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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作心语

耕耘人文，探寻崇高

2022年的军旅报告文学创作彰显新

时代担当，聚焦人民军队强军实践与光

辉历史，将纪实书写推向更高质量、更深

层次。创作主体以开阔的视野，热忱描

绘国防和军队建设的新局面与新成就，

展现了强军兴军伟大征程的壮阔图景，

多部长篇作品以强大的生活吞吐，描绘

出厚重而精彩的时代画卷。《解放军报》

“长征副刊”开设的“人物纪实”专版、“新

时代 新征程——奋斗强军”专栏，《解

放军文艺》开设的“奋斗·强军”栏目，刊

发了多篇军旅报告文学佳作，持续传递

强军正能量。

一

时代大潮激荡强军力量，现实叙事彰

显报告文学之基。2022 年，军旅报告文

学作家聚焦重大现实，直击热点事件，铭

刻人民军队奋进足迹，以精准的笔触真实

描摹了新时代人民军队的奋进之姿。杜

善国瞄准国际军事合作，创作的《鏖兵东

古兹》记述了我军参加“和平使命-2021”

上海合作组织联合反恐军事演习中的故

事。孙国与杨玺聚焦武警部队强军实践，

撰写的《制胜密码——武警云南总队强军

兴军纪实》，记述了武警云南总队官兵参

加“魔鬼周”极限训练、边地巡逻、应急救

援、搜捕“毒贩”等任务的过硬事迹，筑起

了“忠诚卫士”的精神高地。黄传会创作

的《接亲人回家》，以 2015 年中国海军第

19批赴亚丁湾护航编队的临沂舰、潍坊舰

和微山湖舰为素材，讲述了撤离战火中被

困中外公民的动人故事。这些作品生动

展现了中国军队和军人的精神风貌和良

好形象。

强军兴军的伟大征程，留下了新时代

青年官兵风华正茂、砥砺前行的冲锋身

姿。过去的一年，军旅报告文学聚焦青年

军人成长，塑造了众多新时代高素质军人

的典型形象。夏德伟的《灼灼英华》刻画

了海军陆战队女兵严玲的平凡与不凡、美

丽与锋芒；赵荣虎在《奋斗的青春最精彩》

中描绘了“中国武警十大忠诚卫士”达娃

卓嘎的军旅生涯，展现了这位女“神枪手”

成长、奋斗、逐梦的青春足迹；欧世金与郑

茂琦的《士兵的微笑》叙写了“八一勋章”

