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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观察

观文艺之象，发思想新声

记忆（中国画）
李 振作

第5075期

回望 2020年的军旅小说，可以说坚
守中有新貌，艺术创新持续发力，题材内
容不断拓展；既直面抗击疫情等重大现
实，又持续跟踪强军兴军的崭新实践，同
时在抗日战争、抗美援朝战争等历史领
域深入探寻；收获了一批兼具思想高度、
写实力度和情感温度的优秀作品。

军旅长篇小说厚重中显奇崛，平实
里蕴真味。

丰饶厚重的战争历史依旧是军旅
长篇小说开掘的富矿。小说家们普遍
以史实为依据展开想象，注重彰显英雄
精神和人性光辉。徐贵祥的《英雄山》
在抗战大历史中展开关于生存、理想、
信仰、英雄等诸多形而上问题的想象和
思辨，进一步丰富了战争历史题材小说
的英雄人物谱系，揭示了信仰之于永恒
性英雄的意义。王筠的《交响乐》通过
书写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这场伟大的战
争，既写出了一个民族站立起来的灵
魂，又传达了一个爱的主题——沟通人
性之爱、人类之爱，表现了深厚的人文
主义情怀（朱向前语）。赵大河的《羔
羊》以抗战时期腾冲城里诞生的女婴
“我”的视角为主线，讲述一个家庭经历
的牺牲与救赎，呈现人物身上的高尚情
操和内心的道德律令。余之言的《生死
叠加》聚焦革命战争中的密码破译事
业，讲述敌我双方的密码高手围绕编码
与解码、设局与破局等展开的殊死交
锋，于人性的幽微中映射出信念的高
蹈。韩梦泽的《愤怒的钢铁》以志愿军
第九兵团某部一个连队的战斗经历为
线索，生动演绎了志愿军战士的战斗经
历。小说既有对宏大历史背景的呈现，
又有对个体意志和人性力量的彰显。

当代题材的军旅长篇小说在刻画人
物形象时，尤其重视对现实感的建构以
及对时代精神的反映。石钟山的《五湖
四海》写的是奋斗者的故事，通过主人公
刘天右一系列不平凡的经历，描摹出军
人的情感和精神世界。曾剑的《向阳生
长》以个人成长史写家族史进而折射民
族史，既写出一个 70后乡村少年杨向阳
成长岁月中的压抑与温暖、屈辱与感动，
也反映了时代的风云变化。王昆的《天
边的莫云》对军队援藏医疗队的艰苦工
作和日常生活描写得细腻入微，于传统
与现代的冲突中表呈出高原生活的独特
风情，也映衬出军医的坚韧、牺牲与大
爱。李伦的《青春绿军装》生动描摹了二
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军旅生活的纯真质
朴，抒写出军人的理想信念与奉献牺牲
精神。

饶有意味的是，深耕历史题材的
小说家们皆秉持现代叙事技艺，这使
得他们的作品既厚重磅礴又奇崛瑰
丽。《英雄山》采用的灵魂叙事是对“英
雄传奇的‘现代性重构’”。《羔羊》中既
有现实主义的工笔描摹，也有现代主
义的复调、通感与象征，涉及史实的部
分一丝不苟，虚构部分又有浓重的魔
幻色彩。《生死叠加》更是引入了元小
说的叙事策略，作家既是案件当事人
又是故事叙述者，嵌套式的叙事视角
与错综复杂的故事架构，将幻觉、情
绪、传说、迷局、暗示等元素融入了对
密码战争的书写。相较于战争历史题

材的奇崛瑰丽，2020 年的当代题材军
旅长篇小说可谓平实中蕴波澜。几部
作品大都可视作广义上的成长小说，
顺时序地讲述主要人物从懵懂到成熟
进而深刻的过程；叙事的笔触如涓涓
细流缓缓流淌，给坚硬的故事披上温
暖的外衣，温情而诗意地传达出对时
代精神的体察与理解。

