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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大以来，响应新时代的召

唤，军旅文学重整旗鼓，再显峥嵘，焕发

出崭新的精神风貌；拥有了一支年龄层

次分明、风格鲜明多样而又迭代有序的

队伍；无论是老、中、青作家代际上的传

承与发展，还是小说、诗歌、报告文学、

理论批评等多个领域的遍地开花，新时

代军旅文学风景可谓壮观。作家们经

过持续多年的深耕和修为，各自的文学

面目也日渐明朗和清晰。不久前评出

的第八届鲁迅文学奖，有 6 位军队作家

折桂，印证了新时代军旅文学的实力与

活力。

一

小说领域，徐怀中的长篇小说《牵

风记》以繁华落尽见真淳的方式，劈开

庞大而繁复的战争记忆，织造出一番激

越浩荡的生命气象。《牵风记》荣获第十

届茅盾文学奖，拓展了当代军旅文学的

格局。此后，徐怀中一鼓作气地接续写

出了《万里长城万里长》《活过一回，死

过一回》等几个艺术容量颇高的短篇小

说，可见徐怀中先生仍然保持着“向前”

的文学姿态。

彭荆风同样是军旅文坛的不老松，

在生命长河的漫漫跋涉之后迎来他文

学成就的高峰。他的长篇小说遗作《太

阳升起》接续起自《驿路梨花》《鹿衔草》

之后似乎已然断裂的“恋歌”笔调；小说

所表现的题材是严肃而深刻的，但作家

的笔触是纯净而美好的；小说所具备的

气度是“史诗”的、恢弘的，但表达又是

简约的、练达的；作品以高度审美化的

艺术表达再现了一段波澜壮阔的民族

志、战争史。

朱秀海近几年的文学成果同样令

人惊艳，有《永不妥协》《篝火边的曾扩

红》《第十一维度空间》等多部中短篇小

说问世。尤其是长篇小说《远去的白

马》成功塑造了赵秀英这一战争中的奇

女子形象，并且在人物和故事之外有所

升华。小说笔调空灵、节奏从容，气势

宏阔、意涵隽永，堪属新时代军旅文学

的重要收获。

徐贵祥近年来接续创作了几个长

征主题的长篇、中篇小说，如《英雄山》

《对阵》《红霞飞》和《走出草地》等。作

家试图让笔下的人物不断出“新”，将故

事主角放置于各种极端环境和事件中

考量，赋予人物新的生命意义，进而折

射出长征的精神光芒。文清丽这几年

的创作成果呈井喷之势，她以平均每年

10 个以上的中、短篇小说约 30 万字的

速度与体量反复登上《人民文学》等文

学重镇。这种文学状态和创作激情令

人惊喜，她的《她从云上来》《对镜成三

人》等作品有强烈的女性意识，细腻入

微、温婉动人。

西 元 坚 定 地 选 择 以 战 争 小 说 为

切入口构建自己的文学阵地，发表了

《Z 日》《死亡重奏》《炸药婴儿》《无名

连》等一系列优秀的中篇小说。他深

扎 广 阔 的 战 争 历 史 ，进 行 现 实 的 、先

锋 的 等 不 同 风 格 的 文 学 探 索 。 新 作

《南 下》和《生》都 显 示 出 作 家 持 续 开

疆 拓 土 、愈 发 稳 健 从 容 的 创 作 状 态 。

董夏青青的《科恰里特山下》《在晚云

上》《礼堂》等中短篇小说延续了她此

前 的 边 疆 系 列 小 说 的 写 作 风 格 。 她

在边疆生活数年，近距离接触、了解、

体验了当代边疆战士的生活状态，于

生 活 细 节 的 直 述 中 描 摹 边 地 军 人 的

生存本相。《在阿吾斯奇》塑造了新时

代背景下卫国戍边官兵的形象，小说

的 整 体 风 格 厚 重 而 阳 刚 。 谈 到 接 下

来的创作，董夏青青表示：“要继续深

入一线、扎根生活、服务基层，努力反

映新时代革命军人的高尚情怀，让那

些 受 新 时 代 召 唤 而 产 生 的 英 雄 人 物

在纸页上鲜活起来。”