获得者杜富国心怀光芒、永远奋斗在路上

的昂扬风采。此外，还有刘汉宝、朱广赢

的《换羽高飞》、王雁翔《梦想的翅膀》、孙

利波《下一个战场》、徐青的《“兵王”号子》、

龚佳与唐莹的《忠诚使命的钢铁支队》以

及何葆国的长篇报告文学《赤子初心》等，

这些作品生动呈现了新时代青年军人茁

壮成长、勇毅前行的风采。

二

近些年，科技强军取得举世瞩目的

成就。2022 年军旅报告文学跟踪书写

重大军工项目，讴歌科技工作者和大国

工匠们的智慧、牺牲和奉献。黄海涵的

《我和辽宁舰“同岁”》讲述了身为舰员

的他，10 年来在辽宁舰上的亲历亲闻。

从凌空起飞到着舰检阅及至普通官兵

的日常工作，作品扎实、细腻、生动地描

绘出辽宁舰走向深蓝的非凡历程。张

雷在《鲲鹏展翅》中详实记录了国产大

型运输机“鲲鹏”运-20 执行多项重大任

务的实况过程，在场、亲历的感受令人

震撼。此外，还有韩成、王泽洲与杜江

帆所作《英雄的战舰英雄的兵》以质朴

的语言深情描绘了南昌舰驱涛万里的

强军航迹，表现了官兵不惧困难、甘于

奉献的精神品质。陈先平、李众的《登

顶》记述了杨必武带领科研团队十余载

磨一剑，取得多项技术突破，为某新型

装 备 的 研 发 开 辟 新 路 径 的 动 人 事 迹 。

王含丰、云利孝的《毕生铸盾为报国》赞

颂了“八一勋章”获得者钱七虎 60 多年

矢志强军的赤子情怀，书写了他通过艰

辛努力终于为我国现代防护工程做出

重大贡献的奋斗历程。这些报告文学

作品聚焦科研工作者的日常工作与生

活，通过典型场景和精彩故事，生动再

现了主人公向着科研高地持续冲锋的

攀登者姿态，彰显了他们孜孜以求的攻

坚与奉献精神。

2022年，中国航天再次刷新全年发射

次数的纪录。军旅报告文学作家也将目光

投向中国航天人的如磐信念、血脉赓续与

精神传承。陶纯的《一步之遥》记述了航天

员邓清明 20多年来不曾松懈训练的动人

坚守，展现了这位航天老兵不计个人得失、

与战友同心共筑航天伟业的精神和风

骨。科技题材的书写，如何实现“硬题材”

的“软着陆”，考验的不仅是作家对题材本

身的把控能力，还有对切入角度和叙事结

构的巧思与匠心。报告文学作家陈新在

其长篇新作《月上》中，以情感为经，以科

技为纬，以文学性的语言全景式呈现中国

探月工程从“嫦娥一号”到“嫦娥五号”，完

美实现“绕”“落”“回”的精彩过程。兰宁

远、康璐的《太空征途》，以翔实可信的细节

描绘我国航天事业从筚路蓝缕到光辉闪耀

的追梦历程。此外，王朋的长篇报告文学

《飞船返回记——中国载人飞船返回搜救

的故事》，以翔实的史料叙说宏大事件与微

观细节，通过返回搜救中的一件件小事，折

射出载人航天精神的厚重内涵。

三

峥嵘岁月，军魂永驻。历史因铭记

而永恒，精神因传承而不灭。党史、军史

的重要题材一直是军旅报告文学创作的

重 要 内 容 。 鲁 世 联 的《抗 战 老 兵 入 党

记》，讲述了老党员吕品年少入伍后在战

场上冲锋、吃苦在前、争做模范、仅 5 个

月就光荣入党的英雄事迹。在《我曾跨

过鸭绿江——老兵易禄亨的战斗岁月》

中，作家李燕燕详尽记述了“一等功臣”

易禄亨，年仅 16 岁就奔赴硝烟弥漫的战

场，奋不顾身、不怕牺牲、成长为战斗英

雄的动人故事。鸿琳的《红军号谱》，将

红军司号员罗广茂的人生经历以及他拼

死保护号谱的故事写得熠熠生辉。长篇

军旅报告文学方面，李春雷的《新安旅行

团》回归历史现场，讲述新安旅行团的革

命少年们，鼓舞民众、抗日救亡的烽火故

事，描绘出他们爱国奋进的精神风貌。

抚今追昔，不朽军魂经风霜而愈长青，光

辉历史与先辈风采烛照着后人坚定前

进。报告文学作家从历史与老兵记忆深

处捧出的“烛火”，照亮了新时代革命军

人崇高精神的来路与前进的方向。

2022 年，军旅报告文学除了有金戈

铁马的雄健之姿，还有对日常生活的叙

写。陈萌的《相遇在云巅》记述了年轻的

军嫂春雪远赴阿里高原探望军人丈夫小

涛的故事。吕高排在《只为找到你》中叙

说了烈士遗孀张淑卿 70 余年来苦等前

线丈夫的音讯，直至鲐背之年才确证他

早已为国捐躯的至情至性。王昆的《母

亲与边防线》写到戍边十六载的战士郭

佳背着母亲执行最后一次巡逻任务的感

人故事，军人的忠与孝在震撼的场景中

默默沉淀、升华。王雁翔在《群山中的金

箔》里记述了基层军医李良放弃优越工

作以及家庭团聚的机会，扎根偏远连队

的奉献与牺牲。在这些作品中，亲情、爱

情、战友情、军民情被作家们书写得细腻

生动、真挚感人。

过去的一年，军旅报告文学作家们深

入强军兴军的现场，拓展报告文学的文体

边界，在聚焦现实与回望历史中有力地深

化了军旅题材的精神内涵。作家们的视

野兼顾宏观与微观，不仅描摹强军征程中

英雄群体的奋进身姿，也有对军人个体生

命存在的观照和特写，呈现出来的军人形

象铁血而温情、丰满且立体。

（作者系山东理工大学文学与新闻

传播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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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写小说到现在已有 30 多年了，以