2020 年的军旅中短篇小说整体上
呈现出枝繁叶茂的蓬勃态势。

老作家徐怀中的《万里长城万里
长》描写了一位奇迹般从“植物人”状
态恢复过来的老英雄的幽深记忆和生
活情状，文字疏朗，况味深远。朱秀海
则以《校枪》《篝火边的曾扩红》等延续
着他的“永不妥协”系列创作。前者的
故事线索是祖孙两代的价值观冲突，
主题则是历史真相不能被扭曲、战争
暴行不能被原谅。小说通过“爷爷”的
回忆，再现了抗日战争中少年守护洞
口、抗击日寇的壮烈场景；同时，面对
孙女的无知和遗忘，面对日本人虚伪
的隐瞒和不真诚的解释，“爷爷”的反
思与批判震撼人心。《篝火边的曾扩
红》讲述的是红军长征时期的故事，关
乎动摇与坚守、背叛与忠诚。小说中，
老红军曾扩红收到一个自称“女儿”的
人编写的一本人物传记，故事由此展
开。书里书外两个曾扩红重叠又分叉
的人物经历，象征了红军的成长与壮
大，小说意在为红军铁一般的信仰立
碑。两部小说都采用当下和回忆交替
出现的叙事策略，回忆既交代前因也
为当下情感力量的迸发蓄势。同时，
不断陷入的回忆有时直接变成对人物
心理世界的意识流叙事。小说语言带
有强烈的人物个性色彩，老一辈军人
特有的性格和作风也跃然纸上。

中青年作家对战争历史的掘进也
收获颇丰。周诠的《龙关战事》书写了
战争特殊状态下的人物命运和人物心
理变化。田耀武的《宋庄，宋庄》描写了
宋庄村民端掉日军炮楼的故事，故事情
节紧凑，人物群像丰满。王秀梅《第四
个航海人》讲述了“叔叔”这个家族第四
代航海人充分发挥个人才智，打击日本
侵略者的传奇故事。李伦的《于此安
息》写一位弥留之际的老军人对解放战

争中一次战斗的追忆，再现了情势之危
急复杂、战斗之悲壮惨烈。孙志保的
《玉蝴蝶》写的是一则夫妇锄杀汉奸的
故事，情节跌宕起伏、引人入胜。吴向
东的《葱岭战事》塑造了一位长征时期
遗留在路途上的老红军，隐姓埋名帮助
解放军消灭残敌的故事。上述作品大
都正面描写战争与斗争过程，注重故事
情节的精彩与“好看”。此外，较有特色
的作品还有陶丽群的《七月之光》与李
荃的《断锦》。前者讲述了一位老兵的
仇恨、荣耀和尊严，通过与过往经历的
和解，老兵重获精神与身体的双重自
由；后者则致力于特定时代背景下青年
军人的成长过程与心理描写，张扬了人
性中的真善美。

中青年作家在书写当代题材时，
更加注重与当下现实的同步，显露出
强烈的现实主义美学风格。西元的
《春天里》写一名援鄂医疗队的医生
扛住家人感染新冠肺炎的精神压力，
在点滴付出中化解内心不安并逐渐
获得力量的感人故事。小说依靠叙
事人“我”的观察和疑惑一步步推进，
叙事巧妙且不落俗套。钟法权的《风
过昆仑》聚焦部队移防这一特定情
境，塑造了旅长冯振东这一典型形
象，艺术地展现了新时代革命军人的
顽强作风和奉献精神。韩光的中篇
小说《凉州词》，是对上世纪七八十年
代纯真年代的深情回望，语言质朴，
情感深挚。作者采用第一人称的叙
事角度，对“我”的心理活动描写真实
可感、细腻动人。高满航的《夜半无
眠》聚焦部队基层，视角独特，以小见
大。周继松的《第二战场》描写了转
业干部在扶贫事业中磨砺自己、自我
实现的心路历程。董夏青青的《礼
堂》与《孢子》延续了她一贯的智性写
作路子，通过一种极具生活触感的现
实描写和富于现代色彩的叙事方法，
写出了时代的变化与个人的成长。
精确而坚硬的文字中，透露出情感的
细腻与柔软，传递的是作家对时代与
人性的思考与洞察。
《解放军报》长征副刊的“故事兵

阵”专版为军旅小小说创作提供了集
中展示的平台。童村的《半块青萝

卜》、王筠的《岭上无战事》分别截取抗
日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中的局部片
段，描写可歌可泣的英雄壮举。《摘星》
《聆听铁轨的声音》《主发射号手》《跃
动的火焰》等作品书写了当下现实生
活中的新情况、新状态。超侠的《战士
石》在叙事手法、小说结构和军人情感
表达等层面都富有创新的锐气，作品
也入选了中国小说学会年度小说排行
榜。