王 凯 的 小 说 将 日 常 化 和 个 人 化

的经验代入到军人形象的摹写之中，

始 终 保 持 着 理 想 主 义 的 精 神 底 色 。

《荒 野 步 枪 手》《冬 天 的 耳 朵》《星 光》

《楼 顶 上 的 下 士》等 小 说 透 露 出 作 家

对 于 军 人 职 业 的 深 切 思 考 。 在 王 凯

看来，军队文学工作者理应用手中的

笔去记录人民军队奋进新时代、阔步

新 征 程 的 铿 锵 足 音 ，用 有 筋 骨 、有 道

德、有温度的优秀作品迎接党的二十

大 胜 利 召 开 。“ 我 新 近 创 作 完 成 了 一

部 反 映 基 层 官 兵 接 受 改 革 强 军 大 潮

洗礼的长篇小说《上尉的四季》，被列

入 中 宣 部 2022 年 主 题 出 版 重 点 出 版

物。军营是一片热土，值得作家付出

最 大 的 努 力 去 不 断 开 垦 和 耕 耘 。 目

前我正在写作的一个中篇小说，同样

是关于强军新时代基层官兵的故事，

我希望从一个新的角度，诚恳和真切

地 表 现 默 默 奉 献 的 军 人 们 在 艰 苦 生

活中依旧丰饶的内心世界。”作为“新

生 代 军 旅 作 家 ”的 代 表 ，王 凯 表 示 会

继 续 把 自 己 的 目 光 和 笔 触 聚 焦 在 基

层官兵的身上，努力创作与强军新时

代相呼应的军旅小说，为强军兴军贡

献更多的文学力量。

二

在诗歌领域，老诗人峭岩继续保持

旺盛的创作激情，近几年有一百多首诗

歌 作 品 问 世 。《写 给 祖 国 的 圣 词》《七

月！七月！》等主旋律诗歌，诗意深沉而

隽永。王久辛擅作长诗，并且能够及时

追踪时代变革，不断更新创作理念。他

的长诗《蹈海索马里》拓展了诗歌的地

域空间，使当代军旅诗拥有了更为宏阔

的国际视野。刘立云先后创作了《金山

岭》《上甘岭》《一个人和一座碑》等颇有

分 量 的 长 诗 ，出 版 了《金 盔》等 3 部 诗

集。他的诗来自生活深处的体验和挖

掘，将与时代气息共振的军人的内心世

界艺术地表现出来。姜念光的诗集《我

们的暴雨星辰》在军旅诗特有的钢铁属

性之外，带有鲜明的美感和哲思的意

味。

刘笑伟和丁小炜诗歌的共同特征

是直面我军现代化进程，并进行浓墨重

彩的诗意表达。他们思想敏锐，视野开

阔，跟踪观察、准确把握我军现代化进

程的脉动。刘笑伟的诗集《岁月青铜》

诗句短促、严整，将诗意、保家卫国的责

任感联系起来，并和诗人的生命经验融

合起来。他的诗歌有着青铜般的质地

和底色，既让读者感受到波澜壮阔的宏

大场面，又能看到熟稔而精细的军人生

活细节。丁小炜的诗歌题材广泛，语言

淳厚，长诗《筑梦强军》清晰地勾勒出强

军兴军的宏伟蓝图。《信任》用诗情观照

军队的过去、现在与未来，让信仰之火

熊熊燃烧，让红色基因融入血脉，让革

命精神激发力量。

三

强军兴军的伟大征程需要作家的

回应与书写，军旅报告文学在追踪变

革、书写新时代现实和战争历史方面具

有独特优势。

丁晓平的《红船启航》重叙中国共产

党诞生和新中国诞生的光辉历程，以文

史兼修的视角深度解读红船精神，在主

题创作之上叠加作家敏锐的见识和富有

激情的文采，激发读者强烈的爱国主义

情怀。作为一名军队新闻出版工作者，

在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之际，丁晓

平参与了思想解读类融媒体片《追光》的

编创和撰稿工作，手头已经创作完成或

即将出版的有《大国转折：中国是这样走

向开放的》《世界是这样知道毛泽东的》

《胜战：抗美援朝的五任司令员》等多部

作品。丁晓平表示：“我将继续坚持‘以

人民为中心’的创作理念，理直气壮地书

写‘四史’，讲好中国故事、强军故事。”

