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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创作都是从过往军旅与生活经

历的小花园里“挖呀挖呀挖”，长篇军旅

小说《参军吧，兄弟》（海燕出版社，2024

年 3 月）亦是取材于熟悉的人和事。

22 年前那个炽热的 7 月，高考刚结

束，我就迫不及待和几个同学前往省城

咨询报考军校事宜。那些鲜红标语和鼎

沸人群，统统成为见证我成长的标志性

画面并长久地定格于脑海。那天咨询的

人实在太多，我们根本就挤不到跟前，只

能尽力收集各种资料，记住各个军校的

名称，生怕漏掉一点信息。

那是我军旅之路的起点，也是我在

作品中为主人公高原和他的同学们设置

的人生转折点。

一

在小说里，我把军校招生的咨询会

搬到了六中。这样，高原、赵立志、胡迈

等人就有了“主场优势”，也才有机会近

距离接触来自不同军兵种的学长，让他

们从戎报国的梦想更有理由成为现实。

当年的会场上，悬挂的标语很多，让我记

忆最为深刻的便是：“参军吧，兄弟！”

22 年 前 的 8 月 底 ，我 如 愿 走 进 军

校，与作品中的高原、赵立志一样，成为

一名军校学员。第一次开大会，学员队

队长宣布了两件事：其一，我们队高考

成绩最好的同学是其所在省的第 3 名。

这是足以考入全国任何一所大学的成

绩。大家用异口同声的惊呼表达着钦

佩。其二，队长号召我们向优秀的同学

看齐，不要给队里抹黑。那个全省第 3

的 同 学 不 但 没 给 队 里 抹 黑 ，而 且 坚 决

“将优秀进行到底”。他在我们入校第

一年就参加英语四级考试，并获得了将

近满分的优异成绩。

我一直试图将这位优秀同学写进我

的作品，就像武侠小说里的大侠，我也很

需要这样一个角色给我的创作撑场子。

于是，我就以“高原”之名请他入书。他

的优秀是全方面的，思想品德好、学习

好、体能好，妥妥的“三好学生”。同时，

他没有把自己的天赋用于追求一己之

利，而是以赤子情怀擎举家国梦想，践行

报国之志，成为同辈楷模。

二

不可否认，这个世界上除了熠熠生

辉的人，也有平凡的人。

我军校毕业那年冬天，受命到新兵

连当排长。我当时的主要任务，就是带

着 3 个军事素质过硬的班长，组织排里

的 30 多个新兵苦练加巧练，确保他们顺

利通过新训结束时的军事考核。3 个班

长都是各个单位选派的佼佼者，他们一

看新兵的考核标准，“噗嗤”笑了，不约而

同地拍胸脯给我打包票说：“小意思，保

证全员优秀。”结果呢？偏偏有个胖胖的

新兵打了几个老兵的脸。排里也有其他

身形较胖的新兵，但都是壮硕的胖，强化

练一练成绩就突飞猛进。唯独这个新兵

是虚胖，长跑、拉单杠、扔手榴弹，成绩都

是垫底。他胖乎乎的，从来不紧不慢，看

着都让人着急。每回训练，这个新兵都

把班长气得直跺脚。连长到我们排来，

看到这个新兵也是一句话不说，唉声叹

气加摇头。

新兵清楚自己的情况，也感受到了

压力，几次找我道歉。他其实没做错什

么，只是单纯为自己的成绩拖了排里后

腿内疚，并红着脸承诺：“一定好好练。”

