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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主席在中国文联十一大、中国作

协十大开幕式上的重要讲话，对繁荣发

展新时代文艺做了一系列高瞻远瞩的

阐述，深刻揭示了文艺与时代、文艺与

人民、文艺与创新的内在联系。习主席

指出：“要把提高质量作为文艺作品的

生命线，内容选材要严、思想开掘要深、

艺术创造要精，不断提升作品的精神能

量、文化内涵、艺术价值。”这些重要论

述系统阐述了“创新是文艺的生命”的

深刻内涵，对我们守正创新开拓军事文

学创作新境界提供了重要启示。

近年来，军队文艺战线深入贯彻

习主席关于文艺工作的重要论述，特

别是关于军队文艺工作的重要指示精

神，坚持为强军服务、为基层服务、为

官兵服务，追寻姓军为战初心本真，加

快推进转型重塑，队伍建设迈出新步

伐、精神状态呈现新面貌、为兵服务取

得新成绩，呈现出重整行装、扬帆启航

的崭新风貌，为强军兴军提供了有力

文化支撑。

与此同时，我们也要清醒看到军

队文艺在形式创新、空间拓展、传播力

度上，与热火朝天的强军实践，与官兵

渴望的文化需求还存在距离。特别是

在信息时代和全媒体条件下，军事文

学的生存空间、表现手段都发生了重

大变化，当前的强军时代渴求深度解

读，传统文学受到挑战，艺术表达需要

不断创新。军事文学面临着模式化有

余，个性化不足；脸谱化有余，时代性不

足；作品量较少、传播面不广等问题。

而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今天

波澜壮阔的改革强军伟业，蕴藏着极

为 丰 富 的 创 作 资 源 。 在 全 球 化 背 景

下，我们要突破对军事文学碎片化、功

利化的理解，站在新形势下建构中国

军队话语权的思想高度，重新调整军

事文学创作观念和思路，为塑造国家

形象、军队形象贡献力量。

古往今来，优秀文艺作品必然是

思 想 内 容 和 艺 术 表 达 有 机 统 一 的 结

果。一名作家创新突破的艺术勇气有

多大，往往决定他的作品能够走多远；

作家站得越高，他塑造的人物就看得

越远。宋代学者罗大经在《鹤林玉露》

中说，李白、杜甫之所以为“诗人之冠

冕者，胸襟阔大故也”。沈德潜《说诗晬

语》则以“襟抱”名“胸襟”：“有第一等襟

抱，第一等学识，斯有第一等真诗。”

首先是在创新的主体上，习主席

指出，“要有学习前人的礼敬之心，更

要有超越前人的竞胜之心”，迈向更加

广阔的创作天地。目前，新生代作家

在描写讲述宏大壮阔的强军实践时，

整体力量还显得比较薄弱，无论写人

或叙事，仅仅是一种“实录”或“状写”，

一些局部描写不能说不生动，但整体

开掘上还缺少推窗见海、洞察全局的

深刻作品。新时代军事文学创作要勇

于承前启后，突破前人，在更大范围内

获得尊重与肯定，增强自我突破的勇

气。过去的一些战争文学由于想象力

有限，形成了“五老峰”——老题材、老

人 物 、老 语 言 、老 情 节 、老 结 构 ，创 新

性不够。今天军事文学也产生了很多

模式化、套路化、呆板化的“新八股”。

很多现实题材作品给人以“似曾相识”

