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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 读 汪 守 德 的 文 艺 评 论 新 作《梦

见 ——周振天创作艺术论》（作家出版

社 2022 年 1 月，以下简称《梦见》），不觉

间就被带入一片艺术的梦境。汪守德和

周振天都是长期扎根我军文艺战线的老

兵。那些经过时间淘洗与沉淀的文学哲

思和艺术经验，充盈着玉盘散珠般的质

感——在梦一般的世界里绽放晶莹剔透

的光泽。

一

人生的梦，多半是从童年开始的。

汪守德的文艺评论从周振天的童年生活

切 入 ，没 有 落 入 一 般 人 物 评 传 式 的 模

式。童年生活对作家而言，是贯穿于整

个艺术人生的不竭源泉；而对于批评家

而言，作家的童年生活，往往蕴含着理解

作家作品的深层密码。找到这些密码，

就能对作家的艺术人生有比较真切的把

握。这可以算是文学批评的一条基本规

律。

从《梦见》中，我们可以看到，周振天

的童年生活与他的艺术人生有着莫大的

关联。父母的革命生涯、家里的书香氛

围、天津街头的市井生活、家门口的儿童

电影院、14 岁就考入天津人民艺术剧

院的儿童剧团……这些经历积淀成为周

振天艺术人生的底色，那些故事、人物还

有文艺经典，让周振天永生难忘，也在不

觉间培育着一颗梦想之种。

种子的生命力量是强大而坚韧的。

回看周振天数十年来的创作轨迹，从长

篇电视连续剧《潮起潮落》到具有里程碑

意义的电影《红海行动》，从小说、话剧、

音乐剧到电影、电视剧、电视专题片，从

人物传记题材到革命历史题材，从部队

题材到地方题材，其创作范围之广、成果

之丰、分量之重，都是让人惊叹的。是什

么让他保持如此旺盛的艺术创造力？是

什 么 让 他 不 知 疲 倦 地 奔 波 于 各 个 现

场 ……在《梦见》中，汪守德像一位极具

耐心的匠人，一缕一缕地梳理着周振天

的心灵与创作轨迹，而且不时把目光投

向二者之间的关联。结果，汪守德又为

我们编织起一个新的梦境，其中自然有

我们想要的答案。在我看来，这是从童

年时代就已经培育形成的热爱。这种热

爱，就像一种原始冲动，总是在作家心底

有节奏地迸发出来。每当它奔涌而来，

便让作家点燃火一般的创作激情，调动

起所有的创作潜力和灵感。如此，我们

或许就理解了周振天在过去数十年间，

为何总是对创作抱着童真般的好奇心，

总愿意在陌生的时间深处享受孤独，总

能在不经意间拿出让人眼前一亮的作

品。就像根之于树，艺术已经成为他生

命断不可缺的部分。

二

当艺术成为生命的一部分，创作就

成为了一种生活方式。生活中的点点滴

滴，都在不知不觉中为创作铺垫、准备。

在《梦见》中，汪守德特别强调了周振天

深厚的生活积累。的确，这是周振天艺

术人生的一个鲜明特点，而且尤其体现

在海军题材创作上。

被特招进入海政话剧团后，32 岁的

周振天很快被派到部队代职锻炼。此后

多年，他总是抓住一切机会下基层、去海

岛、登舰艇，多次随舰艇出海，多次到海

军执行重大任务的部队，到那些最具典

型意义、最有代表性的部队去体验生活。

汪守德在“后记”中，谈到这样一个

细节。在写到在某潜艇代职的经历时，

他问周振天还记不记得当时那位艇长叫

什么名字。没过多久，周振天就传过来

一张照片。那是在一张有些发皱的、似

乎是笔记本的纸张上，用钢笔书写着潜

艇上的人员名单，打头的名字便是艇长

孙荫生。这令汪守德十分惊讶。几十年

过去了，这个名单还被周振天完好地保

存着。汪守德由此感慨：“对此，我只能

说这既反映了他对潜艇官兵所怀有的生

死与共的感情，也反映出他作为一个创

作者的细心与精心……我不知道在周振

天的宝盒中，还珍藏着多少并非只具个

人意义的宝物。”

