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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重大社会面对重大社会、、

历史事件历史事件，，西元的做西元的做

法不是回避法不是回避，，不是放不是放

冷箭冷箭，，也不是赤膊上也不是赤膊上

阵阵，，而是迂回包抄杀而是迂回包抄杀

入险境入险境。。运用大量运用大量

的虚写的虚写，，营造幻境营造幻境，，

借用通感进行感官借用通感进行感官

描写描写，，设置隐喻设置隐喻，，虚虚

实结合并交叉穿替实结合并交叉穿替，，

游走在现实主义和游走在现实主义和

浪漫主义之间浪漫主义之间，，用高用高

度艺术化的手段生度艺术化的手段生

动再现了时代之殇动再现了时代之殇。。

伴随着《战狼2》和《红海行动》高歌猛进的票房，相关的讨

论更为热烈。作为不同类型的艺术作品，定位和期待势必不

同。但是不得不说，《战狼2》令人难以亲近的部分原因，包括

对战争过于浪漫化的表述，对个人能力的无限夸大导致重新

坠入个人英雄主义的狭隘立场，反而进一步是对活生生的人

的遮蔽。当然这并不是说《红海行动》就是完美无瑕，社会主

义国家军事传统和近现代以来全球史视野的缺位，单向度强

调枪械、战术令人物被淹没在技术主义倾向之中，都让我同这

些作品产生理性和情感上的疏离。正是这种疏离，让我更加

珍视西元小说的独到贡献。

西元的创作必定会产生在军事文学序列之中，同时又显

然自成体系而区别于一直以来的军事文学范式。相比“无名

英雄”这种宣传式的措辞，我更信任傅逸尘对“反英雄叙事”

和“英雄主义重构”这样更具学理性的论断。孙武在2000多

年前就提出“兵者诡道”的思想，但《Z日》中王大心两次被东

瀛女谍潜伏刺探的虚虚实实经历都过于粗线条，正可以窥见

其中的传统，即英雄小说中有很多侠义小说的元素，人物豪

逸粗野，只用配角补齐心机。这部并非完美却依然精彩的作

品，各方面都值得品味。“Z日”之立因为有著名的“D-Day”、

著名的诺曼底登陆存在，一部恢弘的造神话语实践，塑造了

艾森豪威尔以及配合行动的巴顿和蒙哥马利这些英雄，掩盖

了苏军艰苦卓绝的东线攻势，形成了欧美的世界史话语霸

权。然而那些在抢滩登陆以及佯攻协同中牺牲的盟军甚至

德军士兵，在神话中没有位置。用字母表最后一个字母作为

行动代号／小说标题，可能是“中国之日”、“终止战争之日”

