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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观察

观文艺之象，发思想新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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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人民楷模”王继才事迹创拍的

电影《守岛人》，6 月 18 日在全国公映。

这部精心制作的电影，以强烈的艺

术感染力，让人们再一次真切感受到王

继才同志的守岛生涯与人生境界。与此

同时，在喜迎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之际，

这部作品也再一次引发了人们关于人生

价值、英雄精神等相关话题的思考。

这是以英雄为题材的优秀文艺作品

的特殊魅力。这也是英雄精神与时代精

神交相辉映，在文艺作品中的生动呈现。

一

相对于很多以复杂剧情、炫目特效

为看点的商业大片而言，电影《守岛人》

更多呈现的是一种源自日常生活的朴实

细腻的美感。片中，一段父子对白、一场

岛上联欢会、一幕妻子为丈夫理发的场

景，都会在看似平和中触动人的心弦，在

看似简单中催人泪下。

为什么会这样？从艺术创作的角度

说，这种平淡朴实的细节及其背后流露

出的真挚情感，耦合了观众的普遍情感

逻辑；作品的“召唤结构”与观众的“期待

视野”实现了共鸣。从现实生活来说，因

为“人民楷模”王继才同我们每个人一

样，并非不食人间烟火的超人，也是有血

有肉的普通人；他内心的酸甜苦辣，遇到

的矛盾挑战，都是我们能够感同身受的；

他的伟大，也正是源自于他的平凡和朴

实。“一件事，一辈子”“人这辈子能干好

一 件 事 ，就 不 亏 心 ”“ 你 守 岛 ，我 守

你”……影片中这些朴素的语言，都真切

折射出王继才、王仕花真挚而纯粹的内

心世界。

伟大的灵魂，常常蕴含于平凡的人

生。32 年、11600 多个日日夜夜，300 多

面 国 旗 ，巡 岛 、观 天 象 、护 航 标 、写 日

志 …… 这 些 看 似 平 常 的 事 情 ，铺 垫 起

“人民楷模”王继才纯粹而崇高的精神境

界。当然，王继才对守岛事业有自己的

坚守，对父母、妻子、儿女也有自己的歉

疚。包括对守岛这件事，他也经历了从

盼着早日下岛到终生守岛的情感起伏。

但最终，他在年复一年、日复一日的平凡

生活中，铸就了不平凡的人生，让一座精

神丰碑在我们面前高高屹

立。

坚守平凡，创造非凡，

王继才是千千万万个平凡

英雄的代表。我们不能忘

记，张思德、雷锋、张富清、

杜富国……都曾是一名普

通的战士；我们不能忘记，

在并不遥远的革命战争年

代，那些直至牺牲都没有

留下姓名的无名英雄；我

们不能忘记，曾经在抗洪

抢 险 、抗 击 非 典 、抗 震 救

灾、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

各个阵地上，不知有多少

不为人知但一直在默默奉

献的普通人。

这些平凡英雄，他们

也过着平淡生活，品尝着

各自的喜怒哀乐、酸甜苦

辣，但是他们身上浸染着

中华民族的英雄气质。这

种英雄气质，让生活在不

同年代的他们，仿佛有着

相似的面孔，有着共同的

表情。可以说，平凡英雄

是中华民族英雄品格的生

动注脚，是中华民族在关

键时候彰显强大凝聚力、

战斗力的根本支撑。

在 时 代 进 步 的 潮 流

里，每一朵浪花都闪烁着

光芒。日常生活中，我们

每个人，都可能成为英雄。

二

“开山岛虽小，也是祖国的领土，我

要让国旗永远在岛上高高飘扬。”电影

《守岛人》在一开始就有王继才在狂风暴

雨中护卫国旗的镜头，并多次呈现在不

同情境下升国旗的场景。

国旗，在王继才心中有着至高无上

的地位，也承载着他对家、岛和国家的真

诚热爱。《守岛人》之所以触动人心，一个

