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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前众多军旅作家中，徐贵祥一

向以写革命历史题材的小说而独树一

帜 。 在 诸 如《历 史 的 天 空》《马 上 天

下》《八月桂花遍地开》等作品中，他以

一名军旅作家强烈的使命感、独到的眼

光、严谨的创作，为读者讲述发生在中

国革命历史上一个又一个动人的故事，

塑造了一个又一个性格迥异又真实可

信的革命英雄形象。他的新书《鲜花岭

上鲜花开》，同样保持了他一贯的创作

风格和创作水准。其收录的两部中篇

小说在为读者带来两个精彩故事的同

时，也让我们受到了一次精神洗礼和灵

魂升华。

好故事是一篇小说成功的关键所

在。中篇小说《鲜花岭上鲜花开》有两

条故事线。一条明线讲的是成功的民

营企业家毕伽索在取得物质生活的富

足后，一直想着借给故乡投资的机会，

为他那曾经参加过抗日战争的父亲毕

启发恢复名誉；另一条暗线则是讲述韦

梦为、毕启发等老一辈革命家在抗日战

争中的一系列战斗故事。作品看似是

在写一个发生在现代的故事，实际上是

在给大家描绘一幅革命战争年代的英

雄谱。小说通过不断在历史和现实间

切换，围绕这两条故事线展开。小说开

始就抛给读者一个悬念，后来通过一环

扣一环的紧凑情节，带着我们揭开了故

事的谜底：毕启发对自己曾参加战斗的

错 误 记 忆 ，让 大 家 一 直 误 以 为 他 是 个

“逃兵”，而真实情况是他在同一时间参

加 了 另 外 一 个 地 点 的 另 外 一 场 战 斗 。

当 看 到 故 事 结 尾 ，老 英 雄 毕 启 发 说 出

“还有三个”时，他其实是在回忆那三个

和他一同参加战斗却牺牲在战场上的

战友。小说到了这里，达到一种主题上

的升华。毕启发代表的不仅仅是他个

人，还代表了中国革命史上成千上万的

无名英雄。这些无名英雄的前仆后继

和舍生忘死，为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作

出了巨大贡献。

书中的另一部中篇小说《红霞飞》，

主要讲的是革命初期红军宣传队的战

斗故事。在这篇小说中，徐贵祥从小处

着手，以一名红军宣传队的“挑夫”何连

田为切入点，讲述了一支红军宣传队在

战斗中发挥独到作用以及宣传队官兵

在战火中成长成熟的故事，表达了老一

辈革命家不忘初心、追求信仰的革命精

神。这篇小说看似在写战争，全文却没

有出现过一次有关战斗的具体描写，而

是通过宣传队参加的一系列活动来反

衬残酷的战争。徐贵祥之所以要将红

军 宣 传 队 作 为 这 篇 小 说 的 主 体 ，源 于

1929 年的两个历史事件：一个是周恩来

代 表 中 央 起 草 的 给 红 四 军 的“八 月 来

信”，其中大力称赞了红四军关于“宣传

兵”的组织；另一件则是古田会议，在其

决议的第四部分专题阐述了红军宣传

工作，明确了宣传队的规模结构。在革

