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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之际，同时迎

来了中国人民海军建军70周年。70年前，毛泽

东向全世界宣告：“我们一定要建设一支强大的海

军”。今天，参加黄传会、舟欲行合著的长篇报告

文学《中国海军》首发式，毛泽东的宣告声响在耳

旁。习近平总书记在今年“4·23”海上检阅人民

海军时那波澜壮阔的画面，仍然一次次在我眼前

浮现，海军航母编队、多舰种编队、潜艇编队、航空

兵编队，势如破竹、战无不胜……

黄传会、舟欲行是报告文学界的姣姣者。20

世纪90年代，参加中国作协组织中青年作家座谈

会，我便十分钦佩并赞赏黄传会奔走于贫困山区，

探访贫苦孩子，为失学儿童求学难而呐喊。写出

了《托起明天的太阳——中国“希望工程”纪实》

《中国山村教师》《中国贫困警示录》等忧患之作。

后来，他又走近农民工，为农民工艰苦奉

献而讴歌，也为农民工进城遇到困难而

呐喊，为农民工子女的上学问题而呼

吁。写出了《我的课桌在哪里》《中国新

生代农民工》等优秀作品。

黄传会有关社会题材的作品，紧

追时代，贴近生活，有温度、有硬度、有

高度。充满忧患意识，却又不让人悲

观失望。

黄传会、舟欲行都是“老海军”，一身

蓝军装，几多大海情。他们曾以十年之

力，创作了《中国海军三部曲》：《龙

旗——清末北洋海军纪实》《逆海——中

华民国海军纪实》《雄风——中国人民海

军纪实》，百万字皇皇巨著，记述中国海军百年历史。

70年惊涛骇浪，70年砥砺奋斗。在中国人民海军成立70年之际，黄

传会、舟欲行奉献了长篇报告文学《中国海军》，这是目前国内惟一一部

完整书写人民海军70年历史的文学长卷。百场战斗凸显百余人物，百折

不挠历尽百番曲折、百般求索穿越百度沧桑。

读《中国海军》，读到了人民海军从无到有、由弱到强的艰难卓绝和

气贯长虹；读《中国海军》，感受到了两位作家的殷殷情怀。

今年初夏，黄传会还向读者奉献了《大国行动——中国海军也门撤

侨》。它全景式地再现了2015年中国海军也门撤侨的全过程。这是海

军、也是我军历史上第一次武装撤侨，振军威、显国威。作品格调高雅、

情怀壮烈，引人入胜。

黄传会诸多报告文学作品，都在求索报告文学的新写法、新境界。

报告如何“报”，文学如何“文”，二者融合点在何处？这些确是当今“报告

文学”的普遍性问题，大家都在探索。

黄传会认为报告文学是“走”出来的文学，报告文学应该怎么走？走

向何方？

四十年如一日，黄传会一直在“走”中，上下求索；在“走”中，不断开

拓；在“走”中，不断探索、创新。

黄传会的数百万字作品，都是在“走”中创作出来的。他的“走”就是

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生活给予他丰厚的素材，人民引领他写作的方

向。他的每一篇作品文字朴实而精练，少有气吞山河的论道，却有细

腻感人的描绘，动人心弦，让文学诗韵在报告与文学中合为一体。他

注重“报告”的文采，精心结构，让“报告”在动人的情节中展示文学情

怀，他善于描摹人物，寻觅真实故事，在报告中见人物内心世界，见人性

的瑰丽。

“走”在这里是一个哲学的慨念。报告文学作为一个独立的文学体

裁，火热而兴盛地发展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社会发展进入快节奏，故

以快速反映时代生活为己任的报告文学成为时代的产物。黄传会40

年“行走”和上下求索的体验告诉我们，在文学的韵律里，人物心灵美是

内心世界的美，而“报告”文学的真实美，是人物的外在世界美和外在真

实的客体美，转化为作家内心的主观审美，真实而不虚构地讲出生动的

引人入胜的故事，抒发快时代的诗韵。这就是报告文学审美创新发展

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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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郭小川学习郭小川 讴歌新时代讴歌新时代
————纪念郭小川百年诞辰纪念郭小川百年诞辰 □□晓晓 雪雪

