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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王培静新近出版的军旅小说集

《男兵女兵》（中国文史出版社，2024 年 2

月），题材涉及军营生活的多个方面，人

物多以普通士兵为主，既有执勤的战士、

坚守在基层岗位的军人，也有退伍不褪

色的复转军人。作品所描写的主人公，

立足各自岗位、恪尽职守、默默付出。通

过对这些男兵女兵的日常行为、生活、情

感等方面的探索，展现蕴于其中的精神

光华。作品对人物形象的塑造、对人物

事迹的书写，并没有构设惊天动地的壮

举，而是通过对平凡人物、平凡事的书

写，本色本真地表现出人物的性格、情感

与精神追求。

小说集《男兵女兵》中的作品，其主

题显示出对生活的热爱和积极昂扬的人

生态度。作品通过细腻的笔触，深入挖

掘人物内心世界，展现善良、崇高、勇敢、

不惧牺牲等正向品质。作品无论是描写

艰苦的战争生活，还是和平年代军人的

勇毅与奉献，希望和信念是蕴于其中的

底色。这种积极的书写态度，不仅带给

读者以积极的阅读体验，也激发人们内

心的勇气和信心。

作品书写了军人真切的信仰与追

求。在颂扬军人英雄主义精神的作品《意

志》中，飞机已是千疮百孔，在空中摇摇晃

晃，飞行员多处中弹，身上、脸上满是血

迹，但飞行员凭借着顽强的意志，把飞机

开了回来。作品没有直接叙写空战的激

烈场面，而是通过对战斗过后惨烈景象的

书写，留给读者以想象空间和阅读的震

撼。这种写法以简约的笔墨，表现出军人

的顽强斗志，在文本的留白处映现出革命

军人的钢铁意志和凛然之气。

作品对于家庭生活和友情、爱情的

书写，展现出温情叙事所蕴含的力量。

作品《小岛不了情》，从小艇在海上抛锚

的经历写起，引入讲述者与守岛老人的

相遇，进而讲述出老人选择守岛的原因

及其背后的革命历史故事。老人继续留

在岛上守岛，是为继承其在革命战争年

代为给岛上八路军送信而牺牲的父亲的

遗志，也是对当年因救自己而牺牲的八

路军战士的感怀。老人坚守的不仅是一

份责任，也是一份信念。作品所写事情

虽小，但表达的感情深切真挚。作品开

篇对老人遇见小艇战士们时的描写，把

一个待人热情、真诚友善的老人形象刻

画出来，展现出主人公内心光明、昂扬积

极 的 生 活 态 度 。《师 生 情》《和 首 长“ 过

招”》《替我叫他一声哥》，所书写的也都

是平凡事。然而，作品正是通过这些日

常之事，热情讴歌了战士的美好心灵和

战友之间的深情厚谊。作品通过对典型

环境的描写，采用简洁明了、直白流畅的

叙事，为作品增添了真实感和可信度。

英雄主义和爱国主义是军旅文学的

重要主题。小说集《男兵女兵》中的相关

作品，通过描写军人的日常生活和内心

情感，发现并讴歌普通官兵身上的精神

闪光点。作品对于英雄主义精神的叙

写，多是贯穿于其中塑造的基层官兵形

象与普通人物的非凡之举。王培静有过

长期军旅生活经历，他的小说创作不少

取材于在部队的经历与见闻，讲述发生

在身边的故事，对其进行艺术加工再创

作。作品始终充盈着信仰和精神的力

