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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军旅文学：类型化写作背景下的军旅小
说创作

朱向前　傅逸尘

　新世纪以后，与新经济同步崛起的类型化文学与市场达成了空前的融合，纯文学作家与通俗作家在市场中分割着属于自
己的生存空间，并进行着两个经济世界的对话。而军旅作家群体的创作因为杂糅了政治意识形态、商业意识形态和现实主
义文学的传统，从而呈现出类型化叙事与纯文学写作相互交织缠绕的含混而暧昧的面影。

　　长篇小说：数量繁荣，佳作难觅

　　2012年的军旅长篇小说收获了一批沉甸甸的作品：周大新的《安魂》、杨志军的《西藏的战争》、

王甜的《同袍》、王筠的《长津湖》、麦家的《刀尖》、赵江的《王牌班》、张品成的《红药》、刘春

光的《那时霜叶正红》《成都老鬼》、梅国云、杨文森的《国防线》、刘猛的《利刃出鞘》、李忠效的

《从海底出击》、宋树根的《深蓝》、徐锁荣的《海神》、潘宝玉的《护卫艇之歌》、刘克中的《蓝狐

突击》、阮德胜的《大富水》、韩光的《根》、周林的《给我一个连》等。从这些作品中可以看出，类

型化的文本数量不少，但真正值得言说的重量级作品却寥寥。

　　类型化写作并不是简单、粗糙、雷同的。类型化文学在面世之初往往专注于彰显自身的类型性，但

最终要展现的却是自身独特的艺术魅力。类型化文学不能仅仅依靠类型化的故事和题材，其根本是要发

掘小说自身独特的文学性，引入丰富的现实内容，从而创造更多的艺术价值。近年来，军旅长篇小说类

型化的整体程度日益加深，但是在图书市场上的表现却渐显颓相。“谍战类”和“铁血体”已不再是吸

引读者关注的万能噱头，更加成熟而挑剔的读者已不再满足于苍白的“敌后暗战”和虚妄的“战争想

象”。读者渴望更加新异的主题、更加精准的叙事和更加丰富的内涵。那些只有好的主题和创意，但语

言粗糙、故事生硬、人物单薄的作品，已再难以吸引读者的注意。

　　小说是生命的学问，小说家应该面对的是生命本身。军旅作家周大新的长篇小说《安魂》采用对话

的文体与逝去的亲人对话，在想象与虚拟的世界里体察充满正能量的精神，在现世与彼岸间安放无依而

多情的灵魂。在情绪与结构上，这一曲“安魂”可分为上下两阕。上阕是对逝者生命历程的回溯，亦是

对生者心灵和情感的检视。下阕中虚构的彼岸天国和灵魂对话则更富诗性和超拔之美。父子的对话超越

了世俗和生命的局限，上升到了哲学和宗教的高度，对何谓幸福、何谓存在、何谓永恒进行了终极思

辨。周大新以痛切肺腑的心灵剖析和理性深沉的灵魂叙事完成了对生命存在的考证，验证了纯文学写作

之于凡俗生命和日常生活的意义。

　　王筠的《长津湖》首次锁定60年前中美两国精锐部队在朝鲜战场上的一次强强对决——长津湖之

战，以历史和文学的眼光重塑战争、解密历史。由于历史本身的复杂和时代条件的局限，我们的很多重

大历史往往被误读，很多人了解的历史是非常局限的历史，更丰富、真实的历史需要通过文学艺术作品

表现出来。其次，作家还需要对新发现的历史作出个性的解读和诠释，从而进一步将历史进行艺术转化

和诗意处理，真正把历史变成文学。《长津湖》是其中的一部优秀作品。小说所讲述的这段历史被美方

视为奇耻大辱，而我方虽胜，却也是“惨胜”，伤亡比很高，所以，60年来，中美双方都尽量回避这个

话题。《长津湖》首次揭秘并直击长津湖之战，写出了“战壕真实感”，写出了我军艰苦卓绝、向死而

生的巨大精神力量，给今天的中国社会以深刻的启示。

　　麦家的长篇新作《刀尖》是典型的类型化文本，与以往的智性叙事风格不同，麦家在《刀尖》中力

图以彻底的口语化语言营造出一种无障碍的阅读快感，这使得小说更加通俗易懂，但同时，也遭遇了放

弃文学性的质疑。上部《刀之阳面》以金深水的视角展开，女主人公林婴婴是一个聪颖、能干和坚强的

“革命间谍形象”；而下部《刀之阴面》的叙事则完全建构在林婴婴的叙述上，作者通过这一“背面”

