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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根红绳，两端各系了一个盛满水
的碗，被一名杂技表演者拿在手中、衔在
嘴上，不断变换着方向旋转。经过一系
列高难度动作后，碗里的水依旧未洒。
水被倒掉，换成汽油，用火点着，绳子被
表演者高高抛向空中再稳稳接住……台
下的观众看得心惊肉跳，不由得爆发出
热烈的掌声。

这是今年除夕夜，在南苏丹朱巴“联
合国之家”中国营春节联欢会上的一段
表演。前来观看演出的观众，既有联合
国南苏丹特派团的官员，也有来自印度、
澳大利亚、孟加拉国等国的维和官兵，中
国杂技表演让他们赞叹不已。

进行“水火流星”杂技表演的并非是
专业演员，而是中国第六批赴南苏丹（朱
巴）维和步兵营的队员张亚朋。当晚，他
成了晚会上最耀眼的“明星”，也是“出镜
率”最高的演员，整场晚会的 12个节目
中，有 6个他参与了演出。

张亚朋，皮肤黝黑，别看外貌平平，
却“身怀绝技”。来自“中国杂技之
乡”——吴桥的他，从小就受到家庭熏
陶，9岁便开始跟随姐夫学习杂技，练就
了扎实的基本功。

是金子到哪都会发光。参军入伍
后，在新兵营一次训练间隙，张亚朋一串
难度颇高的后空翻让新战友们一下子都
记住了他。新兵下连后，张亚朋被分到
装甲步兵连，担任车长职务。在练好专
业技能的同时，他也不忘在业余时间继
续磨炼自己的杂技特长。在他心里，中
国杂技不仅历史悠久，而且具有独特的
艺术魅力。每次团里举行联欢活动，张亚
朋都会主动请缨为战友们表演杂技，他的
表演也总能为大家带来惊喜和欢乐。

2016年，张亚朋跟随中国第七批赴
南苏丹（瓦乌）工兵分队出国维和。“走出
国门，便代表国家，如果有机会，我要把
我们的传统文化技艺展现给世界！”临上
飞机，张亚朋在心里暗暗期许。那一年
中，他为当地群众和外军官兵表演了多
场中国杂技，不但增进了友谊，还成为维
和营里的一名文化使者，受到大家的喜
爱和称赞。

2018 年，凭借自身过硬的专业素
质，张亚朋入选维和待命部队，参加“可
汗探索”集训。他利用休息时间，又自学
了川剧变脸、舞狮和魔术等新技能，在共
同联欢时，为来自美、日、韩等 20多个国
家的官兵进行了表演，让许多外军官兵
对中国传统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2019年底，张亚朋跟随中国第六批
赴南苏丹（朱巴）维和部队再次出征。
刚到任务区两个月，便迎来庚子年春
节。领导将组织一台春节联欢会的任
务交给了张亚朋。这台维和营里的春
晚，将邀请外国友人参加，是增进友谊
的一次联欢。

与以往不同，张亚朋既是晚会的演
员，又首次担任了晚会的副导演。刚开
始时，他毫无头绪，身边的战友都是扛枪
的汉子，平时训练没得说，但是一说表演

节目，大家都挠起头来。学习杂技的经
历让张亚朋懂得，再不可能的事儿，只要
肯踏踏实实付出努力，就一定能做成。
他带着战友们一遍遍地排练，一次次的
修改调整节目，经过紧张地筹备，12个
演出节目逐渐成形。

演出当晚，张亚朋既期待又担心。
几个节目过后，台下外国友人和战友们
热烈的掌声让他悬着的心终于放了下
来，演出非常成功。联欢会结束后，联合
国的官员和外军指挥官纷纷主动找他合
影留念。

春节刚过，维和步兵营组织队员去
当地的孤儿院慰问，张亚朋又给孤儿院
的小朋友们带去了中国杂技表演。孩子
们的脸上洋溢起久违的笑容，临走时，孩
子们都拉着张亚朋的手，不舍得让他走。

身在异国他乡，张亚朋觉得作为一
名“蓝盔战士”，带着和平使命出征，既是
和平的维护者，也是文化与友谊的使
者。他愿将自己深深热爱的中国杂技艺
术带出国门，展现给外国友人，让更多人
了解中国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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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江城，疫情严峻。
驻鄂部队抗击疫情运力支援队某

分队任务官兵，总能在紧张的任务之
余，收听到中部战区空军某场站在微信
中推送的朗读作品。
“作为‘昆仑雄鹰’的传人，奋战在

抗疫一线的战斗员，更要坚定必胜信
念，为打赢这场疫情防控阻击战贡献力
量……”本周推送的朗读作品《筑牢钢
铁运输线，助力防控阻击战》，是该场站
四站连排长陈晓辉为任务官兵创作录
制的，作品情感真挚，朗诵动人，让前方
的战友听后备受鼓舞。
“开展思想政治教育既要保持好传

