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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纪以来，军旅文学发展取得了
较为丰硕的实绩，却也面临着严峻的挑
战，尤其需要回答“我们是谁？从哪里
来？到哪里去”？中国军旅文学的每一
次繁荣发展都是一次自身觉悟觉醒的
过程，这就要求我们准确把握中国时代
发展主潮，探索重建当代军人精神世
界，始终坚持军旅文学发展特殊规律，
铸就足以代表一个时代中国军人精神
风貌的美学风范，为强军历史使命提供
强大精神动力，进而成为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文化先声。

纵观中国历史，每个时代都有属于
自己的美，诸如庄周的旷达飘逸之美，
魏晋的风流洒脱之美，两汉的正大堂皇
之美，盛唐的雄强庄严之美，两宋的文
雅精致之美，并且都形成了自身独特的
美学内蕴。这些美学风格的形成，无不
与那个时代的历史境遇有密切的关系，
好比种子，在不同的土壤环境里才会开
出形态各异的花朵。

作为中国文学大河一脉的军旅文
学，在将自身融入中国文学发展主潮的
同时，也始终保持着自身鲜明的美学特
征，这源于军旅文学发展内在规律的特
殊性。当我们悉心研读从《诗经》中的
战争诗一直到唐宋边塞诗词等为数众
多的历代军旅诗文，我们大致可以得出
判断，中国古代直至近现代以来的军旅
文学美学风格始终传承着一个主脉，他
们或悲壮激越，或慷慨豪迈；或沉郁雄
浑，或气吞万里；或刚劲苍凉，或天马行
空。正是由于其独特鲜明的美学风格，
使得军旅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始终占
有一席之地，也或从一侧面代表了一个
时代的民族文脉。

一代伟人毛泽东可以说是古往今
来仅见的一位深谙文学艺术及一切文
化形态对民族革命及武装斗争巨大影
响，并形成系统理论体系，而且还身体
力行、笔耕不辍，终成一代“正事写史、
余事写诗”，诗史合一的诗文大家。他
于 1942年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
讲话》（以下简称《讲话》），从理论和实
践上开启了在特定历史时期对党和军

队的文艺属性的重新认识，明确提出了
文艺要“为工农兵服务”的命题。此后，
部队文艺工作也相应地提出了“为战斗
力服务”的要求。毛泽东还创造性地提
出“两支大军”（战斗大军和文艺大军）、
“两个总司令”（朱总司令、鲁总司令）、
“精神原子弹”等说法，极大地充实和丰
富了《讲话》精神。

真正代表历史进步潮流的文学艺术
所释放的无穷能量，堪比装备精良的百
万军队。毛泽东作为中国共产党、中国
人民解放军、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
造者之一，不管是戎马倥偬还是日理万
机，他都文思瑰丽，气象宏大，给时代和
后人留下一批与中国革命相映生辉的宏
文伟词。特别是毛泽东诗词，经过半个
多世纪的传唱，不少篇章已然完成了经
典化的过程，以其豪迈大气、想象浪漫、
文采华美的鲜明美学风格傲立于中华诗
词之林。这种美学风格的形成与那个时
代历史潮流奔涌前进的整体风貌相一
致，集中代表了其中的精神底蕴，终将在
中国文学史上留下厚重一笔。

中国的军旅文学美学从来就不是
凭空造出的，它根植于中国的历史现实
境遇，代表了人们的普遍愿望，代表了
时代的热切呼唤，代表了国家的富强梦
想。一部《激情燃烧的岁月》悄然火爆，
点燃了人们血脉基因中对崇高理想的
向往，随之《亮剑》《突出重围》《士兵突
击》《历史的天空》等一大批弘扬英雄主
义、理想主义的黄钟大吕之音，轰鸣如
雷，强势回归，成为中国走向 21世纪伟
大征程的精神先导。

如果说，爱国主义、英雄主义是军
旅文学的风范，那么在当下，我们应该
更加旗帜鲜明地坚持这个传统，而不是
弱化这个传统。无论从历史经验还是
从现实要求方面讲，如果中国军人放弃
了对国家民族整体命运的担当，放弃了
对崇高精神价值的坚守与重建，放弃了
对正义战争的追问而堕入虚无主义，放
弃了牺牲精神而迷失于个体物欲，那就
意味着自身的消亡，意味着军旅文学的
消亡。