的缩写，也可能正代表了西元独特的历史观、英雄观，他的笔

墨要留给王大心这样有明显失误的普通军人，沉淀到最后一

个字母，体察他们鲜活的内心，在这里没有摧毁式输赢的

“D”，只有人性的“Z”。

西元不是一个理念式作家，在他的观察里英雄感的消散

跟时代变迁也有关。西元看到了农民军人的外部困境，《枯

叶的海》中也是王大心，面对城里来的女学生梅，不但没有厌

弃其妩媚，反倒因其强悍而心生自卑。除了这种反向的阶级

性意识，英雄性的消散与时代变迁的另一面相关，除了20世

纪 80年代以后军事文化的社会影响力逐渐让位于经济因

素，20世纪90年代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快速增长和城市消费

群体的形成，让可支配收入拮据的中下层军人体会到了巨大

的落差，带着100块钱手表的王大心看着柜台里百万元手表

时，塑造英雄形象的根基也就垮塌了。但是另一方面也应该

看到，社会转型期的很多现象和观念都成交错状态，20世纪

80年代军队文化虽然受到动摇，但传统带来的自豪感还是

很实在的，如西元清晰的梳理，20世纪90年代末一系列重大

国际国内事件的爆发，刺激了军费大幅上涨，但也造就了《壁

下录》中的腐败。到了后者书写的新世纪，军人收入提高，武

器装备飞跃，但对人的信仰也造成了严重的侵蚀，呈现出另

一种交错状态。

如果说《枯叶的海》中因为时代变迁造成认同感和关联感

落实的困难，《壁下录》则又反其道而行，摆脱了传奇小说的模

式化、脸谱化写作方式，甚至整部作品几乎没有了原来意义上

的“正面人物”，将犯有重大过失的人还原为活生生的社会存

在，没有角色的正反界定，只有人物内在的正反面，也就从文

件、新闻报道和政治话语中区别出来，既贴近了读者的情感体

验，又比小道传闻更加光明磊落。这是西元的创作意图，因为

小说明确地将主角的检查材料同其回忆分隔处理。既然有实

力相当的正反面，过去意义上的英雄形象既难以树立，也绝不

垮塌。

作为西元最知名的代表作，《死亡重奏》的这种矛盾性体

现更为鲜明。它有两种介入方式，一种是具体人物的显微描

摹，一种是宏阔空间的整体扫视，后一种人物往往是无名的，

比如在阵地遭受猛烈炮击后，土皮翻动，慢慢站起一个战士，

沙尘从上洒落，推开战友架起重机枪，“瞪着垂死挣扎公牛一

般的红眼珠”，这正是一个标准的希腊神话半人半神英雄出世

的场景。不过“英雄”是作为“人物”的背景出现的，因为一旦

要处理人物的具体经验，就会发现英雄所负载的那一套宏大

话语只能部分作用于这些微不足道的小角色。所以魏大骡子

这样的人物，具备很多英雄应有的素质，但塑造英雄的基础和

模式都被打碎了。王尽美在内外交迫的严酷环境中，举枪瞄

准啃尸的野狗，因为手抖准心一直乱晃，战斗质量严重下降，

几与平民无异，可以说军人之表已经基本丧失殆尽，但其军人

之魂却愈发坚硬。

2016年出版的小说集《界碑》体现出了西元的创作脉络，

较早两部中篇小说《界碑》和《遭遇一九五〇年的无名连》分别

同后来创作的《色·魔》《死亡重奏》形成呼应。《遭遇一九五〇

年的无名连》和《死亡重奏》都涉及到抗美援朝的历史，前者带

有一定传统因素，军人的果敢、坚毅、威猛以及悲壮都有所展

示；同时因其具备不少革新先声，罗三闯、郭抗美这些士兵也

出现了认同感、崇高感难以建立的问题。西元敏感地意识到

这个转型过程中，军队文化在传统和现代之间面临的问题，即

“道德化”和“职业化”之间的侧重与选择，“子弟兵”、“鱼水情”

