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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红日》以陈毅、粟
裕率领的华东野战军由战略防
御转为战略反攻，最后全歼国
民 党 整 编 74 师 的 史 实 为 依
据,以写沈振新军长的活动为
主线，通过开阔的战争画面反
映了解放战争的一个横断面和
解放军所经历的历史性转变。
小说从沈部在第二次涟水之战
的失利写起，以莱芜战役和孟
良崮战役为重点情节，其中穿
插后方民众的支前活动和后方
医院的生活，以及军人的爱
情，使这部反映大规模战争的
长篇小说较好地体现了军旅生
活 的 丰 富 多 彩 。 作 者 吴 强

（1910—1990） 1938 年加入新
四军，参加过抗日战争和解放
战争，《红日》 是其代表作
品。《红日》 于 1957年由中国
青年出版社初版，1960 年吴
强、瞿白音将其改编为电影剧
本发表，1963 年由上海天马
电影制片厂摄制公映，在读者
和观众中具有广泛影响。

本报电（记者张鹏禹） 近日，第十一届全国优
秀儿童文学奖揭晓，18部 （篇） 作品获奖。其中，
小说 7 部，分别为格日勒其木格·黑鹤的 《驯鹿六
季》、胡永红的《上学谣》、刘海栖的《有鸽子的夏
天》、舒辉波的《逐光的孩子》、谢华良的《陈土豆
的红灯笼》、杨志军的《巴颜喀拉山的孩子》、叶广
芩的《耗子大爷起晚了》；诗歌1部，为蓝蓝的《我
和毛毛》；童话 4部，分别为迟慧的 《慢小孩》、葛
竞的《永远玩具店》、汤素兰的《南村传奇》、周晓
枫的《小翅膀》；散文1部，为湘女的《好想长成一
棵树》；科幻文学 2 部，为马传思的 《奇迹之夏》、
吴岩的 《中国轨道号》；幼儿文学 2 部，为黄宇的

《小小小世界》、张秋生的 《小巴掌童话诗·恐龙妈
妈孵蛋》；青年作者短篇佳作奖1篇，为徐瑾的《坐
在石阶上叹气的怪小孩》。获奖作品题材丰富，风

格多样，体现出我国儿童文学队伍不断壮大、创作
蓬勃发展的态势。

中国作协主席、第十一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
评奖委员会名誉主任铁凝表示，获奖的18位作家来
自于全国 14个省市，其中既有年过八旬的老作家，
也有崭露头角的青年作家，获奖作品大都聚焦于新
时代新生活新气象，题材涉及少年儿童成长生活的
诸多阶段和方面，在儿童文学美学和艺术上也呈现
出活跃的探索创新，充分体现着新时代儿童文学创
作的生机与活力。

据了解，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于 1986年设立，
与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
作骏马奖并列为中国作协主办的国家级文学奖项，
旨在鼓励优秀儿童文学创作，推动儿童文学繁荣发
展，是中国儿童文学最高荣誉。

黄大年、邓稼先、钱学森、吴文
俊等为国家做出杰出贡献的科学家群
像，世界最大单口径射电望远镜“中
国天眼”、中国自主研制的 C919 大型
客机……近日，在“美在科技——中
国美术馆藏科 技 题 材 美 术 作 品 展 ”
中，这些科技人物和科技成就一一
呈现。

展览由中国美术馆主办，中国科
学技术协会指导，从中国美术馆馆藏
中精选科技题材作品 100 余件，分为

“科技人物——求真之路开拓者”“科
技事件——创新征途里程碑”“科技成
就——知识应用结硕果”三大篇章，
涵盖中国画、油画、版画、雕塑、综
合材料等艺术门类，向观众展示科
技、艺术和创新的关系，着重呈现近
现代以来，中国科技事业不断发展壮
大的光辉历程。

科学探寻的真与艺术追求的美，
滋养着人类心智，使人们不断提高对
世界的认知，也推动着社会的发展。
古今中外，艺术与科学的结晶层出不
穷，如中国的万里长城、赵州桥、故
宫，古埃及的金字塔，古罗马的斗兽
场等。还有很多重要的科学记录同时
也是艺术杰作，如北宋沈括的 《梦溪
笔谈》，明代计成的 《园冶》，文艺复
兴巨擘达·芬奇留下的手稿等。它们不
仅是在岁月长河中凝结而成的精神文
明成果，也闪耀着科学和艺术的光芒。

中国美术馆馆长吴为山认为，艺
术与科学既相异又相通，科学需要艺
术，艺术也需要科学，二者不可分
割。一方面，科学发现能拓宽艺术创
作的视野，增加艺术表现的深度；科

学技术可以让艺术的表达手段更加丰
富多元；科学语言还为艺术创作提供
了借鉴和启发。另一方面，科学发现
在本质上具有某种美学理由。许多伟
大科学家都提到过审美判断或美感对
科学发现的作用。