前写的小说一直跟生养自己的乡村没

太大关系，但是越往岁月的深处走，乡

村的过去和现在、美丽和忧伤，时刻撞

击着我的心头，我深深感念养育我的那

片土地。

长篇小说《家山》（人民文学出版社

2022 年 12 月）的创作源于我对老家王

氏 族 谱 的 阅 读 ，这 份 家 谱 成 书 于 1998

年。10 多年前的一个深夜，我在读家谱

的时候，看到村里最有名的先贤有个人

传记附在家谱前面。我的爷爷辈、伯父

辈，他们的经历深深打动了我。这也是

我这部小说当初起名“家谱”的原因。

我在写作过程中，一直被我的爷爷

辈和伯父辈在 1949 年 4 月组织湘西纵

队（革命武装），跟国民党反动派残余势

力对抗，迎接解放军进城的故事所震撼

和感动。当时他们都是年轻人，一批革

命青年在一个老地下党员的带领下，组

织起革命武装。家家户户出钱出力，出

枪出人。我每次读家谱的时候都要把

那份名单一个一个名字地读下来，而且

确实是怀着感情读的。读完家谱后，我

联想起小时候从奶奶、母亲和村上老辈

人那里听过的旧事，所以有了不得不写

这部小说的创作冲动。

我力求写出一部有史诗品格的小

说 ，如 此 才 不 负 故 土 对 我 的 养 育 和 馈

赠。我的基本态度是“史笔为文”。为

此，我研读了大量史料，包括研究当时中

国乡村的相关专著，所以小说中很多细

节都是有出处的。当然，这跟我自己乡

村生活经验丰富也有很大的关系。在此

基础上，结合自己从各方面了解掌握的

乡村秩序、邻里关系、民俗风情，以及乡

村在过去百年时光中的变化，特别是重

大历史事件对乡村生活的影响，最终形

成我自己对于乡村的历史、文化、社会等

各个方面的个性认知。这种认知对小说

创作的影响非常大。

我在创作《家山》时不遵循单一的叙

事逻辑，也不拘泥于简单的外在冲突，这

是基于我对生活状态本身的把握。天地

之间大道存焉，这是总体的、基本的生活

逻辑，但真实的生活往往非常复杂，是万

花筒式的。我更愿意用心、用情去深描

细述寻常百姓的烟火人生，与小说中的

人物同悲欢共哭泣。我以为，文学的第

一要义就在一个“情”字。所以，我爱我

的家山厚土，我爱我的父老乡亲。我写

作的时候，可以说是用心安放每一个字、

每一个标点符号，因为语言在这里传达

的是血肉和土地的关系。我会有意识地

多使用方言土语，因为我在写作过程中

深深感觉到，方言土语能够更贴切地表

达乡村人物的情感。

我 在 创 作 中 想 要 回 到 原 生 态 ，回

到日常，回到真实的生活本身，呈现一

部 我 所 熟 悉 的 社 会 生 活 史 、乡 村 民 俗

史 。 这 既 是 乡 村 的 繁 衍 史 ，也 是 时 代

的 变 迁 史 ；通 过 对 一 个 乡 村 的 描 摹 去

展 示 时 代 的 风 云 际 会 、民 族 的 生 生 不

息 。 我 用 文 学 的 手 法 书 写 乡 村 ，也 是

在表现中国。

写作《家山》的过程中，我经常是以

泪洗面，陷入深深的感动中。我后来想

到刘鹗在《老残游记》序言里面有一句

话，用以安慰自己。刘鹗说：“其间人品

之高下，以其哭泣之多寡为衡。盖哭泣

者，灵性之现象也，有一分灵性即有一

