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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这40年，对于我国的军事题

材文学来说，可以说是有着非凡的意义。

在文学的各种体裁样式中，经过军内外作

家的共同努力，创作推出了一大批优秀作

品，不仅获得了读者的广泛关注与好评，也

获得了各种国家级的奖项，而且令人可喜

的是其仍然呈现出继续发展的好势头。回

顾军事题材文学这40年，其所进行的创造

与所取得的辉煌，我们或许可以将其归纳

为这样几个方面的因素。

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化，思想解放

犹如滚滚的大潮席卷而来，这无疑是一股

巨大的催生的力量。军事题材文学创作也

有一种走在春风里、阳光下的感觉，随着思

想上一步步地解除原先的各种禁锢，题材

领域的禁区也一个个被突破，从而在接续

十七年军事题材文学传统的基础上，又显

示出了更加蓬勃的创新发展的生机，并且

逐渐呈现出高歌猛进的态势，探索着、思考

着、创造着，思想的升华，题材的拓展，艺术

的探索，清晰地反映出40年走过的极为不

平凡的历程。

军队各级和地方相关部门，对于军事

题材文学创作的重视、关心与支持，也是十

分重要的因素。他们把繁荣与发展军事题

材文学，视为国家整个文学事业的重要组

成部分，并将其置于非常突出的位置来看

待。采取多种行之有效的措施，加以推动

和促进，如专门设立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文

艺奖”，对包括文学在内的优秀军事题材作

品给予奖励。中国作家协会举行的茅盾文

学奖和鲁迅文学奖，以及各个专门的文学

协会等举办的评奖，给予军事题材的创作

以特别的关注与扶持。军队各大单位既设

立各自的文学奖项，更是热情地关心和扶

持部队老中青年作家，想方设法将有才华、

有激情的创作人才调入创作室，并且给予

解决级别、职称和住房等应有的待遇，使他

们有一种强烈的归属感和荣誉感，能够积

极地、专心地、持之以恒地进行军事题材文

学创作。这些措施的切实执行，对吸引和

鼓励创作无疑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军队和地方始终活跃着一大批有志于

军事题材文学创作的老中青作家，他们或

者是亲身经历过战火洗礼和考验的战斗

者，内心有着对于战争生活的难以磨灭的

记忆；或者是对军旅生涯有着丰富而独特

的感受，必欲以文学的形式写出而后快；或

者是对战争和军旅题材有着浓厚的兴趣，

通过这一题材领域来展示其性情与才情。

他们一起在军事题材这一广阔天地里勤奋

耕耘，努力艰辛地进行着创作。在这些作

家的身上，都有着强烈的自豪感、责任感和

使命感，把发展繁荣当代军事题材文学，视

为义不容辞的神圣使命。而且我国有着军

事文学的深厚传统，因此也使当代的军事

题材文学作家们都有着很强的雄心壮志，

被赋予了敢于向高峰冲刺，问鼎天下、舍我