量，弥漫着富有生机活力的青春气息和

昂扬的英雄主义精神气概。

作品对于英雄主义精神、英雄情结

的书写，并没有仅将其赋予军人主人公，

对于脱下军装的退伍老兵、普通人，同样

以浓情之笔，写出他们身上闪耀的磊落

正气、风姿懿范。在《退伍军人亚强》中，

退伍回乡的亚强始终不忘为人民服务的

军人本色，坚持做好事，即使被大家误会

也无怨无悔。后来，他和退伍回乡、曾同

在“雷锋班”的郁班长，一起去学习种植

蔬菜并带领乡亲们发家致富。

小说集《男兵女兵》收录的作品，篇

幅精短却寓意深刻，质朴文风中传达出

打动人心的力量。《师生情》《秋天记忆》

《美丽家园》等多篇书写普通官兵、普通

人的作品，彰显平凡人身上的崇高品格

与大爱情怀，写出了平凡英雄的不凡。

一个个看似平淡无奇的故事，其中透露

出军人身上大公无私、勇于牺牲、甘于奉

献的高尚情操。

精短作品的写作，更加考验作者对

结构严密程度和情节设置合理性的把

握。小说集《男兵女兵》收录的军旅题材

精短小说，避免了对细节繁琐的精描细

刻，选择以写意的笔法讲述动人故事，在

情节的起承转合中实现对人物形象的再

造和精神品格的表现。因而，作品在书

写微观事物时显示出转折闪回、匠心独

运的精巧；对于宏大题材的书写，则在以

小见大的事件横切面中展现打动人心的

文学力量。

王培静的小说集《男兵女兵》，相关

作品的主题体现出深刻的人文关怀、积

极昂扬的价值取向和打动人心的审美意

蕴。作品犹如推开了一扇文学的窗口，

为读者提供了感受人间大爱、品读人生

意义的契机，也让人从中洞察军人的内

心世界以及认识理解军人肩负责任与付

出背后的可贵精神品格。

英雄儿女有传人
—军旅题材小说集《男兵女兵》读评

■杨 府

陈人杰的藏区题材诗集《山海间》

（西藏人民出版社，2021 年 9 月）收录诗

人创作的一百余首诗歌，其中包括长诗

和组诗各 3 首。作品所表达的主题，既

有对故乡的不舍和思念，又有为雪域高

原奉献的壮志豪情；诗人以充沛的想象，

表达出倾注其间的家国眷恋。

我是进过西藏的，走的青藏线，从格

尔木兵站出发，过唐古拉、沱沱河，经那

曲、当雄，直抵拉萨。因为当时是跟随运

送给养的军车队同行，一路浩浩荡荡，并

没感觉到藏区有多神秘、有多艰险。我

知道，这种蜻蜓点水式的经历与长期在

此生活的人，其感觉是绝不会一样的，但

对描写藏区的文字，灵敏度还是有的。

因此，在阅读陈人杰的藏区题材诗集《山

海间》过程中，会生发出一些关于时间、

空间、年龄和心灵世界的哲思，甚至期待

圆一个香格里拉式的奇谲而遥不可及的

蓝月之梦。

作者在《冻红的石头》一诗中，写到

我去过的那曲：“看见旷野里的石头冻得

通红/像孩童的脸。而另一些石头黑得

像 铁/像 老 去 的 父 亲/它 们 散 落 在 高 原

上，安然在/地老天荒的沉默中/从不需

要人类那样的语言”……读到此，我眼前

浮现出儿时挑煤的山路上、父亲那张“黑

得像铁”一样的脸……在诗中如此呈现，

得益于作者对视觉意象的把握。同样，

在我也曾去过的羌塘，作者写了《喊疼的

树》，即那些“新栽的”“在西风中喊疼的

树”；这些树被“冰雪推敲着”“像浪子，被

故乡那巨大的吊瓶维系……”