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王继才强烈的家国情

怀，激起了观众的广泛共鸣。

中华民族是最强调家国情怀的民

族。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没有国，

哪有家？这个朴实的道理，蕴含于中华

民族数千年的历史轨迹里，更积淀在代

代优秀炎黄子孙的血脉里。“天下兴亡，

匹夫有责”“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

避趋之”“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

十州”……深沉的家国情怀，是中华民族

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们民族英

雄人物的鲜明特质。我们真诚敬仰他

们，用心歌颂他们的事迹，很大程度上是

因为他们身上展现了我们内心共同的价

值追求。

当然，我们也应该看到，家国情怀不

仅蕴含在惊天动地的伟大事业当中，也蕴

含在普通的生活点滴与平凡岗位上。当

一个人的生活以家国天下为坐标，平凡的

生活也就有了更加深远的价值和意义。

哲人说，我们每个人都是在不断选

择中度过人生的，不同的选择造就不同

境界的人生。诚如斯言，即使再平凡的

人生也充满了诸多选择。当我们回看历

史中的人生，当我们思考自己的人生，不

同的人生选择总会令人感慨万千。选择

常常让人困惑，也常常让不同人在人生

的十字路口就此分野。

王继才选择以守岛作为终身事业，

其实面对诸多选择上的矛盾。在已经超

期守岛的情况下，他本可以申请离岛，但

他为何以守岛为终身事业？在身边好友

忙着发家致富的时候，王继才本可以选

择 加 入 ，但 他 为 何 丝 毫 不 为 此 动

心……电影《守岛人》在铺陈这些选择矛

盾时，也彰显了一个坚定选择。那是一

个把“大”永远放在“小”前面、把“国”永

远放在自己前面的坚定选择。

择何处立、向何处行，蕴含着价值取

向，折射出人生追求。作家冰心说：“一

个人只要热爱自己的祖国，有一颗爱国

之心，就什么事情都能解决，什么苦楚、

什么冤屈都受得了。”是的，当一个人把

自己的人生选择，与家国连在一起的时

候，他的视野和心胸就会自然开阔起来，

作出的选择自然就会超越

自我，实现人生格局与境

界的升华。反之，如果我

们只是嘴上说着“热爱祖

国”，而心里只想着自己那

一亩三分地，眼里只有一

己之私利，又何谈家国情

怀？

今天，我们所处的伟

大新时代，是一个催人奋

进的时代、大有作为的时

代，也是一个个人价值选

择更加丰富多元的时代。

王 继 才 先 进 事 迹 告 诉 我

们，家国情怀并不是空洞

的词汇，而是蕴含在我们

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中。

观看电影《守岛人》，仔细

品味王继才在不同情境下

的选择，让我们能够从一

个独特侧面感悟生活和生

命的哲理，并激励我们超

越选择困境，超越小我利

益，在国家民族进步的步

伐中找到个人价值，在时

代洪流中书写精彩人生。

三

电 影《守 岛 人》的 片

名，本身是一个有着丰富

内涵的意象。

家 就 是 岛 ，岛 就 是

国。“岛”，一边连着家国，一边连着岗位和

阵地。“守岛”，意味着“保家卫国”，也意味

着坚守自己的岗位和阵地，担负起应有的

责任和义务，并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由

此，“守岛”精神有了更加普遍的意义和价

值。

“守岛”意味着担当，意味着坚守，意

味着为国家民族的进步事业无私奉献。

从这个意义上说，“开山岛”已经超越了

地理概念，与新时代需要的价值追求与

精神境界紧密相连。在实现中国梦强军

梦的伟大征程上，我们每个人脚下都有

一座“开山岛”，我们都是“守岛人”。我

们把自己的“开山岛”守得怎么样，王继

才为我们提供了一面镜子。这是“守岛”