命斗争中，部队的文艺宣传队所起的作

用绝不仅仅是唱唱歌、跳跳舞，让部队

娱乐一下那么简单，其在战斗过程中是

一支特殊的“战斗 队 ”，对 鼓 舞 我 军 士

气 、宣 传 我 军 政 策 和 瓦 解 敌 军 起 到 了

不 可 估 量 的 作 用 。 打 仗 不 能 光 靠 武

器，思想上的武装、精神上的激励同样

重 要 ，而 文 化 工 作 就 是 一 种 最 贴 近 官

兵的形式方法。就像作者在自序中所

言：“在土地革命的腥风血雨中，在饥

寒 交 迫 的 长 征 路 上 ，在 艰 苦 卓 绝 的 抗

日 战 争 战 场 上 ，始 终 活 跃 着 一 支 特 殊

的队伍，他们是照亮黑暗的灯，是融化

冰雪的火，是凝聚精神的神，他们就是

自古田会议之后一支伴随着中国革命

的特殊兵种——文艺宣传队”。

徐贵祥所塑造的小说人物非常有

个性特点。在他的笔下，几乎很少花功

夫去描写人物的具体外貌和形象，但通

篇读下来，却让读者感觉到这些人物都

仿佛栩栩如生地站立在面前，让人印象

深刻。他将人物的外在形象留给读者

去想象，更多地是通过人物的语言和行

为去刻画其内心世界和性格特点。作

为《鲜花岭上鲜花开》这篇小说主要塑

造的人物毕启发，从一出场就是一个精

神 有 点 问 题 、几 乎 丧 失 语 言 能 力 的 老

人，小说从头到尾都没有正面去描写他

在那场营救战斗中的具体表现。他的

种种性格特点及英雄事迹，是通过其他

人物所搜寻到的关于过去的碎片线索

拼接而成，这和一直像神一样存在的战

斗英雄韦梦为、战友乔如风形成了鲜明

对比。但正是那场在毕启发记忆中已

经模糊的战斗，给了读者更加丰富的想

象空间。我们会在那场激烈残酷的战

斗中想象毕启发面对敌人时的英勇顽

强和视死如归，这点和韦梦为、乔如风

并无两样；而同样让人感到震撼的是他

作为一名抗战老兵负伤归来后，甘于平

凡、淡泊名利，直到晚年才真相大白得

以正名，这种英雄形象对于读者来说更

加具有感染力和震撼力。

小说的主线人物毕伽索也塑造得

立体丰满。作为一名成功的民营企业

家，他拥有富足的物质生活，但当他的

物质欲望得到满足后，其精神世界却产

生一种空虚感，所以才引发他想为故乡

做些事的冲动和极力要为父亲正名的

想法。但当父亲的英雄身份最终得到

证明，他反而把之前一直很在乎的功利

化的想法看淡了，更愿意为故乡做一些

实实在在的事情。同样，小说中如韦子

玉、亓元、查林等人物形象，也是当前社

会各个阶层不同形象的真实映照，犹如

多面镜般折射出复杂的人性来，从中可

见作者阅历丰厚、笔锋老辣。

在小说《红霞飞》中，徐贵祥所塑造

的人物其实都是一些小人物。他们来自

于普通百姓中，成长于战火硝烟里，在战

争中时刻经受着生死考验，完成了一次

次灵魂的蜕变。徐贵祥通过这些人物的

故事告诉读者：英雄不是天生的，英雄是

在危难关头挺身而出的普通人。这篇小

说的线索人物何连田，本是一名战斗连

队的普通战士，老实本分、木讷忠厚，因

为一次无意中犯下的错误，而被“发配”

