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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流萍：自古以来，军旅诗词以格

调雄浑、苍劲的笔触书写了文学史上璀

璨的篇章。在中华民族历史上，涌现出

大量军旅诗词名篇佳作，文风洗练、思

想内涵深刻、艺术价值丰厚，镌刻着独

特的时代印迹。它们不仅表现了一个

时代的精神气质，也反映出奔涌在中华

民族儿女血脉中不惧牺牲、英武豪迈的

战斗精神和顽强意志。

随着时代的发展，军旅诗伴随新诗

的百年变革以及诗人们的创作探索，衍

生出在内容和形式上兼具散文描写性和

诗歌表现性的文体——军旅散文诗。军

旅诗人堆雪创作的散文诗集《兵词》（解

放军出版社，2023 年 4 月），分为“入列”

“营盘”“方阵”“号角”“旌旗”5个专辑，共

收录有 109 篇散文诗。综观整部诗集，

大部分是描写部队训练、生活的诗篇。

诗人借由散文式的语言和诗性的笔触，

将军旅点滴生活进行诗意重组，把家国

情怀、思乡之情以及古典军旅诗词中的

“大漠孤烟”“铁马秋风”等苍茫壮美的意

象渗透其中。堆雪的散文诗不仅有军旅

题材的质感，还表现出诗人的巧思深情、

对军旅记忆的温情回望和对入魂入骨的

军旅生活的深刻表达。

军旅散文诗集《兵词》的开篇即为

《枪刺》，“冷兵器时代遗留在现代生活

里的凛冽光芒。平时，蛰伏于灼热的枪

口 ，或 者 剜 进 我 们 的 肉 体 。 沉 默 发 亮

时，就是一把枪刺。耀眼，锋利，令人胆

寒，不敢对视。一把枪刺，与朴素的现

实保持着有效射程的距离。与这支枪，

却只有一支枪管的距离。当子弹耗尽，

枪刺才开始苏醒。”诗人以散文的形式

叠加了感性的诗意表达，让作品语句结

构 工 整 ，语 言 平 实 朴 素 ，却 又 情 感 涌

动。从抒情表达的特点来看，堆雪的散

文诗倾向使用隐喻彰显出用语的力度、

情感的厚重和想象的丰富。比如：在描

写坦克开火时，“在千米之外，坦克伸出

舌头，用烈火舔舐了它所垂涎的猎物，

迅速，干净，仅几秒钟，不剩半截骨头，

不留一滴血迹。”

与此同时，作者把热血青春的珍贵

影像付之于诗，通过散文与诗歌文体的

“两栖”抒写，将众多“军语”作为创作素

材和书写对象。

作品中，诗人书写了一名军人内心

深处汩汩流淌的热血以及深沉凝重的

军旅情怀。以《装填》为例：“当目光成

为引信，怒火成为初速，仇恨就是它最

后的装药。生命里，至少有一声怒吼，

震彻天宇。或者被一簇火红的山花或

烟尘，隐藏在远处。”再如作品《号角》：

“向上。金属抽穗的声音。集束呼出阳

光 与 血 气 ，呼 出 田 野 与 麦 浪 涌 动 的 旋

律。引领群峰集结、奔跑，在风中，凝聚

成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力量。来自风

云，穿越胸膛。一道闪电，使朵朵噙着

热泪的野花怒放。号角，它把我们从钢

铁一样沉重的梦中唤醒，整装待发，在

黑暗里摸到遥远的心脏和枪。”