精神的时代价值所在，也是电影《守岛

人》的深意所在。

英 雄 是 立 在 身 边 的 丰 碑 ，榜 样 是

看 得 见 的 哲 理 。 回 顾 历 史 ，在 我 党 一

百 年 的 非 凡 奋 斗 历 程 中 ，一 代 又 一 代

中国共产党人顽强拼搏、不懈奋斗，涌

现 出 一 大 批 视 死 如 归 的 革 命 烈 士 、一

大 批 顽 强 奋 斗 的 英 雄 人 物 、一 大 批 忘

我奉献的先进模范。他们的岗位虽然

不同，但都有一颗拳拳赤子之心，最终

让自己的生命在共和国的记忆中留下

闪 亮 的 印 记 。 多 少 年 来 ，以 他 们 的 事

迹为素材的文艺作品数不胜数。这些

作品承载着人们对英雄的无限敬意和

深刻理解，更以艺术的特有感染力，激

励着更多中华优秀儿女在自己的岗位

上 接 续 奋 斗 ，推 动 着 各 行 各 业 谱 写 新

的 华 章 。 从 一 定 程 度 上 说 ，一 个 时 代

的崇高精神由此在更多人身上得到彰

显 ，一 个 民 族 的 精 神 风 貌 也 由 此 得 以

长久保持着青春与活力。这是一种文

化自觉，也是一种文化自信。

开山岛是一座小岛，也是一座精神高

地。电影《守岛人》在此前的首映和点映

场次，已然引起观众热烈反响。来自部队

的观众表示，看了影片更坚定“守护疆土

的强烈责任感和使命感”；女性观众则“为

他们夫妇二人相濡以沫的感情深受感

动”；有的观众边看边落泪，哽咽着说，“他

们艰苦的生活让人心疼，但他们不向苦难

屈服的那种劲头又让人震撼”……未来，

相信将有更多人把目光再次聚焦开山

岛。人们从电影《守岛人》，从开山岛，从

王继才身上究竟感受到什么，因何而感

动？每个人的表述可能会不一样，但每个

人要表达的意蕴又可能汇成一个共同的

答案。新时代是属于奋斗者的时代。我

们每个人脚下的路都不一样，属于我们自

己的“开山岛”也有着不同的景观。然而，

正是这千千万万个“开山岛”，构成了我们

壮丽的祖国；正是这千千万万“守岛人”肩

负起应有的责任与担当，在平凡中坚守，

在奋斗中前行，才汇聚起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磅礴力量。

大 海 、国 旗 、孤 岛 、灯 塔 、礁 石 、巨

浪 ……回看电影《守岛人》呈现的故事

和场景，我们仿佛看见一位目光坚毅的

勇者在海边巍然挺立，就像那翱翔于海

天之间、在暴风雨中搏击长空的海燕，

永远在我们的记忆中定格。“孤独的岁

月，寂 寞 的 春 秋 ，你 是 我 一 生 最 长 的

守 候 ……”在《我 用 生 命 守 护 你》的 深

情旋律中，“守岛人”给我们留下一个永

远的背影，也给我们立起一副鲜明的精

神面孔，那是属于新时代奋斗者的精神

面孔。

我们都是“守岛人”
■栗振宇 马 晶

《七 月 ！ 七 月 ！》（团 结 出 版 社）是

诗人峭岩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

周 年 而 创 作 的 长 诗 。 近 年 来 ，峭 岩 的

长诗明显地呈现出一种对历史、现实、

正义、英雄等热烈的融入和关注，诗人

飞 翔 在 理 性 与 情 感 的 天 空 ，以 俯 瞰 的

姿态将现实与历史的意象进行分类与

整合，让文字闪烁出诗性光芒，进而建

构一种具有鲜明时代感与审美力量的

诗意图腾。

现代语境下的宏大叙述，更加有赖

于作品中恢宏、峭拔、唯美的意象呈现；

是那种具有强大冲击力和感染力的语

言的铺展与现代意识的贯通，继而达到

一种既具有时代特征又不乏记忆沉淀