军队是一个国家与民族的守卫者，
军旅文学从某种程度上讲，是一个民族
文化精神的守望者，面对今天的中国与
世界，我们要问的正是：中国军人何
为？军旅作家何为？军旅文学何为？

军旅文学美学的创造离不开军旅
文学创作者这一主体。凡有军旅职业
经历者多会承认这样的事实，历史传统
的熏陶、训练任务的磨砺、军营生活的
烙印，乃至攸关生死的考验，都会对他
们的人生观、世界观产生潜在而巨大的
影响，从而形成一套带有军人特殊性的
观念。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这些观念上
升为一个军人特有的完整哲学思想体
系，我们称之为武德。军旅文学美学尽
管可以有多种多样的外部形态，但其思
想内核却必须建立在武德哲学的基础
之上。这样，我们就可以大致勾勒出军
旅文学美学主体创造的基本途径：首先
是军旅生涯的历练（修养），然后是价值
观念的形成（武德），最终是美学风格的
创造（铸美）。

自古而今，写出传世军旅文学作品
的人，多有戎马生涯经验。须知，军旅
文学当中所透露出的血性、激情、刚健、
雄浑、豪壮是无法学来的，也无法模
仿。毛泽东最优秀的军旅诗词大多诞
生于中国革命最艰难、革命战争最艰苦
的时期。我们可以简单比较一下李白
和毛泽东的两首《忆秦娥》（李白《箫声
咽》，毛泽东《娄山关》）。两首词韵脚一
样，但风格迥异。一为高古悲慨，一为
豪迈沉郁。毛词情景交融，要略胜李
词，尤其是结尾八个字，李曰：“西风残
照，汉家陵阙”，但毛曰：“苍山如海，残
阳如血”，其格调之悲凉、气韵之慷慨、
意境之阔大、画面之壮美、色彩之艳丽，
均比李词有过之，这大概也是因为毛泽
东的战争人生体验为李白所未有造成
的。李白是从旁观者的角度来发思古
之幽情，而毛泽东是亲历战争的统帅，
以笔蘸血，用生命写诗。

军旅文学之美往往诞生于生与
死、血与火的残酷考验之中，而不是诞
生在故纸堆、图书馆里，寻章摘句、皓
首穷经是无法成为军旅文学美学创造
的正途的。这也是为什么军旅文学能
够在中国文学大河中自成一脉，并形
成了有别于其他类型文学传统（如文
人传统）的独特传统。著名军旅作家
徐怀中以 90 岁高龄推出长篇小说《牵
风记》，深刻而诗意地反映了 70多年前
他追随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的战场经
历。在艺术上延续了作家悲悯隽永的
风格，在精神领域则持续思考战争与

人性等重大问题，且均有相当突破。
究其原因，这与他的战场经历有着密
切关系，是生与死、血与火将徐怀中带
到了别人难以到达的历史深度和难以
企及的思想深度。

军旅诗人朱增泉说过一句名言：
“我是军人，不是诗人。”细细品味其中
深意，他更看重自己的军人身份。否
则，也不会在近 70 岁时还要花整整 6
年工夫写出 5 卷本长篇战争历史散文
《战争史笔记》。他的参战经历和从政
经历给予他的军旅诗歌、散文美学风
格的滋养，成就了朱增泉创作独特的
军旅美学风格。他异常珍视中国文学
大河之中军旅文学这独特一脉，自觉
地以继承和弘扬这一血脉为己任，有
意识地不让自己的诗歌、散文沾染上
随性、柔弱、逼仄、感伤、厌战等习气。
我们并不排斥军旅文学借鉴和吸纳新
的资源，但过度的文人化、学院化、西
方化却不能带来中国军旅文学的真正
繁荣发展。因此，我们必须在“化”上
下功夫，在为我所用的时候坚持军旅
文学的特殊性，不能任“去军旅文学
化”倾向大行其道。

一种美学风格总是有着哲学底蕴
的支撑。杜甫的诗歌之所以表现出沉
郁风格，与他感时忧国的思想境界密不
可分；岳飞诗词中所流露出的激愤之
情，也是他的理想与现实相冲突的产
物；毛泽东雄浑豪迈、宽广瑰丽、桀骜不
驯的词风，与他本人坚定的革命信仰和
顽强的革命意志息息相关。因此，坚持
和弘扬军旅文学美学的中锋正笔，就必
须有健全的武德修养。
《孙子兵法》提出了战争的最高境