中国军旅诗伴随着人民军队走在

强军征程上的铿锵步履，擂动诗鼓，持

续传达着强军文化能量。扎根在军旅

文艺百花园中的军旅散文诗，也正萌生

出万千花朵，闪耀独特的文学色彩。

堆雪：“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

营。”南宋词人辛弃疾的这句诗词，可以

说是我真切的心绪写照。我是 1992 年

入伍到新疆，成为陆军装甲兵的一员。

满打满算，我在军营度过了 25 个年头。

军旅，给了我很多东西，有很多记忆一

直在心头萦绕。因此，离开部队后，我

一直想写一部展现军旅生活的作品，特

别是展现基层部队体验的作品。

时 针 回 拨 至 2013 年 。 那 年 ，我 在

原 解 放 军 艺 术 学 院 参 加 研 修 班 学 习 。

其间，突发奇想：何不用散文诗这种文

体写出我军旅生活的点点滴滴呢？因

为无论是小说、散文，还是诗歌、报告

文学，写军旅生活的作品有很多，但用

散 文 诗 这 种 体 裁 形 式 去 表 现 ，相 对 少

了些。这激发起“我要试一试”的创作

欲。散文诗是介于诗歌与散文之间的

一种文学体裁，它穿着“散文”的外衣，

却有“诗”的内核。此前，我在写诗的

同时，创作过不少散文诗。于是我想，

用这种体裁能把“按部就班”的军营生

活写得别开生面。虽然它可能承载不

了 过 多 的 故 事 情 节 ，但 正 因 为 它 删 繁

就简，便于自由抒情，也更容易直抵人

心。

不久后，我创作的第一组严格意义

上的军旅散文诗《梦中跑过一匹马》在

《星星》诗刊发表。发表的这 5 篇散文

诗，就是后来收录到《兵词》中的《战马》

《枪刺》《担架》《枪声》《边关》。在《边

关》中，我这样写道：“也有梦，是那种蔚

蓝色的，横过最恢宏的银河。一队人马

走 过 梦 境 ，倒 映 天 上 ，正 好 是 北 斗 七

星。”边关遥远、马蹄如铁，在散文诗的

吟唱和抒写中，我获得了内心的充盈和

成就感。这组散文诗的发表，坚定了我

要写下去的信心。我想，如果把经历的

基层部队生活的方方面面写个遍，应该

能编织出一个“迷彩”甚至“迷幻”的世

界，至少会让人觉得耳目一新。

《兵词》这本书从最初写作到出版，

累计时长有 10 年。散文诗短小精悍，每

一篇字数在四五百字，但它是存在一定

写作难度的。我觉得难就难在写作的

角度，或者是巧妙的构思。面对一个题

材，我始终要考虑一个问题，那就是哪

些东西是表现它的最佳材料？我该从

哪一部位、哪个角度、哪种方式开始写

起？一篇完成，回过头来再看：它的内

容和结构，是否具有诗歌内在的张力和

抒情的感染力？如果没有，那就是平庸

或 者 失 败 的 。 或 许 ，写 作 本 就 是 与 平

庸、失败斗争的过程，在确立与否决之

间，反复权衡。

对于军旅诗人来说，写作可能没有

“大”和“小”的区分。一首短诗，写的可

能就是整个世界。这个世界里，本身就

存在着文字的有限和意义的无限。而

散文诗这种文体，和诗歌一样，也有“以

小见大”的特征和气质。用散文诗这种

文体抒写军旅题材可能也存在某些缺

陷，然而它的优长也是显而易见的。缺

点是它不宜过多的铺陈，缺少生活中应

有的细节。优点则是它删繁就简，抒写

中具有诗歌的凝练，剪辑提纯，直抵人

心，让人不断流连于关山大漠和长河落

日，让人不断沉浸在诗的海洋，让人不

断梦回万水千山……我想，这就是军旅

诗词的魅力，也是军旅散文诗的魅力。

词章引梦入连营
—关于军旅散文诗集《兵词》的笔谈

笔 谈

文章立处，观点凸显

小小说的题材，从广义上说，人世

间的事物都可以写。如果要写得精彩、

写出深情，作者还是要扎根在生活与现

实的沃土。狭义上讲，小小说的题材是

指作者在作品中具体描绘的、体现小说

主题的一组相对完整的生活现象。创

作者从客观社会生活中摘选素材，经过

集中、概括、提炼、加工而组织成的作

品，其中既有历史事件和现实生活的原

材料，又有艺术创造和想象成分。间接

获得的素材，比如看书看报、听来的故

事，经过创作者的思考和艺术加工，同

样也可以写出成功的小小说。

近年来，小小说创作日益火热，作

家们推出众多作品，题材涉及农村、爱

情、军事、都市、科幻、儿童、动物、历史、

推理等。作为一名曾经的军人，我创作

的作品大部分都是军事题材。

回望文学史，生和死是文学永恒的

主题，奉献和牺牲是对英雄的注解。我

创作的《军礼》《编外女兵》，内容是关于