视角，让读者窥视到一个革命间谍真正的成长经历和内心情感。麦家试图以评书艺人“花开两朵，各表

一枝”的叙事结构，借助双重视角的补充叙事来达成文本的互文性和复调性。但是，小说的故事层面多

有漏洞，语言也缺乏个性和美感，使得林婴婴这一个性复杂的人物形象未及展开就已“走调”，在仓促

周访问排行 月访问排行 总访问排行

收藏文章

杜甫《望岳》赏析

杜甫《春夜喜雨》赏析

白居易《长恨歌》赏析

阳光下的罪恶（3）

柳永《雨霖铃·寒蝉凄切》赏析

杜甫《春望》赏析

民国时期自然灾害下的人与社会

杜甫《客至》赏析

宋代家族与文学【第二章】

辛弃疾《青玉案·元夕》赏析

社科网首页 | 客户端 | 官方微博 | 报刊投稿 | 邮箱  

首页 >> 学术争鸣

http://literature.cssn.cn/
http://literature.cssn.cn/ywsy/
http://literature.cssn.cn/
http://literature.cssn.cn/xsst_112329/
http://literature.cssn.cn/xsqk/
http://literature.cssn.cn/wxs/
http://literature.cssn.cn/wxx/
http://literature.cssn.cn/bsh/
http://literature.cssn.cn/fwxz_2029/
http://wxpl.ajcass.org/
http://wxyc.ajcass.org/
http://literature.cssn.cn/xsqk/zgwxndd/
http://literature.cssn.cn/wxrlxtx_2038/
http://literature.cssn.cn/xjyw/
http://literature.cssn.cn/yctd/
http://literature.cssn.cn/sjwx/
http://literature.cssn.cn/ywhx/
http://literature.cssn.cn/xzfc/
http://literature.cssn.cn/xrft/
http://literature.cssn.cn/lzpj/
http://literature.cssn.cn/xszm/
http://literature.cssn.cn/ztpd/
http://literature.cssn.cn/swjs/
http://literature.cssn.cn/gjzl/
http://literature.cssn.cn/smwx/
http://www.literature.org.cn/Register.aspx
http://www.literature.org.cn/Member/Default.aspx
http://literature.cssn.cn/tgzn/
http://literature.cssn.cn/lxfs_2176/
http://hlm.literature.org.cn/
http://wlwx.literature.org.cn/
javascript:setFocus1(1);
javascript:setFocus1(2);
javascript:setFocus1(3);
http://literature.cssn.cn/swjs/200603/t20060321_4393265.shtml
http://literature.cssn.cn/swjs/200603/t20060330_4393300.shtml
http://literature.cssn.cn/swjs/200607/t20060707_4393316.shtml
http://literature.cssn.cn/yctd/zpxslz/201208/t20120807_4380477.shtml
http://literature.cssn.cn/swjs/200901/t20090105_4398980.shtml
http://literature.cssn.cn/swjs/200603/t20060323_4393270.shtml
http://literature.cssn.cn/xslwqwsjk/xdwxyj/201006/t20100607_4416369.shtml
http://literature.cssn.cn/swjs/200709/t20070914_4393894.shtml
http://literature.cssn.cn/xslwqwsjk/sljwxyj/200612/t20061212_4411670.shtml
http://literature.cssn.cn/swjs/200901/t20090114_4399011.shtml
http://www.cssn.cn/
http://www.cssn.cn/qt/ydkhd/
http://e.t.qq.com/cssn-cn?preview
http://www.cssn.cn/qt/wytg/
http://www.cssn.cn/qt/lxwm/
http://www.cssn.cn/
http://literature.cssn.cn/
http://literature.cssn.cn/xszm/


中被自我颠覆了。小说腰封上“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广告词与作品的内在品质之间的巨大鸿沟，更令人

担忧市场化条件下文学类图书的真实表现。

　　张品成的小说《红药》借用谍战的外壳，运用反类型化的叙事策略，反思极左路线对革命事业的危

害。小说主要依靠十余个人物来展开：国民党军医毕有康、传教士白长吉、乡镇名医诸葛逑泰，红军医

院里5个被怀疑为“内鬼”的人物：宋成庚、黄肃禄、黄任许、文各滔、凌信瑛；还有被派来当领导的

连长刘锡吾和主要负责抓“内鬼”的保卫人员齐满年。在谍战的紧张氛围和诡异情绪里，人物的面貌会

含混不清，小说的情节会扑朔迷离，但作者在小说中却重点着力于人物的塑造。于是，小说的复杂性与

叙述的内在动力便自然产生了。这无疑是张品成在长篇小说叙述方式上的一种探索，这种叙事探索为

《红药》烙上了颇显另类的作家风格。

　　杨志军的《西藏的战争》从宏大历史与隐秘心灵的双重角度复现了这场惊心动魄的战争，并通过战

争写出了西藏独特的文化精神以及作者对这种文化精神的理解和认同。小说中没有太多惊心动魄的战争

场面，作者着重描写的是战争中普通人的心灵感受，强调的是藏族同胞身上所具有的精神力量——而这

种精神力量无疑来自于他们的信仰。作者用浪漫主义的方式叙述战争，超越了历史真实本身。

　　刘春光的《那时满地霜红》堪称复调式的“农家军歌”。小说语言清新简洁、结构均匀稳洽、故事

张弛有致，散发出浓郁的自传气息。主人公阳天来与沈越及双胞胎女儿之间不是亲情胜似亲情的微妙情

感，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在《成都老鬼》中刘春光另辟蹊径，唱出一曲“农家军歌”。主人公许猛子