纵观历史，科学家、科技工作者
对人类社会和文明的进步做出了卓越
贡献。在展览第一篇章，观众可以看
到爱因斯坦、屠呦呦、钱伟长等众多
古今中外的科学家和科技工作者形
象。如汤小铭的油画 《让智慧发光》，
画面中，大地上云霞掩映，阳光熠
熠，地貌瑰丽，沉思静坐的地质学家
李四光一手握着矿石，一手拿着放大
镜，目光聚焦远方，塑造出一位不断
探求真理的科学家形象。

近代以来，中国的科技事业经历
了由弱到强、由不完善到逐步完善的
过程。新中国成立以来，建设了许多
现代水利工程，成功研制“两弹一
星”，神舟五号载人飞船升空并安全返
回，港珠澳大桥建成通车……展览在
第二篇章，通过张仃、冯法祀、周路
石等艺术家的作品，展现了近代以来
中国的重大科技事件。如许杨、廉南
宁创作的油画 《辽宁号航母》，以明丽
的画面表现航母上舰载机起降训练，
展现了中国海军装备建设的发展成果。

第三篇章的美术作品主要展示中
国科技在众多领域取得的重大进步和
创新成果，如自主设计建造万吨级远
洋货轮、海洋石油钻探平台、造访月
球背面的嫦娥四号等。如周吉荣的版
画 《贵州“天眼”》，以写实主义手法
记录了“中国天眼”这一国家重大科

技基础设施，艺术家从 45 度的经典视
角表现“中国天眼”在群山中的壮伟
雄姿，并借“凹版画”精细的表现能力还
原该工程的精密与严谨，还结合中国传
统天文学中的星象、天象进行浪漫化处
理，以达到科学与艺术的有机结合。

展览吸引了众多观众。带着孩子
前来参观的张先生表示，从这些作品
中，既可以感受到中国科学技术的发
展，又能获得美的享受和启发，是一
次生动的科普和美育课堂。

孟良崮战役发生在我的故乡山东沂
南县西南山区，所以在诸多红色经典作
品中，我对以这次战役为背景的长篇小
说《红日》情有独钟。

我自小就在老人们的各种讲述中知
道了孟良崮战役的情况。最早听老人们
讲，我们村后的三角山当年就是一个阻
击阵地，一个连打到最后，仅剩两个人
成功突围。主攻和阻击战的残酷性，老
百姓的支前热情和对子弟兵的热爱，国

民党 74师抵抗的激烈和最后失败，张灵
甫牺牲的经过等，无论是正史记载还是
坊间流传，我早已非常熟悉。

1988 年夏天，我在村部大院看过电
影 《红日》。这一年我 12 岁，并不知道
这部影片改编自吴强的同名长篇小说。

记忆最深刻的不是人物，而是敌我双方
紧张刺激的战争场面和一波三折的战事
经过。直到 1998年，我才在大学校图书
馆细读了原著，这次给我印象最深刻的
反而不是战争进程，而是对各种细节、
场景，特别是对各类人物性格、言行、
心理的刻画。其中，小说中的刘胜和张
灵甫给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那时
我就明白，《红日》是一部小说，是艺术
品，不是历史本身，但它在纪实与虚构
之间的那种张力、对宏大战争场面的把
控、对英雄人物的塑造，始终在我心中
闪烁着耀眼的光芒。

1957 年，吴强的长篇小说 《红日》
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分精装和平装
两种）。此后，作为红色经典或“十七年
文学”经典中的代表作之一，一直备受
不同时代读者喜爱和文学史家的特别关
照。在过去 60多年接受与传播史上，它
也因对宏大战争场面的展现和对英雄主
义精神的充分表达以及若干开创性的艺
术实践，成为革命历史教育中的重要文本
和中国当代文学史书写绕不开的“重镇”。

《红日》 是基于作者亲历和实际调
查、采访基础上，经由艺术想象、虚构
而最终生成的一部艺术品。它介于虚构
与非虚构之间：作为书写对象的涟水战
役、莱芜战役、孟良崮战役，陈毅、粟
裕、张灵甫、李仙洲等双方高级将领，
都乃实有；但从军长、师长、团长、营
长、连长、班长到一般战士的人物形
象，所讲述或描述的大量故事及细节，
虽不乏原型或实事，但从根本上来说都
是艺术虚构与加工的产物。事实上，吴
强作为华东野战军某部负责文教与宣传
的部队领导和文艺工作者，当他全程亲
历亲见三大战役的整个过程，后又以胜
利者身份并以小说方式记录这段伟大历
史进程时，其写作及其相关活动也就不
再是个人之事，而是关乎一位作家在重
大历史面前如何承担自己的使命。在此
过程中，重述峥嵘岁月，塑造英雄群
像，弘扬英雄主义精神，以记录和讴歌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所取得
的伟大成就和历史贡献，就必然成为贯
穿 《红日》 创作始终的主调和主线，也
是小说的价值所在。从实际效果来看，
对宏大战争场景的描写，对各类军人形
象的塑造，对英雄主义精神的表达以及
对史诗品格的营构，不仅使得这部长篇
小说成为“十七年文学”特别是军事题
材文学创作的又一高峰，也因对一段军
事史的文学书写而为“新中国”这一崭
新国家形象提供了话语支撑。

