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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作聚焦

陶纯长篇小说陶纯长篇小说《《仪仗兵仪仗兵》：》：

““仪仗仪仗””背后的依仗背后的依仗
□白 烨

在当代军旅题材小说中，人们见识过各种各样
的军人形象，而仪仗兵的形象一直尚付阙如。近
期，军旅作家陶纯推出了他反映仪仗兵生活的长篇
新作《仪仗兵》，弥补了当代军人形象长久以来的
一个空白，让人们看到了我军仪仗兵的特异风采，
更让人们知晓了他们这种特异的风采是如何“炼”
成的。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编制序列里，陆海空三军
仪仗队一直是一个独特而神秘的存在。陶纯在几
年前曾深入到三军仪仗队体验生活，那些日子的种
种感受使他“经常眼眶湿润，情不能已”。这种生活
体察与情感触动的不断蓄积和发酵，使他不能不

“静下心来构思和写作《仪仗兵》”。以这种难能的
生活体验和难忘的情感冲击为基础，作者发挥了他
熟稔军旅生活、善于塑造军人形象的特长，通过山
东小伙李振杰应征入伍加入仪仗队的成长与进步，
描绘了以他为代表的战士们在仪仗队这个特殊熔
炉的历练成才和淬火成钢。阅读作品，主人公李振
杰由当初的“问题少年”如何脱胎换骨地“蝶变”为
大阅兵的护旗手，他和他的新兵战友如何通过高强
度的艰苦训练成为合格的仪仗兵，并顺利而完满地
完成一次次重要任务，都让人感到惊异和惊喜，留
下了强烈而难忘的印象。作品不仅撩开了罩在仪
仗兵身上的神秘面纱，让人们看到了仪仗兵在英姿
挺拔外表背后的艰苦训练与艰辛付出，也让人们看
到了仪仗队这个特殊军人群体葆有的浓烈的战友
情谊和独有的标兵精神。可以说，由这样一个以小
见大、由表及里的故事叙述，作品深刻而生动地揭
示了“仪仗”背后的依仗。

主人公“逆袭”的内因与意义

李振杰当上仪仗兵比较偶然，或者说是很有运
气。这个一直在蹿高长个的山东农家子弟，从小淘
气，不爱学习，总是惹是生非，被人们认为难以成
器，在父母眼里也是扶不上墙的“烂泥巴”。高中时
期，个子长到了一米八几的李振杰，听从班主任“与
其混日子，不如当兵去”的建议，报名参军。刚好碰
上仪仗队的耿长明来挑选仪仗兵苗子，偶然相中了
他。于是，李振杰便被招进了三军仪仗大队。学生
时期总被罚站的李振杰，在学习站姿上比别人更好
一些，于是他便开始有了一些自信。那股子争强好
胜的劲头，在班长的引导和战友的帮助下，转向了
争优竞先，经过勤学苦练和不断矫正，在体能上、思
想上不断进步，终于成为了合格的仪仗兵，先后成
长为大阅兵护旗手、国旗手，多次担任重大司礼任
务的场上执行官。

李振杰从父母都不看好的“烂泥巴”，没几年便
成为“天下第一兵”，作品通过许多具体细节描述了
他不断进步的艰难过程。李振杰新兵训练开始时，
总是不达标，一直不顺遂。这一方面是仪仗兵各个
方面的要求超高又严苛，一方面是他个人从身体素
质到心理状态都有较大的差距。他既有过失落，也
想过放弃，但在班长耿长明等人的督促与开导下，
他一点一滴地努力，从不服输到让别人看得起，又
进而向着为家人为军队为国家争光添荣奋进，使他
的成长有了更为坚实的思想动力与精神支撑，使其
进步与蜕变有了无尽的内生动力。

李振杰的人生“逆袭”，进步是巨大的，成效是
惊人的。由这样的一个由低到高的攀登、由弱到强

“蝶变”，既描述了一个普通士兵在仪仗队群体里的
修炼与打磨的非凡经历，也具体而形象地刻画了一
个“问题少年”依靠自身努力的健康成长与最终成
功。这样一个真实又感人的青年军人形象，对于广
大青少年读者而言，除去由外到内地了解和认识仪
仗兵之外，对他们的青春成长与人生追求，显然也
是具有启迪作用与励志意义的。

浓得化不开的战友情谊

战友的关系类乎于同事和搭档，但战友之间的

情意与情谊，却相当特殊。《仪仗兵》在李振杰的进
步过程、仪仗兵的日常训练，以及完成重大任务的
方方面面的叙述中，都细致入微地描写了渗透其中
的浓浓的战友情，让人深切地感受到了仪仗队这个
军人群体特有的情感氛围，以及这种深挚战友情谊
的重要作用。