的故事是从退伍还乡之时才真正开始，农民的血液遗传加上军人的骨气熏陶，使许猛子在一贫如洗的山

村艰辛创业，奏响了一曲千回百折、命运多舛、愈挫愈勇的“农家军歌”。作品的主题也由此升华：人

生多艰险，人生无捷径，但只要守住底线，不改本色，脚踏实地一步一步朝前走，终究可以获得令人尊

敬的人生。

　　王甜的《同袍》是一部洋溢着浓郁青春气息与时尚感的军旅长篇小说，以崭新的视角塑造了置身于

消费时代中的高学历年轻军人群像，拓展了新世纪军旅文学的题材领域。伴随着“70后”军旅新生代作

家群体的崛起，“军旅青春叙事” 正在成为新世纪军旅长篇小说一个极具潜力的新鲜生长点，也标志着

军旅文学新的题材资源和表意空间的生成。《同袍》在文学性层面的成功具体表现在语言、细节描写、

人物心理刻画，以及叙述的耐力和人物塑造上。王甜的小说语言鲜明地刻有新一代年轻军旅作家的特征

和个人特色，语汇的时尚化是一个方面，更重要的还有她的幽默。王甜的幽默显然不是大众化、低俗化

的取乐与搞笑，而是一种智识的调侃，充盈着聪慧与文化的品质。同时，王甜的小说语言细腻自然，有

一种女作家才有的清丽美感。与军旅长篇小说迷恋讲述“好看”故事的整体情势不同，《同袍》没有跌

宕起伏的故事情节、没有传奇性的矛盾冲突，有的是大量琐碎但却鲜活的细节。《同袍》在文学性层面

上的探索与努力让我们对“70后”新生代军旅作家们生出一种由衷的激动与期待。

　　中短篇小说：与实际生活存在距离

　　2012年军旅题材中短篇小说中存在的问题主要是文学作品与军旅生活之间明显的代差。部分军旅作

家对现实军营生活的规避、与基层官兵的隔膜、对新军事变革实践的陌生，以及对和平时期英雄叙事的

了无新意令人担忧。单一且重复的对个体情感经验的极致书写限制了军旅中短篇小说创作的格局，阻碍

了军旅中短篇小说向更为阔大的生存境遇的拓展。

　　作家采取小人物的叙事视角和个人化的情感脉络来编织和表现当下军营生活已成为一种普遍的方

式，这与上世纪90年代延续至今的“新写实”写作风潮不无关联，并且，相较于长篇小说体量上的优势

和纪实文学追踪速度快、灵活性强等特点，中短篇小说的文体特征似乎更适于记录生活中的某一个侧

面，展现生命中的某一个瞬间。抛开“主题先行”的需要不谈，小说质量好坏的关键是看它是否具有美

感与张力，是否能建立起独属的文学场域，并运用恰当的叙述方式和节奏，达成震撼心灵的效果。

　　马晓丽的《俄罗斯陆军腰带》写镇守在中俄边境的中校秦冲在一次中俄联合军事演习中的故事。小

说通过两国军队的角逐生动刻画了双方的微妙心理，并选取一条陆军腰带作为“小说眼”，以小见大，

倾力展示中国军人之魂，柔婉细腻的风格之中又蕴藏着阳刚之气。

　　朱旻鸢的《兵头》和《天涯明月刀》是今年中短篇写作中的亮点。作品皆取材于作者对塞外生活的

回忆，细致地描述了“我”当班所在的南门岗从无到有，再从有到无的传奇经历。小说潜入生活的细微

之处，为看似枯燥无味的基层生活注入了激情和活性，仿若推开了一扇真实军营生活的大门。作品融合

了民间传说和武侠叙述的方式讲述故事，别具新意，为军旅小说的写法提供了新的视角，用作者自己的

话说：“一部好的小说，哪怕是再严肃、再厚重、思想性再强的小说，也应该首先能让人看下去，否则

那将没有任何意义。所以以武侠的方式来叙述一个门岗的历史，既是对现实基层官兵文化和精神生活的

一种影射，又是想把军旅小说写得好看些。”