界：“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
这个原则既有中国传统文化主流价值
之中“止戈为‘武’”的和平理念，又强
调了战争的最终目的。我们在对其进
行整体把握的时候，不能仅仅落脚于
“不战”，更应认识到这个“不战”背后
要有一个国家民族发展谋划的总体战
略意图，要有强大的军事实力做支撑，
更要有将士用生命和无坚不摧的强烈
求胜欲望为保证。因此，“不战”与“伐
谋”“贵胜”不仅不相矛盾，而且相互砥
砺，彼此更加强健而有所作为，这是民
族性的可贵之处，也是中国传统武德
修养的真正血脉所在。

坚守军旅文学的美学风范
■朱向前 西 元

张方教授新著《马克思主义人文
学导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是作
者在军事院校讲授“马克思主义文艺
理论”课程的基础上撰写而成的一部
理论著作。具体而言，此书有三个方
面的特色。

一是倡导军事文艺所具有的崇高
美学。既然是军事院校的人文通识教
育，自然有其不同之处。作者专设“崇
高”一章，评析美学思想、自然界、人类
社会、艺术创作中的崇高。对于人类
社会“典型情境”中的崇高，作者列举
了一组英雄人物——多年留困匈奴但
气节不改的苏武、死守孤城终被叛军
所杀的张巡、暮年仍起兵讨贼的颜真
卿、慷慨激昂的岳飞、宁死不屈的文天
祥、视死如归的谭嗣同和秋瑾、用生命
和鲜血追求民族解放的抗日英烈。他
们都是家喻户晓的古今军事人物，共
同的品格是无畏、奉献、执着、正义。

崇高是当代军旅文艺的总体美学
特征。军旅文艺坚持现实主义原则，
追求纯正高尚的主题和阳刚劲健的风
格，凸显英雄主义和爱国主义精神。
崇高对个人、社会乃至国家和未来，都
有积极的导引意义，它是文化血脉、民
族精神、国家形象、军人品格、育人根
本、艺术精魂。而民族精神和国家形
象的崇高品格，恰可以通过军人这一
形象群体来展现。我军自创建后一以
贯之的核心品质就是“有血性”的战斗
精神。军事院校的人文教育把“崇高”
“有血性”的战斗精神作为要义，极其
必要。

二是引导青年提高人文素养和培
育健全人格。人文通识教育的基本目
标是人文素养的提升。此书对人文领
域重要观念的历史变迁和主要派别有
宏观细致的梳理，对人文艺术各种类
的主要特征有提纲挈领的概括，是一
本有助于大学生掌握人文知识和理解
文艺精要的适宜读物。读者可在平实
的叙述中体会思想的丰盈，在丰富的
事例中领悟审美的奥妙。尽管作者论
述人文学说，辨析学理，但讲境界、说
悲剧、论艺术，都强调价值意义，落脚
点在于人，特别是青年学子，着眼于健
全人格的培育和精神境界的提升。比
如，境界调剂心理、衡量艺术、指引学
问、营造人生，悲剧净化心灵、磨练意
志、深化思想、昭示真理。

作者笔触极其广博，从物质层面的
衣食住行，自然世界的山水星辰，到人
类精神层面的梦想、情绪、自由、道德，
以及儒道释等，涵盖人文百科。但他避
免抽象说理，通过一个人物、一个事例、
一部作品、一个意象，以小见大，见微知
著。如写“云”，先描述绘画和诗歌中的
“云”，后归纳作为审美对象“云”的意
义，从而巧妙地叙述了“取境”这一艰涩
问题。无疑，此书圆满实现了作者人文
通识教育的四点目标——思想、情怀、
品味和涵养，即正确的世界观和人生
观，对世界、人类和社会的人文关怀，