其谁的气概，一定要创造出无愧于我们时

代的军事题材文学作品。甚至从某种意义

上讲，曾经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作家们把

军事题材文学的创作，摆在极为崇高的地

位上去对待，在自身的素质与文学追求上，

都呈现出一种不断修炼自己、永不停歇的

姿态。因为有这样一支队伍的存在，我国

的军事题材文学一直在不断发展，并且常

常有令人惊喜的佳作问世。

我国战争和军事生活本身的丰富性、

广阔性与复杂性，为从事优秀军事题材文

学创作提供了极大的可能性。特别是近现

代史上的历次反侵略战争生活、革命战争

历史题材和当代军事变革及火热军营生活

等等，都为热衷于军事题材创作的作家们，

提供了大展拳脚、取用不竭、可以言说的生

活富矿。更加难能可贵的是，无论是军队

还是地方的作家，对于军队题材的文学创

作，都采取了积极而大胆探索的姿态，努力

打破思想观念上的束缚，一方面着重在革

命历史题材领域深入地进行开掘，使读者

从作家对于历史的书写中，发现其本身蕴

含的奥秘与温度；一方面又大胆探索和揭

示部队生活现实，使读者看清楚当代军旅

生活所包含的内容与质地。在深入地叙

述革命历史和观照当代军旅的过程中，在

揭示战争和军事生活的本质，塑造和刻画

军旅人物形象，展现和还原民族性格和精

神等方面，做出了卓有成效地艺术创造，

并且形成了浪潮一般的创作发展局面。

也从而在文学创作的思想与艺术水准上，

在表现技巧和文学含量上，在战争题材的

深度与广度上都取得了很大的、可圈可点

的进步。

对国外军事题材文学创作的借鉴，助

推了我国在这个题材领域创作的发展和进

步。不可否认的是，改革开放使国门打开

了，作家有可能和有机会陆续读到更多的

世界优秀文学作品。我国的从事军事题材

文学创作的作家，在继承中国战争文学自

身传统的基础上，将视野逐渐向外打开，特

别是积极关注苏俄、美国及西方的军事题

材文学和非军事题材经典文学作品，认真

加以学习与借鉴，在有意识地进行吸收的

前提下，着力提升和拓展中国军事题材文

学的品质和多样性。可以说这是一个很大

的参照系，有助于我国的军事题材作家的

眼光更开阔，思想更深邃，艺术更纯熟。因

此，在军事题材创作的文学观照与思考角

度上，在表现样式和观念表达上，都不断地

有新的东西产生，也使我国军事题材作品

的整体面貌，呈现出与以往更加不同的形

态与面貌。

进入新时代，我国的军事题材文学仍

在向新的纵深和新的高峰迈进，相信会有

更多的好作品问世。

四十年的创造与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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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首四十年回首四十年
放歌新时代放歌新时代 在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这样一个重