作者深谙诗歌意象之道，故而能够

在西藏“宏大的旷野里”随意“舒展抽象

的力量”。诗集前半部分的多篇短诗，颇

似“词语表现的画”，其“画风”接近以梵

高和莫奈为代表的印象画派风格，注重

人的主观感受、强调瞬间印象。

意象派诗人庞德等人主张诗歌的表

达方式应该是“直呈意象”，将内在的情

感和外在事物的审美形态化作一种直观

的形象呈现在诗歌之中。陈人杰显然受

此影响颇深并在其诗中孜孜以求。“荒涧

鸟鸣是春天的偏旁”“时间的缝隙卷来群

星”“格桑花多像春天的胎记”“只有砥砺

的 寒 光/被 称 之 为 最 后 ，纯 粹 的 精

神”……从中可以看出，作者对诗歌表现

力和形象感的注重；在诗的节奏上，以简

洁、凝练、硬朗的语言加强意象的明晰度

并使其直观化。

诗集《山海间》后半部多篇诗作，运

用意象叠加铺排内心深处沉淀的情感。

例如，在写“矮脚牦牛的标本”时，作者避

开“角”的具象而选择将“刀锋”的光与

“烈焰”的野性、“花”的绚烂等意象叠在

一起。叠加的意象之间构成比喻关系，

几个意象可作为喻体暗示或表达情感。

作者是从杭州湾海边来到被誉为

“世界屋脊”的高原。这一离乡旅程由

海及山、由低海拔及高海拔，将“乡愁”

置放于山海之间，深切体悟到“流水撞

击山涧/也冲刷向身体的痼疾”。作为

藏 东 八 宿 县 叶 巴 村 的 驻 村 干 部 ，作 者

“ 为 酥 油 灯 照 不 到 的 黑 暗 而 揪 心 ”，也

“试图喊醒沉睡的石头/让苟且、贫病、

慵懒无处藏身……”为此，他“寻找神性

的源头”“把苦辛化作乳汁的甜蜜”。作

者以诗歌写出亲历亲闻和身为援藏干

部的职责与使命。

作品写出了诗人自然流露的爱心以

及对这片土地的深情。他视这里的人民

为“亲爱的骨肉”，在“高高的雪原上，低

低的人世间”，为“走失的小羊”和“撞死

的阿爸”而哭泣。作者从钱塘到怒江源，

潮声的恍惚，使他把西藏当作了故乡，然

而“故乡之上还有故乡”。当他望见冰山

上的雪莲——这最能“刻画江南的心迹”

的“高原荷花”时，“一次次为神秘感召/

肺腑颠沛流离，诗如雪崩”……这显然是

故乡江南的另一种风景，当它闪电般掠

过诗人的心头时，诗中若隐若现的“乡

愁”，就像雪地“冬虫夏草”一般，“为一条

条小命/在炼狱转身”。

被世人视为“人间天堂”的苏杭，本

是诗人的原乡，而西藏却是地理概念上

的“天堂”——海拔高。于是，作者化而

为虹，“架起两个天堂之间的对话”，在故

乡之上再安放另一个故乡。从诗集《山

海间》的字里行间，可以看到老诗人昌耀

的影响，这是我在读完那首别具一格的

《唐卡》时所产生的感觉。翻过页面，便

是《牧歌在日夜采集青铜——致昌耀》，

起句“坚硬的时间转动风/霹雳，在雪线

上安放春天/花草，是冰的睫毛/是炼狱

的胚房里/岩浆升华后对大地的重新致

敬……”再接下来，是又一个意象的转

换，形容“牧歌”的音色如“青铜般的亮丽

而硬朗”。这种手法是昌耀常用的，而陈

人杰又添了具有自身风格的修辞手段，

从而使作品意蕴显得更为饱满：“行者的

高原/以一己之力，将世界屋脊缓缓撬

动 ”“ 大 琴 弦 上 ，牧 歌 在 日 夜 采 集 青

铜”……昌耀写“亚细亚大漠”是“一峰

连夜兼程的骆驼”，陈人杰写“八大部落

山”是“受难脸孔隆起的鼻子”。昌耀与

陈人杰都视青藏高原为原乡，只是二人

所处的时代背景不同，故肩负的使命也

不一样。

诗歌始终是与自我经验关联的。诗

集《山海间》中的意象，与作者从杭州奔

赴西藏参加援藏工作、扎根农牧区高度

关联。作品在日常生活与心灵感受间采

撷灵动诗意，抒发倾注其间的家国眷恋

与深情。

寄情山海 写意高原
—藏区题材诗集《山海间》读评

■曾凡华

艺术赏析

品味艺境，引领审美

牧歌悠悠（油画） 韩光新作

作品读评

文本空间，审美之境

赣南艺术创作研究所根据罗宏长

篇小说《骡子和金子》改编、创排的革命

历史题材赣南采茶戏《一个人的长征》，

讲述了红军长征时期，一个名叫“骡子”