作品中与李振杰一起作为新兵进入仪仗队的
陆纪超，不仅总是与李振杰暗中较劲，而且经常用
言语刺激他，令李振杰总觉得芒刺在背。李振杰
下到炊事班又经过努力重新回到标兵三班后，格
外兴奋的陆纪超这才向李振杰表明，他就是要用
不好的话刺激他“追上来”。李振杰的回归，“三班
像过年一样热闹”。浓厚的战友情于此充分彰
显。如何帮助李振杰不断成长进步，班长耿长明、
分队长卢天祥，一个唱红脸，一个唱黑脸，可谓是
循循善诱，煞费苦心。教导员吴青江、大队长成敬
捷也对李振杰细心关切，无微不至。经过一系列
的高强度训练，仪仗队圆满完成建国五十周年的
检阅任务后，表现出色的李振杰荣获了三等功，李
振杰想把这个三等功让给要退伍的班长耿长明，
而耿长明坚决不同意，并在离别之时给每一位战
友送了一份特殊的礼物。在耿长明等老兵的复员
仪式上，卢天祥“眼睛里闪烁着泪光”，“三班的士
兵们都抱着他哭”。这种难分难舍的情谊，是浓烈
深厚的，撼动人心的。因为来自集训场上的彼此
激励和成长中的相互成就，是特殊战场上的特殊
战斗中结下的特殊友谊。

仪仗兵们的深厚战友情谊，不只浸透于仪仗兵
群体日常的训练生活，还体现于复员老兵对于战友
和团队的念念不忘。已复员回四川老家的耿长明，
多年后带上自种的一吨半重的猕猴桃回到仪仗队，
李振杰把他一直细心保管的老班长专用的那支礼
宾枪找了出来，耿长明“心潮起伏，感慨万端，无限
深情地吻了吻枪刺”。一年之后，耿长明因病去世，
得知消息的李振杰一个人走到操场，用火柴点燃老
班长送给他的具有特殊意义的扑克牌，以此来祭奠
和怀念今后再也见不到的老班长。这样一些别有
意味的细节描写，把仪仗兵们的特殊战友情谊表现
得淋漓尽致，感人至深。仪仗兵们的这种战友情
谊，既是个人之间的，也是群体共同的，还是属于仪
仗兵特有的。这种浓得化不开的情意与情谊，既是
一种无形的纽带，又是一种无形的力量，它滋润着
仪仗兵们艰苦的训练生活，也滋养着他们漫长的人
生旅程。

标兵精神及其他

作品写到了仪仗兵具有一般军人所共有的敢

打敢拼的勇者精神，还写到了仪仗兵所特有的挺拔
飒爽的英武气度，尤其是“永不服输，永远争第一”
的标兵精神。标兵具有标志界线和作为榜样的两
种意义，在仪仗兵这样一个群体，两种含义兼而有
之，但后者的意义更为突出和重要。

少年时期的李振杰为仪仗兵所心动，最初的动
因就是在家里的电视上收看香港回归的仪式，“被
电视里中国仪仗兵的气势所感染”。当他进入仪仗
队之后，发现当年的升旗手卢天祥就是“仪仗队里
最年轻的标兵”时，就把卢天祥当成了崇拜的对象
和“最好的老师”。在此后的训练中，如能得到卢天
祥的一句表扬，“能让振杰高兴三天”。从可望不可
即，到成为卢天祥的队友，李振杰不仅很自豪，而且
很上心。“他曾担心自己不能和卢天祥一个中队，那
样他就会没有目标，没有标杆。”这种意识逐渐化为
了一种内在的精神、一种无尽的动力，使李振杰奋
起直追，永不懈怠，终于成为一名最优秀的仪仗兵，
并在最为重要的执行官的严格选拔中获得全优，成
为了卢天祥的接班人。而苦心栽培李振杰的卢天
祥也深感欣慰，因为他终于把别人并不看好的李振
杰培养了出来。李振杰终于在行为姿态和思想境
界上逼近了卢天祥这个榜样，成为了他自己羡慕的
那种人。向标兵看齐和学习，使自己成为新的标
兵，这就是标兵的示范作用，这就是标兵的指引意
义，这也是仪仗兵在具有军人的普遍精神的同时所
特别具有的特殊精神。

陶纯的《仪仗兵》，在以李振杰为主人公的故事
叙述中，还写到了老一代仪仗兵的过往岁月，李振
杰与罗澜的爱情纠葛，以及招收和训练女仪仗队员
等。这些都使比较封闭的、相对单调的仪仗兵的训
练与生活，与现实社会有了一定的勾连并向军营之
外辐射，使得作品超越了题材原有的局限，内容与
意涵更为丰盈和饱满，也使得读者既可入内细察，
又可旁观远看，从不同角度去打量和品味他们那英
姿勃勃、气宇轩昂的“仪仗”背后，由浓烈的战友情
谊和“钢铁般的意志”所一同构成的“依仗”，从中得
到情感的陶冶，受到精神的启迪，获得人生的教益。