　　王凯的作品大多聚焦基层官兵或是机关普通军官，他善于运用双线或多线穿插叙述的方式展开故事

并展现人性的复杂与多面，挖掘出日常生活背后丰饶的意义。《北六千》延续了此前一贯的作品风格，

写基层军官“我”和大学毕业入伍的新兵马赛二人驻扎在偏远的周家庄“北六千”，“我”得知妻子出

轨后震惊不已，却碍于部队的限制无法与其沟通，痛苦不堪。新兵马赛因不能报考军校而情绪低落，无

假外出，因此又引起与“我”之间的冲突，两人大动干戈，甚至举刀相向。在千钧一发之际，电话铃声

打破了充满危险的沉寂，新的一天开始了。小说到此戛然而止，“我”与马赛今后的生活无从知晓，却

不难想象，他们要面对的困境与尴尬实在太多，生活如同一堵密不透风的厚墙，不给他们留有出路。作

者没有回避基层生活的单调、孤独、与挣扎，但又在这种种的无奈之中写出了坚守与崇高。

　　同样是写兵，王甜的《此去遥远》则充满了隐喻的色彩。长生即将离家当兵，临行前奶奶对他的嘱

托是“出去——认个路。认准了，再远也回得来”。新兵训练期间战友小白逃走了，得知内幕的长生如

同受了蛊惑般立志要找回小白，从此开始了“认路”生涯。第一次对外部社会有鲜明感知的长生感到惊

心动魄，这次离奇的经历是酸楚和狼狈的，但却给予他一种别样的感受。小白没有找到，长生在阴差阳

错之中又踏上归途。

　　在这些小说中，作家真切地抵达了普通官兵的生存世界，揭示了他们的生活真相。作家选取的角色

都是平凡的，甚至是平庸的，然而，在这些平庸的生活之中，总有一些东西是动人的、是富有质感的，

它属于文学，属于小说。作家深入人物内心，捕捉到他们细微而深沉的思考，从而告诉读者这些不为人

知的、卑微的个体经历。

　　另外一些作家的作品则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刻骨铭心的生命体验成为其书写资源，也是作家独具

个性的写作优势。扬长的中篇小说《亚当的苹果》写驻藏军官吴明长期忍受相思之苦，却在妻子难得的

探亲期间发生生理障碍，林子里的苹果尚未成熟，吴明无法克服心中的“兽”与妻子亲热，由此引发夫

妻间微妙的情感疏离。这是一段看似离奇实则真实的心理体验，“兽”是一种意向鲜明的象征性比喻，

其中夹杂着边防军官的寂寞，也暗示着军人对自然伟力的敬畏。

　　同样是写驻边生活，卢一萍《单兵帐篷》的主人公邵小军在极端孤寂的大荒之境与美丽善良的藏地

姑娘德吉梅朵相伴，渐渐生出情愫。他们相互之间语言不通、习性迥异，邵小军也已有妻室。而置身于

广阔寂寥的荒原，人类最原始的欲望使得他们相互依偎，需要彼此陪伴的热望跨越了道德伦理的束缚，

恰似粗粝荒原中闪动着的一点柔情。扬长和卢一萍都有过在边疆生活的经历，前者借小说留住西藏的一

段历史，后者则致力于寻找能够真实反映现实的虚构之路。

　　此外，在军旅作家笔下涉及历史题材和地方题材的小说中，裴指海的《兔子》《鲜花鞭炮》，李亚

的《电影》《武人列传》都可算得是上佳之作。优秀的军旅小说不仅是单纯纪录一段军营生活，或与军

人、军事挂钩，还必须以深厚的军营文化底蕴作为支撑。上述小说写的是琐事、是细节，但作家突出了

军人这一抛去光环之外伟大而沉重的职业内核，这一内核包括牺牲、奉献与隐忍，而这也是对军营文

化、对军人极好的阐释与注脚，是现实军营题材写作需要具备的元素。

　　类型化文本写作彰显了消费时代商业意识形态的崛起和大众文化语境下文学生产结构的分裂。然

而，类型化写作的消极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类型化写作可能使文学走向“模仿写作”进而导向完全的

商业化。凡此种种，值得军旅作家们提高警惕。

关于我们 | 联系方式 | 意见反馈 | 投稿指南 | 法律声明 | 招聘英才 | 欢迎加盟 | 软件下载

永久域名: literature.cass.cn  E-Mail: wenxue@cass.org.cn

版权所有：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京ICP备05084176号 

http://literature.cssn.cn/gywm/
http://literature.cssn.cn/lxfs_2176/
http://literature.cssn.cn/yjfk/
http://literature.cssn.cn/tgzn/
http://literature.cssn.cn/flsm/
http://literature.cssn.cn/zpyc/
http://literature.cssn.cn/hyjm/
http://literature.cssn.cn/rjxz/
http://literature.cass.cn/
mailto:wenxue@cass.org.cn
https://www.cnzz.com/stat/website.php?web_id=12740396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