的青年马夫坚守承诺，毅然踏上追寻红

军部队艰险路程“还金”的故事。剧作

着力展现个体生命对日常生活、革命战

争的理解与认识，呈现出大众化、传奇

化的叙事特点。

全剧由序曲和七幕故事构成，以主

人 公“ 骡 子 ”的 行 走 串 联 起 完 整 的 叙

事。剧作叙事方式与电影类型中的“公

路电影”有着结构上的一致性。公路电

影中的主人公通常为了某些原因离开

熟悉的环境，进而展开一段公路旅行。

这段旅程往往会产生一系列的戏剧冲

突，改变主人公日常生活的视角，主人

公在旅途中完成生命体验、思想变化、

性格重塑、自我发现，或者达成与他人、

与自我的心灵交流，得以重新认清生活

现实、再次认识自我。剧中，主人公“骡

子”思想转变的表层体现是对邱排长态

度情感的转变；更深层的转变则是对执

行运送任务的认识，实现由“信义”（承

诺完成红军交给的运送任务）向“信念”

（坚定跟随共产党、跟随红军）的转变。

赣南采茶戏大多采用一个主调贯穿

主题的唱腔手法。剧作中的声腔音乐及

行当表演，也起到强化人物个性色彩的

作用。比如，“骡子”开场唱“大步走来是

喂是喂，往前走啊呀咿哟”，用赣南采茶

戏曲牌“睄妹子”作为“骡子”人物性格的

色彩基调，“骡子”所唱的“睄妹子”在推

进、发展、变奏中又起到串起戏剧冲突的

作用。“睄妹子”曲牌伴随见证着“骡子”

的成长，推动着情感气氛的发展，在一定

程度上引领着故事的走向。

湘江突围中，夜幕下枪炮声大作。

剧作以主人公“骡子”的视角，叙述了战

斗的激烈和红军战士的牺牲：“才晓得

什么叫打仗，漫山遍野冒火光。子弹嗖

嗖像刮风，炸弹掉到脑壳上。好多兄弟

倒下去，鲜血染红布军装。早晨喝粥还

在一起，转眼喊他不答腔。”舞台光影与

低沉悲壮的配乐，营造了典型的战斗环

境；通俗易懂、朗朗上口的唱词生动叙

述出战斗的悲壮与惨烈。舞台视觉景

观与唱词的融洽配合，以及音乐和表演

的结合，共同完成生动的戏剧叙事。

战斗中，大黑骡子被炸死，驮运的

盒子也被炸坏，这时“骡子”才知道自己

给 红 军 运 送 的 是 苏 区 中 央 银 行 的 金

条。红军大部队已经走远，面对“天降

横财”，剧作以贫穷青年马夫“骡子”的

自问自答表达出此时他内心的冲突与

抉择：“这些金条是红军的，凭什么你来

做安排？”“我的大黑骡子被炸死，它做

赔偿该不该？”“炸死黑骡子的是国民

党，算在红军头上就不该。”“赶脚的工

钱还没给，一共大洋二十块。”“桥归桥

来路归路，两码事情要分开。”

为避免被匪兵抓捕，马夫“骡子”选

择回家躲避一阵。他得知因自己被认

定是红军，导致父亲被联防队长王火飙

抓走。此时，他要么去交钱赎人、要么

去自首。思考应对之策后，他藏好金

子、选择自首，始终没有动红军财产的

心思。在被押解的路上，他遇到了大学

生古玉洁。古玉洁以为“骡子”是红军

师长解救了他，并表示要追随、加入红

军：“二话不说跟你走，参加红军去战

斗，为主义甘洒热血抛头颅。”