份哭泣。”我理解刘鹗所谓的“灵性”，应

该就是张岱讲的“深情”和“真气”。我

很庆幸也很珍惜这种灵性，也希望这份

灵性、深情和真气在今后的创作中依然

能够保持。

史笔为文写深情
■王跃文

在我老家丹桂房附近的地域，有许

多山岭，呈倾斜的姿势横陈在大地上。

万家岭，横绷岭，黄大坂岭，新店湾岭，

野麦岭，当然还有虎扑岭……虎扑岭是

我虚拟的地名，我把这个地名不厌其烦

地用在了我的小说和影视剧本中。我

非常热爱老虎纵身一扑这个姿势，挟风

带雨，气势如虹。而它真实的名字，其

实应该叫古博岭。这座岭就坐落在枫

桥和绍兴之间，差不多成了两地之间的

分界线。

在我的长篇小说《回家》里，虎扑岭

首先迎来了一场抗击日军的大战。大

雾弥漫了整个山岭。当大雾散尽，枪声

响起来了，如此明亮的声音穿透光线，

子弹掀开敌人的天灵盖，或者摧毁、撕

裂敌人的肉身。眼前好像腾出一道道

红色的雾。之后，岭上的野草会疯长，

野风会掠过，野花会次第开放，野鸟会

适时在枯木乱石上栖留。所有的一切，

都会重新归于安静。

这样的山岭，让我想到我的家乡，

我觉得这条岭就在丹桂房附近。我的

老 家 就 是 越 国 古 都 诸 暨 ，春 秋 年 间 勾

践 的 复 仇 火 焰 熊 熊 燃 烧 ，冷 兵 器 时 代

的刀光在我们的视觉神经里还没有远

去 。 从 古 代 战 争 ，到 二 战 时 期 的 钢 枪

钢 炮 ，再 到 现 在 的 高 科 技 战 争 ，我 不

厌其烦地一次次研究相关的历史和资

料 ，就 是 想 了 解 战 争 最 真 实 的 一 面 。

战争的残酷往往意味着真实。但是一

旦 战 争 来 临 ，我 们 可 能 一 边 恐 惧 ，甚

至 是 胆 战 心 惊 ，但 一 边 必 须 大 步 迎 上

前 去 ，因 为 退 缩 的 结 果 将 令 你 更 加 恐

惧 。 战 争 如 此 ，生 活 也 是 如 此 。 我 真

愿 意 是 一 粒 子 弹 ，挟 风 带 雨 穿 透 敌 人

的胸膛。

1980 年代末期，我在部队当兵，最

喜欢实弹射击这个训练项目。我趴在

泥地上，扣动扳机，子弹冲出了枪膛，呈

螺旋状向前快速奔跑，穿透风，穿过靶

子，钻进胸环靶背后的土墩里。枪声是

清脆、短促，略带钝音的，因为那是钢铁

呈现力量时发出的声音。每每听到这

样的声音蹿进耳膜，蛮不讲理地激活我

的血液，我就觉得，力量太重要，力量几

乎就是生命。所有有力量的东西，都值

得我们喜欢。所有有力量的人，都值得

我们敬仰。

我 真 愿 意 写 下 一 个 与 战 争 有 关

的 小 说 和 剧 本 。 在 我 的 梦 中 ，有 这

样 一 位 战 将 ，他 就 站 在 打 扫 过 的 战

场 上 ，硝 烟 还 没 有 散 尽 ，许 多 士 兵 正

在 清 理 武 器 、战 利 品 。 这 位 战 将 长

久 地 在 风 中 站 着 ，他 的 胸 前 挂 着 望

远 镜 。 他 大 概 是 在 眺 望 着 远 去 的 战

争 ，也 有 可 能 在 眺 望 着 他 战 后 平 凡

的 生 活 ，或 者 ，他 就 此 站 着 死 去 ，完

成 潦 草 、残 酷 ，却 又 豪 情 万 丈 的 一