到宣传队当挑夫。从最初的不乐意，到

慢慢受到队长杨捷慧的影响开始喜欢上

宣传队的工作，再到成长为一名优秀的

宣传队骨干，作者对人物内心世界的刻

画立体丰富，每一次性格的转变合乎情

理、自然流畅。

徐 贵 祥 的 小 说 语 言 一 直 很 生 动 。

在他的小说中，没有太多华丽的辞藻和

精美的修饰，却以一种质朴通俗的语言

让读者感到亲切自然，阅读感极强。在

这两篇新作中，他运用了大量自己创作

的歌词和顺口溜，如在《鲜花岭上鲜花

开》中，他借革命英雄韦梦为之笔写下

这样一首歌曲：“鲜花岭上鲜花开，花开

时节红军来，红军来了为平等，平等世

界人是人……”歌词虽然很质朴，却有

一种平易近人的美，将红军革命的目的

讲得通俗易懂，既烘托了故事主题，又

暗喻了那些默默无闻的革命英雄正像

是鲜花岭上的朵朵鲜花，鲜艳夺目、千

古流芳。在《红霞飞》中，何连田和杨捷

慧共同创作了一首“五句腔”《为谁扛

枪》：“红军为啥打胜仗，红军‘国军’不

一样。红军打仗为信仰，‘国军’打仗为

吃粮，有奶便是娘。红军为啥打胜仗，

红军‘国军’不一样。红军砍头风吹帽，

‘国军’风吹两边晃，转身就投降。红军

为啥打胜仗，红军‘国军’不一样。红军

住宿睡门板，‘国军’过境如虎狼，敲诈

勒索抢……”这段顺口溜将我军的性质

宗旨、优良传统等进行了生动阐述；再

有描写何连田在深入国民党军队进行

思想瓦解时，即兴创作的那首活泼的快

板，既将我军的政策讲得明明白白，又

将国民党军队的残忍无道说得清清楚

楚，类似这样的创作在徐贵祥的小说中

还有很多。徐贵祥的小说正是通过这

些生动鲜活的语言，将读者带入到革命

战争年代，让我们的心灵受到一次次的

震撼和感动。

将革命历史故事讲到读者心里
—读徐贵祥新作《鲜花岭上鲜花开》

■刘振华

初心如炬演绎红色经典，使命传承

赓续精神力量。前不久，北部战区总医

院举行庆祝建党 100 周年文艺演出。一

幕幕恢宏壮阔的奋斗历程，一段段慷慨

悲壮的战斗场景，一曲曲誓死不退的激

昂歌声，让台下官兵备受鼓舞。

“ 文 化 培 塑 是 筑 牢 官 兵 思 想 的 重

要手段。”北部战区总医院政治工作部

领 导 告 诉 记 者 ，这 次 文 艺 演 出 是 他 们

开 展 党 史 学 习 教 育 中 的 一 次 创 新 尝

试 。 演 绎 的 文 艺 节 目 ，既 有 历 史 经 典

的 场 景 再 现 ，也 有 联 勤 部 队 的 战 斗 经

历 ，所 有 内 容 都 紧 紧 围 绕 传 承 发 扬 革

命精神。

“一艘悠悠红船，早已成为中国共

产党人信仰的起点……”演出刚拉开大

幕，节目《红船颂》便将官兵的思绪拉回

到嘉兴南湖：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13

名党的创始人聚集在此，开启了党的伟

大征程。“重温党的创立历史，再次感悟

建党初心，有幸见证党的奋斗征程，我

深感荣耀。”该院神经内科专家王耀山，

是一名有着 60 年党龄的老党员，入伍后

一直在总医院工作，如今已 90 岁高龄。

看到这一幅幅画面时，他热泪盈眶，感

慨万分。

一支富有战斗力的部队，必须要有

钢铁般的红色信仰。情景歌舞联唱《历