今年 9 月 2 日，是郭小川百年诞

辰。他不幸离开我们快43周年了！

郭小川（1919年9月2日-1976年

10月18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

国当代诗坛成就最大、影响最广泛、受到

广大读者喜爱和欢迎的杰出诗人之一。

早在少年时代，郭小川就“过早地

同我们的祖国在一起负担着巨大的忧

患”。在贫穷荒凉、满目疮痍的祖国大

地上，他同离乡背井的人民一起逃亡。

在阴云密布、风雨如磐的北平大街上，

他同饥寒交迫的人民一道游行。他迎

着警察的皮鞭和刺刀散发传单、高呼口

号、昂首前进。1936年他17岁时就写

出了猛烈抨击封建制度、热情歌颂妇女

解放的《女性的豪歌》：“我们不是女

性，/我们是强者，/我们不是美人，/我

们是烈火。”但1943年以后，在紧张而

严峻的革命战斗里程中，他由于从事党

的其他工作，而不再写诗达 10 年之

久。他是在 20世纪 50年代初转到文

艺战线工作之后，在有了较长期的革命

斗争的锻炼，对我们伟大时代的革命现

实和历史发展，对我们伟大祖国伟大人

民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有了自己的深刻

理解和感悟之后，也就是说在生活上和

思想上都做了相当充分的创作准备之

后，才又激情洋溢地放声歌唱起来的。

他自觉地要求自己：“要思考我们这个

时代，要体现时代精神。”要“起一点号

手的作用，用时代的声音去鼓舞我们伟

大的人民”。这就使得他的创作有了一

个很高的起点，他迎着新中国社会主义

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高潮，站在伟大

时代的潮头，胸怀祖国、放眼世界，以开

阔的视野、充沛的激情、深沉的思考和火

焰般的诗句，先后写下了《投入火热的斗

争》《向困难进军》《把家乡建设成天堂》

《闪耀吧，青春的火光》等一批激荡人心

的政治抒情诗。他歌唱“像火红的云霞”

般飘展在天空的“共和国的旗帜”，他歌

唱“仿佛是由歌声、火把和香气所组成”

的“无边的地面”，他歌唱“中国人民前所

未有的黄金的日子”“欢乐的日子”，他歌

唱如同太阳般“总是忠诚而又默默地散

发着光辉”的我们英雄的人民，他歌唱

“属于你/属于我/属于我们每一个人”，

也属于“我们的祖国”的“壮丽的青

年”……

记得当年我们在学校里一遍又一

遍地朗诵郭小川这批“致青年公民”的

政治抒情诗，每个人都深受鼓舞、热血

沸腾、激动不已。“我要像鹰一样/呼吸

着/祖国的高空的大气/用激动得快要流

泪的眼睛/看一看/我们所爱的/每一片

土地”。诗人对我们伟大的祖国的爱是

多么炽热而深沉。他是在“变乱的年头”