的印象，暴露出一些作者对主旋律和

时代精神片面、狭隘的理解。

习主席在论述创新的意义时，引

用作家柳青的话说：“每一个时代的文

学，都有新的写法。”文学创作既要避

免照搬跟风、克隆山寨，也要避免复制

自我、抄袭自我。创作是不断追求超

越的田径赛。面对今天风雷激荡的强

军伟业，我们正处在一个英雄辈出的

时代，每一位官兵都是历史的创造者、

承担者和见证者，都是挺进在强军征

程上的平凡英雄。真正具有创新精神

的文艺作品，离不开对人性、人情、人

文的关怀追问。我们军队作家要善于

从小关节处见大境界，于无声处听惊

雷，去发掘那些平凡之中的伟业，细节

之中的宏大，琐碎之中的辉煌，通过讲

述平凡人的酸甜苦辣，从平凡中发现

不平凡，展现非凡，让新时代官兵英雄

形象在人民心中焕发新的光彩。

其次是在创新的方向上，要做到

“学古不泥古、破法不悖法”，激发军事

文学创新的活力。习主席强调，“故步

自封、陈陈相因谈不上传承，割断血脉、

凭空虚造不能算创新。”一个作家如果

把握不好创新的理性尺度，缺乏社会责

任担当，他无论写什么作品都不会自成

高格，也绝不可能写出这个时代真正的

英雄。当下，我们要对军事文学创作的

两种极端保持警醒。无论宏大叙事还

是回归平凡，只是叙事方式、创作风格

的不同，而不能用片面替代整体，肢解

英雄的主体形象。当前一些革命战争

题材的作品中，在对革命英雄主义精神

做另类解读与戏剧化处理时，有的把

“人文叙事”极致到“戏谑庄严”的地步，

有的存在英雄形象被泛娱乐化、粗鄙

化、草莽化的现象，这些显然是对文艺

创新的一种误读，使所谓创新走向“猎

奇”的极端。

我们需要认清，文艺创新的方法有

千百条，但艺术的本质却不可背离，必须

把握好文艺创新的方向和尺度。军队英

雄人物身上折射出理想主义的光芒，不

仅是引领先进社会潮流的一面明镜，也

是高蹈于现实之上的一面旗帜。让“英

雄”回归“平凡”，是为让大众真切感受英

雄的不平凡。今天，强军兴军的伟大实

践，军事训练改革、武器装备更新、官兵

主体成分改变等，都为军事文学创作提

供了深厚的素材。军事文学要把创新

“标尺”定在确保战斗力提升上，把创新

“准星”瞄在时刻准备打仗上，创作出更

多新时代的英雄人物，拿出更多凝神聚

气的优秀作品，激励广大官兵的强军意

志，培育新时代战斗精神。

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是中华民族

独特的精神标识，是当代中国文艺的

根基，也是文艺创新的宝藏。军事文

学创新，不但要适应新的使命任务要

求，还要把艺术创造力和中华文化价

值融合起来，把中华美学精神和当代

审美追求结合起来，以多样化的创作

形式和表现手法实现新的跨越。

第三是在创新的路径上，习主席指

出“文艺创作是艰辛的创造性工作。练

就高超艺术水平非朝夕之功，需要专心

致志、朝乾夕惕、久久为功。”文艺创新

是一项艰巨劳动，绝无一夜成名、一夜

暴富的终南捷径，绝非光怪陆离、荒腔

走板的跟风逐名。唐代史学家刘知几

为他心目中的理想史家开具三个条件：

史才、史学、史识。正因有了这种研究

历史的公正之心，才能锻炼出自己独有

的史识、史鉴、史胆能力。

面对改革强军惊涛拍岸，面对形

势任务深刻变化，军队作家不转型不

行，转慢了也不行。这是一场贯通过

去、现在和将来的“时代大考”，更是一

场 检 验 能 力 、觉 悟 和 境 界 的“ 精 神 大

考”。全程记录改革强军的伟大历程，

巨笔微雕人民军队的历史画卷，我们

承担着远比前人更加艰巨复杂的时代

重 任 ，也 肩 负 着 无 比 光 荣 的 使 命 担

当。在这个过程中，强军征程中的许

多选题都具有重大价值，文艺创新面

临亟须填补的重大空白。如何突破目

前军事文学存在的创作瓶颈，反映军

队改革的伟大进程，回答人民群众对

改革强军的热切关注，新时代军队作

家担负任务之重前所未有，转型重任

之大前所未有。这就要求我们应该像

当年前辈作家到边境一线去采风生活

一 样 ，组 织 作 家“ 北 上 南 下 ”“ 追 赶 兵

车”，打破建制、混合编组、深入基层，

不是以“创作员”头衔去采访，而是以

“战斗员”身份去体验。唯其如此，军

队作家才能建立起与时俱进的创新体

系和文化自觉，用更雄阔生动的语言

讲述当代军人的喜怒哀乐，讲述人民

军队的光辉征程，以坚定步履迈向打

赢未来战争的文学战场。

（作者为中国作协十大军队代表

团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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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龙