还有一些当代题材的军旅中短篇
小说着重刻画人物，礼赞军营。徐贵祥
的《班务会》通过一场特殊的班务会，解
决矛盾，争取团结，礼赞了真挚的战友
情。文清丽的《她从云上来》《花似人心
向好处牵》等仍以戏曲为媒介描绘女军
人形象。前者借戏曲小生的视角表现
聪颖的空军女飞行员对理想事业的坚
守、对爱情的向往；后者则将一位有博
士学位的女军官的坚韧品格刻画得栩
栩如生。陆颖墨的《丛林海》《海之剑》
将海岛军犬“金刚”描写得丰满立体、
英勇可敬。石钟山的《大姐的从军梦》
《二姐的激情岁月》《福贵大哥》《琴声
悠扬》等“哥哥姐姐”系列小说书写了
“哥哥姐姐”们在时代大潮中的搏击与
沉浮，写出了生命的暖色。曹晶的《永
不消逝的电波》书写两代密码机要工
作者的情怀，刘晓珍的《香格里拉来相
会》描写了亲情的珍贵，李宏的《毛营
长的不对称对决》与梁洪涛的《暗光》
则注重对军人“硬汉”形象的刻画，钟
法权的《三叶岛》以抒情笔调描绘了三
位守岛战士的性格与情感，富有象征
意味。王昆的《渡海登岛》由对侦察兵
的激情想象展开叙事，细节丰富、故事
鲜活。曾剑的《哨兵北舞》则诗意地描
绘了大学生战士的戍边经历和心路历
程。丰杰的《底牌》尝试以日期的错综
排列来制造小说的陌生化效果，显露
出“新生代”军旅作家的锐气。

小说叙事的技法与作家的文学观念
是紧密相连的。整体而言，“新生代”军
旅作家对小说形式、语言、技巧的敏感与
自觉因应着对新的军旅经验与军营生活
的真切体验与观察，这样的尝试也蕴含
着新时代军旅小说创作进一步深化、拓
展的可能性。

写实力度传递情感温度
—2020年军旅小说回眸

■高 静

2020年的军旅诗歌创作，在新冠肺
炎疫情突发的背景下没有缺位失语，以
抗疫为主题的创作持续发力，有效发
声，充分展现出中国军队和军人的担当
与情怀。

军旅诗人创作的“抗疫诗”，弘扬英
雄精神，传递温暖力量，富有自身特色。
在全民打响疫情防控阻击战之际，《解放
军报》长征副刊推出了 3个“抗疫诗”专
版，集中表达了军人在疫情来临时的无
所畏惧与忘我精神。如周志方的《致无
名天使》，细腻地表达出了军人那种深
沉的英雄情怀和炽热的情感力量。

2020 年是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
朝出国作战 70周年，《解放军报》长征副

刊和《解放军文艺》都刊发了主题诗
歌。这些诗多是有感而发，情深意长。
峭岩的《把秋天举过头顶》将读者的思
绪一下子带回到了那个火热的战争年
代，激发出对军人的热爱与敬意。

近年来，青年军旅诗人成长迅速，
创作活跃，渐成阵势。军旅青年诗人朴
耳参加了第 36 届青春诗会，并推出了
诗集《云头雨》。她的诗语言清新活泼，
在思想和形式层面富于深度和新意。
短诗《遁形》显露出诗人观察生活的别
样视角和体验。她的很多诗作，既有军
旅诗歌传统的阳刚崇高的力量感，也传
递出女诗人特有的柔和与温情。雷晓
宇发表在《诗刊》2020 年 1 月上半月刊

“每月诗星”栏目的《雪中的敌意》表现
出了离家多年、人在军旅的生命体验。
每一个军人的身后，都有着亲人的理
解、支持和付出，这些构成了雷晓宇诗
歌中的浓厚感情和爆发力，读来令人动
容。此外，青年诗人艾蔻、王方方、彭流
萍等在创作上也不断出新，显露出新意
和锐气。

2020年，一些较为成熟的军旅诗人
的创作依旧十分活跃。他们的诗歌作
品讴歌军队使命，彰显军人情怀，描写
军营生活，持续为军旅诗歌的创新鼓与
呼。赵琼发表在《解放军文艺》2020 年
12 期的短诗《看一群孩子玩纸飞机》写
出了对飞机的那种亲近感，所谓感情至

深，才有佳句出现。再如《解放军报》
2020 年 7 月 6 日发表的诗人杜志民的
《枪、我与子弹》，诗中有这样的诗句：
“在枪支成为我手臂的那天/在子弹成为
我眼睛的那天/在火舌成为我呼吸的那
天/祖国有了平与安的哲学意义/我，才
有资格坦然地与神圣比肩而站”，真切
地吟唱出了军旅诗人对祖国、对人民、
对枪和子弹的情感认知，写出了军人的
本色，表现出了广大军人“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的奉献精神。