钟法权的《张富清传》是一部关于“共

和国勋章”获得者、时代楷模张富清的文

学传记。作家深入走访、调研、采访，获取

了大量完整丰富的细节素材，生动诠释了

一位共产党人对信仰的忠诚。龚盛辉的

长篇报告文学《中国北斗》以北斗系统建

设时间为横线，以各分系统团队攻克重重

难关为纵线，立体书写了北斗系统从无到

有、由弱到强的建设历程，热情讴歌了北

斗人在党的领导下创造的新时代北斗精

神。龚盛辉目前正在采访创作反映“一带

一路”标志性工程——“中老铁路”建设的

长篇报告文学《铁河》。谈到创作进程，龚

盛辉心潮起伏：“我会用扎实的采访、精彩

的故事、精炼的写作展示中国技术和中国

智慧，向世界展现一个可信、可敬、可爱的

中国形象。”

新时代的文学沃土需要军旅作家

持续开拓、勤耕细作。我们相信，军旅

作家能够进一步聚拢集结、共同冲锋，

自觉回应、用心用情用力呈现新时代的

崭新图景，创作出更多不负时代、人民

和官兵的精品力作。

讴歌时代 礼赞强军
—新时代军旅文学回眸

■朱向前 徐艺嘉

飞鲨中队
（油画，庆祝建军 95 周年全国美

展暨第 15 届全军美展入选作品）

许 杨作

进入新时代，军旅题材影视剧再迎

新的发展机遇，无论是从题材选择、剧本

创作、整体立意等层面，还是从场景逼真

度、特效运用、声光像立体展示等技术创

新维度，都取得了新的进展。

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影，聚焦红色

主题，正面反映革命历史进程中的重大

事件，通过生动的银幕形象与富有意味

的叙述表达，重现波澜壮阔的战争图景，

塑造了一大批不同历史时期优秀军人的

生动形象，折射我军发展壮大的轨迹，再

现我军光荣辉煌的战史，感染和激励了

亿万观众，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

2013 年，电影《周恩来的四个昼夜》

以多样的拍摄手法、从容厚重的叙事节

奏，感人至深地表现了周恩来总理在特殊

年代中融入基层、与群众同呼吸共患难的

光辉形象。2015年，电影《百团大战》充分

展现了百团大战的历史背景、发展进程和

重大意义，生动反映了党中央的运筹帷

幄、八路军的英勇奋战和人民战争的巨大

威力。2017年，影片《血战湘江》歌颂了伟

大的长征精神，讲述了革命先驱壮怀激

烈、震撼人心的英雄壮举。同年，作为献

礼建军 90 周年的历史题材电影《建军大

业》上映，该片讲述了 1927年第一次国内

革命战争失败后，中国共产党挽救革命，

于当年 8月 1日在江西南昌举行八一南昌

起义，从而创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

队的故事。2019 年，为隆重献礼新中国

成立 70 周年和古田会议召开 90 周年，重

大革命历史题材电影《古田军号》上映。

影片以一个红军小号手后代的视角，反映

了从 1929年红四军进入闽西到古田会议

召开那段动人的峥嵘岁月。

2021 年 是 中 国 共 产 党 建 党 100 周

年，军旅电影创作以百年以来取得的伟

大成就和宝贵经验为主要内容，结合当

代语境，涌现出一系列题材丰富、风格鲜

明的电影作品。这其中，有聚焦早期建

党历史的《1921》《革命者》《红船》，有展

现抗美援朝战争的《长津湖》。这些影片

对于普及党史军史、振奋民族精神均起

到了积极作用，它们以鲜明的中国印记，

体现出中国军魂和民族气魄。

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的电视剧创作也

不乏优秀作品。电视剧《海棠依旧》以周

恩来总理的工作和家庭生活为线索，通

过独特的视角，多方位、多角度、多层次

地展示了周恩来总理为党、为人民、为中

国的革命事业呕心沥血、鞠躬尽瘁的光

辉形象。电视剧《彭德怀元帅》以彭德怀

生平经历为主要内容，塑造了一个有血

性、正直、一心为民的彭德怀形象。在视

角的选择上，它集中展现了彭德怀元帅

金戈铁马的军旅生涯，再现了他非凡的

人生际遇与人格魅力。

进入新时代，现实题材的军旅电影

创作围绕传承红色基因、聚焦备战打仗，

不断在时代性、思想性、艺术性等层面寻

求新的突破，日益呈现出鲜明的时代品

格。《守岛人》《战狼》《红海行动》等影片

取得巨大成功。这些影片不仅在国内获

得高票房，而且在海外产生广泛影响。

现实题材军旅电视剧同样引人瞩

目。《和平之舟》《决胜零距离》《蓝军出

击》等军旅题材电视剧紧紧围绕强军目

标，书写强军实践，展现了新时代革命军

人的崭新形象和精神风采。

无论是刻画战争风云，还是描绘和

平岁月，军旅影视作品在追求思想性、艺

术性和观赏性统一方面不断努力探索，

在追求阳刚、崇高与英雄的美学品格方

面有了愈加新颖、坚实的创造。

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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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李老师好，前不久，庆祝建军