要的时间节点，回顾军事题材报告文学创

作，我的感受是，军队的一批报告文学作

家，目光始终关注着我们这支人民军队在

波澜壮阔的时代转型期中的变革，记录下

它前行的脚步，书写它丰沛的情怀。

对于军队来说，这场改革的序曲是

1985 年那场震惊中外的百万大裁军。

邓小平高瞻远瞩，精简机构，压减员额，在

变革的浪潮中紧紧把握时代的方向，以雷

霆万钧之势，走出了中国特色的精兵之

路。长篇报告文学《百万大裁军》真实记录

下这次伟大的阵痛，一个个饱含着军人豪

迈激情而又充满悲壮气氛的场景，一幅幅

气势磅礴而又百感交集的历史画面，以强

烈的艺术感染力感动了万千读者。紧随而

来的是《从悬崖到坦途》《将门虎子》等一批

反映自卫反击战我军将士不畏牺牲、永保

疆土的作品。《奔涌的潮头》《“两用人才”的

开发者们》《“蓝军”司令》等则是关于军队

用人制度和军事训练改革的记录和表现。

《侨乡步兵师》是对军队支援特区建设的生

动书写。《告别军旅》篇幅虽短，但对改革强

军过程中离开或即将离开军营的官兵作出

情感的回应，昭示了广大官兵“若有战，召

必回”的忠诚和情怀。

一个有希望的民族不能没有英雄。一

个国家和民族的军人，如果缺少英雄主义

精神，这个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必将是屈辱

或者悲惨的。对英雄的讴歌一直是军事题

材报告文学的重中之重。《生命远航》真实

地还原了海军某部372潜艇官兵在与死神的较量中“突出重围”、

走向新生的惊心动魄情景；《我知道西藏的天有多么蓝》通过对主

人公郭毅力在高原上不平凡人生的生动描写，全方位表现出这位

高原军人丰富的内心世界和人格魅力；《永远30岁》两位飞行员张

超和余旭为了实现强军梦，将他们的生命定格在30岁的标尺上，

让人扼腕叹息，却又为之感佩；《试飞英雄》和《刀尖上的舞者》讲述

的都是试飞员的故事，传播的是英雄的精神。航天梦铸就民族英

雄梦，随着国家航天工程的快速发展，军队中涌现出一批撼天动地

的英雄群体。《中国飞天梦》写了从“神一”到“神十”的历史细节，航

天英雄们的理想、奉献和执著，树立起了一座精神坐标。英雄未必

一定需要惊天动地的壮举，《最远的 最近的》从普通人的视角讲述

了一位普通军官的爱情故事，面对人生突然而至的厄运，他以坚定

的信念还原出灵魂深处的大爱，体现出了作者富有时代特征的价

值追求。《守望天山》刻画陈俊贵甘愿牺牲一切而为修筑天山公路

不幸捐躯的战友守墓的故事，心之诚、情之切，感天动地。

历史是民族和人类的集体记忆，一个民族的历史是这个民族

的精神图谱。对重大革命史的梳理和挖掘，体现了报告文学作家

的使命担当。《为了蘑菇云的升起》《邓稼先：许身国威壮河山》等作

品中的主人公从历史深处走来，身上依然闪烁着中华民族的精神

品格。《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朝鲜战争》以独特的文学视角描摹

历史，气势磅礴却又细微地记录下这三场改变了中国命运的伟大

战争，丰富的表达方式闪烁着史诗般的品质。《世界是这样知道长

征的》从长征叙述史和长征出版物版本学的独特视角解读长征的

历史，首次独家、完整、准确地披露了长征背后的历史往事。《大国

重器——中国火箭军的前世今生》《雄风——人民海军纪实》通过

对军种历史的全景性叙事，有事件，有人物，生动感人，文采丰沛。

不过，我们不得不承认，改革开放40年，军队的变化一直处于

加速度之中，同时也经历了诸多磨难，军事题材的报告文学创作显

得有些力不从心。

2015年11月中央军委改革工作会议召开，习主席发出改革

强军动员令，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强军之路。每一次变革都给

报告文学创作带来新的机遇，同时也是对报告文学作家一次新

的考验。

我正在创作一部反映2015年海军赴也门撤侨的报告文学，

这是中国军队第一次在战争背景下武装撤侨。我一次次登上执

行也门撤侨任务的临沂舰、潍坊舰和微山湖舰，深入到亲历那次

军事行动的指战员之中。我突然发现，原本我比较熟悉的部队

变得陌生了。

中国海军自从2008年派遣护航编队赴亚丁湾执行护航任务

以来，已有90余艘主战舰艇驰骋于印度洋上，这是真正意义的走

向深蓝。新一代的海军主战舰艇舰长，几乎都在印度洋上历练

过。而且他们还率舰出访过许多国家。我采访过一个士官长，他

曾经七赴亚丁湾护航，加起来在亚丁湾生活了近千天，访问过23

个国家。这些官兵已不是传统的“农家子弟”，围绕着能打仗、打胜

仗的核心要求，他们正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投身强军的改革大潮

之中。

进入新时代后军队快速变革，文学创作面临的最大挑战，不是

技巧和手法的不足，而是我们从历史中所获取的经验和自身的感

知积累，不少已经失效。我们离生活还不够近。

没有什么捷径可走，只能是再一次出发，与水兵们一起去迎接

那强烈的海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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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来自首都的40余名诗人、诗歌评论家聚