他是连长、班长都没办法的人，我也不知

道他自己能有啥办法。我只能尽力安抚

鼓励，让他不至于陷入绝望。事实验证

了那句老话——努力出奇迹。新兵发了

狠训练，终于踩着及格线过关，如愿留在

了部队。我把这个令我难忘的新兵也请

进了我的小说，取名胡迈。他和那个虚

胖的新兵一样，曾经是什么样子并不重

要，重要的是他超越自我、走上了一条新

的道路。就像我在部队遇到的那些出类

拔萃的老兵一样，入伍 10 多年后，他们

有的成为修理能手，有的成为优秀驾驶

员，也有的在演训场上取得骄人成绩。

他们用不懈努力，为自己赢得成就，也赢

得了尊重与认可。

如今，我早已经没有了那个新兵的

消息，却仍希望他在部队的路走得更远

一点，不负当初发了狠劲的努力，如同作

品中的胡迈在边关哨所实现了人生价

值。

三

认识刘老兵时，我已经是少校军官。

那年春天，我作为新闻干事前往深山军营

采访刘老兵。在此之前，刘老兵接连荣立

二等功、获得火箭军“十大砺剑尖兵”等荣

誉，如此光彩夺目的士兵在我们单位实属

少见。未见其人时，我就心存疑问，刘老

兵到底是什么“材料”制成的？

等见到、采访后，我才真正了解，刘

老兵入伍之初并不出众。不同的是，他

在每个岗位都竭力奋进，把工作干到极

致。刘老兵是山东人，读书时成绩也极

为优秀，却因诸多原因，不得已辍学，18

岁那年参军入伍。他最早是在警卫营。

警卫营的主要任务是处突和执勤，考验

的是体力和耐力。在警卫营的第一年，

刘老兵在长跑、短跑、单杠等项目上打遍

全连无敌手。第二年，他又破了全营的

多项纪录。之后，他多次参加全旅、基

地、火箭军乃至全军的各种比武和竞赛，

屡创佳绩。

官兵服气刘老兵，不只是因为刘老

兵优秀，更因为看到了他优秀背后的艰

苦付出。训练的时候，别人跑 5 公里，他

就跑 10 公里；别人徒手训练，他却悄悄

给自己腿上绑沙袋；别人正课时间练，晚

上 休 息 ，他 则 在 夜 深 人 静 之 时 悄 悄 加

练。有人说他傻，他只嘿嘿一笑，该怎么

练还怎么练。刘老兵心里有一个清晰的

目标，欲要抵达，只能拼尽所能，奋力向

前。

当兵差不多 10 年后，刘老兵面临人

生的新抉择。刘老兵离开警卫营，到了

技术营。按理说，在警卫营再怎么出类

拔萃的士兵，到了技术营也是门外汉，不

懂业务，顶多给人当个帮手。刘老兵坚

信别人能干的，他就能干，而且憋着劲要

比别人干得好。当时，没人相信这个体

能强悍的警卫兵，能在技术营折腾出什

么名堂。

初来乍到，他就闷着头啃完了技术

营几乎所有的工作日志和技术文献。接

下来，他又找优秀的技术兵拜师，一招一

式地请教。再之后，就是不断地重复和

揣摩。不出一年，他不但胜任了本职工

作，而且创造性地摸索出了一套全新的

操作流程。营里为了表彰他的成绩，不

但把那套工作流程以他的名字命名，而

且很快在全营推广应用。刘老兵又一次

站在聚光灯下，从警卫尖兵转身成为技

术尖兵。

那次采访后，刘老兵和他的故事就

久久地印刻在我的脑海中。决定创作这

部小说时，刘老兵的面庞瞬间浮现在我

的眼前。我几乎本能地，第一时间在搜

索引擎输入刘老兵的名字。果不其然，

几年没有音信的刘老兵又得了奖、立了

功，有了新的成就。看着网络照片上他

布满皱纹的笑脸，我打定主意，必须把他

请进我的小说。

没错，“刘老兵”就是作品中永远憋

着一股子不服输劲头的赵立志。赵立志

的人生起点很低，生于农村、经济窘迫，

但他从来不服输、不认命，心里始终燃烧

着希望之火。就像现实中的刘老兵一

样，他知道自己的目标是什么，并为之全

力冲刺，在奋斗中成就了自我。

四

如上所述，这部小说里的每个人物

都来自令我难以忘怀的过往生活。我请

他们做客我的小说，探索他们之所以成

为他们的必然性。

作品中的主人公高原等人，并非生

来优秀，而是因为有了选择，有了努力，

有了日复一日的坚持，才一步步成长起

来。作品中的不少主人公，有着相同的

起点、相似的履历，也似乎将步入相同轨

道，他们终究在人生的关键处分开，走上

了不同道路。肇始于此，他们也有了不

一样的故事、不一样的人生。

我对过往生命里人和事的认识，也

是我对这个世界的认识。同样，我的文

学表达也是源自于此。我熟知的那些

在军旅征途上无悔跋涉的战友，他们来

自五湖四海，皆因梦想而集结在八一军

旗下。大道从来不孤，跋涉者终将在跋

涉的征途上与更多跋涉者相逢。“高原”