统，也要积极主动谋创新。”该场站领导
介绍，原本的学习教育计划因疫情受到
影响，为保证学习不断线、不松劲儿，他
们依托智能手机平台，紧贴当下任务实

际，搭建起“朗读者”学习平台。发动广
大官兵参与创作、朗读战“疫”文学作
品，开设掌上微课堂，普及疫情防控知
识，鼓舞官兵的战“疫”士气。

场站的“朗读者”队伍，最初主要是
由连队的文艺骨干组成。通信连女兵李
晓雯，是“朗读者”小分队的首批队员，她
入伍前学的就是播音主持专业。每天的
业余时间，她和其他文艺骨干一起撰写
朗读作品、录制音频上线，并精心设计图
文和声音的搭配，最后由机关部门将朗
读作品通过微信推送给全体官兵。

这些朗读作品，一经推出，就受到
官兵的喜爱：作品《出征，出征》勾勒了
出征一线，告别家人的医护人员形象，
情真意切、感人肺腑；作品《战“疫”disco》
改编自“网红”歌曲，说唱结合、形式新
颖，表达出战“疫”必胜的决心；作品
《“昆仑雄鹰”心理微课》则针对疫情期
间，官兵易出现的焦虑等心理问题进行
科学疏导……

只有让广大官兵“唱主角”，朗读才
能入耳入心。“朗读者”学习平台运行了
一段时间后，场站发出号召，鼓励更多的

基层官兵加入到“朗读者”的队伍中来。
通信连中士李斌平时不善言辞，在大家
的鼓励下加入了“朗读者”小分队，从最
初的不敢表达到逐渐有朗读作品上线，
让他慢慢收获了自信；导航连列兵刘贵
洪来自福建，虽然普通话不太标准，但他
朗读的作品，话语真诚朴实，感染打动了
身边的战友，受到大家的好评……

官兵的朗读作品越来越成熟，“朗
读者”的队伍也逐渐壮大。场站又适时
开展了“朗读者”培训、“朗读之星”评
选、“优秀朗读个人”心得分享等活动。
各单位还根据自身文化特点，凝练形成
特色“品牌”：通信营的“烽火朗读者”、
汽车连的“铁骑朗读者”、场务连的“天
路朗读者”……朗读、学习的氛围愈发
浓厚。

抗击疫情期间，他们充分利用“朗
读者”学习平台，既当好疫情防控阻击
战的“战斗员”又当好“宣传员”，为一线
的任务官兵鼓舞斗志、分享感动，传递
出军营“朗读者”的响亮声音。

战“疫”一线好声音
■晏 斌 孙 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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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新年伊始，一场突如其来的