通过了“严峻的考验”走过来的，所以更

能体会到今天的新中国、今天的生活是

多么幸福可爱、多么值得珍惜！“祖国的

每一块沙土”，在他的眼里都是“晶亮的

宝石”，就连“那在茫茫天边的/粗犷的

高山和绝壁”，在他想象中仿佛也被“祖

国的阳光”“化为灿烂的金子”。郭小川

政治抒情诗的高度概括力、强烈感召力

和深刻的思想意义还在于，诗人绝不只

是对今天新中国的人民生活作表面的抒

写和赞美，他站得更高、看得更远、想得

更多更深。他相信祖国的今天是美好

的，但她的明天将十倍、百倍地美好！“青

春的祖国”是朝气蓬勃、前程似锦的，但

国内外一小撮敌人对着她“每天都要咬

碎几颗吃人的牙齿”，在漫长曲折的社会

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道路上，今天只不过

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所以诗人

在放声歌唱的时候没有忘记提醒人们：

“在社会主义的道路上/并非平安无事，/

就在阳光四射的早晨/也时常/有风雨来

袭……”（《向困难进军》）“祖国，/它无比

壮丽/但又困难重重啊！”（《投入火热的

斗争》）。他在诗中号召人们，不能坐享

革命前辈留下的胜利果实或等着别人为

自己造好天堂，不能老是躺在祖国温暖

的怀抱里“谈情话，看流云”，不能整天

沉醉于“秀美的发辫”和“花色的衣裙”，

而应当迎着“凄厉的风雨和雷的轰鸣”

去艰苦奋斗，应当化作“沸腾的铁水”去

把“黑暗和寒冷”冲破，应当勇敢地“向

困难进军”，在建设社会主义的豪迈事

业中，“叫枯枝长出鲜果，沙漠布满森

林”，应当“永远永远朝着光明的去处

走，/即使前进的途中/焚身葬骨/也唱

着高歌不回头”……

诗的灵魂是思想，诗的生命是情

感。议论和哲理，只要是“带情韵以行”