们与祖辈相逢、与父辈相逢，以及彼此

天各一方后的重逢，是友情的凝聚，更

是人生道路的合辙并轨。他们青春的

梦想在人生的花园里绽放出各自的精

彩后，成长为守护国防的参天大树。天

生我材必有用，年轻的他们，在各自的

岗位上忠诚坚守，已然是国防和军队建

设的坚强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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耕耘人文，探寻崇高

2023 年的军旅题材中短篇小说创

作仍然保持强劲态势。简而言之，呈现

出以下几方面的特征。首先，相关作品

聚焦新时代军旅人物形象的塑造，记录

强军进程中普通军人的命运变迁，关注

矢志强军人物的精神刻画。这不仅是

2023 年军事文学创作的重要收获，也是

新时代军事文学持续发力的着力点。

其次，这一年，军旅题材中短篇小说创

作，赓续革命历史叙事的传统，聚焦抗

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的历

史，讲述军民团结一致抵御外侮的钢铁

意志和不屈不挠的民族精神。此外，还

涌现出了戍边英雄主题作品，这是军事

文学创作多元化的体现，进一步丰富和

提升了新时代军事文学创作的内涵。

2023 年军旅题材中短篇小说创作

中一个鲜明的特点，依然是聚焦于普通

军人的日常生活及情感，挖掘出平凡之

中的不平凡，以及生命中的闪光点。在

军旅题材中短篇小说中，当灾难、敌情

来临之时，主人公身为军人保家卫国、

不惧牺牲的英雄性的一面，会被自动激

活。针对普通军人的书写，作家在叙事

时更多采用平视的视角，挖掘出军人身

为普通人的一面。作为普通人，他们也

面临着提职、驻训、转业以及家庭等方

面的现实问题，这在无形中拉近了作品

与读者的情感距离，引发共情。与以往

的军事文学作品相比，这一年的军旅题

材中短篇小说创作出现“新质作战力

量”的叙事，信息对抗、无人机作战等，

被引入作品；兵员素质提升，具备现代

化知识结构体系、又有敢打敢拼血性的

大学生新兵，也在作品中得到呈现。作

品书写的题材类型更加多元化，既有潜

艇声呐兵题材，又有火箭军题材，还有

空军和特战等题材。新质作战力量的

出现和题材意义上的多元化，契合着人

民军队日益强大的现实。

言九鼎的《中锋》书写了信息化时代

的信息对抗战，塑造了个性突出、性格坚

韧、业务精湛的姚弘等形象。《藏锋》将关

注的视角投向了训练基地的军人，书写

他们的牺牲与坚守。作品塑造的技术人

员郎啸安形象，展现了新时代军人的精

神成长历程。高密书写的潜艇兵系列小

说，独具一格，具有很高的辨识度。《深海

回音》讲述了两个刚入伍的新兵成长为

潜艇声呐兵的故事，关涉强军主题与个

人成长。石志广的《特战排的女大学生》，

刻画了女大学生特战尖兵的形象，展现

出新时代革命军人的热血青春与激情人

生。李宏的《移防》和丰杰的《与子同袍》

同属火箭军题材。《移防》侧重于展现军队

移防中军人的牺牲奉献精神和坚定信

念；《与子同袍》中塑造了不计个人得失、

一心谋打赢的发射营长许江山的卓越军

事指挥者形象。王凯的《徒步飞行》在缓

慢的叙事推进中，深度刻画出空军机场

场务连官兵的生活工作细节。马晓丽的

《非洲鹩哥》讲述了一位转业老兵面临抗

震救灾的急难险重任务时，凭借超高车

技护送战友的故事。文本延续了马晓丽

“从关切个体生命的角度出发，平视人物，

发现平常人身上的崇高”的叙事习惯。

在 2023 年的军旅题材中短篇小说

创作中，革命历史叙事的作品仍占有较

大比重。这些作品一方面注重赓续革命

历史叙事传统，突出党的正确领导、战争

的残酷激烈、成长与牺牲的主题。另一

方面，这些作品注重红色叙事的创新表

达，或巧妙用谍战等类型文学的叙事外