生死；《意志》《寻找英雄》《一碗泉》《军

魂》等，都写到了军人的生死。在这些

作 品 中 ，我 努 力 展 现 危 难 面 前 挺 身 而

出、冲锋在前的军人，他们也是血肉之

躯，也有父母妻儿和儿女情长。

在《军礼》中，大坝险情告急的关键

时刻，解放军战士奋战在抗洪抢险第一

线。荣军长冒雨去抗洪大坝指挥。大

坝上，官兵在紧张有序地忙碌着。副参

谋长向荣军长汇报险情时说，有一个营

长 为 救 不 会 游 泳 的 落 水 战 友 而 牺 牲 。

当他进一步知晓牺牲的营长是第 3 团第

3 营的王志军时，不觉一怔，对自责的副

参谋长坦言：这样的艰巨抢险任务有牺

牲是免不了的。营长牺牲在抗洪抢险

的 战 位 上 ，展 示 出 人 民 子 弟 兵 不 惧 牺

牲、无私奉献的高尚品质。然而，故事

的转折和动人之处还在于：这位营长竟

是荣军长的儿子。

《编外女兵》讲述的故事，是我从朋

友那里听来的。那年我和部队的笔友

到青海格尔木参加笔会，我们一路向西

到了格尔木。那是一座兵城，20 世纪

50 年代时，格尔木更像是个村庄。几

代军人的坚守才有了这座城市。为了

青藏公路的建设，数百名来自内地的热

血 儿 女 把 青 春 和 生 命 留 给 了 那 片 土

地。在烈士陵园里，看到那些简单的坟

茔和墓碑上已经模糊的年代和名字，我

们不禁潸然泪下。那曾是几百个鲜活

的生命啊！

在 一 次 座 谈 时 ，有 人 讲 了 一 个 故

事。一个老兵，在高原上坚守了 15 年，

他本来两年前就可以转业回内地的，由

于工作需要，他又待了两年。大雪封山

前，他的妻子带着女儿来探亲，没想到被

大雪滞留在了高原。小女孩天真活泼，

很受官兵的喜爱，大家闲时都逗她玩。

小女孩生病的时候，全站官兵都很着急，

好几个战士哭着要背她下山。现实是，

那个站点离有救治条件的兵站有上百公

里 远 ，雪 野 里 根 本 寻 不 到 通 向 外 面 的

路。最后，小女孩病死在了山上。她不

是烈士，不能安葬在烈士陵园，官兵和她

的父母只好把她埋在了烈士陵园外。

听老兵讲着这个故事，我早已是泪

流满面。回到内地，想起这个故事，我

的心里满是难过。当我流着眼泪写完

这篇作品时，心里才稍微好受一些。《编

外女兵》这篇作品，也算是为那个安息

在烈士陵园外的不知名小女孩立下的

一份小传。

为文写作是案头事。一旦走进文

学 的 旷 野 ，作 家 和 读 者 就 可 以 自 由 驰

骋，让才情与内心的情感奔驰，享受创

作、阅读的快乐。对于作家而言，精心

创作，种好自己的“一亩三分地”，是作

家 为 自 己 、为 读 者 建 设 精 神 家 园 的 过

程。创作中，作家不但要注意题材的选

择，还要注重叙事策略，观照文本叙述

形态，建构文学的审美情态，传达出打

动人心的力量。

追求打动人心的力量
■王培静

创作心语

耕耘人文，探寻崇高

知道朱光亚先生之名多年，直至读

到作家徐鲁创作的《共和国使命：功勋科

学家朱光亚传》（安徽文艺出版社，2023

年 9 月），才知山高水长的先生之风，不

仅不会因时光流逝而褪色，反而会在后

人心中激荡起奋勇向前的力量。

走进朱光亚跌宕起伏、恢弘壮阔的

一生，我的心与青春共和国以及为了共

和国未来而付出全部的众多青春，紧紧

捆绑在一起，仿佛我是他们的志同道合

者。人生为何而来？当为国家与民族的

未来而来。这是朱光亚用一生奋斗给予

当下青年的有力回答。“外国人可以对中

国人封锁所有的原子弹研究与制造的资

料 ，但 是 封 锁 不 了 中 国 人 的 梦 想 与 志

气！”这不仅是青年朱光亚的梦想，更是

他一生不变的追求。

作品中有这样一个值得铭记的画

面，古稀之年的朱光亚重回罗布泊，看望

埋骨马兰革命烈士陵园的战友们。他默

哀、致敬，蹲下身拔除墓碑前缝隙里长出

的杂草。这次重返，被作者独具匠心地

安排在末尾，往事一幕幕在朱光亚脑海

里渐次闪现，犹如意味深长的回顾。从

马兰出发，再回到马兰，这一路见证的是

朱光亚的非凡人生。

回溯朱光亚跌宕起伏的一生，作者

倾心对朱光亚产生影响的直接人物或事

件进行细细勾勒。他们恰当地分布在朱

光亚不同的人生阶段，如夜空中的点点

繁星，连缀成璀璨的星河。

懂法语的父亲，在少年朱光亚心里

种下一颗热爱和平的种子。践踏我大

好河山、欺凌我华夏同胞的日寇令他心

生痛恨，也让他意识到只有国家富强才

不会任人宰割；国家羸弱的现状让他忧