的，只要是诗人独到的见解和独创的思

想而又洋溢着诗的激情，那它就是诗，

就会“构成充溢在作品里面的作品灵

魂，像光充溢在水晶体一般”（别林斯基

语）。从郭小川这些优秀的政治抒情诗

中，我们看到了祖国作为年轻的社会主

义国家蓬勃的崭新风貌，感到了伟大时

代的脉搏的起伏跳动，听到了真正站起

来的人民的心声。这样的诗，把思想溶

入火热的情感中，把议论化入诗的意境

里，把澎湃的激情、飞腾的想象和深刻

的哲理思考结合起来，高扬着强烈的时

代精神，充溢着豪迈的革命气概，达到

了“诗和科学的统一”、“政治学与诗学

的统一”。诗人多年从事党的理论宣传

工作，经常从更高的角度和宏观的全局

观点来透视时代生活、思考祖国历史、

展望人类命运，这就使他更易于把握和

揭示时代前进方向、形势发展特点和生

活斗争本质，使他的诗篇在体现时代精

神、反映人民愿望方面，具有更高的敏

锐性和概括力，更有创见、更精准而深

刻。这也正是他的诗从《致青年公民》

开始，便显示出一种豪放沸腾而朴厚雄

深的战斗风格，具有特别强烈而深刻地

感人肺腑、动人心魄的思想艺术力量的

原因。

后来，他的诗歌创作在更广阔全

面、更丰富多样的发展中，始终保持并

进一步发扬了抒时代豪情、唱人民心声

的主要特点。不论是 20世纪 60年代

初期的《甘蔗林——青纱帐》《厦门风

姿》《乡村大道》《两都颂》《林区三唱》和

《刻在北大荒的土地上》，或70年代的

《秋歌》《团泊洼的秋天》，都通过自己的

个性感受，从不同方面表达着人民内心

深处的强烈愿望和思想感情，呼啸着时

代生活的急雨惊雷，震响着历史车轮滚

滚前进的声音。

继承下去吧，我们后代的子孙！

这是一笔永恒的财产——千秋万

古长新；

耕耘下去吧，未来世界的主人！

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人间天

上难寻。

这些豪迈而精美的诗篇，应当看做

是我们伟大祖国社会主义时代的奋进的

抒情歌、战斗的进行曲、时代的最强音。

既满腔热情地歌颂我们伟大祖国

日新月异的壮丽风貌和各族人民每天

创造的英雄业绩，也真实生动地反映我

们的祖国和人民曾经走过和正在走着

的伟大而曲折的道路，向读者襟怀坦白

地表露自己的内心世界，所以他的诗篇

总是闪耀着革命理想主义的光辉，洋溢

着革命浪漫主义的气息，但同时也始终

具有一种更真实感人、更深刻有力的革

命现实主义精神：

乡村大道啊，我爱你的长远和宽阔，

也不能不爱你的险峻和你那突起

的风波；

如果只会在花砖地上旋舞，那还算什

么伟大的生活！

哦，乡村大道，我爱你的明亮和丰沃，

也不能不爱你的坎坎坷坷、曲曲

折折；

不经过这样的山山水水，黄金的世

界怎么开拓！

——《乡村大道》

历史的高山呵，层层叠叠，

我们又爬上十丈高坡百级阶。

战斗的途程呵，延绵不绝，

我们又踏破千顷荒沙万里雪。

——《秋歌——之一》

呵，看山不远走山远——

为迎接秋天，谁的鞋底没有磨穿！

呵，看花容易绣花难——

为装点秋天，谁的手上没有生茧！

——《秋歌——之二》
诗人概括的是我们国家和人民伟

大而曲折的斗争道路，诗人歌颂的是我

们社会主义时代广阔壮美而又风波突

起的革命生活，诗人赞美的是我们在

“度过了一道道险恶的关山”“经受了一

次次困难的考验”之后，用辛勤劳动和

艰苦奋斗赢得的丰收的秋天……这样

的诗所包含的丰富内涵、所体现的时代

精神、所具有的鼓舞力量，比那些用标

语口号堆砌起来的空泛的“颂歌”，当然

要扣人心弦、深刻有力得多。

作为热情地书写和讴歌伟大时代

的杰出歌手，郭小川不光写了一系列不

同题材的脍炙人口的抒情诗，而且还创

作了四部叙事长诗，即《白雪的赞歌》

《深深的山谷》《一个和八个》和《将军三

部曲》，数量不算太少，而成就尤为独

到。《将军三部曲》写于1959年，是诗人

献给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周年的重

要作品，是诗人创作道路上闪闪发光的

里程碑，它以叙事诗的形式，第一次成

功地塑造了我国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

家、部队高级将领足智多谋、勇敢坚强

而幽默风趣、平易近人的形象，一发表

就受到广大读者的喜爱和评论界的好

评。另外三部叙事长诗都写于 1957

年。《深深的山谷》写于 1957 年春节。

《白雪的赞歌》于1957年10月初稿，同

年 11月底 12月初修改定稿。《一个和

八个》则初稿于 1957 年 5 月，改写于

1957年 11月。1957年我国发生了那

场急风暴雨般席卷全国、把阶级斗争扩

大化的政治运动，那种乱打棍子、乱戴

帽子、蛮不讲理、无限上纲的左倾教条

主义的批评正在大行其道。诗人郭小川

恰恰在这样的年代，不为“左倾”寒风左

右，继续沿着现实主义的路进行大胆的

探索和勇敢的思考，坚持按照无限复杂、

无比多样的现实生活的本来面目来反映

现实生活，按照极其艰巨、充满曲折的革

命斗争的本来面目来表现革命斗争，按

照各有个性、绝不雷同的各种人物的本

来面貌来塑造各种各样的人物形象，连

续写下了这三部别开生面、独放异彩的

叙事长诗。

《深深的山谷》写一个知识分子在

艰苦斗争中的动摇和幻灭。长诗把歌

颂和暴露、赞美和鞭挞结合起来，既无

情地揭露和批判了那为了“个人的需

要”来“向革命索取对于我的酬劳”，而

和真正的革命格格不入，最后终于动

摇、幻灭，不得不跳崖自杀的资产阶级

知识分子，暴露了他的灵魂的极端自私

和卑劣，同时又对比着热情歌颂了曾一

度同他相爱，后来发现彼此政治思想和

内心世界的深刻分歧而渐渐与他疏远

的女主人公，令人信服地表现了这个女

知识青年如何在革命的熔炉里同人民群

众相结合，最后获得了真正的幸福。长

诗抒写两个知识分子在革命队伍里的

爱情故事和不同命运，形象生动，个性

鲜明，有浓郁的抒情味，写得合情合理、

真实感人。

《白雪的赞歌》用诗人自己的话说，

是写“共产党如何处理爱情生活”“歌颂

一对夫妇在政治上和爱情上的坚贞”