壳，追求“情节曲折化和戏剧化”的艺术

效果；或借助儿童视角，深化红色基因传

承叙事；或聚焦文艺宣传战，强调文艺宣

传对于战争的重要价值与意义。

敏奇才的《绿青稞》讲述了一位富

商子弟在民族危亡之际，投奔八路军寻

找出路并组织自卫队与日寇血战的故

事。作品在沉稳内敛的叙事中，展现了

中国人民坚守大义的民族气节。黄平

的《英魂阵》以民间故事传说的叙事方

式，聚焦东北抗日历史与民间传奇。徐

贵祥的《晨语》关注思明中学几位少年

在抗日战争中的成长主题，展现了爱国

情怀的世代传承与生生不息。李铁的

《双蝶图》和光盘的《监视》皆是红色谍

战叙事的重要成果。《双蝶图》塑造了我

党 隐 秘 战 线 上 的 无 名 英 雄 的 光 辉 形

象。《监视》讲述了潜伏在国民党内部的

中共地下党员胡吉恒以巨大的隐忍和

坚定意志完成革命任务，在耄耋之年最

终与误会自己大半辈子的恋人李香草

重续前缘的故事。曾皓的《对台戏》关

涉抗战中的文艺宣传战，针对日寇抹黑

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卑劣行径，抗敌剧社

深入敌占区，用文艺演出展开正面政治

宣传。吴向东的《奎宁》从“误会”展开

叙事，深掘我军普通战士的内心世界，

透射出心灵深处的光辉与暖意。西元

的《理想国》书写抗日战争，在进攻与阻

击的战争场景中，呈现了日军侵略的残

暴与中国军民抵御外侮的血性。

此外，石钟山的《美丽的生活》、钟

法权的《新兵下连》和汤中骥的《和光》

皆 关 注 和 平 年 代 军 人 血 性 与 精 神 承

继。无论任何年代，在边疆总有忠勇爱

国军人的存在。潘灵的《被遗忘的戍

者》和段爱松的《幻兽》关注不同年代的

戍边者并向他们致敬。

这一年，军旅题材中短篇小说创作

在多个方面取得收获，其中尤为突出的

是对新时代矢志强军人物的书写与塑

造，以及基于革命历史叙事传统的创新

表达。现实题材相关作品聚焦人民军

队新的发展，在书写题材、人物等方面

均有拓展。革命历史叙事作品在延续

过往书写传统时，以新颖视角、新的叙

事方式等开拓出新的书写空间。还有

不少作品以不同角度的书写，展示了部

队生活的多个方面，丰富了当代军事文

学的书写内容。

（作者系《小说月报》执行主编）

于 精 微 之 处 见 宏 阔
—2023 年军旅题材中短篇小说创作掠影

■徐福伟

丁晓平的纪实文学新作《胜战：中

国人民志愿军五任司令员》（湖南人民

出版社，2023 年 8 月），从志愿军司令员

的视角、从志愿军高层决策指挥层面书

写抗美援朝战争，这一独特巧妙的切入

方式，给读者以新鲜感和代入感。同

时，作品精湛的叙述与饱含激情的书

写，也令人印象深刻。

中国人民志愿军的 5 任司令员，即

为我们所熟知的彭德怀、陈赓、邓华、杨

得志、杨勇，他们无一例外地出生于湖

南，都是经过长期的战争洗礼，也是个

性鲜明、功勋卓著的革命历史人物。他

们每一个人，在革命战争中都有着不同

寻常的光辉战绩和传奇经历，所以才会

被派往抗美援朝战场，率部与从未交手

的强大之敌进行殊死较量。虽然他们

担任志愿军司令员的时间顺序有先有

后，任职时间有长有短，指挥的战斗规

模有大有小，任职上无论是否有交叉或

衔接，他们都是在极其艰巨复杂与困难

重重的形势下，听从党中央和毛主席的

英明决策，依托全体志愿军将士的浴血

奋战，在战场上作出灵活而准确的战略

战术判断。他们在抗美援朝战争中表

现出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取得了一个

个堪称奇迹的胜利。他们在抗美援朝

战争中续写了辉煌的战斗经历，建立了

属于我军高级指挥人员的新的功绩。

《胜战：中国人民志愿军五任司令员》以

志愿军司令员的视角书写，表达出在复

杂国际局势和悬殊国力对比之下出兵