95 周年全国美展暨第 15 届全军美展在

业内和社会上产生广泛影响，本届美展

呈现出哪些新特点？

李翔（国 防 大 学 军 事 文 化 学 院 军

队文化工作系主任、中国美术家协会

副主席）：本届美展所展出的作品主题

突出、内涵深刻、风格多样，呈现了人

民军队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光辉历程，

浓墨重彩地抒写了新时代强军兴军伟

大征程所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发生的

历史性变革。

一是主题突出，特色鲜明。在评选

标准上，严把政治关、艺术关、史实关、军

事关。评选出的作品以革命历史题材和

现实军事题材为主，尤其是表现强军新时

代的作品比重较大、占近半数，突出了军

事题材美术的时代性、思想性与艺术性。

二是内容丰富，表现多样。作品涵盖中国

画、油画、版画、雕塑、连环画、水彩画、年

画、宣传画、综合材料、装置、实验艺术。

此外，今年新增了军营环境艺术设计等。

有专家评论说，这次展览征集作品数量之

多、门类之全、质量之高，是近年全国主题

展览中少有的。三是社会参与较广，青年

力量突出。参展作者既有享誉全国、德艺

双馨的军地美术名家，也有艺术院校在读

的青年作者。一些青年作者创作的作品，

显示出极大的发展潜力。

记者：您认为新时代军旅美术创作

有哪些新变化、新发展？

李翔：进入新时代，军旅美术创作呈

现出许多新变化。从内容上看，题材更

加丰富多样。近年来，国防和军队现代

化建设的新成果，为美术创作提供了丰

富的素材。艺术家们敏锐地用手中的画

笔尽情描绘军队发展与建设的新成就，

反映部队官兵聚焦备战打仗的新风貌。

其次，艺术表现形式更加新颖，艺术观念

也有很大突破，个性化的追求及风格化

的表达比较明显。一些作品在材料的应

用和风格建构方面，拓展了军事题材美

术创作的表现形式。再次，时代气息浓

厚，艺术语言在“当代性”转化中更加从

容自如。作为新兴艺术类型，装置艺术、

影像艺术、数字媒体艺术等美术新样态，

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全军美展中，体现了

军旅美术创作的开放与包容，从视觉感

受与精神感染两个层面赋予军旅美术作

品独特的文化品格和艺术魅力。

记者：陈老师您好，我们知道您的

作品《青春记忆系列——队列训练》以

及与刘美辰合作的《1949 大阅兵——人

民的胜利》入选了本届全军美展，请您

介绍一下这两幅作品的创作情况和思

想主题。

陈树东（武警部队政治工作部宣传

文化中心原创作员）：这次入选的《青春

记忆系列——队列训练》由 6 张联画组

成，展现了士兵学习、训练等不同的生

活侧面。在每幅小画中，都可以看到基

层官兵的威武气概。作品洋溢出温暖、

向上、清新的感觉，采用“写意”的方式，

以以小见大的审美视角表现新时代的

军人生活。2020 年，我去武警新疆某