程》讲述了不同时期、不同身份的共产

党人追随党的信仰，将一生献给共产主

义事业的精神。《沂蒙颂》中为战斗在一

线的红军战士熬制鸡汤的红嫂，《铁道

游击队》里为运送物资抛头颅洒热血的

游击队员，《绣红旗》中一心向党、宁死

不屈的江姐，这一段段展现红色信仰的

革命故事，深深感染着在场的每一名医

护人员。

该院领导告诉记者，这次演出的 13

个文艺作品，既聚焦了党史军史中红色

血脉的传承，也展现了强军征程中联勤

官兵始终传承的红色基因。

走过 70 年风雨，北部战区总医院

红 色 文 化 精 神 培 塑 深 入 人 心 ，在 基 层

科室不断“生根开花”。近年来，他们

先 后 完 善 了 医 院 院 史 馆 建 设 ，新 设 基

层科室荣誉墙（室），新建“五地”文化

宣 传 长 廊 …… 通 过 图 文 并 茂 的 展 示 ，

让每名医护人员在无声中受到了红色

文化的熏陶。“在繁忙的诊疗救治和紧

贴 实 战 的 卫 勤 保 障 中 ，弘 扬 传 承 红 色

文 化 精 神 ，才 能 使 医 护 人 员 永 葆 初 心

本色。”该院急诊医学科护士长马瑞珩

说。

“部队医院的职责就是保打赢，军

队医护人员关键时刻必须冲得上、保得

好、救得下。”该院呼吸内科主任马壮看

完歌舞《誓死不退》感慨地说。2020 年

初，新冠肺炎疫情肆虐，北部战区总医

院先后抽组 2 批共 147 人的医疗队驰援

武汉抗击疫情。70 多个日夜里，医护人

员不顾个人安危、全力抢救病患，零感

染、高标准完成抗击疫情任务，向党和

人民交上了合格答卷。

“让党史学习氛围更加浓厚，将党

史、军史和联勤保障部队的光荣战史搬

上舞台，让红色文化精神代代相传，才

能 催 生 不 忘 初 心 、牢 记 使 命 的 责 任 担

当。”刚刚完成歌曲独唱走下舞台的肝

胆外科副主任韩磊，分享了自己的演出

感受。

“ 后 勤 不 后 ，为 你 先 行 ……”歌 舞

《为 你 先 行》将 整 台 文 艺 演 出 推 上 高

潮 。 1987 年 大 兴 安 岭 扑 火 救 灾 ，1998

年嫩江、松花江抗洪抢险，2003 年小汤

山抗击非典，2009 年中俄联合军演……

舞台中央的屏幕上，一幅幅联勤官兵勇

敢冲锋的画面，让在场官兵为之动容。

在联勤部队转型重塑时期，如何传

承发扬好红色传统，助推战斗力、保障

力生成？北部战区总医院党委态度鲜

明：医院诞生于战火硝烟中，红色基因

与生俱来，只有不断传承发扬，将红色

文化融入医务工作实践，才能使“敢打

硬拼、敢为人先、勇于担当”成为医护人

员的一种本能。

旗帜就是信仰，旗帜就是力量，旗

帜就是召唤，旗帜就是方向……该院官

兵普遍反映，观看这些节目，仿佛走进

了党的历史长河，看到了一代代共产党

人红色基因血脉相传，更加激发了砥砺

前行的奋斗热情。

血脉相承的力量
—一场演出背后的红色文化育人实践

■本报记者 刘建伟 通讯员 张晓茹 白天任

军旅作家徐剑曾说：“写作要有一个

坐标，即文学的坐标。”因应此意，诗歌的

写作亦然，即诗人的任务，最起码的是把

诗写成诗。我国诗评家陈超论道：“把诗

当诗。让诗说出那些只能经由诗才能说

出的东西。”