决策的果敢、前线指挥员谋划与指挥的

缜密，以及基层指战员舍生忘死的浴血

奋战。这一视角也是对系统、完整表现

抗美援朝战争书写方式的一种探索。

作品采取全局和局部、宏观和微观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叙事。从宏观的角

度讲，作品不仅为读者呈现了 5 任司令

员衔命披挂慷慨出征的过程，也把他们

忠于祖国、铁血担当、豪情唱大风的勇

武气概表现出来。同时，作品也呈现出

他 们 是 如 何 准 确 领 会 中 共 中 央 和

毛主席的战略意图，并在瞬息万变的战

事中将其化为胜战之道。此外，作品还

对他们的高度政治自觉以及深厚军事

素养进行了表达——善于寻找和捕捉

制胜战机，以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歼灭

敌人，从而反映出其高超的谋略与毙敌

的勇气。作品通过生动的叙述，将战场

厮杀的“战争艺术”表达出来，展示出中

国人民不畏强暴的钢铁意志、万众一心

的顽强品格、维护和平的坚定决心和人

民军队敢打必胜的血性铁骨。

这 5 任司令员可以说是各有个性，

各有风采。作品除了描写他们在担当

大任、战事胶着时的从容沉着、指挥若

定，还通过对他们在生活中生动感人细

节的勾勒，反映其可敬可亲可爱的一

面。由此，这部书写金戈铁马、战火硝

烟的作品，因萦绕其中的人情温暖和生

活气息，而显得气韵生动、意趣盎然。

从局部的角度讲，作品使得读者能

够从简略的叙事中，看到抗美援朝战争

从出兵伊始至其中的各次重大战役、重

要战斗，及至谈判停战、撤兵归国等整

体进程和主要脉络。同时，作品还将笔

触对准在各战场前沿阵地直接面对敌

人的普通连队和基层指战员，精心选择

蕴含典型意义的战斗故事、情节和场

景，通过由上而下、又由下而上，全景

式、立体式的展现，为读者营造出现场

感和真实感。作品中，对珍闻事例引人

入胜的叙述，以及对广为人知故事的新

意表达，将该题材所具有的传奇性与真

实性融合起来，引导读者重温志愿军所

创造的辉煌战绩、再次走近英雄人物，

同时再度领略志愿军不畏强敌、以弱克

强、敢打必胜、同敌决战到底的顽强精

神风貌和意志品质。阅读《胜战：中国

人民志愿军五任司令员》，不禁令人深

思这样一个问题：在那时“气多钢少”的

条件下，人民志愿军是以怎样无所畏惧

的勇猛斗争打败强敌，从而创造出世界

战争史上伟大奇迹的。由此，也激发人

们对革命先辈的崇高敬意和感佩之情。

有关抗美援朝战争的史料、文献、

传记和纪实作品卷帙浩繁，5 位司令员

的日记、回忆录也都是宝贵的第一手资

料。中外历史学家和作家撰写的相关

著述可供参考，这给抗美援朝战争题材

作品的写作提供了方便。然而，创作出

具有新意的作品，寻找与检索符合文本

需求的恰切细节、理顺写作战场故事的

发生发展逻辑、筛选出适合选题的内

容，并非易事。《胜战：中国人民志愿军

五任司令员》通过深入、精到的挖掘和

剪裁，再现了抗美援朝战争的战火硝

烟。同时，作品还以精深的思考、斐然

的文采，探寻和解析志愿军的胜战密

码，挖掘和弘扬蕴含其中的伟大抗美援

朝精神。此外，作品配有 30 余幅历史

照片，图文并茂的形式使其兼具纪实

性、文学性和形象性。这部纪实性英雄

叙事作品，书写的是中国人民志愿军所

建立的不朽功勋，文本之中回响着抗美

援朝战场上激励后人的雄浑旋律。

认识“胜战”的新视角
—评纪实文学作品《胜战：中国人民志愿军五任司令员》

■汪守德

第6080期

作品读评

文本空间，审美之境

文艺观察

观文艺之象，发思想新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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