的。女共产党员于植由于怀孕、生小

孩，和战斗在敌后的丈夫分开了。不久

传来了“爱人负伤以后失踪了”的消

息。在她住院生孩子、新生儿又生病的

过程中，一位医生给予她各方面的照

顾、支持和帮助，她渐渐感到“他的存在

就是一种助力”，但当她想到“难道对他

的感情已不限于友谊”时，她立即命令

自己“一刹那的动摇也不能允许！”“这

个念头”“同时就像烟一样飞逝”。最后

于植和她失踪的丈夫又欢聚了。长诗

非常动人地歌颂和赞美了他们像白雪

一般纯净明洁的爱情，对女主人公和医

生、丈夫的关系也处理得恰到好处。

《一个和八个》写革命军队中“一座

临时的随军监狱”里发生的一场冤案。

由于叛徒特务的诬陷，一个非常忠诚勇

敢的共产党员、人民军队的教导员王

金，被当作“反革命”投入监狱，同八个

真正罪大恶极的杀人凶犯关在一起。

在蒙受不白奇冤、极端痛苦的情况下，

王金仍尽一切可能为党和人民工作，他

根据八个凶犯的不同经历、罪恶和个

性，同他们交心谈心，千方百计“打开他

们的心灵的门窗”，使“他们在生活的真

理面前”，多少“有一点愧悔”。在随军

押送途中，他还把几个身体差的罪犯的

背包也加在自己肩上。于是在刑场上，

当他同其他罪犯即将被处死的最后关

头，却出现了所有罪犯都服罪而一致为

他求情的奇妙场面，他们在跟着他高呼

“中国共产党万岁！”“打倒日本帝国主

义”的口号之后，悲切地央告：“我们这

些人都罪大恶极，但我们都佩服你们这

个同志，天下没有一个人比他更好！”

“快把我们都杀了吧，可千万不能杀死

这个教导员，他真是个好人！你们再查

一查！”这意外的情况，使锄奸科长作出

了“明智而大胆的决定”：“把他们统统

带回去，我们重新向政治部请示。”最后

在一场严酷的战斗中，那八个罪犯在王

金的临时指挥下同人民军队的战士们

一起英勇奋战，还抢救了锄奸科长，有

的光荣牺牲，为人民立了功。长诗塑造

了一个蒙受不白之冤仍能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的共产党人形象，表现了他痛苦、

复杂而又无比崇高美丽的精神世界，表

现了他如何用党的真理的光辉去照亮八

个真正的罪犯，把消极因素转化为积极

因素，使他们在即将被处死的情况下却

最后为人民做了好事。长诗有许多出人

意料的、展示人物内心世界的写景抒情

的场面，充满了来自生活又令人叫绝的奇

思妙想，除共产党员王金的形象刻画得真

实生动、栩栩如生之外，八个罪犯和锄奸

科长也描绘得各有特点、个性鲜明。

四部叙事长诗所反映的生活内容，

所提出的尖锐问题，所塑造的人物形

象，所表达的主题思想，都是新的、独到

的，都是别人还没有写过的。可以说，

“道人之所不道，到人之所不到”（[唐]