部体验生活，两个多月间与战士们同吃

同住。紧张、活泼、严肃、团结的集体生

活深深地影响着我。我先后画了 300

余张速写，10 多幅创作小稿。有一天

晚上，我勾出几幅草稿，连队的战士看

了都很喜欢。这组作品完成后，我分别

将印刷品寄给了一些年轻的战友，也是

一份青春的纪念吧。

历 史 题 材 画《1949 大 阅 兵 —— 人

民 的 胜 利》是 一 幅 气 势 宏 大 的 作 品 。

当接到庆祝建军 95 周年全军美展创作

任务后，我用了近一个半月时间深入

研 究 了 大 量 相 关 资 料 ，感 受 颇 深 。

1949 年阅兵是新中国历史新纪元的一

种象征。它不仅是一次阅兵式，还体

现了新中国人民军队的精神面貌、战

斗精神。为此，我与刘美辰共同走访

了 10 多位 1949 年大阅兵的亲历者，从

前辈们的言谈中真切感受到 1949 年阅

兵对中国人民的爱国热情、民族自豪

感的巨大鼓舞作用。当这幅作品的主

题确立后，我在表现方法上也有一些

新的尝试。画稿形成之初，我在现实

主义基础上融入了主观的色彩表达，

强调整体的结构处理，天空大面积的

写意笔法、浓烈的暖色调，是一种精神

的歌唱、视觉的交响。为表现这张历

史题材画作的深刻内涵，我们在色彩

使用上偏重于浓、重、粗。这种厚重的

历史感，正是我们回想起那个激动人

心时刻的一种基本感受。

进入新时代，军事题材美术创作在

观念、语言、风格技巧上都应具有鲜明

的时代感，这就要求创作者置身时代的

洪流，根植军营沃土，坚持军旅美术战

斗精神、民族精神乃至人类美好、崇高

的精神取向，在创作实践中具有守正创

新的意识，从提高作品的精神高度、文

化内涵和艺术价值角度，来思考其发展

向度和探索路径。

新笔墨·新格局·新气象
—关于新时代军旅美术的对话

■本报记者 袁晓芳

在喜迎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的日子里，军队文艺工作者深入部队一线采风创作，扎实反
映部队练兵热潮，生动塑造军人崭新形象。军旅文学、音乐、歌曲、舞蹈、美术、影视等艺术门
类和专业领域涌现出众多精品佳作。一批反映重大主题的重点创作项目全面铺开，进展顺
利。军事文艺展现出优良战斗作风和强大写实能力，唱响了雄浑壮丽的“新时代之歌”。

进入新时代，军事文艺在改革中前行，在转型中重塑，在挑战中突破；坚持思想引领，聚焦
备战打仗，饱蘸时代笔墨，抒写英雄情怀；生动记录了强军兴军的伟大历史进程，讴歌了人民

军队重整行装再出发的精神风貌，赢得了部队官兵和人民群众的好评与青睐。
回顾十年来军事文艺的发展轨迹和创作成果，可以感受到军事文艺在新时代中国文艺事

业中占据的沉甸甸的分量，可以感受到军事文艺持续传递出的强大精神力量。在人民军队向
全面建成世界一流军队阔步迈进的新征程上，更加需要军事文艺为强军兴军记录伟大进程，
吹响前进号角，提供精神动力。

——编 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