1964 年我刚踏入军营，第一个感觉

是部队特别重视宣传文化阵地建设。

黑板报被视为连队的“微型报纸”，既是

连队宣传思想文化的重要阵地，也是战

友们展示才华的舞台。全团各连都比

着办黑板报，都想把自己连队那个“小

报”办得最好看最有特色。我们排六班

长姓冯，写的板书很美。连部文书姓

苗，会画画。两人强强联合，办的黑板

报图画格外清新、板书格外精妙，全连

战友争相阅读。团政治处组织黑板报

评比，第一名多次被我们连队夺得。我

每次看黑板报，心都痒痒的，也想给黑

板报投稿。有一天，终于忍耐不住写了

一篇关于王跃民班长清晨提前起床给

食堂挑水的新闻。没想到第一次出手，

竟在黑板报上全文刊发。看着“刘秀

品”三个字出现在连队的“微型报纸”

上，连队战友路过时都驻足观看，我心

里甭提有多高兴了。第一次投稿连队

的黑板报命中，使我信心大增。每次黑

板报更换内容，我都积极投稿，逐渐成

了连队黑板报的骨干通讯员。

除了连队黑板报这个思想文化阵

地，团广播站更被视为团部的“广播电

台”，除天天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节

目 外 ，每 天 还 有 20 分 钟“ 部 队 新 闻 播

报”。指导员鼓励我：“刘秀品，你有些

稿件写得还算通顺，可以将你觉得好的

稿件投给团广播站嘛。开始可能选不

上，多投几次就有可能选上。”经指导员

鼓励，我把自己觉得不错的稿子抄一遍

送给团广播站，没想到也是首发命中。

这样，“刘秀品”三个字不但在连队的

“小报”上亮相，还在团部的“广播电台”

播出了。为鼓励我多写稿，指导员特别

向文书交代：“奖给刘秀品一本稿纸。”