一心参加革命的古玉洁，“追寻真

理和信仰，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古

玉洁问“骡子”：“你是为什么参加革命

的呀？”“骡子”答道：“二十块工钱。”剧

作中，两人在寻找红军的路上，古玉洁

的西洋歌剧腔调与“骡子”土腔土调的

重唱，既符合两人的身份特征，又贴切

地表达出此时两人对革命理想不同的

理解。

他 们 在 离 开 黎 平 之 后 ，行 至 遵 义

遇到了负责护送的红军排长邱明亮。

然而，一路追踪而来的联防队长王火

飙又抓捕了“骡子”。危急时刻，在邱

排长的掩护下“骡子”跳崖逃离，古玉

洁在骑马引开敌人时不幸中弹。作品

中 多 次 出 现 古 玉 洁 朗 诵《海 燕》的 情

节，展现出她的战斗精神。至此，她真

正地成为一只“海燕”，“战士的热血在

蓝天下自由挥洒”。

沼 泽 地 中 ，连 个 歇 脚 的 地 方 都 没

有，“骡子”和邱排长背靠背坐着睡觉；

食物短缺，二人互相推让着仅有的炒

面。最终，邱排长坚决地把青稞炒面留

给了“骡子”。此时，“骡子”的思想情感

发生了变化：“我就搞不懂，这个世界上

为什么有红军，有你这样的人嘞？”夜

晚，饥饿的邱排长依旧舍不得吃炒面，

在采摘野菜时陷入沼泽地牺牲。“骡子”

直到睡醒才发现邱排长已经牺牲，只有

一顶缀着红星的军帽浮在沼泽上，而自

己身边就是邱排长在牺牲前也不忘抛

给他的粮食袋。舞台上明亮光影下升

起的军帽，以类似电影中“象征蒙太奇”

的手法表达出红军战士牺牲的壮烈和

精神的崇高。

面对此情此景，“骡子”痛哭：“早就

想喊你一声哥，几句话一直想对你说。

泪水滚烫滚烫……哥啊，邱大哥。我保

证完成任务，你一点也不用担心我。把

金子安全送还红军，哪怕再深的水，哪

怕再陡的坡。我要做一个像你一样的

人，像你一样战斗生活。我晓得这叫作

共产党员，虽然我现在还够不着。我要

参加红军，穿越硝烟战火。一辈子跟着

共产党，让红星照耀中国。”

此时，青年马夫“骡子”以高度的精

神认同，自觉投身于革命事业、投身于

红军。他对自己执行运送任务的认识

也不止于对信用信义的遵守，而是跃升

到信仰与理想信念层次。追寻红军、执

行运送任务的这一路，也是青年马夫坚

定信仰的过程。《一个人的长征》中的主

人公“骡子”，是革命战争年代无数拥护

党、支持革命事业的人民大众的化身。

“骡子”身上反映出一个普通百姓在革

命语境中的成长和成熟，从中可以看到

革命对人民大众影响的印记，以及人民

大众对于革命的认识过程。

剧作中，“骡子”身上体现着诚信、

信义的传统美德，古玉洁和邱排长身上

所体现的则是对党和革命事业的忠诚

信仰。剧作对于邱排长的塑造不是呆

板的“象征符号”，他一次又一次舍生忘

死的掩护，正是对共产党员和红军战士

坚定信念的生动诠释。剧中没有对邱

排长进行符号化的处理，而是给观众展

现了人物的立体面貌。最初，邱排长对

“骡子”是不信任的，但最终陪伴、保护

“骡子”走到最后一刻，并帮助他实现精

神的升华。邱排长对古玉洁之死的哀

痛自责，对两人再次相遇的美好想象，

都让这个人物真切可感、可爱可亲。

赣南采茶戏是江西赣州地方传统

戏剧，也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之

一。剧作《一个人的长征》发挥传统戏

曲舞台写意性的特点，大胆地采取歌

队舞队演员手执树枝、月牙、星星等道

具的表演形式，不仅赋予舞台表现以

新鲜活力，也使其与人物活动有机融

合。皮影戏、人偶戏等民间艺术形式

融入到采茶戏表演中，增强了作品的

戏剧性和表现张力，使得人、物、景在

意义的表达上协调统一。此外，剧作

融入合唱、轮唱、独唱等演唱形式，也

提 升 了 传 统 采 茶 戏 音 乐 艺 术 的 表 现

力 。 赣 南 等 地 具 有 深 厚 红 色 文 化 底

蕴，存在于其中的民间或地方艺术门

类，积极主动拥抱革命历史题材、借鉴

其他艺术门类的表现优长，不失为获

得新生机与活力的途径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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