军旅诗歌是一片非常广阔的天地，
期待更多年轻的诗人能参与到军旅诗
歌的写作中来，新时代的军旅诗歌气象
一定会更加繁盛恢宏。

抒写军旅现实 张扬英雄情怀
——2020年军旅诗歌一瞥

■陈 朴

2020 年，军旅报告文学在聚焦强
军兴军、反映抗击疫情等非战争军事行
动、关注军队参与扶贫工作、讲述军营
故事等各条战线、各个领域持续发力，
以文学视角展开观察、记录和思考，通
过一篇篇有立场、有思想、有温度的作
品完成了强军征程上的时代报告。
《解放军报》长征副刊和《解放军

文艺》等平台成为军旅报告文学发表
的主阵地，反映军队抗疫行动的报告
文学作品传递出驱散阴霾、鼓舞人心
的文学力量。弓艳聚焦抗疫一线，创
作了《永不停歇的脚步》《她们的绽
放》《鏖战火神山》《再战赴荆楚》等作
品，记录下军队抗疫行动背后的感人
故事。李燕燕、朱广平的《战场之
约》，讲述了陆军军医大学的医护人
员奔赴疫区的壮举，刻画了毛青、赵
孝英、蒋小娟等新时代军医群像。李
宏的《7200 分钟的战斗》，讲述了火箭
军某基地官兵们在疫情发生之后舍
小家顾大家、奉命开赴疫区的故事。
傅宁军的长篇报告文学《心中的旗
帜》，讲述了以退役军人为骨干的江
苏如东供电共产党员服务队，多年来
为当地群众解困帮难，在疫情肆虐之
际挺身而出、服务社会的感人故事。
此外，令人印象深刻的抗疫题材军旅
报告文学作品还有王昆的《火神山第
N次破晓》、仇秀莉的《在“红区”的军
姿》、杨玺的《英雄之河》，韩光、上官
明的《巾帼四次上战场》等。从作者
队伍看，既有长期笔耕的成熟作家，
也有来自基层部队的新人。这些反
映军队抗疫行动的作品生动诠释了
伟大抗疫精神。

2020 年，军旅报告文学见证了强
军兴军的铿锵步履。《解放军文艺》发
表了多篇现实题材优秀作品。赵雁的
《最长情的告白》，讲述了我国载人航
天工程航天员系统副总师李莹辉带领
科研团队探索航天医学前沿的事迹。
姚杜纯子的《太空之女》，讲述了女航
天员刘洋的故事。汪瑞的《雪域“黑
鹰”》，讲述了喀喇昆仑山某边防团士
官申亚非的故事。这位绰号“黑鹰”的
老兵，他的军旅之路堪称理解“生命禁
区”戍边生活的秘密通道。章熙建的
《远离硝烟的征战》，将目光投向军队
全面停止有偿服务这一题材，展现了
军队换羽新生、自我革命的勇气。孙
利波的《生命弹道》，讲述了年仅 33岁
的西部战区陆军某旅火力科科长倾志
明在青藏高原牺牲奉献的感人事迹，
令人真切感受到高原戍边官兵的赤子
之心和心灵高度。杜善国的《战将受
阅》，聚焦我军阅兵史上首次出现的领
导指挥方队，沿着一条内心之路，写出
了“明日战场，试看谁与争锋”的豪情，
展现了改革强军的新成就。此外，李
永飞的《“神瞄”喜子》、杨永刚的《红与
蓝的“握手”》，陈先平、吴飞亚的《剑
锋》，拼接出火箭军部队官兵矢志打
赢、练兵备战的全景图。

以文学方式讴歌时代、礼赞军营、
关注现实、塑造人物，是军旅报告文学
的传统。《解放军报》长征副刊开设“奋
斗·青春”专栏，聚焦“最美新时代革命
军人”的动人事迹。李宏的《送你一捧
索玛花》，书写了火箭军某部军官沙子
呷的感人故事。贾秀琰的《迎向梦里那
片海》，讲述了海军陆战队某旅连长何
龙以强军为追求，带出一支铁血连队的
事迹。王祖来的《“兵专家”的冲锋》，讲
述了联勤保障部队某团二级军士长张
俊凯紧盯战场，练就过硬技能，以“工匠
精神”守护车辆装备的故事。报告文学
以真实为生命，但延续这种生命却离不
开富有创新意识的采访和写作，需要将
鲜活的素材和闪光的思想融入文本。
刘长胜、秦诗凯的《“静”水流深》，讲述
了军事科研人淳静的故事，他被同事们
誉为阵地上的定海神针，这一形象堪称
新时代军事科研工作者的生动写照。