生 。 远 处 传 来 隐 隐 的 军 号 声 …… 我

突 然 觉 得 ，我 完 全 可 以 把 我 的 长 篇

小 说《回 家》，改 编 成 这 样 一 个 叫 做

《血 战 四 明 山》的 剧 本 。

冬天的夜晚，正在缓慢而有序地进

行。或许，战争就在不远处向这个世界

上 的 任 何 人 张 望 ，近 在 咫 尺 ，虎 视 眈

眈。你同我一样，都无法避开，所以得

迎上去。就像我们必须迎向残酷、温暖

与百感交集的人生。

此刻，我在我的书房里快速写字，

所有的战争场面，以及摇曳的树枝，光

线，武器，步话器，担架，甚至凌乱的声

音，焦灼与紧张的喊叫，都在我的脑海

里愈加清晰……

山岭间的温情和勇气
■海 飞

长篇小说《太阳转身》和以往我的

其他小说一样，写作也是从大地上开始

的。2020 年夏季，我去云南文山壮族苗

族自治州采风。壮乡之行让我对稻作

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创作一部长篇，与种田找矿无异，

既有规律可循，也要接上地气，身体力

行。多年来我已经形成一种创作习惯：

每当要进行一部新长篇的写作时，第一

步是做大量的田野调查，这个时间至少

半年到一年。文学宝藏就在大地上。

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地处南国边

陲，拱卫着国家的西南大门。40 多年前

这里还曾一度战火纷飞、英雄辈出。到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这里才完全对外

开放。脱贫攻坚战打响后，边陲之地的

人们义无反顾地向贫困宣战。我走访

了数十个边境村寨，见证了偏远山乡的

巨变，结识了许多脱贫致富的带头人。

他们中有的就是当年的支前模范、战斗

英雄。在马关县罗家坪村，村委会主任

熊 光 斌 是 个 身 经 百 战 的 老 支 前 、老 民

兵。当年他在阵地上守哨卡，夜晚瞌睡

来了就吃干辣椒，半年下来竟吃了 100

多斤干辣椒。有谁能想到我们的和平

岁月和这些干辣椒有关？现在，熊光斌

带领全村人致富，村里户户有新房，有

通畅的水泥路。鲜花盛开在道路两旁，

果实缀满了枝头，村舍掩映在树荫下，

连炊烟都透着一种宁静安详的诗意。

能够置身于脱贫攻坚这场伟大战

役 中 ，是 一 种 荣 幸 。 对 于 一 个 作 家 来

说，如何去呈现，就显得尤为重要。贫

困的故事千百万，致富的道路也许就那

么几条。我看到了一条路对一个闭塞

村庄的重要，也看到了观念的转变对一

群人的改变。

过去我认为自己对现实缺乏把握，

而历史感却仿佛与生俱来。可是，在我

们身处的这个时代，社会在进步，时代

在变化，观念在刷新。这也是历史进程

的一部分，需要我们去感知认识，并以

文学的手段真实反映。沧海变桑田，早

已不是古人心目中那种时光荏苒、往事

越千年的时间概念。几年前还需要骑

马进去的村庄，现在开车一脚油门就到

村 口 了 ；村 庄 里 那 些 打 扮 新 潮 的 年 轻

人，已让人分不清他们是种田人还是城

市上班族。变化实实在在，就在“转身”