心如焚。父亲还教育他，要学会尊重他

人，不要随意嘲笑别人，更不能瞧不起

乡下人和劳动者。家庭是人生前行的

起点，家庭教育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朱

光亚的成长与充满正气的家风濡染密

不可分。此外，众多恩师对朱光亚的成

长也有着重要影响。魏荣爵先生在他

心灵里播下物理学的种子，赵广增先生

的物理课让朱光亚愈发明了注重科学

精神的意义，吴大猷不仅教他做学问更

教他做人……

一颗心从稚嫩到成熟、从苍白到丰

富、从柔弱到坚韧的渐变之路，是朱光亚

之所以成为朱光亚的根本缘由，也是这

部传记写作之难度所在。《共和国使命：

功勋科学家朱光亚传》写出居于中心位

置的朱光亚，更写出许多与之有过或亲

或疏关系、或远或近距离的在场者或见

证者。同在大学求学的兄长，是他爱戴

的、看齐的榜样；报名加入空军的西南联

大学子，不是一个两个而是几十个；设法

从欧美购回教科书、在上海复印出来并

辗转运到昆明的梅贻琦，其培养未来大

师的举动与一件件具体的事有关；张爱

萍将军在铁道干校礼堂里的演讲，幽默

风趣又兼具鼓动与鞭策，为科学家们注

入克服困难的力量；张蕴钰因担心敦煌

遭受毁灭性破坏而进行全方位的考察与

分析，并提出修改核试验地点的建议；

“七勇士”巡逻小队为核试验保驾护航，

半年里，人均磨烂 12 双鞋……尽管他们

在书中并不都面目明朗或背影清晰，有

的只是简笔书写、点到为止，但他们依然

是不可或缺的存在。

武汉的地理位置与文化特征，抗战

时期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国内情况与国

际环境，主人公在不同时期所处的大环

境，在这部传记里都有妥帖的叙写。人

物形象的丰满、鲜活固然重要，但若失去

背后浩荡的历史与急剧变幻之时代的有

力支撑，人物形象的可信度与感染力势

必大打折扣。传记成功之处在于，小环

境的细细叙写与大环境的简笔勾勒，融

合于人物命运转折、性格变化的关键处，

令读者如置身于传主所处的现场。

科学研究之路，顺境与逆境并存、前

进与后退乃至停滞同在，得到与失去亦

时常交织、互为镜鉴，想要走至终点的科

学家非有坚韧意志不可。为朱光亚作

传，首要的在于描绘一个真实、丰满、深

邃的内心世界。唯有如此，呈现在作品

中的朱光亚才是血肉丰满、悲喜皆具的

人。科学家不管多伟大、不管出身何处，

都是活生生的普通人。也就是说，写出

朱光亚不凡的同时，更要写出其平凡。

把不凡与平凡揉进生活这部无止境的大

书里，朱光亚 87 年的人生之路才是险境

重重又螺旋式上升的。以此为前提，他

背后的祖国从贫弱到独立、自主、富强的

前行之路，才是令人心潮澎湃、感慨连连

的。

永不消弭的朝气与永不凋谢的活

力，是众多英雄人物终其一生的显著特

质。它不被困难阻遏或压制，不被年龄

限制或束缚，它源于一颗向来与青春同

频的心灵。它并不体现在言语中，而是

无声地流露于日常行为中。青春已逝，

青春精神犹在。对朱光亚这样的科学家

来讲，青春如果是一盏灯，即便在风雨中

飘摇不已，也绝无熄灭之可能；青春如果

是一股斗志，遭遇再大的挫折，也不会消

减分毫。青春精神并非科学家独有，而

应成为所有人的生命支撑。它是重任在

肩，任劳任怨向前行；它是认准目标，咬

定青山不放松；它是心灵澄澈，视外界诱

惑如无物；它是肝胆明亮，陷重重阴霾仍

兀自发光。

“我们今天的青少年一代，对朱光亚

院士和马兰英雄们的奋斗故事，知道得

太少了！长眠在这里的每一个人，都是

我们共和国的功臣和赤子，都是一代代

青少年应该永远敬仰、缅怀和崇拜的‘最

美奋斗者’啊！也就是在这一刻，一个庄

重的念头划过我的脑海：一定要写一部

书——哦，不是一部书，也可能是两部

书、三部书，来讲述奋斗在罗布泊深处、

孔雀河边和马兰基地的英雄儿女们的故

事……”这段话道出作者写作的初衷。

在朱光亚身上，青春精神是一生不间断

的科学探究与试验，为共和国的强大注

入源源不断的力量；在作者这里，青春精

神是对资料的细细梳理，以及实地的次

次探访，它虽借助文字的传递，亦是生命

深度参与过的真切共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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