是否或如何传承。相比“典型”、“英雄”，西元更关注“人”，或

许这正是他的军事文学独辟蹊径的核心奥义。但我相信西元

并非决绝地舍弃“典型”和“英雄”，毕竟《遭遇一九五〇年的无

名连》历史和现实多次闪回的写作方式表明他相信历史对话

的可能。

《界碑》和《色·魔》的关联点是都在写喝酒应酬，探讨市

场时代下资本和劳动的历史意义。《界碑》中影响战斗力的

外在消极因素有二，其一是靠关系办事的腐败，其二是信

仰的匮乏。可见创作这部作品时的西元认为军队传统的

不可缺失，但他丝毫不否认面对社会的市场化转型，普通军

人出现的传统与当下、崇高与世俗、精神与物质的两重性。

因为带有传统军事题材的印记，《界碑》多少闪烁着理想主

义的色彩，《色·魔》就显得更为冷峻严肃。作为有革命史、

笃信政治经济学的资本家，黄某某以一派无所不能的面

貌，拥有对投靠他的普通女孩命运的摆布能力。“色”对于男

人而言是“魔道”，对于女人而言是“魔力”。“色魔”当指黄

某某，但如果中间被间隔开成为“色·魔”，则成为揭示表象

与结局的社会批判，不设置真正的英雄，反倒是西元的洞察

和悲悯。

作为十分少见的非军人主角军事题材，《黑镜子》在作家

创作序列中占据特殊位置。留德量子物理学者王大心在“大

跃进”时期进入西部戈壁核武器研制基地，对于那个时代的社

会运动，他保持着既不反感又绝对无感的冷漠距离。正是这

种距离感让人物迅速发现时代的内核，并与“十七年”和“新时

期”的书写模式区隔开。西元的书写进行心灵的体察，超越了

伤痕小说的叙事模式。

通过英雄的缺位，提供启蒙者对历史洞察的舞台，如果要

活的纯粹和明白，必须将关注重点放回历史。《Z日》主干故事

发生在2041年深秋到年终，暗中牵涉着1941年抗日战争处

于相持阶段这一中点，是年12月远征军组建，同世界真正连

接起来。这样来看西元如此写作用意大抵有二，首先是配合

阅读《死亡重奏》《枯叶的海》和后来的《黑镜子》《壁下录》等

作，乃是一部关于我们自身历史尤其是军队文化的警示录；另

外就是用跳动的节奏激发读者对百年侵华战争史的思考，从

而更加清晰敌人是我们自己和我们的国家与社会。历数从唐

白江口之战、元日战争、明万历朝鲜战争以及小说处理过的清

甲午战争和民国抗日战争，也是我们自己的民族和国家变迁

的历程。以日本这个他者为镜，从天下朝贡体系中慢慢形成

了自己的民族意识，形成了自己的国家观念，走上了自己的政

治道路。从“警示录”的线索再回望《界碑》，不得不感叹作家

的坚韧执著与艺高胆大，如此宏大的命题一直是依靠小人物

而非英雄体系来支撑。

面对重大社会、历史事件，西元的做法不是回避，不是放

冷箭，也不是赤膊上阵，而是迂回包抄杀入险境。运用大量的

虚写，营造幻境，借用通感进行感官描写，设置隐喻，虚实结合

并交叉穿替，游走在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之间，用高度艺术化

的手段生动再现了时代之殇。

不采用以往的英雄体系，但西元自身还是不乏英雄气

的。对个人英雄主义的反拨，体现出的是西元的成熟而非青

涩的莽撞冲蛮，真正的军人一定是不畏战且不好战，轻言战事

者多半对战争有简化或浪漫化的想象，基于同样的原因西元

坚定地走在残酷现实主义的路上。

作家西元，一个人，一支笔，一身正气，就是一支军队。

2017年新出版的小说集《死亡重奏》收录了作家最具才胆识

力的四部作品——《Z日》《枯叶的海》《死亡重奏》《壁下录》，

如一柄锋刃，但西元的部队还在制定新的作战计划，执行新的

作战任务，因此也更让人期待更漂亮的经典战斗，更新的装备

列装，更大规模的集结。

（作者单位：天津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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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笔成军的西元小说立笔成军的西元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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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京青年诗会”这个群体的诗人中，阿西身上那

种对写作保有的持久与坚忍的品质尤为显著，他在诗人

中总是保持一种和而不群的立场。我一直钦佩他诗歌中

所散发出的那种青年气质和浪漫精神，我想这是智力过

剩的表现，是荒诞的现实与日新月异的社会主体纠缠在

一起的时候，共同产生的斥力与撕扯所为；也是对当下

无比纷繁的经验世界的分享。他总是让我觉得他与这个

时代之间维系着某种秘密的废止与敞开：带着及物的伦

理学和社会学进行力所能及的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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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与一位朋友在山上谈诗的时候，