这样的“宝物”有多少？可能没有人

知道，但是透过汪守德的介绍，我们知道

这些“宝物”一直深深影响着周振天的创

作与人生。比如西沙中建岛上的那畦青

菜。那是 1982 年 5 月，周振天随文工团

登上中建岛。当时，青菜尚没到收获时

节，但为了盛情款待远道而来的客人，官

兵从菜地里拔起了还没来得及伸展开叶

片的青菜芽。后来，周振天才知道，由于

环境恶劣，岛上种出的青菜是极为珍贵

的。官兵为了那畦青菜，不知费了多少

心血。为了确定什么时候吃这一畦菜，

党支部要专门开会研究。收割青菜的那

天，小岛仿佛过节一般。而当青菜被端

上饭桌时，战士们老半天没有人动一下

筷子……了解到这一切后，周振天的内

心产生了强烈的负疚感。好多年过去

了，中建岛之行仍使周振天难以忘怀，尤

其是岛上那畦青菜。

诗人里尔克说：“一切严肃的事情都

是艰难的，而一切又是严肃的。”对文艺

工作者而言，深入生活、体验生活是一件

非常严肃的事情，来不得半点虚假漂浮；

与军营生活的距离，也很大程度上影响

着军事文艺工作者的创作成就。从以电

视剧《蓝色国门》、话剧《天边有群男子

汉》、电影《天涯并不遥远》等作品为代表

的“远岛系列”，到以电影《蓝鲸紧急出

动》、电视剧《舰在亚丁湾》、话剧《深海》

等作品为代表的舰艇系列；从以话剧《海

军世家》、电视剧《潮起潮落》《驱逐舰舰

长》到电影《敬礼，我的教官》、人物传记

电视剧《海军少将张学思》等作品为代表

的海军发展足迹系列，周振天的海军题

材作品之所以丰厚，很大程度上来源于

他始终如一、不知疲倦地深入生活，为创

作累积起无数宝贵素材。同时，这也使

得他的海军题材作品，成为海军建设发

展历程的生动见证。就像汪守德在书中

评价的：“毫不夸张地说，他一个人的海

军题材的各类文艺作品，就如当代我国

海军军人形象的百科全书和人物画廊。”

更为重要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

些积累在周振天内心不断泛起、激荡，进

而升华着他对军人品格、人生境界、道德

精神、历史思辨等宏大主题的体悟。这

些体悟又被周振天不露痕迹地化作不同

作品中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动人心魄

的对白、让人难忘的细节等。周振天在

2020 年创作完成的话剧《深海》就很典

型。这是一部以“共和国勋章”获得者、

“中国核潜艇之父”黄旭华为故事原型的

剧作。其中，我们依然能感受到周振天

40 多年前代职经历的影子。这种影子，

当然不是简单的生活复刻，而是基于对

主人公精神世界的深切理解和热情歌

颂。作品展现的精神光彩，可以说是周

振天经过多年沉淀、用心捧出来的。对

此，汪守德评价说：“这就是军旅生活给

他的馈赠，也是他本身所具有的家国情

怀同主人公的精神世界融合在了一起，

使他的作品显现出源自真实生活而动人

心魄的魅力。”