超凡脱俗的价值观念，以及健全优雅
的人格境界。

三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审视眼
光。此书之所以名为《马克思主义人
文学导引》，就在于坚持用马克思主义
的立场、方法和观点，用马克思主义的
眼光审视、评判优劣，力求提出自家之
言。比如，关于“认识”，尽管介绍灵魂
回忆、不可知论、经验、先验能力、直
觉、绵延、直观等学说，但经马克思主
义检验，它们仅是“片面的真理”，不足
在于缺少“实践”因素。再如，说“审
美”，借鉴马克思的说法，以“人的本质
力量的对象化”阐明美的本质的最重
要内涵；论艺术的功能，肯定宣传作
用，指出宣传目的是艺术作品的正能
量及其艺术价值的有机构成；讲批评
方法，侧重由恩格斯“美学的观点和历
史的观点”发展而来的“社会—历史批
评方法”。

一年来，教育部部署的“新文科”
建设逐渐引起大学人文教育者关注。
对于什么是“新文科”，众说纷纭，但认
为融合交叉是其特点之一，恐无异
议。可以说，《马克思主义人文学导
引》是贯彻“新文科”理念，特别是探索
军事院校人文通识教育新体系的一本
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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硝烟弥漫的革命历史在尘埃落定之

后依然牵动着当代人的心弦。记者滕新

书常年从事革命前辈的寻访报道，帮助

他们的后人考证先辈们的事迹。他通过

主动挖掘遗存的历史线索、实地走访、文

献辨析，勘误纠错，拨开一些历史疑云。

《一名记者的红色印记寻访》（中国海洋

大学出版社）就是由这些报道汇集而

成。本书不仅是滕新书半生新闻生涯的

总结，也是为了给明天的历史留下佐证，

同时希望能有更多的人从中受到启发。

书中收录的一些历史类新闻报道，如《十

年跟踪，让志愿军烈士魂归故里》《一字

之师，找到七十年前烈士安葬地》等篇

章，都颇具可读性，在环环相扣的故事讲

述中给读者上了一堂生动的爱国主义教

育课。

《一名记者的红色印记寻访》

给历史留证据
■季天宇

1985年 10月，我高中毕业后入伍，
从槐叶飘飞的齐鲁大地，来到了冰雪
已经覆盖的辽东半岛。

我读高中时就已经在一些报刊上
发表过诗歌，所以入伍后，白天和战友
们一起在雪地上走齐步、踢正步，滚打
摸爬，到了晚上，熄灯号吹过，指导员
就让我一个人在新兵连学习室里出黑
板报。

军务科韩凤林科长检查新兵连时
看到了我出的板报，新兵连训练刚一
结束，他就把我调到军务科当打字员。

当打字员是要有一定的文化知识
的，要能识别每一位首长、参谋、干事、
助理员或工整、或潦草的手写字，帮着
校对公文中写错或者打错的文字。很
多时候都要加班到午夜甚至凌晨三四
点，如果是应急的文件，通宵打字和用
滚筒油印也是很正常的事。繁忙的工
作对于我这个新兵来说也是一种磨
砺。

这里也给我提供了考军校的机
会。工作再忙，我都要抽出时间来复
习功课。考上军校也许能够让一个战
士更好地实现报效祖国的理想。到军
校报到的前夕，军务科为我召开了送
别茶话会。或许是韩科长知道我爱学
习，科里送了我一本盖着军务科公章
的《现代汉语小词典》。直到现在，它
还作为一份珍贵的礼物在我的书柜里
珍藏着。

军校里训练、学习就像织布梭子
一样忙个不停。每天晚上 9点钟熄灯
号吹过，宿舍里的灯就立刻全部熄灭
了。我作为学员队里的新闻报道员，
只能偷偷在被窝里打着手电，在稿纸

上写一些学员队里发生的好人好事，
或者写一些自己喜欢的诗歌。

军校每周出的校报都有我写的稿
子，大都是反映学员队里的训练、学习
情况。尽管文笔不那么优美，队长李
洪通还是投来了赞许的目光。我写的
诗歌等文字也陆续在《诗刊》《解放军
文艺》《长春日报》等报刊刊发。在当
时来说，也许他们认为那是不简单的
事。队长为此特许我可以在晚上 9点
以后到学习室学习。