首鲁迅文学院，对章闻哲文艺理论专著《中国社会主

义美学探微——峭岩卷》（红旗出版社出版）展开对

话和研讨。

作者章闻哲是女性诗人又兼顾诗评家身份，她

年轻又勤奋，在写诗的同时，又撰写了大量有水准、

有独特见地的文学理论著作。她的代表作有《诗人

贺敬之》《从后现代叙事到后历史主义》《现代女神美

学的开端》《散文诗漫谈》等。本书是继《中国社会主

义美学探微——贺敬之卷》之后的第二卷。

研讨会上，大家回顾了峭岩半个多世纪的军旅

诗歌创作，构成了一条丰富多彩的诗歌阵容。尤其

是他的长诗创作，自进入新时期以来，出版了以史诗

三部曲《遵义诗笔记》《烛火之殇——李大钊诗传》

《跪你一千年——写给文成公主的99首情诗》为代

表的长诗外，还创作了《萧萧班马鸣——萧军诗传》

《落红——萧红诗传》《赵一曼》等长诗。这些长诗有

的获全国全军奖项，有的被录制光盘朗诵，在当代诗

坛和读者中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见证了一位军

旅诗人的成长历程。

与会者认为，在《中国社会主义美学探微——峭

岩卷》一书中，作者在掌握峭岩大量作品信息的基础

上，对其进行文艺扫描，加以客观分析、理性介入、同

类对比、特色定位，并对峭岩的诗歌作品进行哲学性

的阐释，从而勾勒出了一种社会主义底色的美学风

景。

诗评家朱先树、诗人陈灿这样定位峭岩：他是新

时期非常活跃的革命现实主义诗人，是我国军旅诗

的传承者和开拓者。峭岩曾在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

系担任领导职务，其间，不仅自己创作了大量军事题

材佳作，而且慧眼发现倾心培养了许多军队诗歌作

者，推出了至今在全军乃至全国产生较大影响的诗

人诗作。章闻哲以一位女性诗评家独特视角，对峭

岩诗歌进行系统研究，精妙探微，精心推演出绿色军

营中一道美学风景，拓展了军旅诗的发展前景。

来自军队的诗人们认为章闻哲将峭岩诗歌置

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美学实践的范畴加以探究，

是相称的举动。这是对峭岩诗歌理论上的一次集

中唯美评述，是对峭岩几十年在诗歌道路上不懈探

索的一个肯定，是对诗歌在创作取向上的一次审美

调度，为加强对当下诗歌的美学研究提供了有效的

范本。

诗歌评论家谢冕在研讨会上对该书的出版评价

认为，章闻哲从美学角度对峭岩诗歌进行专门研究，

是一个创新，是对中国社会主义诗歌美学的一个开

拓。他还谈到自己也曾是一位军人，有过军营生活

的情结，所以对军队、军人，尤其是军旅诗人有着一

份特殊的感情。他说：“我对老一代诗人李瑛等都非

常熟悉，还写过几篇评论。峭岩应该是我第二代军

旅诗人朋友，他的诗厚重又不乏温婉的风格，他诗歌

的最大艺术特点应该是：既有军旅风范，又有时代精

神。不仅有筋骨、有血性、有大气，更有温婉的诗歌

元素，这是我非常喜欢的。”

谢冕还谈到长诗的写作，推崇了他喜欢的贺敬

之、郭小川。他说，不管《雷锋之歌》《放声歌唱》还是

《甘蔗林，青纱帐》我都喜欢。章闻哲所言：“我们完

全可以这么说，正是这种审美与创新的独特性，让峭

岩的长诗从第一代以贺敬之为代表的政治抒情诗中

间脱颖而出，作为后历史主义的典范留存史诗”，这

一定位是合适的。

作家萧军之子萧鸣和峭岩交谊多年，为写萧军

诗传俩人结伴到萧军家乡采风，之后才有长诗《萧萧

班马鸣》的诞生。他介绍了峭岩的人情、诗情、家国

情的浓烈，以及大气、婉约的诗风。

会上，宣读了首师大教授、诗评家吴思敬的贺

信，贺信中写到：“峭岩是军旅诗歌的开拓者、传承

者、军旅诗歌的嬗变，大抵是从峭岩先生开始的。新

时期以来，尤其是他的长诗创作进入高发期，他的创

作进入最佳状态，得到了社会与诗歌界的共识。”杨

四平在贺信中说：“峭岩在新时期的长诗写作中别具

一格，章闻哲对其进行系统研究，尤其是将其置于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美学实践的范畴加以探究，实践与

理论互为映照，取得了不俗的成果，对于推进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美学研究，具有深远的意义。”

会上，诗人巴彦布说，峭岩以耕牛的坚毅健劲、

鹰眼的锐利、泥土的汲取与雄踞的姿态，为诗歌留下

了这么多生活的盐和钙，精神与思想的重金属及稀

有元素，以至在诗苑蒙尘、病株枯枝杂交的时空中，

可感丽日与清风、泥土与岩石所蕴含的铁血与火

焰。而在语言的冶炼、哲思的淘洗以及对中外古今

的取舍、熔铸到转型、换代上，他是刀尖，又是掘进大

军中的领路人。

《解放军报》文化部主任刘笑伟认为，峭岩军旅

诗歌一贯坚守的铁血精神的同时，又与时俱进，不

断补充现代因素，总是给人以清丽、畅达、通透的美

感。他以不停的脚步践行着军旅诗的前进步伐。

（绿 岛）

广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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