三

家国情怀，是汪守德评论周振天艺

术创作的一个关键词。诚然，这是理解

周振天艺术人生的一把关键钥匙。而

且，这把钥匙打开的，除了故事之门，更

有隐含在故事背后的文化自觉。

在汪守德看来，周振天是一位内心

始终抱有一种理想主义情怀的军旅作

家。这让他在从事军事题材创作的同

时，也把观察的视野投向广阔的社会生

活，投向他所关注的整个电视剧行业。

面对电视剧创作在过去一段时间里出现

的 种 种 乱 象 ，周 振 天 产 生 了 深 深 的 忧

虑。由此，他也更加坚定，创作要从现实

出发，一定要从我们的民族情感、民族文

化中去寻找创新点，寻找文化与社会深

层的东西。

在《梦见》中，汪守德用较大篇幅分

析了那部传播极广的电视剧《神医喜来

乐》。汪守德认为，在看似轻松有趣的喜

剧性的剧情中，周振天进行的是对近代

以来政治语境、民族心理、文化传统的审

视和批判，是对当代中国人的精神状态

的内省与透视。这些都源自于周振天作

为一名作家所秉持的社会良知、对中国

文化的深切剖析。

汪守德的这些观点无疑在很大程度

上延伸了作品的文化意蕴，也把周振天

隐含在作品背后的文化思考展现出来。

汪守德深知，不仅是《神医喜来乐》，周振

天创作的电视剧《闯天下》《楼外楼》《小

站风云》、电影《老少爷们上法场》《火种》

等，还有海军题材电视剧《喊海》《蓝色国

门》《潮起潮落》、音乐剧《赤道雨》等众多

作品，观众总能从中感受到其中蕴含的

家国情怀和历史文化之思。

与此同时，作为长期关注当代文艺创

作的批评家，汪守德对电视剧创作在那些

年出现的浮躁与乱象，亦是感同身受的。

在不同的场合，他和周振天都曾一次次思

考当代文艺工作者的使命，一次次讨论可

能的突破口。由此，汪守德才能敏锐感知

到周振天作品的韵外之致，并认为这种具

有宏阔文化视野的创作，对整个影视创作

来说都是大有裨益的。

今天看来，无论是周振天的自觉，还

是汪守德的感喟，都饱含着文艺工作者

的现实关怀和对自身使命的清醒认识。

时代在进步，社会生活在不断更新，但是

崇高价值永恒。强烈的时代使命感和文

化责任感，永远应该是作家和评论家心

中最重要的砝码。

四

艺术是一条最终通向哲学的大道。

好的作品应该就像从作者心底流出的清

泉，伴着心香缕缕，又流到读者的心坎

上。

从学术上说，《梦见》作为对当代知

名剧作家的系统研究，无疑具有文艺史

的意义。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汪守德在

评价周振天作品时，总是自觉将其放置

在不同历史阶段的大背景下，乃至站在

中华文化传承的脉络中去考察作品的价

值，去评价作者的探索。这种宏阔视野

和时间纵深感，一方面可以超越单一的

作品批评，让人感知到作家作品在时代

文化中的位置，看到作家作品的文化价

值；另一方面也可以让我们对当代文艺

的整体景观和前进脚步，有了更加清晰

的认识。在万紫千红的背后，文艺工作

者在坚持什么，往前探索了什么，眼下还

缺少什么……时代文艺的宏观思考，往

往都能在那些具有代表性的作家身上，

寻觅到“缩影”般的注脚。当然，作为军

旅批评家，汪守德对周振天创作艺术客

观冷静的思考，对当下军事文艺创作更

具现实启示意义。

今 天 ，强 军 兴 军 的 时 代 大 潮 正 奔

涌向前。更多具有新时代特质的强军

故事和强军人物正在不断涌现，强军实

践对强军文艺的呼唤更加迫切。与此

同时，军事文艺作品在全社会的分量越

来越重，军队与地方联合打造军事文艺

精品，正成为一种趋势。所有这些，都

让军事文艺创作的语境正在发生巨大

变化。但也要清醒看到，创作语境的变

化不会从根本上改变文艺创作的基本

规律。对军事文艺而言，服务强军、服

务基层、服务官兵，永远都是创作的根

本导向。带着真挚情感贴近官兵、深入

基层、反映生活，勇于在坚守本色中实

现创新，也都是打造精品力作的不二法

门。怎样与时代同频共振，靠什么赢得

受众，使命担当怎样体现……在这些问

题上，周振天的探索和汪守德的思考，

都能为我们今天深耕强军沃土、打造精

品力作提供重要参考。从这个意义上

说 ，《梦 见》不 仅 是“ 周 振 天 创 作 艺 术

论”，也是“周振天现象论”，还是凝结着

一 代 人 智 慧 与 心 血 的“ 军 事 文 艺 哲 学

论”。

梦见，是一个内涵丰富的意象。徜