军旅诗，特别是军旅新诗，谈及它首

先的认定必然之一，即它是诗；其次才是所

涉题材和气韵等那些特殊的符号和印记。

通常在体例上，我们把诗区分为古典

诗和现代诗。虽然，我们很难以某一种固

定的诗学观念来诠释一切诗歌，但历史上

的名人大家遗训及诗歌界的创作实践已

渐成共识，并在旷日持久的繁复实践中约

定俗成。《论语·阳货》记载：“《诗》可以兴，

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

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大意是说：

诗可以激发情志，可以观察社会。不难看

出，孔子这番叙述的主旨是讲诗歌的功

用。后来，诗的“言志说”“意境说”“抒情

说”等，对加强诗的认知更为明晰。这些

学说对我国古典诗歌初期的影响是意义

非凡的。

近百年以来，现代诗学蓬勃发展，对

诗的定义可谓汗牛充栋，多而杂。所谓

现代诗，也称新诗。它是现代人在生活

中所感受的情绪，用现代字词排列而成

的语句群体。现代诗的“现代性”，指向

复杂的美学意图，而非“断代”。美国学

者马泰·卡林内斯库认为，“现代性”有多

副面孔：现代主义、先锋派、后现代主义

等。我国诗评家胡亮认为，所谓“现代

性”是指在最近的过去和即至的将来中

破土而出的创造性。

围绕此一文体的基本定义和要求，

诗人们结合个体创作实践，又有各自的

精彩阐述。譬如说，现代诗是语言的风

景；是一种跳跃式、非线性逻辑的文字，

最忌讳在内容上毫无任何咀嚼的空间；

是散文语言无法转述的部分；它不是单

一的文学，更接近于艺术，接近于绘画、

音乐和现代舞蹈；是主客契合的情思哲

学，它的起点恰是哲学的终点，优秀的诗

要使自己获得深厚的冲击力……诗的定

义是如此广泛与开阔。

境界，确乎是汉语诗歌写作中最根

深蒂固的传统。超现实主义的精神已经

变成现代诗歌的灵魂。诗的“超现实”，

是超越现实和官感的生命体验，不是原

始材料的片段流动。诗人通过字词组合

来完成对现实的超越，完成对于自身生

活局限性的超越。

在许多关于诗的特征和使命的描述

中，都涉及到诗歌创作的重要问题——

怎样写。譬如说，诗人的工作就是通过

陌生化的写作技艺，让石头有了心跳！

诗不是诗人用生命来体验生存之外的事

物，而是把生命本身作为一种客体化的

体验对象。在诗人看来，生命的体验，必

须通过对世界的领悟及审美态度来完

成。作家布罗茨基说：“所谓缪斯的声

音，其实是语言的命令。‘唱’和‘思’只是

诗的邻枝，并不是诗的本身。”诗的任务，

就 是 突 出 诗 性,诗 性 首 要 的 是 艺 术 性 。

诗的文字结晶度很高，诗性语言帮我们

从熟悉的惯用语言中走出。黑格尔在他

的《美学》中提到：“单从语言方面来看，

诗也是一个独特的领域，为着要和日常

语言有别，诗的表达方式就须比日常语

言有较高的价值。”