研究军事，研究战争，研究打仗，
是新时代军旅报告文学创作的主攻方
向。江永红的《面向明天的战场》，记
录了“红军”官兵征战今日沙场、走向
明天战场的收获与思考。作品以实战
化训练为纲，立场鲜明地反对训练场
上的形式主义，记录了军队向实战化
练兵的转型和变化，读罢令人拍手称
快。向勇、邢鸿剑的《金色伞徽》，将目
光投向科尔沁草原，讲述了陆军某特
战旅女兵伞降教员佟传蕊和战友们逐
梦强军的故事。林平的《深海尖刀》，
讲述了海军某潜艇紧贴实战练兵，时
刻保持着箭在弦上、闻令而动的状
态。夏德伟、赵俊如的《霸王花开》展
现了海军陆战队某旅两栖侦察女兵们
别样的青春风采。

在关注军队扶贫工程方面，同样涌
现出一批优秀的报告文学作品。谢建
乐的《迈丹的五星杨》，将目光投向了国
家级深度贫困村迈丹村，讲述了一茬茬
戍边官兵像挺拔的五星杨一般守护这
座正在变得越来越美好的村庄的故
事。王雁翔在《军人本色》中讲述了军
转干部金进将扶贫的阳光雨露带到黔
南远山之中，以这种本色方式演绎退役
军人情系人民的大爱与大义。这些作
品呈现了守护和平发展与建设美好家
园之间的深刻关联，让军队参与的扶贫
工作闪现出时代精神的光亮。

近年来，随着民族志、田野调查等
社会学知识的跨界融合，报告文学在潜
移默化中发生改变，作家与历史、时代
的对话正在进入新的思想高地和精神
旷野。2020 年，军旅报告文学生动诠
释了红色基因与强军精神的血脉图谱，
对历史题材尤其是党史军史题材的开
掘越发具象深入。

黄传会、舟欲行历时十载，采访大
批海军老兵和相关历史事件亲历者，推
出长篇报告文学《中国海军》，展现了几
代人民海军指战员艰苦创业、英勇奋斗
的事迹，作品入选国家新闻出版署公布
的 2020 年度“优秀现实题材文学出版
工程”。兰宁远推出长篇报告文学《中
国飞天路》，全景式再现了中国载人航
天工程“自主创新、重点跨越、支撑发
展、引领未来”的飞天之路。

2020年是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
朝出国作战 70周年，相关内容的军旅
报告文学作品折射着时代背景下人性
与理想的光辉，诠释着伟大二字的深层
含义。江永红推出了反映共和国勋章
获得者李延年事迹的报告文学《永远的
高地》。张子影历时数年走访抗美援朝
战争亲历者，推出了长篇纪实文学《跨
过鸭绿江》，在写实、叙事等诸多方面展
开探索，兼有史学与文学融合的特色。
王龙的长篇纪实文学《迟到的勋章》讲
述了战斗英雄柴云振深藏功名 33载，
最终与躺在老部队荣誉室里的勋章重
逢的故事。这些作品让人们对“最可爱
的人”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

近年来，随着跨学科融合对非虚构
写作、报告文学创作产生的影响日益加
深，历史学、社会学等多学科知识为文
学注入了更加新鲜的血液。丁晓平的
《致敬！最可爱的人——编辑〈志愿军
一日〉的那些人那些事儿》，从编辑视角
讲述了红色经典《志愿军一日》编辑出
版背后的故事，让人们认识到口述历史
并非狭义的写作方法或文本创新，而是
有着血脉深处的文化传承、担当精神和
历史情怀。此外，李春雷在《短篇报告
文学的道与技》一文中认为短篇报告文
学创作更加需要“文学的自觉”，这些思
考对军旅报告文学创作具有重要的启
示性。

综观 2020 年的军旅报告文学创
作，深入群众、深入生活、深入现场的
优良传统得到了彰显，有志于此的作
家们正在靠过硬的脚力、眼力、脑力、
笔力夯实作品的质地，从而让军旅报
告文学作品携带更丰富的时代信息，
讲述更精彩的强军故事，呈现出更加
辽阔的军旅现实。

强
军
征
程
上
的
时
代
报
告

—
—

二
〇
二
〇
年
军
旅
报
告
文
学
综
述

■
陈
海
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