有连首长的支持鼓励，我写稿积极

性更高了。连队有好人好事，我就写。

没有好人好事可写，我就写诗歌、散文，

反正是想到什么就写什么。

当我的名字在连队的“小报”和团部

的“广播电台”上频频出现的时候，只当

了几个月五炮手的我，就被任命为五班

副班长兼瞄准手，并由列兵晋升为上等

兵。1964 年 8 月，我又由上等兵晋升为

下士，在全师几千名四川新兵中，大多数

人还是列兵，晋升为上等兵的也不多，而

当下士的只有为数极少的几个，算是凤

毛麟角吧。

1965 年初夏时节，部队转入夜间训

练，每天晚上 10 点钟开训，凌晨 3 点钟

结束。开始夜间训练没几天，连部接到

团政治处通知，点名要我参加团宣传股

组织的报道骨干培训，时间半个月，并

告知这次培训很重要，团里专门请了军

区报社编辑来授课。指导员和连长对

报道工作历来重视，为了使我夜训和参

加报道骨干培训两不误，免除了我的一

切勤杂事务。

我是五班副班长兼瞄准手，瞄准手

可是大炮的眼睛，如果瞄准手训练不

好，大炮成了瞎子，那可要影响全连训

练成绩。我挤时间参加团报道骨干培

训，军事训练一点不敢耽误。1965 年

秋，全师八五加农炮兵集中在大连甘井

子靶场进行实弹射击考核，我们连六门

炮参考，有两门炮三发三中，三门炮三

发二中，一门炮三发一中，在全师所有

参加考核的八五加农炮兵连中，成绩名

列前茅。而我们这个小组则取得三发

三中的好成绩，为连队争了光。参加考

核的所有瞄准手中，我军龄最短，练习

时间最少，取得成绩最好。连长在全连总

结表彰大会上提出一个口号——全连瞄

准手向刘秀品学习。

军事训练取得了不错成绩，可写稿

成绩却平平。报道骨干培训结束后团

里有好几位已陆续在军区报纸上登稿，

而我写了好几篇稿件，除了在团广播站

播出，报纸上连泡都没有冒一个。但我

没泄气，继续坚持写。时间哪里来？使

劲挤啊。午觉不睡了，星期天节假日也

不休息。也就是从参加团报道骨干培

训起，我养成中午不睡午觉的习惯。

尽管我努力不懈，拿出吃奶的力气，

写了不少文章，全都是写给编辑部的“参

考消息”，一篇都没有变成铅字。好在我

没有因为屡战屡败而放下手中笔。

“苟有诚信，金石为开”，1966 年春

节刚过，离我参加团报道骨干培训班还

差一个月满一年。一天上午，我们全连

正在炮场擦拭火炮，连部通讯员毛羽瑞

拿着一张报纸跑进炮场，见了我就喊：

“刘秀品，你写的文章发表了，指导员要

我专门送来给你看看！”毛羽瑞走到我

身边把报纸递给我。

我拿着报纸，果然看见我写给军区

报社的一篇议论文在第四版头条位置

刊发。那是我结合当时美帝国主义在

越南发动侵略战争，依靠强大空军，不

停地派飞机对越南人民进行狂轰滥炸，

越南人民在我国的帮助下，英勇反抗，

多次将美帝国主义飞机击落。我根据

这个新闻事实，写了一篇小评论，说明

正义的战争得道多助，非正义的战争失

道寡助，最后胜利一定在正义者一方。

题目是编辑改的，编辑还对文章进

行过精心打磨，使文字更精炼、更通顺、

更耐读了。拿着那张报纸，我心发慌、口

发干、手发抖、喉头哽咽，禁不住热泪盈

眶。文艺复兴时期的西班牙小说家、剧

作家、诗人塞万提斯把作品比喻成作者

“精神的产儿”，这是我的第一个“精神的

产儿”，我也有自己的“精神产儿”了。

我一屁股坐在炮架上，把那份稿件

从头到尾至少连看 5 遍，一边看，一边

流泪，手抖得报纸哗哗响。炮架是大炮

的 两 条 腿 ，炮 手 只 许 抬 只 许 擦 ，不 许

坐。平时班长王跃民只要见谁的屁股

一挨炮架，就嚷嚷着批评：“起来！起

来！就你那屁股金贵，敢拿炮架当凳子

使！”此时见我一副着了魔的样子，竟把

脑袋凑过来，看着报纸，见报纸上有我

的名字，咧着嘴笑了，说：“嘿嘿，恭喜副

班长，名字登上报纸啦！”全班战友都围

过来，瞪着眼看我坐在炮架上流泪抖

报纸。

在军区报纸上刊登文章，据说全团

还是第一次。

“五班瞄准手刘秀品的文章登上了

军区报纸，这很不简单。文章在连队的

黑板报上登出，那是连队的水平；文章

在团广播站广播，那是团里的水平；文

章在军区报纸登出，那是军区的水平！”

晚点名时，连长给全连干部战士高声朗

读了我的文章，还说了这样几句话，把

我捧得很高。

这一下，我真的成了连队的小名人。

现在看来，那篇小议论文恐怕连真

正的文学作品都不是，根本不值一提，

但那是为我这一辈子从事文字工作垫

下的第一块砖，甚至可以说是我人生命

运的转折点。所以，我把那次登稿刻在

了心里，至今念念不忘。

难忘我的“第一篇”
■刘秀品

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之一李大钊曾

说：“大凡一个纪念日，是吉祥的日子，

也是痛苦的日子；因为可纪念的胜利，

都是从奋斗中悲剧中得来的。”

因此，在革命历史的长河里，那每

一朵浪花都值得我们追忆。

红军长征翻越党岭山时，面对敌人

的围追堵截和恶劣的自然环境，一些红

军战士永远倒在了雪山上。一天，红四

方面军兵站部部长吴先恩爬上雪山时，

发现有牺牲战友的遗体还暴露在风雪

中，其中一个战友从雪堆中露出一只胳

膊，拳头里好像攥着东西。他小心翼翼

掰开战友的手，发现烈士手里紧握的是

一张党证和一块银元。党证上写着：刘

志 海 ，中 共 正 式 党 员 ，1933 年 3 月 入

党。面对此情此景，吴先恩怀着崇高的

敬意，含泪对烈士说：“志海同志，你的

党证和最后一次党费，我一定替你转交

给党！”

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 85 周年的时

候，有人撰文说，烈士刘志海只有 17岁。

抗战期间，《大公报》曾发表该报记

者与一位不知名的战士的对话：“你多

大 了 ？”“16 岁 ！”“ 你 觉 得 抗 战 能 胜 利

吗？”“我们一定胜利！”“胜利后，你想干

什么？”“那个时候我已经死了！”