我曾面对绵延不绝的群山小声说，我喜欢

像驴子那样蒙上眼睛永不止息地绕着磐

石工作。然后，他带着我走向山顶坐在大

石头上，开始俯视山下的灯火静默。我想

他和我一样，对那种持久的、自我不断生

发的耐力，并在诗歌中持续地爆发生气感

到认同。将一首诗推向极致，使它达到神

妙的感觉，是我一直所着迷的，这也是对

诗人的艰难考验，我对这样的写作者充满

敬畏。这种纯洁的精神，更是在向我们印

证那句旷野中的呼告：“所有伟大的诗歌，

都是出自同一人之手。”在“北京青年诗

会”这个群体里诗人中，阿西身上那种对

写作保有的持久与坚忍的品质尤为显著，

他在诗人中总是保持一种和而不群的立

场；因此，我们互相也是聊得来的。阿西

生于1962年，对于一个已进入“五十而知

天命”的“剩余的时间”的人，我一直钦佩

他诗歌中所散发出的那种青年气质和浪

漫精神，我想这是智力过剩的表现，是荒

诞的现实与日新月异的社会主体纠缠在

一起的时候，共同产生的斥力与撕扯所

为；也是对当下无比纷繁的经验世界的分

享。他总是让我觉得他与这个时代之间

维系着某种秘密的废止与敞开：带着及物

的伦理学和社会学进行力所能及的回

应。这是我对阿西近几年的诗歌写作的

大致印象，他这几年的写作给我最大的愉

快是：他越写越自信，越写越接近光，在诗

歌中他对自我语言的净化方面，对自我的

诗歌文本与当代新诗之间的借鉴、吸收、

反噬方面，在经验与技术上都让他的诗歌

文本打开了许多的语言路径，也沉淀了许

多丰厚的阅读内涵。

准确地说，我是从阿西2013年出版的

诗集《词车间》和在中国人民大学的一次

诗歌朗读中，渐渐开始阅读他的文本的。

阿西的写作和他这个人，也是从这里开始

进入我的视野。我很喜欢他对他的诗集，

用“词车间”这样的方式来命名。“词”与

“车间”的组合，带着强烈的个人主体意识

对中国在进入改革开放后40年的发展史

的介入，作为一个诗人，他的生活与成长

被笼罩在瀑布与激流的某一时刻，他的所

思所想，他的情感、经验，他背上背着的那

个每时每刻都在运转的铁球，让人无一幸

免地变为不同姓名的格里高尔，以及他曾

经走过的脚下的任何一片土地，当它们一

旦回到诗人的写作之中时，人和万物才开

始具有复生的动机，这需要卓越的诗人与

艺术家首先顺从了纯洁的灵魂之后，共同

付出毕生的努力才会有一点可能。当我

拿到阿西的诗集《生活指南》时，我还是头

一次这么集中地读他自2013年之后的部

分诗作，我很感谢他的诗歌给我带来的一

些愉快的思考。他那种“劳绩之诗”的工

作精神，让我想到爱尔兰诗人谢默斯·希

尼的诗集《人之链》（《Human Chain》）中

的那首《“舔铅笔的”》一诗：

为了怀念他，凝视着那些颜料

它们润湿，放大以后

就像科伦巴僧袍上的墨痕，

科伦巴去世那天，倒是不用去

按住一匹马，他坐在路边的时候

马朝他走了过来，

正如传记里写的，“他浑身倦意”。

而马“伏在他的胸口哭泣，

打湿了圣人的衣服”。

然后，科伦巴对他的侍从说：

“达尔麦特，让他哭吧，让他哀悼我，

哭个够吧。”

关于这节诗，诗人王敖在《读希尼的

〈人之链〉》一文中谈到，“父辈从事的体力

劳动也是一种艺术，圣徒的智力劳动同样

消耗大量体力。他们勤俭的生活和毕生

的努力是社会存在和进步的基石。有了

这些，米沃什所信任的‘意义’和叶芝信奉

的‘对爱的想象和记忆’才能延续下去。”