孙樵语）。他“思考我们这个时代”，他

记录、书写和讴歌我们这个时代，比别

人想得更多、更深、更远。把四部长诗

摆在一起读，我们就会感受到，郭小川

在叙事长诗创作方面的成就，绝不亚于

他的政治抒情诗。

郭小川在他的《月下集·权当序言》

中说：“文学毕竟是文学，这里需要很多

很多新颖而独特的东西，它的源泉是人

民群众的生活的海洋，但它应当是从这

海洋中提炼出来的不同凡响的、光灿灿

的晶体。”诗人是这样说的，也是一直努

力这样做的。虽然他也写过一些为了

“赶任务”、内容一般化、艺术上显得粗

糙的作品，有的诗使人感到冗赘和驳

杂，但他那许多令人赞叹、广为传颂的

名篇，则不但在思想上有独到之处，在

艺术上、语言形式上也都是精美的“不

同凡响的光灿灿的晶体”。夺目的思想

光芒正是通过精妙的语言和优美的艺

术形式表现出来的。他在同我交谈和

给我的来信中，一再强调与思想内容相

结合的艺术性和形式美的极端重要性，

强调要“语不惊人死不休”，“千万不要

上当，怕美，怕华丽”。他主张诗一定要

力求用美的语言、美的形式，“表现出美

好的境界、美好的情思，诗必须是美

的”。他这种对待创作严肃认真的态度，

这种关于美的主张和对诗歌的语言美、

形式美、艺术美的追求，是体现在他的大

部分诗篇中的。

这些年，我国诗歌界一直在讨论新

诗的诗体建设问题。其实早在半个世

纪以前，郭小川已经在新诗的诗体建设

方面作了一系列的探索实践，并通过自

己的一部部精品力作，做出了值得重

视、总结和发扬的贡献。为了更好地记

录、书写和讴歌我们伟大的时代，表现

各种各样的题材和波澜壮阔、丰富多彩

的生活，郭小川运用和发展了别人用过

的新诗形式，又尝试着创造了多种新诗

体。他的《致青年公民》组诗是用的经

过改造的马雅可夫斯基的“楼梯式”，

《三户贫农的决心》等诗用的是“民歌

体”，《深深的山谷》采用了八行一节的

格式，《白雪的赞歌》则又用了四行一节

的形式，但他不满足于驾轻就熟的形

式，又通过写《雪兆丰年》《春暖花开》

《将军三部曲》和《祝酒歌》《青松歌》《大

风雪歌》等等的成功实践，创造了句式

精短、轻捷明快、自由活泼、简洁朴素而

又朗朗上口、明白如话而又诗意盎然、

秀丽优美又容易背诵的“散曲”式的自

由体，又通过写《厦门风姿》《甘蔗

林——青纱帐》《刻在北大荒的土地上》

等精品力作，创造了那种便于“写政治

性较强或所谓浩浩荡荡的内容”的、运

用大量铺陈排比的长句格式的“新辞赋

体”。郭小川说过：“一个诗人不能满足

于一种形式，要不断探索新的形式。”他

的全部创作很好地实践了自己的正确

主张。不断探索的结果，使他的诗不仅

在思想内容上、也在艺术形式上不断出

新、出奇、出美，使他的诗总是保持新颖

独特、丰富多彩的特色，呈现出一种既

雄奇飘逸、豪放洒脱、幽深高远又朴素

明丽、平易亲切、真挚热情的多样统一

的风格。这正是诗人在思想艺术上不

断走向成熟的标志。郭小川诗歌创作

在多方面的杰出成就和丰富经验对我

国当代诗歌的发展产生了并将继续产

生着深远影响。

“文革”中，郭小川受到“四人帮”的

残酷迫害。当他的“问题”有了结论，

“一切都已澄清”之后，他在1975年 11

月 6日给我的回信中谈到：“我一心想

搞创作。我觉得，我在创作上的青春，

不在过去，而在未来。”可见他对自己过

去的成就并不满足，他还要“大写特

写”，向更高的艺术高峰攀登。可惜

1976年10月18日，他还没有听到粉碎

“四人帮”的正式传达，便不幸去世。这

是中国诗坛不可弥补的重大损失。

今天我们纪念郭小川百年诞辰，就

是要学习他，学习他的高尚品德，学习

他的创作精神，学习他的诗歌经典，学

习他的创作经验，扎根人民、为了人

民、代表人民，以饱满的政治热情和创

新优美的艺术形式，记录新时代、书写

新时代、讴歌新时代，努力创造中国诗

歌的新的辉煌。

郭小川郭小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