新冠肺炎疫情，让中国人意识到这是

一场全民动员的“抗疫”战争。“战

情”之严重，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

国发生的“传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围

最广、防控难度最大”的重大突发公

共卫生事件。

在这场“抗疫”战争中，以诗

歌、散文创作为主要形式的抗疫文学

应运而生，起到了弘扬正气、鼓舞斗

志、冷静思索、放眼未来的激励作

用，也让人们重新认识了灾难文学的

真正价值。

一

灾难文学所展现的人文情怀，在

漫长的历史中已被反复书写。数千年

的文学作品积累了深厚的人类情感经

验，使其产生了超越时空的共鸣。古

巴比伦的《季尔加米士史诗》也许是

世界现存最早的灾难文学作品之一。

古希腊著名的《荷马史诗》也充斥着

对各种毁灭性灾祸的描写。我国最古

老的文献典籍《尚书·尧典》中，就

有“汤汤洪水方割，荡荡怀山襄陵，

浩浩滔天”的记述。我国战国时期的

楚国诗人屈原的《楚辞·天问》，更是

发出了“洪泉极深，何以填之？地方

九则，何以坟之？”的诘问。

一部世界文学史告诉我们，自然

灾难是文学永恒的主题。但凡打开文

学经典就可以看到，很大一部分作品

都与灾难和苦难有关。这既是文学的

自觉，也是文学的必然。灾难文学所

产生的冲击力和感染力是其他艺术形

式难以替代的。

意大利作家薄伽丘的《十日谈》，

讲述了意大利的佛罗伦萨1348年发生

了可怕瘟疫，昔日美丽繁华的城市，

变得坟场遍地，尸骨满野，惨不忍

睹。但他仍让心中有爱的年轻人彼得

拉克去向心爱的人表达，以此彰显越

是面临死亡，越要珍惜美好的生命理

念，并造就了一种崭新的人类精神。

哥伦比亚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

的《霍乱时期的爱情》，写了一个男人

和一个女人在 50年跨度中所经历的

幸福的爱情，贫穷的爱情，高尚的

爱情……透过“连霍乱本身也是一种

爱情病”的故事，描绘了一幅波澜壮

阔的哥伦比亚历史图景。

中国作家钱钢的《唐山大地震》，

让人们在时隔10年之后，了解到那场

造成 24万人死亡的唐山大地震，在

那一瞬间究竟发生了什么，劫后余生

的百万唐山人又是如何渡过灾难的？

书中令人震撼的不光是场面的惨烈，

还有人性的温暖、情感的重建，以及

人们读后的反思。

从这层意义上说，人类的发展

史，就是人类与自然灾难不断做殊死

决斗的历史。“文学”既然是“人

学”，那就必然要呈现人类与灾难进行

不屈抗争的艺术形象和生活场景。人

类在灾难临头时所表现出的刚毅、自

信、乐观、友善、团结、互助等崇高

精神和美好品德是作品描写的主旋

律。但文学也会披露出人性的自私、

恐惧、怯懦、贪婪、邪恶等丑陋的一

面，从而告诫人们只有与之进行抗

争，才能最终战胜灾难。这两个层面

就构成了文学经典流传不衰的价值。

二

历史已无数次证明，在自然灾难

面前，作家从来都不会缺席，这是作

家群体的历史传承，即文学的人文属

性赋予作家的社会责任和历史使命所

决定的。我们可以从经典作品中感受

其文学的脉络，也可以从现实的灾难

文学中体味到文学的崇高。改革开放

以来，以“’98抗洪”“5·12汶川大

地震”“2003年非典”为题材的灾难文

学创作，涌现出大量的文学作品，像

毕淑敏的 《花冠病毒》，柳建伟的

《SARS危机》，张胜友的《让汶川告诉

世界》，秦岭的《透明的废墟》等都是

以这类题材为创作对象。

新近发生的新冠肺炎疫情在短时

间内，就牵动了军旅作家的心。从

《解放军报》长征副刊近期刊发的抗疫

诗文便可窥见一斑。这类作品以短平

快的诗歌和散文为主体，且大多与描

写军人有关。

弓艳的纪实文学《再战赴荆楚》以

平实的语言描写了年过古稀的老军人邓

传福，在大年三十，奉命陪同原总后勤

部卫生部部长、小汤山医院院长张雁灵

前往刚刚封城的武汉，指导火神山、雷

神山医院建设。这位当年小汤山医院的

副院长，如愿接到了命令，对家人动情

地说：“我和张部长这是去救命、去救

急的。不管多大年纪，我还是个医生

吧，还是党员、是军人吧？人家钟南山

都84岁了，我才71岁，放心吧，孩子

们，你们老爸都身经百战了！”在武汉

的日子里，邓传福总在想问题，闭上眼

睛脑海里也全是图纸，不得不靠吃安眠

药才能睡上三四个小时。在作者的笔

下，两位老军人年迈披甲出征，只有一

个信念：“咱们这些老兵不能掉链子，

只要祖国需要、军队召唤，咱们必须第

一个出列，响亮地答一声‘到’！”