对于生活在中国这样一个农耕文明极其

发达的国家来说，我们对劳作的意义，有

种天然的自明性和亲缘性，在这方面我们

的传统从《诗经》《楚辞》《乐府诗集》开始，

为我们留下了经久不绝的语言宝藏，不过

这股取之不尽的力量，也在驱使我们不停

地往现代汉语中最复杂最幽微的禁地挺

进，重构“总体性世界”和现实与写作者的

主体。

面对手上这个桃子

我只能写写它的完美。但是，当我咬

下去

咬到的竟是一只蠕动的黑蛀虫。

——《代表作》
让它们尽可能自由地结出果实

结出一个世界上最大的南瓜

结出与时间无关的红矮星

——《停车场边的南瓜花》
在任何一个诗人那里，都可以找到一

条暗道

找到从夜晚蜿蜒而来的流水，唤醒自

己的写作

并安葬自己的写作

——《诗人藏书》
你用雪雕塑造一座城堡，马车和家族

你感到荣耀，惊喜于苍茫中刺骨的颂

赞

——《冰雕人》
进入下坠的世界……阳光和沙滩是

黑的

——《安眠药》
我不再遵从太阳的规则，克制着焦躁

克制着隐隐的不安，像一个放弃耕作

的农夫

任由良田废弃，长满苍耳和野草

——《这些年》
你跪在沙地上，像朝觐者

望着漂移的陆地，飘逸的湖泊

血液慢慢凝固，形成坚硬的云

你终于见到了坟墓中的人

让我进去，你从石头中出来

让我进去，你们都出来

……

你不再指责他们，无论善与恶

只在自己的石头里反证生活

当一个人彻底变成了石头

就意味着真正的新生

——《石碑》
他们曾把一车车煤从地下挖出来

值钱的部分被别人卖掉转化成生活

的热能

剩余的无用之物丢弃在一边，现在

这些残渣像愤怒的狮群向他们凶猛

扑来

……

你是否看见一只无形的黑脚

悬在头上，随时间向自己踩下来

——《死亡新闻》

这些诗句，均出自阿西的诗集《生活

指南》的第一辑，我将这些诗句列举出来，

是因为我觉得阿西的这些诗歌，乃至整本

诗集里涉及到的伦理问题，是值得我们思

考的。诗歌是一门语言艺术，它呈现的是

人类的存在及其可能状态，它在本质上是

无用和不可言说。从人与世界的关系上，

我将阿西的《生活指南》这本诗集中涉及

到的伦理问题分为四类：一、人与自然，

主要体现在人与自然之间的种种纠葛，

譬如对自然的神化、人格化、敌对化，这

在阿西的诗歌中比比皆是。二、人与历

史，主要涉及历史哲学，常常用无法勘证

的、个人化的民间史消解所谓的正史。

譬如他的《三苏园中的柏树》《奈曼怪柳

考》《再谒苏轼墓》《谒高适墓未果》《雨中

戏作》《做客黎族诗人唐鸿南家》等等，

“在古代，有一些地方诗人，或者一些羁

留较久的过境客，总要寻到当地一个地

理要点，站准了位置，顿觉山形地胜，草

木云泽，人文兴废，个人际遇，笼罩而来，

酿成一股不可扼的诗思，一番刻苦，便成

了文字建构。这种传统留下了《登楼赋》

《滕王阁序》这样的文字地标，也大量存在

于无数无名山头的风雨碑刻。”这类诗兴

盛，难写，特别考验一个人刷新与转化语

言的能力，在这个传统中，如果想写出那

种“洞灵性之奥区，极文章之骨髓”的理想

诗文，你首先必须得是一个不能朽坏的自

我繁殖：还要能驱动与内化沉眠的传统经

验的繁殖器。三、人与社会，其实就是诗

人与社会现实之间的各种纠缠对个体经

验的渗透，而你必须面对，大到社会运

动，热点事件，小到日常生活，譬如《死亡

新闻》《心不在焉》《霾》《生活指南》等

等。四、人与人，后面那个“人”在语法上

是复数。伦理在我们肩上已有数千年的

“负担”，我认为诗歌的任务是不停地去

发明它。阿西的诗歌采取的形式，正如

米兰·昆德拉在谈小说时所提到的那

样，“把极为严肃的问题与极为轻浮的

形式结合在一起，从来就是我的雄心。

而且，这不是一个纯粹的艺术上的雄

心。一个轻浮的形式与一个严肃的内容

的结合把我们的悲剧（在我们的床上发

生的和我们在历史大舞台上表演的）揭示

在它们的可怕的无意义中”。我和阿西在

这方面曾经有过深远的交谈。关于阿西

的长诗，我还需要更多的时间来揣摩它

们，因为在“光的味道”里，阿西的《生活指

南》告诉我们：

每天运动超过两小时

即使输掉年华也不输掉正义

（作者单位：《十月》杂志社）

西西 元元

阿阿 西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