的情感表达。继《烛火之殇——李大钊

诗传》《遵义诗笔记》之后，诗人峭岩又

完成了长诗《七月！七月！》的创作。这

是 诗 人 用 了 5 个 月 的 时 间 写 就 的 一 部

长诗，是一个老诗人对党的历史的深情

礼赞。我由衷地被峭岩的那份忠诚和

执着所打动，更为他的老当益壮和不断

向着新的艺术境界探索、开拓的精神和

努力而折服。

长 诗《七 月 ！ 七 月 ！》是 一 部 弘 扬

主 旋 律 、充 盈 正 能 量 的 作 品 。 写 好 这

一题材的难度很大，要求诗人在观念、

语 言 、意 象 、结 构 等 方 面 都 有 所 创 新 。

事实上，峭岩诗歌创作的自我重塑、创

新 、突 破 的 道 路 ，最 早 始 于 20 世 纪 90

年 代 ，从 散 文 诗 集《幽 幽 绿 地 幽 幽 情》

和《生命散板十四行》便已开启。此后

的 创 作 实 践 ，印 证 了 峭 岩 的 自 信 与 坦

诚 ，除 了“ 史 诗 三 部 曲 ”，这 一 时 期 ，他

又 创 作 了 长 诗《萧 萧 班 马 鸣 —— 萧 军

诗传》《落红——萧红诗传》，结集出版

了《峭岩文集》（12 卷）。

《七月！七月！》在文本上超越了一

般性的主题诗歌创作模式。“七月”已不

再是一个普通意义上的时间概念，在峭

岩心目中，“七月”是名词中的动词，是

火光、道路、真理。问题的关键是，要想

真正亲近、把握这一百年乃至更长的时

光长河，就要在特定的时间与空间节点

上，将诗人的情感、身影与七月的内涵

重叠，而这种重叠既是形而上的又是真

切实在的。

从这个意义上说，身影不是物理意

义上的存在，而是一种诗意的在场，是

诗歌意象生成的产物。当诗人的身影

与历史的进程高度吻合、重叠之后，二

者相融相生再造为一个新的、完整的诗

歌意象体系，也就是诗人所追求的“另

一个诗意空间”。峭岩说，他打开这重

空间大门的钥匙不是别的，就是采取了

“隐喻”“远离”“遥瞰”的手法。有了这

个高蹈、奇崛的立意之后，也就确定了

这个“名词中的动词”的相关含义。七

月是昂扬挺立的行走的流光，是岁月额

头上纵横交错的沟壑；七月是母语的叮

咛与述说，是河流穿越土地的沉重与回

响；七月是古老故事里的坚硬外壳，是

夜晚召唤黎明的一缕缕向上的火焰；七

月是一首走过百年栈道的长长的断句，

是一个民族浩瀚语言中刻骨铭心的标

点和符号……

我恍惚看到/七月的胸膛上生长着

血性的庄稼/那琼枝玉叶在风中叮当作

响/有天马行空的勇士/有带血的头颅在

飞翔/掌控七月的人们/飞檐走壁/手执

火焰//他们是造世的神啊/此时，我第一

次把自己当诗人/请一切纷繁远离我/远

离我/我要和七月长谈

——（《七月！七月！》之一）

我们在七月的精神原野里站立/是

一缕向上的火焰

——（《七月！七月！》之三十）

用历史的眼光来审视历史，就如同

用诗歌的审美来观照诗歌一样，让人们

由衷地感到时光的跳跃与那些文字的温

度同在。在诗歌的隐喻背后，我们依然

能清晰地感受到历史的脉搏和线索。而

对于诗意、诗境的再造，则布满长诗的角

角落落。诗人的用意很明显，就是试图

以诗歌的热量去融合、再现历史。

回 望 峭 岩 的 诗 歌 创 作 之 路 ，自 20

世 纪 50 年 代 末 延 宕 至 今 ，一 路 艰 难 跋

涉，执着前行。从第一部长诗《高尚的

人——白求恩在中国抗日前线》开始，

峭岩的创作便一发不可收。接下来的

长诗创作依次有：《静静的白桦林》《仰

望》《一个士兵和一个时代的歌》《遵义

诗 笔 记》《烛 火 之 殇 —— 李 大 钊 诗 传》

《萧萧班马鸣——萧军诗传》《落红——

萧红诗传》以及这部最新的《七月！七

