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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性，军旅文学发展的关键

【作者】李美皆

  如何认识和评价当下军旅文学创作，是一个复杂的问题。有人认为当下军旅文学创作非常红火，

证据之一就是军旅题材影视剧的火爆，证据之二就是军旅长篇小说创作量超过以往任何一个时期。以

军旅题材影视剧的火爆来证明军旅文学创作的红火，显然是不合适的。军旅题材的确在近几年成为影

视界一块抢手的蛋糕，但以军旅影视热来证明或代替军旅文学热，反映的不仅是对“军旅影视”和

“军旅文学”两个概念与范畴的认识上的误区，而且存在着视文学为影视附庸的倾向，潜藏着对于文

学的不尊重态度。   

  写作是为文学还是为影视？这一争论近几年经常在私下或公开的场合进行。有人认为军旅影视热

带动了军旅文学热，是好事。的确有一些军旅文学作品在电视剧热播之后热销过，但归根到底，那还

是影视热的延续，而不是文学热，文学只是分担了影视的殊荣而已。大众如果先做了观众，后成为读

者，实际上就是二手读者或变相观众。从另一个角度讲，既然是改编，文学作品就是影视剧的母体，

就应该是第一性的。可是，影视带动文学的结果是本末倒置，使文学沦为第二性的了，从而丧失了文

学的独立性和主体地位。还有人认为，优秀的军旅影视都来自于优秀的军旅文学作品，这一说法也是

颇为自信甚至自负的，并不符合创作实际。近几年热播的军旅影视并不见得是对原著的成功改编，而

是许多因素（包括同类题材文学作品中的细节）的“杂拌儿”。没有多少军旅文学作品在改编为影视

之前就已经证明了自己的优秀。优秀的文学作品不需要依赖影视来传播。由电影史与文学史的相互对

证也可以发现，影视作品与文学作品的优秀并不具备一致性，许多优秀的文学作品改编为影视作品反

而是失败的，而许多优秀的影视作品未必来自于优秀的文学作品。   

  军旅影视遇热的背后，其实是军旅文学的遇冷。文学与影视联姻是市场经济时代的普遍现象，但

是，军旅作家的影视情缘似乎比地方作家更重。众多军旅作家把创作精力转移到了影视领域。多数军

旅题材影视剧的编剧是军旅作家。影视界的编剧大腕也有不少是军旅作家。有些军旅文学作品是由剧

本改编的，文学成为第二性的产物。还有些军旅文学作品在创作时就已经为改编成影视剧做准备了。

作家在创作小说时还要分一部分精力给影视，难免会顾此失彼，双赢基本是一种奢求。小说创作的艺

术要求原本就高，全力以赴都未必能做好，何况如此懈怠。有句话叫“学而优则仕”，对于一个小说

家来说，小说与影视孰为“学”孰为“仕”是非常清楚的，但现在多的是废“学”而“仕”的小说

家。决定一个作家品格的，也许不是写什么，而是不写什么。可能有人会说，剧作家不也是文学家

吗？这固然不错，但可惜的是，没有几个作家真正使自己变成剧作家，甚至也没有变成小说和剧作双

栖的作家，而只是使小说沦为了影视剧的次生物。   

  影视是不必为文学负责的，它永远不需要把文学性作为自己的首要追求。影视有影视的艺术标

准，小说有小说的艺术标准，为影视而小说，必然要降低小说的文学性。当作家热情百倍地去亲近影

视的时候，其实就是在远离文学。事实证明，不少作家从影视剧创作回归到文学创作后，水准明显下

降。也许在有些作家看来，作品能卖钱就是作家作品价值的最高体现，这是一个令人无奈的价值观问

题。商业性的写作必然是背叛文学的，其结果就是作品的“速朽”。   

  军旅题材创作的重心由文学向影视的微妙“位移”，意味着文学性的减弱，商品性的增强。这一

强一弱，体现的正是军旅文学的困境。固然，由于阅读生态的改变以及介质的不同，文字的魅力与影

像相比在一个阶段内会有所削弱。但除此之外，作家自身的原因也是不容忽视的。   

  “亲影视、远文学”是导致军旅文学创作品位下降的重要原因。军旅小说家在影视剧方面的透

支，也使那些浮躁的、跟风的、半成品化的小说很快就会难以为继。军旅题材影视已经越来越流于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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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化、类型化，“英雄成长”等套路即将重复到头了。   