《仪仗兵》值得人们予以关注的，还有一个重要
原因——这些年来因为各种原因，军旅文学出现了
后劲不足的趋势。在此境况下，继长篇小说《一座
营盘》令读者感到意外的震撼之后，陶纯此番奉献
出《仪仗兵》这样既有新意又有品质的军旅现实题
材作品，再度令人感到由衷的惊喜。因此，我也抱
有一个热切的期待，希望陶纯在军旅文学之路上继
续奋力开掘，为当代文坛提供来自军旅生活的新形
象和新作品，以便使军旅文学在中国当代文学中依
然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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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办好文学期刊，在我
看来，可能就是八个字：“不忘
初心，方得始终。”要明白文学
期刊的初心，就需要回到中国
白话文的源头，看看当时的文
学期刊的价值和意义。

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中，
文学刊物在文学生成、发展过
程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诚
如王富仁先生所说：“中国现代
文学，从某种意义上说来，其本
身就是与文学媒体的变化紧密
联系在一起的。没有现代印刷
业的发展，没有从近代以来逐
渐繁荣发展起来的报纸杂志，
就没有‘五四’文学革新。”回顾
中国现代文学史，“文学研究
会”“创造社”“新月派”等文学
社团，提出明确的文学主张，引
领了文学和社会的发展，但也
有很多文学流派并无明确一致
的纲领，而是围绕某一刊物，经
过一定 的 积 累 ，形 成 文 学 集
群。譬如“新青年派”“学衡
派”“礼拜六派”“语丝派”“论
语派”“七月派”等等，这表明
文学期刊可以起到凝聚队伍、
形成风格、构建流派的作用。
这些作用似乎是文学期刊的原
点。但我认为，队伍、风格或者
流派的形成仍不是终极目的，中国现代文
学史的文学期刊存在的价值有两个：一是
创作出“经典文本”，二是完成了文学的“经
典化”。

有人说，是金子总会发光的。只要创
作出了经典文本就完成了文学的使命。那
么，只需要文学原创期刊就好。然而，文学
经典的产生有其特殊性，它不是一个“自然
而然”的过程，而是要通过阅读才会产生意
义和价值，也只有在阅读的意义上才能实
现价值。更为复杂的是，经典的价值本身
也不是固定不变的，不同的时代、面对不同
的读者会呈现出完全不同的价值，这也是
所谓文学永恒性的来源。所以，经典不会
自动呈现，一定要在读者尤其是“专业读
者”的阅读或者阐释、评价中才会呈现其价
值。让“专业读者”的研究成果，经由文学
期刊整理、编辑、固化流传开来并流传下
去，才能筛选和留住经典。这就是学术期
刊的价值和意义。

如果说“经典化”是文学期刊的原点和
初心，那么，中国当代文学是不是可以经典
化？早在 1985 年，唐弢先生就提出过“当
代文学不宜写史”，引发了激烈争论。他认
为当代文学的许多事情是不够稳定的，比
较稳定的部分则又往往不属于当代文学的
范围。既不能成史，当然无从经典化。
2008 年，吴义勤旗帜鲜明地提出，无论从
汉语的成熟程度和文学
性的实现程度，还是从当
代作家的创造力来看，当
代文学的成就都超过了
现代文学。他鼓励学者
要有树立当代经典的勇
气与信心，努力破除经典

神圣化光环，反思经典自动呈现
的误区。在两种观点中，《当代文
坛》更认同吴义勤的观点。“当代”
并不是凝固的现场，命名经典，也
不是简单地指认。如果“当代”学
者没有能力和勇气确立经典，“后
代”可能就缺乏了起点。如果以
现场的名义祛除当代文学的经典
性，那么，可能带来的是文学史真
正的断裂。与此同时，唐弢先生
的质疑也值得重视，他提醒我们
当代文学经典化也应建立相应的
标准，命名经典，要有大量细致的
资料、史料和扎实的文本细读。

《当代文坛》创刊于1982年，
由四川省作家协会主管、主办，其

研究对象是中国当代文学。以上思考就是
办刊的宗旨和指南。《当代文坛》认为，经典
既是历代经验凝结的结果，也需要当代人
的积极参与。一时代有一时代的经典，而
我们的时代，恰是特别需要经典的时代。
很多前所未有的文学形式，前所未见的文
化现象，像万花筒般刺激着我们了解时代
的欲望。然而，这又是一个难以解读的时
代，不仅有解读本身的难度，也有认知的局
限，只有拥有勇敢的心、睿智的眼睛和真诚
的灵魂，才能以独立而审美的批评品格，成
为这个时代的经典阐释者。刊物以“发现
经典”栏目对应当代文学经典文本的文本
细读，“如何书写当代文学史”“九十年代文
学再出发”关注文学史的再思考，“当代文
学研究的文学性问题”激发文学性的深度
思考。“非虚构文学研究”和“地方路径和文
学中国”关注最新的文学现象……“名家视
域”“学术观察”呈现文坛名家的重要理论
建构，“高端访谈”奉献知名学者的学术路
径、方法和成就。栏目均呈现名家和青年
学者相互对话的态势，在重视名家的基础
上，注重发现和培养新人。与此同时，杂志
社也注重编辑的培训和责任引领，注重发
挥编辑的主体性，做好策划和组稿，以深厚
的人文情怀树立审美标尺，以工匠精神打
造文学精品，为文学经典化铺平道路。

（作者系《当代文坛》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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