这些简短论调，对我们的创作意识

应有启发和触动。我们也不妨列举几个

饱含诗性或高超修辞的句子，来体会一

下什么是诗：

只要想起一生中后悔的事，梅花便

落了下来。（张枣）

秋天了，我的院子里堆满落叶，它们

颜色金黄，风也吹不动它们。（何三坡）

人们听到时间，在鹰翅的切割下无

声地倒伏。（史一帆）

一支蜡烛点在亡灵前，在痛苦的大

厅里，照耀一个人最后的归程。（李瑛）

最优美的身子与最狂野的心脏结合

在一起，这就是竖在我面前的子弹。（刘

立云）

还可以有很多举例。从中我们可以

体味到，诗似乎是“有话不好好说”的艺

术，它有一个修辞转弯和思路逆袭的过

程，想象力是显示诗人天才的部分。

诗是与万物摩擦发出的美声。读诗

和写诗者，必得明白，你面前读和写的东

西是诗。诗有别材，读起来需要特定的

知识；诗有刚性，写起来要有所本。至于

军旅诗，在完成文体自身现代性的同时，

在气质上，展现宏大昂扬的政治思情和

气壮山河的力量是必须的。我们激情，

绝不矫情。务去陈词滥调，不要被人云

亦云裹挟，努力走出语言表达的舒适区，

打破常规的思维定势，实验出独立的语

言创造力，更有效地表现我们所处的伟

大时代。万不可让诗歌变成社会流俗观

念和空洞口号的跑马场。真正把诗写成

诗，把诗当成诗来读，既是我们的诗学立

场，也是我们的文化责任。

新
诗
创
作
探
微

■
杜
志
民

熄灯后

我睡觉几乎从不打呼噜。但是，我

到第 80 集团军某旅“红一连”当兵锻炼

的第一夜，却不得不“打起呼噜”。

“从今天起，你就是‘大功二班’的一

员啦！”一下车，“红一连”指导员包新柱

就热情地把我迎进营房，带到了我的班

级——二班。

与官兵同吃同住，以普通一兵的标准

要求自己，这让我感到很兴奋。班长高泽

涛，一个黑瘦的小个子，认真地为我介绍班

里的每位战友。副班长黄凯大学时是学生

会主席、新兵沈阳其实家是云南的……

到了晚上熄灯前，高班长找到我，有

些不好意思地跟我说，连队条件比较简陋，

晚上蚊子多，怕我住不习惯。还告诉我，班

里有人晚上睡觉磨牙，有人打呼噜……高

班长话说得恳切，我却如芒刺在背，感觉自

己的到来给连队添了麻烦。

我睡觉有“认床”的习惯，所以出门在

外总睡不好。熄灯就寝后，过了好久我都

没睡着。看了一眼时间，已经熄灯半个多

小时了。我突然发觉有些异样，仿佛是哪

里不对劲。是的，太安静了。根本不像高

班长说的那样，没有人磨牙，也没有人打

呼噜，房间的两个角落里静静地摆着一个

驱蚊灯和一瓶驱蚊液。

刹那间，一股暖流涌上我的心头。

感动之后是不安。怎么能因为我的

到来，打扰了大家正常的休息呢？毕竟，明

天又将是辛苦的一天。于是，我为了让大

家以为我睡着了，便假装打起呼噜。慢慢

地，我身边响起了磨牙声、呼噜声……

大家的谨慎，无疑是把我当成了客

人，而不是战友。只有平时亲如兄弟，上

了战场才能生死与共。来到连队的第一

个夜晚，我决心在接下来的一段日子里

和战友们打成一片……

墙角的棱线

周五党团活动，连队组织党史知识

竞赛。我兴致勃勃地跟着队伍来到俱乐

部，只见讲台两侧，分别坐着 4 名选手，

个个精神抖擞。

“咱们还缺一个记分员，谁来？”台上的

主持人、排长杜力佳刚一发问，只见一个小

个子“腾”地站起来，“我来！”说罢，他便来到

了俱乐部右前方的白板前。这不是我们班

的新兵李经济嘛，记分员的活怎么也抢得

这么积极？我有些不理解。

比赛开始后，场上选手你来我往好不

热闹。一旁记分的李经济一丝不苟地履

行着职责。不用记分的时候，他就笔直地

站在那里，像墙角的棱线一样直。

时间一分一秒地流逝，李经济就一直

那样站在那里。中途有人上台表演节目活

跃气氛，台下掌声阵阵、欢呼不断。我瞟了

一眼角落里的李经济，发现他依旧笔直地

站在那里，像墙角的棱线一样直。

“大家的注意力都在讲台中央，也没

人盯着他看，他难道不能放松站，休息一

会吗？”我问一旁的指导员包新柱。

“他能，但是他不会。”包指导员告诉

我，“咱们连的兵就这个特点，‘轴’。说好

听点叫完成任务不打折扣，说难听点啊，那

叫不会‘变通’。”有一次，在野外驻训返营

卸载物资时，连长让战士杨兆鑫看管一下

物资，说一会通知人过来倒运。就在这时，

连长的对讲机响起，营里通知主官去开

会。开会结束后，连长直接去了饭堂，杨兆

鑫就那么一直站到了开饭结束。

指导员开起了玩笑，可我的心里却泛

起一丝莫名的感动。这哪里是“轴”呢？这

分明是长期以来养成的纪律意识，这是军

人的意志品质啊！我突然想起了《士兵突

击》里，那个带着几分傻气的许三多。咱们

的战士不就是这样的吗？角落里的军姿，

就像一粒不起眼儿的种子，也许没人看见，

但早晚会成长为夺目的花。

“红一连”素描（二则）

■本报记者 宋子洵

这幅作品拍摄的是第 76

集团军某旅骑兵连训练间隙，

骑 兵 展 示 立 马 动 作 的 情 景 。

拍摄者采用高速连拍方式，将

军 马 立 起 的 瞬 间 定 格 下 来 。

骑兵与军马展现出力量之美，

和高原特有的自然风光相得

益彰，共同构成一幅意境优美

的画卷。

（点评：王振星）

高原立马
■摄影 文 明

活力军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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