优良传统、审美风格和
本质属性的定力。惟其如此，军旅诗歌
才能在飞速变化的时代语境中，找准自
身的定位，进而不断拓展想象空间和书
写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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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首 2019年的军旅报告文学创作，
可以看到一大批书写新时代、新征程、新
成就的优秀作品。特别是那些记录强军
兴军伟大实践、塑造军人新形象、描摹部
队新气象的现实题材作品，无论在数量
还是质量上都可圈可点，体现出军旅报
告文学作家深入生活、敏于发现、勇于担
当的写作伦理。
《敢为天下先》既是李鸣生航天题材

报告文学写作的延续，也是一次新的题
材开拓。这是一部全方位记述中国航展
发展历程的长篇纪实文学，展现了不甘
落后、敢为天下先的民族精神。黄传会、
舟欲行积 10年之力，通过实地采访大批
海军老兵和历史事件的亲历者，完成了
《中国海军》这部系统呈现中国海军发展
历程的文学长卷。

本年度的军旅报告文学创作，对部
队的改革进程和其中涌现出的新人新事
进行了及时而有力的书写。林春莉的
《移防》、史新明和章熙建的《八千里云和
月》反映了军队移防、停止有偿服务等切
近的事件，表现了新时代军人能打仗、打
胜仗的进击姿态。王虎群的《根扎大地
花葱茏》则叙写了文职人员以实际行动
书写改革答卷的精彩故事。聚焦备战打
仗仍是现实题材军旅报告文学创作的重
点。杜善国的《兵发楚戈尔》讲述了中国
军队出境参加联合演习的精彩过程和背
后故事。杨玺的《训练场、考场、战场》、

郭建仪的《突击 36小时》将笔墨聚焦于
时下部队练兵打仗的备战热潮。

为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解放军
报》长征副刊举办了“我和我的祖国”征
文活动，刊发了《天路老兵》《感知时代脉
搏的跳动》《最亲的人》《我们点亮星空》
《月亮的爸爸》《开满莲花的哨位》等一大
批具有“轻骑兵”特质的优秀中短篇现实
题材报告文学作品，唱响中国军人始终
与时代、民族、国家同行的慷慨之歌。

尤为值得一提的是，由中央军委政
治工作部重点规划、解放军出版社出版
发行的“强军进行时报告文学丛书”。该
丛书包括江永红创作的《中国蓝军：实战
化训练改革纪实》、黄传会创作的《大国
行动：中国海军也门撤侨纪实》、王秋燕
创作的《正在发射：文昌发射场与长征五
号纪实》、高翎创作的《风动中国：空气动

力试验研发纪实》、赵雁创作的《筑梦九
天：中国载人航天发展纪实》、陈海军和
薛冰坚创作的《导弹兵王：八一勋章获得
者王忠心军旅纪实》等六部作品。“强军
进行时报告文学丛书”对新时代人民军
队已经发生或正在发生的变化进行了及
时有力的书写，以报告文学的形式集中
记录、反映了强军兴军的伟大实践，是现
实题材军旅报告文学创作的一次集群冲
锋和重要收获。

本年度，军旅报告文学作品对军人
形象的刻画富有时代新意。无论是塑造
时代英模、当代英雄、功勋人物还是描摹
普通军人的不凡业绩，都体现出军旅报
告文学作家为时代画像、为时代立传、为
时代讴歌的自觉意识。

一是赞美时代楷模和当代英雄。
《家·国：“人民楷模”王继才》深情讲述了

王继才和家人为国守岛 32年的奉献故
事。艾蔻的《猜照片》、张首伟和黄金建
的《行进在英雄的行列里》讲述了扫雷英
雄杜富国和扫雷官兵们的英雄壮举。钟
法权、钟泽畅的《生命的突击》描摹时代
楷模、“共和国勋章”获得者张富清的奋
斗历程和生命轨迹。余艳的《重返战位》
讲述了为保护试验平台献出年轻生命的
英模姜开斌的动人故事。

二是展现当代军人风采。高满航的
《远远的天边有座山》书写了火箭军官兵
在深山中奋斗、在思虑中抉择、在孤独中
执守的奉献精神。张子影的《挚爱蓝天》
讲述试飞英雄王昂矢志守卫祖国蓝天的
事迹。姚杜纯子在《西昌的高度》中记录
所见所闻，讲述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的航天
人用忠诚和汗水接力托举航天事业的使
命担当。洪建国的《队旗的见证》、张芸和

洪建国的《玉玲花开战地香》、弓艳的《守
护生命的芳华》以不同角度刻画了守护生
命、忠诚使命的新时代卫勤官兵的崭新形
象。王前的《群山的心跳》、晏良和陈秋任
的《地球之巅的“精神脊梁”》、王龙的《石
刻的边防线》、王雁翔的《东瑁洲岛记》、李
国涛的《英雄坡》等短篇作品，集中表现了
边防官兵枕戈待旦、挑战极限，将心和根
深深扎根边关的动人故事。此外，《解放
军报》长征副刊的“士兵面孔”专版集中刊
发了一系列描摹基层战士形象的精短报
告文学作品，清晰呈现了当代军人的战斗
意志和奉献精神。

三是反映我国科技领域的成就和人
物的精神风貌。王宏甲的《中国天眼》详
尽描述南仁东的生平事迹、家国情怀和心
路历程。李清华、孙炜童、李嘉伟的《罗布
泊中的胡杨》刻画了献身国防科技事业的

杰出科学家林俊德的形象。马娜的《奋斗
的人生最壮丽》记录了“两弹一星”功勋人
物、我国著名核物理学家王淦昌波澜壮阔
的人生故事。张子影的《洪学智》讲述了
洪学智将军的人生传奇，堪称本年度传记
文学的重要收获。这些作品，将人物命运
与时代变迁相融合，生动塑造了富有当代
精神品格的历史人物形象。

在历史题材军旅报告文学领域，卢
一萍的非虚构作品《祭奠阿里》广受好
评。作品通过大量史实和鲜活的人物心
理描写，复现了进藏先遣队的壮丽历史，
刻画了英雄人物群像。其实，作者早在
1999年就已完成作品初稿，却始终未能
满意，十几年来不断到新疆、甘肃、青海、
陕西等地重访老兵，最终定稿。一句“不
做鹰的人不知道天空的高度，不爱英雄
的民族不会英雄辈出”生动诠释了作者
艰辛付出的用心所在，体现出作家对历
史的尊重和对英雄的尊崇。此外，何建
明的《初心如此壮丽》、丁晓平的《进京赶
考》深情重返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及新中
国成立之初的历史现场，探寻共产党人
为人民幸福和民族复兴砥砺前行的初心
和意志。

强军兴军的伟大实践，为军旅报告
文学创作提供了丰富的创作资源，也召
唤着军旅报告文学作家以文学的笔触、
军人的本色勇立时代潮头，唱响时代大
风歌。

勇立潮头唱大风
—2019年军旅报告文学回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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