之间。

就“转身”带来的人物命运变迁而

言，我更关注人物“转身”之前的历史，

也更欣赏那些有着传奇性的、带有英雄

主义色彩的人物命运。我让卓世民这

样一个有着参战经历的老兵，借助侦破

一桩拐卖案，走进边远的乡村，走向脱

贫攻坚的主战场，就像带着我的视觉来

关注这场向贫困宣战的伟大战争。我

相信，有的人就是为演绎传奇而活着。

《太 阳 转 身》是 我 的 一 部 转 型 之

作 。 这 次 ，我 把 目 光 从 历 史 转 向 了 现

实 。 当 我 在 南 国 边 地 上 行 走 时 ，我 重

温 了 20 世 纪 火 热 的 80 年 代 。 那 时 这

里 炮 声 正 隆 ，我 还 是 一 个 刚 刚 大 学 毕

业来到云南边疆的年轻人。我们常去

慰 问 那 些 从 战 场 下 来 的“ 最 可 爱 的

人”，他们为国征战的荣耀感和自豪感

让 我 至 今 难 忘 。 我 也 重 新 认 识 了 边

疆、民族、国门、边境线，国家认同感、

民族尊严感以及作为一个中国人的自

豪极大提升。

在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的采风和

体验生活让我深受教益。这是这个大

时代的社会现实对我的启迪。地上的

人们紧随时代的步履，华丽转身。我为

那些在现实生活中完成了命运转身的

人们感到欣慰。在这个伟大时代，每一

个人都在努力紧跟时代前进的步履，都

在或多或少地变换着身份，追求文明，

追求进步，追求富裕，追求高品质的生

活方式。

文学宝藏就在大地上
■范 稳

在 马 兰 ，军 旅 诗 人 王 方 方 持 续 记

录、表达着坚守在这里的无名英雄们的

事迹和精神，先后出版了诗集《马兰诗

篇》《孔雀河畔》《战地笔记》。

王 方 方 的 笔 触 掩 饰 不 住 他 对 罗

布 泊 、红 柳 、胡 杨 的 热 爱 与 赞 颂 。 诗

中一再出现的红柳、胡杨、芨芨草、骆

驼 刺 等 意 象 ，赋 予 了 王 方 方 诗 作 鲜 明

的 地 域 特 质 ，也 恰 如 其 分 地 传 递 着 诗

人 对 这 片 土 地 深 沉 的 依 恋 与 怀 念 之

情 。 经 由 王 方 方 的 摹 写 ，这 些 具 有 马

兰 和 罗 布 泊 特 色 的 事 物 ，仿 佛 都 具 有

了 鲜 活 明 亮 、催 人 奋 进 的 力 量 ，召 唤

更多人到这里谱写青春与生命之歌。

一代代科技工作者的卓绝努力成

就了蘑菇云升腾的豪情，也以别样的方

式诠释着军人的家国情怀与使命担当，

王方方生动地阐释出了他们忠孝难两

全的无奈和青丝变白发的坦然。比如

《入伍誓词》里举起拳头的勇往无前，

《一副对联》里的大义凛然，《夫妻树》里

的赤胆忠心，《辛格尔哨所》老兵的深切

感悟，《哨兵》里的巍然站立。王方方撷

取军营里的小细节或小场景，折射出身

着戎装的赤子忠于祖国和使命的奋斗

历程。

王方方诗歌不仅阐述军人无私奉

献 的 英 雄 主 义 精 神 ，也 捕 捉 到 战 士 的

柔 软 情 思 。 在 坚 强 的 外 表 下 ，他 们 其

实 有 着 一 颗 温 暖 无 比 的 心 ，刚 柔 对 比

下的诗意叙述便具有了打动人心的力

量 。 不 少 极 富 画 面 感 的 诗 篇 ，状 写 了

无数“小家”舍弃团圆成就“大家”安宁

的无私无畏。戈壁太大，故乡太远，一

再 眺 望 故 乡 的 游 子 ，也 在 遥 遥 守 望 着

感人至深的亲情与爱情。这样的守望

融入了守家卫国、珍爱和平的大义，取

舍之间彰显的是个体生命对爱国主义

精神的认同与尊崇。诗人王方方努力

营 造 崇 高 又 有 温 度 的 诗 歌 氛 围 ，让 人

感受到严肃军营里的诗性与温情。一

个个立体丰满、有血有肉的军人形象，

进 一 步 拉 近 了 诗 作 与 读 者 的 距 离 ，为

读者提供了感知真实军旅生活的切口

和机会。

对 文 学 创 作 者 而 言 ，找 准 自 己 的

创作主题尤为重要。王方方在军旅诗

歌 这 片 沃 土 上 精 耕 细 作 ，让 自 己 的 才

情和诗情得到释放。他的诗歌语言是

简 单 平 实 的 ，没 有 华 丽 的 辞 藻 ，没 有

艰 涩 的 比 喻 ，但 其 诗 歌 传 递 出 的 情 感

却充沛饱满。他的诗歌有对崇高与力

量 的 诠 释 ，但 又 不 拒 人 于 千 里 之 外 ；

有 对 时 代 脉 搏 的 把 握 ，但 又 不 停 留 在

空 洞 的 呐 喊 或 口 号 式 的 注 解 ；有 对 生

活 日 常 及 细 微 情 感 的 观 照 ，但 又 不 沉

湎于对庸常琐细的一味呈现。品读王

方 方 的 诗 歌 ，既 有 激 情 升 腾 的 豪 迈 ，

又 有 身 临 其 境 般 的 亲 切 ；既 能 体 悟 到

家 国 情 怀 的 博 大 ，又 能 体 会 到 刚 柔 并

济的丰盈。如果在今后继续专注于自

己 的 领 域 ，注 重 诗 歌 主 题 意 蕴 深 广 度

的 开 掘 ，王 方 方 的 写 作 之 路 当 会 愈 加

宽广。

筑梦马兰 抒写荣光
■杨艳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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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