自此以后，每晚熄灯号吹过之后，
我就来到学习室，阅读从学校阅览室
或者从吉林图书馆借来的书籍。读
书、写东西，那每一个夜晚的时光都是
如此珍贵。等到深夜两三点实在睁不
开眼了，便整理一下桌椅，关灯，锁门，
然后轻手轻脚进入 8个人的宿舍，躺在
床上就立刻进入了梦乡。感觉刚闭上
眼的工夫，嘹亮的起床号就响了起
来。我一个鲤鱼打挺，毫不犹豫地起
床，又与战友们一起沐浴着晨光，迎接
新的一天，精神抖擞地列队出操。

军校时光，我读了上百本书，写了
几百首诗，上百篇文章，为我以后考上
梦寐以求的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打
下了良好的基础。

30多年过去了，如今，虽然脱下了
军装，也有了自己的书房，但是读军校
时养成的良好习惯依然如故。每个夜
晚，读书、写作从来没有感觉累，有时
候半夜还到楼下看看月色星光。遥想
逝去的军营里的日日夜夜，我无比怀
念那些关心我的领导和战友，一份感
激涌上心头，感恩着艰苦军营酿出的
人生值得回味的甜蜜。

夜半读书忆军营
■郭宗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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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苑特稿

驰骋思想，谈古论今

新书评介

书海淘金，撷取珠玑

书苑随笔

启迪智慧，厚实人生

莎士比亚说过：“生活里没有书籍，

就好像没有阳光；智慧里没有书籍，就

好像鸟儿没有翅膀。”如果问，人为什么

非得读书，我想答案就是：生而为人，需

要文化的滋养和精神的成长。阅读是

最廉价的投资，是通往高贵最低的门

槛。万卷书香对生命的馈赠是不期而

遇的，却又是水到渠成的，厚积方能薄

发，只有借助阅读的力量，人生才能得

以繁茂，生命方能壮丽华美。

阅读获得追寻的力量。阅读是精

神之旅，是最近的诗和远方。通过阅

读，让远方进入我们的视线，在书籍中

找到属于自己的人生目标，激发前行的

勇气和力量。在追寻远方的时候，有

“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

找光明”；在追寻有尊严爱情的时候，有

“作为树的形象和你站在一起。根，紧

握在地下；叶，相触在云里”；在追寻梦

想艰难前行的时候，有“我们都是和自

己赛跑的人，为了更好的明天拼命努

力……前方没有终点，奋斗永不停息”。

追寻的过程是痛苦的，也是孤独的，也

正是在这痛苦和孤独的沙砾中，磨砺出

了真理和成功的华美珍珠。阅读之力，

蕴含于此。

阅读获得自信的力量。在阅读

中，我们深入思考、开发脑力，热爱、专

注、坚持、责任等优秀的品质潜移默化

地在阅读的过程中形成，生命的力量

一天天成长。在阅读中，我们懂得了，

人生不可能像电影一样回放，一定要

把握好当下，只有好读书、读好书，才

能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汲取智慧和力

量。在阅读中，我们可以通过书籍轻

松地领悟到别人用几十年甚至一生才

能悟出的人生哲理。正如在一次读书

会上，一位主持人动情地说：“我始终

相信，我读过的所有书都不会白读，它

总会在未来日子的某一个场合帮助我

表现得更出色，读书是可以给人以力

量的，它更能给人自信和快乐。”阅读

之美，皆在于此。

阅读获得成长的力量。一个人的

阅读史就是他的精神成长史。阅读会

在你的心田种下生根发芽的种子，最终

会让你成长为一个你想做的自己。要

有“博学之”的情操情怀。在阅读的岁

月中，要重点读好人生的“三本书”：读

好思想之书、读好专业之书、读好素养

之书。要有“审问之”的细探细究，尽信

书，则不如无书。对书中的要义认真研

究，书中的哲理专心参悟，书中的事情

多方考究。要有“笃行之”的坚定坚毅，

学用结合方为读书上策。要将书中哲

理和个人思想相结合，将书中学问和日

常生活相结合，将书中方法和日常工作

相结合，以此促进个人发展进步。阅读

之美，永驻于此。

凡有所学，皆成性格。常言道：“读

史使人明智，读诗使人灵秀，数学使人

周密，科学使人深刻，伦理学使人庄重，

逻辑修辞使人善辩。”多元文化的时代，

我们只有借助阅读的力量才能使生命

之树葳蕤生长、华美绽放。

前路漫漫，祈望书香随行；生命不

息，唯愿读书不止。

拥抱万卷书香
■周宇鹏 许生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