徉在艺术殿堂，周振天梦见了什么？汪

守德又梦见了什么？书不尽言，言不尽

意，唯见心泉流淌，心香入梦。我忽然觉

得，我们或许都在一个梦里，梦中的远方

亦是梦开始的地方。

深耕强军沃土 打造精品力作
—读文艺评论新著《梦见——周振天创作艺术论》

■栗振宇

20 世纪 90 年代，《解放军报》《解放

军文艺》《后勤文艺》开设小小说专栏，

也联合《百花园》《小小说选刊》举办了

小小说“潼关”笔会和“南京”笔会，许多

军旅作家投身于小小说创作，收获了一

大批优秀的小小说作品。他们坚持扎

根火热的军营生活，为塑造当代军人形

象 进 行 着 可 贵 的 新 文 体 实 践 。 1992

年，王培静参加“潼关”笔会后，便对军

旅小小说创作情有独钟。此后，他的小

小说创作一发而不可收，倾力书写基层

官兵的生活，抒发小人物的家国情怀，

彰显出温暖向上的思想意绪；出版有作

品集《怎能不想你》《王培静小小说选》

《谁不愿做只飞翔的鸟》《幸福的感觉》

《寻找英雄》《编外女兵》《拾荒人的梦

想》《军魂》《从心底打捞出的时光》等

21 部，在军内外的读者中广有影响。

《最美女兵》故事开篇写军车在雪

道上抛锚受阻，鲁队长下车脱掉自己的

棉衣塞到车轮下，助力车子开出泥坑，

渲染特殊场景，同时为下文设置了悬

念。王培静采用倒叙的手法，讲述一位

把青春奉献给戍边事业的女兵故事。

“过去医疗队没有车，我们都是搭车队

的车，那时的车都是烧柴油的，车况也

差。一熄火，车就发动不起来了。没办

法，我们先是撕了大衣烤车，还不行，再

撕棉袄，再不行，一个个接着撕棉裤。

我们温暖汽车，让汽车再去温暖当地藏

族同胞和沿线的官兵。当时车队拉的

大都是军需和生活物资。”文字深情，叙

述耐心，军人情怀跃然纸上。

这位被战士们称为“鲁阿姨”的女

兵，个子不高，身材瘦小。“紫外线照射

导致她的脸黑里透红，里边的条条细血

管清晰可见。她脸上写着刚毅和果断，

同时也流露出母爱的慈祥，在青藏线上

奔波了几十年。”单从外在形象来看，这

位女兵或许谈不上美丽、漂亮。她的

美，在于她有一颗冰清玉洁的心，在于

她对边防事业的热爱与奉献。作品通

过人物对话，以插叙的手法勾勒出鲁队

长历经磨难、志坚行笃的从军经历，也

将人物的精神品格充分展现出来。

《一碗泉》描写了戈壁大漠艰苦的

生存环境，新兵初来乍到时，难免会有

失望落寞的情绪滋生。面对新兵的情

绪波动，班长以故事套故事的形式，讲

述了历代守边战士的成长历程。当年

的南方新战士、如今的营长，也曾经差

点当了逃兵。生死边缘，在他渴昏倒地

的瞬间，恍惚中竟然感觉到有一眼碗口

大的清泉，在不远处淙淙流淌，吸引他

努力爬过去。后来战友们把他从沙漠

深处救了回来，他才如梦方醒。至今，

营长已在这里守卫了 16 年。虽然没有

泉，但营长依然把那处沙漠叫作“一碗

泉”。军人的血肉之躯，经过生死考验

后犹如淬火的利刃更加坚韧锋利。营

长的心声和誓言，读来让人肃然起敬。

边防部队对一茬茬新兵的优良传统教

育，同样感动着和平时期的读者。作品

故事虽简单，立意却十分深刻。

王培静的小小说并不是单纯的质

朴粗犷，他既喜爱在生死关头和矛盾冲

突中升华人物的英雄品质，也擅长通过

日常生活细节表现英雄人物内心深处

的似水柔情，从而使作品彰显出温情、

细腻的一面。

《意志》颂扬的是军人的英雄主义

精神。作品通过一个惊心动魄的战斗

情节，让读者参与对空战的想象。一场

激烈的战斗过后，我军屡立战功的“神

鹰一号”战斗机失去了联系。正当战友

们担忧甚至绝望的时候，飞机摇摇晃晃

地飞了回来，轰鸣声简直能把整个世界

震醒。飞行员刘飞身上全是弹孔，双手

紧握方向盘，掰都掰不开，他是在迎向

死亡的过程中把飞机开回来的。如此

超越常态的细节描写，无疑具有撼人心

魄的动人力量，将大无畏的英雄精神书

写得淋漓尽致。

坚持小小说创作数十年，王培静的

体会是：“小小说因其篇幅短小、轻松幽

默和结尾意外而见长，它能滋润心灵，

启迪人生。随着人们生活节奏的加快，

小小说这种文学样式越来越受到人们

的喜欢，好像是一夜之间，小小说应运

而生迎来了繁荣的春天，郁郁葱葱得繁

茂起来。在小小说创作中，立意相当重

要，就像写诗要有诗眼。一篇小小说，

有一个好的故事核，设置两三个情节，

加上精彩的细节就能站得住了。好的

小小说，不要写得太满太实，要给读者

留下回味的余地和想象的空间。”