月 ！》。 十 多 部 长 诗 的 创 作 量 ，对 于 一

个 再 勤 奋 、再 努 力 的 诗 人 来 说 也 堪 称

传奇，当然，这还不包括短诗、散文诗、

散文、传记和中等篇幅的抒情、叙事诗

歌等。

进 入 21 世 纪 ，峭 岩 进 入 了 长 诗 创

作 的 井 喷 期 。 这 期 间 ，诗 人 以 顽 强 的

毅力写出了以集体英雄主义为审美特

征 的 长 诗《遵 义 诗 笔 记》，接 下 来 便 是

李大钊诗传《烛火之殇》。这些作品集

中 代 表 了 峭 岩 长 诗 创 作 的 最 高 水 准 ，

它 们 以 各 自 的 品 质 和 风 范 ，呈 现 了 诗

人 在 不 同 时 期 的 思 想 高 度 和 艺 术 高

度。如果说长诗《遵义诗笔记》是对英

雄集体（红军将士）的缅怀以及对发生

在 特 定 地 域（遵 义）的 战 争 历 史 的 追

思，是将现实与历史进行有效的对接，

以 期 给 读 者 带 来 情 感 的 、精 神 的 启 迪

的 话 ，那 么《烛 火 之 殇》则 是 诗 人 怀 揣

着 强 烈 的 英 雄 情 怀 ，对 传 主（李 大 钊）

表达讴歌和怀念。这些作品分别代表

着 峭 岩 长 诗 的 不 同 主 题 、风 格 和 艺 术

追求。

长诗《七月！七月！》以恢宏的气势、

格局、视野通览了一百年来的七月以及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政党深深镌刻

在“七月”的红色记忆。在长诗的架构与

表述中，诗人没有采用传统的平铺直叙

的写实手法，而是运用宏观视角，采用大

体量、大腾跃的诗歌叙述手法。十个篇

章的架构不是“时间秩序”，而是思想提

炼后的“结晶体”。整部长诗就是由一个

个这样的结晶构筑成的，一个动感的七

月、行走的七月、生命的七月、梦幻的七

月、阳光明媚的七月跃然纸上。

我必须谦卑/低于一棵草/朴实于一

块泥土/不向夜空索取/也不独享一缕清

风/唯一索取的/是我的血

——（《七月！七月！》之三十七）

那披挂着大柏地的黄花的夜呢？/

那浸泡在湘江血水里的夜呢？/那欢腾

在吴起镇欢声里的夜呢？

——（《七月！七月！》之四十七）

当一场浩大的哲学思辨的盛宴进入

尾声的时候，我们意念中的辉煌历史，便

化 为 七 月 本 身 ，成 了 诗 人 所 要 歌 唱 的

虹。这里的“虹”是一种唯美的意象，也

是一种特殊历史生成的希望或理想。诗

人的所有努力，都是为了将这种浩荡、激

昂的叙述移植到人世间的泥土之上。这

是一片厚重的、殷实的土地，土地上有风

吹过，有思念和火，那是向上的火焰，穿

越生命的甬道。这时，时光的幕布被揭

开，那轮崭新的太阳被举上山岗，显露出

历史那摧枯拉朽的力量。

在《七月！七月！》的书写中，峭岩完

成了又一次诗歌的历险。这不是一次修

辞学意义上的长征，而是一次设身处地

的跋涉，这样的路途还很远，依然要不停

地走下去，因为诗歌本身，更为了那炽热

的情感、崇高的信仰。在这个由“七月”

构筑的场域里，那些至关重要的历史事

件一一复现。在这里，我们得到诗意的

历史回味，还有沉思、遐想。一切的艰

苦、悲壮、美好、幸福都融化在缤纷的诗

句里了。

细心的读者会从长诗中读到骨头和

筋脉，也能触摸到精神的翅膀。而这，正

是这部长诗的灵魂所在。

向上的火焰与诗意图腾
■绿 岛

电影《守岛人》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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