今天再读这个 16 岁战士视死如归

的豪言壮语，怎能不让人血脉偾张，泪

水滂沱……

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小学课本上，几

代人都读过刘胡兰的事迹。刘胡兰因

叛徒出卖被捕。敌人恼羞成怒：“你小

小年纪就不怕死？”她斩钉截铁地回答：

“怕死不当共产党！”刘胡兰壮烈牺牲

时，年仅 15 岁。毛泽东挥笔为刘胡兰

题词，“生的伟大，死的光荣”。刘胡兰

的事迹一直教育和影响着后人。2009

年，刘胡兰被评为 100 位为新中国成立

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之一。

在牡丹江畔的江滨公园耸立着一组

著名的石雕群像——“八女投江”。八女

投江的事迹，也一直震撼着一代代后来

人。1938 年 10 月，东北抗日联军第 2 路

军第 5 军妇女团政治指导员冷云，率队

西进，队伍在牡丹江地区乌斯浑河渡口

与日伪军遭遇。已行至河边准备渡河的

妇女团 8名官兵，指导员冷云 23岁，最小

的女战士王慧民只有 13 岁。为掩护大

部队突围，她们分成 3 个战斗小组与日

伪军展开激战，主动吸引日伪军火力，使

部队主力得以迅速摆脱敌人攻击，但她

们自己却被敌人围困于河边。在背水作

战至弹尽的情况下，她们果断毁掉枪支，

然后昂着头，相互搀扶，英勇坚定地走进

激流翻滚的乌斯浑河，壮烈殉国。

被 中 共 中 央 宣 传 部 授 予“ 时 代 楷

模”称号的吉林省汪清县退役军人金春

燮，退休后一直在为抗联烈士做树碑立

传工作。2006 年的一天，金春燮在汪清

党史史料上看到朝鲜族金锦女烈士的

一篇史料，看着看着，止不住的泪水流

淌下来……为抗联烈士树碑立传，史料

来源必须准确无误，要经得起历史和后

人检验，来不得半点马虎。经过春夏秋

冬的实地走访和艰难核查，金春燮终于

印证了金锦女烈士的事迹和党史史料

完全一致。

1922 年，金锦女出生于延吉县依兰

镇春光村一个贫苦的朝鲜族家庭，她 11

岁时，日本鬼子一下子杀害了她的爷爷

奶奶、爸爸妈妈等 10 多位亲人，复仇的

怒火在她胸膛中燃烧。她听说汪清有

“东满抗日根据地”，就毅然决然地告别

唯一的妹妹，步行 10 多天找到根据地。

东满特委将领看她能歌善舞，就把她安

排到儿童团宣传队。一次，东满特委要

送一份秘密文件到 80 公里外的腰营沟

根据地，经过再三考虑，组织上决定派

聪明伶俐的金锦女。就在她胜利完成

任务返回时，遭到日本鬼子逮捕。敌人

给她饼干和糖块，诱惑她说出秘密，她

把唾沫吐到敌人脸上怒斥：“你们杀害

了我家里多少人！别想从我这问到一

点东西！”气急败坏的日本鬼子活活把

她打死了。金锦女牺牲时年仅 12岁。

金春燮不忍再看下去了，因为这个

小烈士，连一处墓碑都没有留下来。“我

们对烈士的欠账太多了！”金春燮决心

要为这株“永不凋谢的花朵”建一座纪

念碑。在烈士牺牲 76 年后，“金锦女烈

士纪念碑”终于落成。76 年的长夜太漫

长了，以至于烈士的妹妹金锦淑“见”到

姐姐金锦女时长跪不起……

去 年 ，央 视 播 出 的“ 故 事 里 的 中

国”，讲述了长篇小说《红岩》出版发行

后创作的话剧《江姐》及其后来的一系

列相关影视作品，感动感染了几代中国

人。从中，也让今天的孩子们知道了当

年同样是少年的烈士的故事。

在 过 去 小 学 课 本 上 ，我 们 都 读 过

“小萝卜头”这个人物。“小萝卜头”就是

宋振中烈士。他牺牲时不满 9 岁。他

的遗骸被发现时，两只小手在胸前死死

地握着，里面握的是狱中老师送给他的

一小截铅笔……

1942 年 7 月 7 日，抗战 5 周年纪念

日之际，朱瑞作为我党的高级干部，撰

写了《悼陈若克同志》：“她死得太早，是

革命的损失！妇女的损失！也是我的

损失……但她的死又是党的光荣！妇

女的光荣！也是我的光荣！因为她和

我们前后的两个孩子，都是为革命而牺

牲了……以牙还牙，以血还血，让我们

心里永远联结着亲爱与仇恨，一直斗争

到最后的胜利吧！”

一位先辈说：“所有季节里的花，都

开不过灵魂里的花。”革命先烈特别是

那些少年烈士，是开在我们灵魂里的

花。正是他们的鲜血，才浇灌出今天中

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灿烂黎明。

开在灵魂里的花
■孙永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