在王培静的小小说中，我们可以看

到众多的小人物，他们的故事和精神却

并不平凡。拾荒者看似人微言轻，萌生

的理想却远远超出个人生存的范畴。

他怀揣一个梦想：攒够了钱，回乡办一

所希望小学，自己当校长。在《拾荒人

的梦想》这篇小小说里，“理想”和“精神

维度”是两个关键词。主人公孜孜以求

的，是人类高贵的精神，谁能认为这是

“小”呢？作品告诉读者的是，一个人即

便身处艰难境遇，依然可以拥有优秀的

品质，可以勇敢、仁爱、体恤，可以隐忍、

创造、担当。

《天使的翅膀》以汶川大地震中英

雄教师舍身救人的故事为原型。王培

静以饱蘸感情的笔触续写了这则新闻

故事的结尾，“后来孩子们都写了张老

师布置的那篇作文，不过内容不是他们

在课堂上叙述的，而是这样写：假若我

有一双翅膀，我要飞到天堂去看你——

张老师，还想听你给我们讲课，一起打

篮球……”有了这个结尾，作品前后呼

应，师生深情和人间大爱互相映照。这

篇作品的成功告诉我们，小小说的真实

性固然重要，然而作为文学创作，合理

的情节设置和艺术表达，更能产生触动

人心的审美效果。

2015 年，王培静以《军魂》《父亲的

眼神》《散步》《最美女兵》《暗访》《军营

内外》《面试》《大雁的质问》等 10 篇小

小说，荣获第七届小小说金麻雀奖。评

审意见为：“王培静是一位长期坚守在

文学阵地的军旅小小说作家。无论写

军旅生活还是写世相百态，均能从小处

着手，大处着眼，以新颖独特的视角与

质朴简洁的叙述，真实地表现出生命的

昂扬大气与人性的复杂多变，具有一定

的思辨力量。”

王培静坚持用小小说这一文体书

写自己浓得化不开的军旅情结。他坚

信笔下的军旅故事虽然精短却有力量：

“最好的东西是文字，因为你的所有文

字都承载着你的思想和愿望。”

精
短
有
力
的
军
旅
故
事

■
杨
晓
敏

电影剧本《安家》的创作，源于我参

与扶贫攻坚的工作经历。当时，我担任

一个镇的脱贫攻坚的第一指挥长，工作

繁琐，压力很大。我从小在农村长大，很

熟悉村人村事，似乎提笔就是故事。但是

这一次写易地扶贫搬迁，我不敢大意。精

准扶贫，贵在精准，写扶贫题材的小说，为

新时代的干部群众画像，更要精准，因为

这有着存史资政的深远意义。在繁忙的

工作之余，我专门到昭通市昭阳区第一个

易地扶贫搬迁安置小区幸福馨居走访易

迁群众。我还专门到安置我故乡大山包

镇搬迁群众的虹桥和红路两个安置小区

采访，与群众座谈。

在采访中，小说里的 3个主角原型进

入了我的视野。一个是当地群众一直叫

她“赵姑妈”、时任洒渔镇副镇长的赵声跃

（赵卫国原型）；一位是 90 后社区干部肖

远艳（肖洁原型），时任虹桥新居移民工作

站站长；一位是搬迁前在外省打工摔伤了

腿、一度丧失生活信心的中年男人李有亮

（李有光原型）。从这 3个人物的身上，我

感受到了基层扶贫干部的初心使命和为

民情怀；感受到了新时代青年的阳光心

态、无私奉献和担当意识；感受到了贫困

群众对党的信任以及自身的深刻转变。

由此，我产生了强烈的创作冲动。我不仅

要正面直击整个易地搬迁的艰难历程，写

出易迁群众心中的焦虑与彷徨、期许与热

盼；更要写出易地搬迁群众从生存状态、

行为习惯到思想意识的艰难蜕变，呈现他

们身上的人性光芒和精神光彩。唯有这

样，才能写活新时代的农民形象，写透这

项伟大工程的时代意义。

有了扎实的生活体验和大量素材，

在我的获奖小说《易地记》基础上，电影

《安 家》的 剧 本 创 作 几 易 其 稿 ，终 于 成

型。电影拍摄的过程虽然艰难，但是最

终呈现在观众面前的影像是真实、温暖

而又美丽的。从小说《易地记》到电影

《安家》，我深切感受到“深入生活，扎根

人民”对于创作者的重要。作为一个写

作者，我始终在用心观察、记录着自己

所参与的扶贫攻坚伟大“战斗”。有了

这些宝贵的经历，在记录新时代、书写

新生活的过程中，我感到眼里有光、心

中有底。

生活的砥砺与馈赠
■沈 洋

文艺观察

观文艺之象，发思想新声

佳作读评

品味艺境，引领审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