王昆的散文《火神山的灯火》以

细腻的语言描写了驰援火神山医院的

军医沈利和战友从夜晚忙到黎明的辛

劳场景，那点亮火神山的灯火也正是

中国军人的无私写照。当他和战友脱

掉厚厚的防护服，迎着小雨，在车上

摇晃的节奏中睡过去的那一刻，武汉

已经开始苏醒了。我从文中的字里行

间，读到了中国军人的可爱与崇高。

军队支援湖北医疗队雷厉风行，

又一次展现了人民军队“听党指挥、

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雄风。他们

迎难而上，舍生忘死的勇气，也为抗

疫文学提供了绝好的素材。商泽军的

诗《母亲的情怀》写了“一位白雪淹

没了头顶的母亲”对远在抗疫战场的

儿子，通过手机视频叮咛，作者一句

“中国的母亲，是最懂国家危难的母

亲”的诗句感人至深。陈先义的诗

《青春的面孔》，以素描的笔法，将一

位奔赴前线的女兵写得栩栩如生，“当

祖国一声令下，这些娇艳的玫瑰，都

在炮火下绽放，这些美丽的腊梅，都

在凛冽寒风中飘香”。还有黄亚洲的

《解放军来了》、谢克强的《誓言》、张

庆和的《蓝天上飘过一朵朵白云》、马

克的 《除夕夜，他们出征》、东来的

《天使，我想牵住你的白羽》等诗歌都

生动地展现出中国军人在祖国最需要

的时刻，含笑告别亲人，毅然奔赴战

场的动人场景，读之有“白刃格斗，

杀喊声声”的震撼。

每当中华民族在经受重大考验的

历史关头，总会涌现出作家的声音，

他们用作品去鼓舞人们的斗志，去弘

扬不屈不挠的民族精神。抗疫文学的

声音，往往在悲壮中让人感受到一种

共克时艰的力量，感受到不屈不挠的

中华民族精神。

三

灾难文学的写作，是检验一个

作家良心的试金石，其作品反映的

也是一个作家良知。汪曾祺先生认

为创作中最重要的是作家自己的思

想，是作家用自己的眼睛对生活的

观察，自己的感受和思索，自己对

人生的独特的感悟。这就需要作家

要有历史使命感、社会责任感和艺

术良心。想当年，人在狱中的田汉

先生抄在香烟盒包装纸背面的 《义

勇军进行曲》 歌词，就是他在国难

当头时的悲情之作，传唱至今，并

成为了国歌。“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

的时候”的歌声，鼓舞了一代又一

代的中国人。

每当灾难降临，作家的使命感就

会驱使他们用手中的笔去“参战”。

在我看来，诗歌和散文是灾难文学的

“轻骑兵”，虽没有小说和长篇报告

文学的那种厚重，却有拔剑而出的激

情。其实，这种状态是符合创作规律

的。一般来讲，小说和长篇报告文学

的创作是需要素材积累和创作周期

的，相对也会滞后。钱钢的《唐山大

地震》 是作者历时 10年才创作出来

的。毕淑敏的《花冠病毒》也是2003

年的非典素材，酝酿沉淀了 8年，直

到 2012年才问世。这类厚重的文学

作品，由于没有了时效性，更注重的

是对历史的沉思。

当前的抗疫文学创作是为配合前

线抗击疫情鼓与呼，相对时效性强，

鼓舞斗志，战胜疫情，便成了创作的

主旋律。当然，这也不排除作家在写

作中所产生的思考，以及对某些现象

的反思，这二者其实并不矛盾。弘扬

真善美，鞭挞假恶丑，不但是灾难文

学创作的主题，也是整个文学创作的

主题。有人将鼓劲与反思截然对立起

来，这显然是片面的。但凡传世的作

品，都是二者有机的结合，偏颇一

方，反倒是错误的。试问一下，前线

的将士正在浴血奋战，此时此刻，我

们不去讴歌他们，不为他们鼓劲助

威，良心又何在呢！

一个作家不可或缺的就是社会责

任感和历史使命感，犹如史铁生所

言：“文学是大脑对心灵的巡查、搜捕

和捉拿归案”，一个有使命感的作家，

应具备“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

乐而乐”的家国情怀。面对新冠肺炎

疫情，作家理应以笔为枪，贴近生

活，贴近人民，感悟人生，创作出无

愧于我们这个时代、无愧于人民的优

秀作品来。

灾难文学与作家的使命
■剑 钧

文化时评

近日，第 72集团军某旅

侦察二连组织狙击手展开伪

装潜伏、精确狙杀、狙击战

术等课目训练，在实战中打

磨提升狙击手的综合能力。

图为训练前，狙击手们相互

涂抹迷彩油。

刘自华摄

战地迷彩

在一起
■文 辰 宇 峰

寒冬里 我想你 不能去看你

风雪中 我念你 默默说爱你

在梦里 拥抱你 不想再分离

党旗国旗军旗

激励我们奋勇向前

苦难绽放奇迹

坚强展现魅力

分分秒秒分分秒秒

守候你平安的消息

千里万里

我们的心在一起

梅花开 再欢聚 听凯歌响起

情相伴 爱相随 心无所畏惧

在一起 不分离 大地生生不息

党心民心军心

万众凝心聚力

苦难绽放奇迹

坚强展现魅力

胜过千言 胜过万语

是你平安的消息

生死相依

我们的心在一起

永远在一起

人民军医
■魏泽光

无影灯前是你坚守的阵地

灾情一线是你奋战的疆场

哨所边关留下你微笑的脸庞

高山海岛见证你火红的信仰

厚德仁心是你永恒的本色

人民信赖是你最美的勋章

白色战袍面对过太多的病伤

迷彩征衣挺起那钢铁的脊梁

人民军医啊，人民军医

甘于奉献哟，大爱无疆

你用生命播种希望和暖阳

让那军字招牌永远闪闪发亮

抗疫出征（插画） 北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旅 唐建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