  近几年来，每年都有上百部军旅长篇小说出版，在数量上超过以往任何一个时期，有人据此认定

军旅文学创作正处于繁荣阶段。这也是片面的。   

  首先，与军旅长篇小说丰产同时的是军旅中短篇小说的歉收。没有中短篇小说创作，作家就不能

真正在文学大潮中得到检验和历练，其根基的薄弱必然要反映到长篇创作中来。   

  其次，近年出现的长篇小说多数是军旅历史题材的，而军旅现实题材乏人问津，成为冷门。军旅

现实题材之所以如此受冷落，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军旅作家不知该如何表现现实矛盾：矛盾尖锐了，怕

触礁；不写矛盾，又难吸引读者。当然，其中反映出来的也不仅仅是作家的问题。——从这个意义上

说，军旅文学创作题材上的不均衡，正是军旅作家内心迷茫的一种投射。   

  确实，当下军旅现实题材不太好写，历史题材好写一些。正如有的作家所指出的，军旅作品写战

争生活容易把握一些，因为军人在战场上形象是最光辉的，但在漫长的和平生活中，军队生活与地方

上已经没有太大的区别，不可能再有战场上那种英雄主义的气派。作为一个作家来说，是着重表现他

们的英雄主义，还是反映他们与其他职业的人没有多大区别的生活呢？现在军人的生活都被平庸化、

琐碎化了，但他们骨子里仍然有着报效祖国的理想，他们常常在现实与理想之间挣扎。正是军人面临

的这些矛盾，决定了军旅现实题材的难写难为。然而没有矛盾就没有文学，文学不能回避矛盾。在矛

盾面前，作家不能采取避难就易的取巧策略。   

  无疑，战争是对军旅文学最有力的激活，而我们当下正处在一个和平时期。置身和平语境的军旅

文学更需要寻求突围与超越。在新技术时代，军队从战术、武器、兵种和部队官兵知识结构都发生了

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为军旅文学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和表现空间。年轻一代中有很多军事迷和兵器

迷，网络上有很多军事“发烧友”，他们希望从文学中看到新军事变革时代的军营生活。但我们的主

流军旅作家未能在这方面跟年轻一代的愿望接轨，倒是一些年轻的网络写手异军突起，以武侠思想写

现代军人和现代战争，虽然有些失真，仍然在年轻一代中具有很强的号召力。军旅写作如何与时俱

进，也是摆在军旅作家面前的一个问题。   

  军旅文学创作面对矛盾、与时俱进的能力、魄力和敏感性，是军旅文学作品的文学品格的重要保

证。这种能力、魄力和敏感性的弱化，必然也会导致文学性的弱化。   

  在某种集体潜意识中，军旅文学创作似乎一直存在着一种道德上的先天优势，似乎一个作家写了

高尚的军队、高尚的军人，就可以不言而喻地证明其写作的高尚性了。——从另一角度讲，这也是一

种题材决定论。但是，正如现实主义不仅仅是一种创作方法一样，军旅文学也不仅仅是一个题材问

题。题材无高下，不能以假定的题材的高尚来代替文学性的高尚。罗兰·巴特指出，写作的“目的道

德”主张“形式的道德”，形式不隶属于任何目的，它讲究过程的意义。道德的合法性不能代替形式

的合法性。   

  所以，并非写了军人，就具备军旅文学的价值。文学性不是军旅文学的附加价值，而是主体价

值。军旅文学若要得到提升，就必须坚持文学性。新中国文学曾经政治性太强，现在则是商业性太

强。文学性是无论什么时代都要坚持的，只有坚持文学性，才能避免过度的政治性和商业性。   

  坚持文学性，是当下军旅文学发展的关键。 

【原载】 《文艺报》2008-09-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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