《红日》与杜鹏程的《保卫延安》时
常被学者相提并论，一则因为两者都诞
生于20世纪50年代且都以大规模军事行
动为背景，描写宏大战役、战事，在题
材选择和主题上有很大相似性。二则因
为二者都追求“史诗”品格。但它们也
存在明显的差异，两相对照，不难发现

《红日》 的独到之处。相比于 《保卫延
安》 对工农兵文学理念和规范的高度契
合，《红日》显得更有个性：它在战争场
面外，注意挖掘人物的内心情感，写了
四对军人的爱情活动，比如对杨军与野
战医院护士俞茜细腻情感的描写；它对

张灵甫、张小甫等国民党将领并未一味
贬低、丑化，而是力求艺术形象的真实
性，写活了其在战争中思想和心态的变
化过程；它并未回避沈振新、刘胜、石
东根、杨军、秦守本等我军将领、基层
单位指挥员或战士的思想或性格中的缺
陷、弱点，让人物形象更加立体、真
实；在描写部队遭遇挫折或干部战士遭
遇伤亡时，作品的气氛低沉，忠于书中
人物的情感真实，与彼时作品中无处不
在的光明格调有别；在处理“大我”与

“小我”的关系上，它屡屡避开正面描写
战争，而以大量笔墨描写战前战后从军
长到士兵的思想、言行和心理，形成了
丰富多变的小说层次。这些在今天看
来，已是文学创作中无须多言的常识，
但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敢于突破固有
的写作规范进行艺术创新，体现出作者
的胆识和眼光，也是这部作品在今天依
然焕发出艺术魅力的原因。

《红日》常因在艺术上卓有成效的探
索与实践而备受好评。在人物塑造上，
它侧重关注战争及在战争环境中的各色
人，集中塑造了一批有血有肉、个性鲜
明的人物形象。其中，对国民党将领张
灵甫的形象塑造，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在讲述方式上，小说依次以某人物为视
点依托，多侧面、多角度地展开立体化
叙述，从而使得小说结构成为“有意味
的形式”。在呈现方式上，作者的笔墨落
在对大量场景、细节的描摹，追求以小
见大、以少映多、以局部映现全局的实
践，凸显了作品的独特性。在艺术格局
上，作品全景式再现了战争的宏阔场
面，叙述有气势，对战争和历史精神的
宏观把握、表达有力度，初具史诗品格。

作为现代军事题材小说，战争中的
爱情话题，军人的英雄性和日常性，对
战争的反思等，在 《红日》 中都有所涉
及。它们作为军事文学在日后即将全
面、深入展开的几个实践向度，已在

《红日》中被作者关注到，并进行了有益
的尝试。从茹志鹃的《百合花》，到徐怀
中的《西线轶事》、李存葆的《高山下的
花环》，再到石钟山的 《激情燃烧的岁
月》、都梁的 《亮剑》，我们可以清晰地
看到中国当代军事题材小说将 《红日》
中艺术创新进一步续写或放大后结出的
文学硕果。从这个意义上说，《红日》因
在小说题材、格局、气度、主题、艺术
方法等方面的开创性探索，堪称一部中
国当代战争小说特别是宏大战争叙事的
奠基之作。

当然，《红日》也存在主题先行等局
限，但它在今天依然备受关注并不断被
阐发出新意，这再次表明，对一位优秀
作家而言，对独立创造精神的坚守，对
艺术性的大胆探索与实践，在任何时候
都是不可或缺、弥足珍贵的品质。

战争是文学书写永恒的母题。然
而，与世界范围内出现的战争文学经典
相比，我国军事题材创作尚有不小的空
间需要开拓，在理念与方法上亦需深入
探索与实践。从这个角度看，64 年前出
版的 《红日》 已超越时代，为中国当代
军事文学发展做出了示范和重要贡献。

（作者系中国艺术研究院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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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一批描摹时代风貌、聚焦社会生活的现实题
材影视作品集中上映。如 《北辙南辕》《理想之城》《我
在他乡挺好的》 等剧，给屏幕带来一股新风。然而，其
中一些作品在摹写现实生活的同时却消解了其艺术性，
让作品的传播力、说服力和感染力大打折扣。

现实题材作品应具备现实主义品格。以此反观当下
创作会发现：有的现实题材作品悬浮于现实之上，游走
于生活之外，用臆想来构建故事、用标签来定义人物；
有的现实题材作品把自然主义当作现实主义，用纪实性
代替故事性，用生活流代替戏剧感，用宏大叙事代替人
性观照。这样的作品都有违现实主义创作手法和美学原
则，与艺术创作的目的南辕北辙。

真正符合现实主义创作原则的作品还应着力提升艺
术性，既要从细微处还原生活质感，又要在典型环境中
塑造人物形象；既要回归真实，又要有诗意引领。

提升现实题材创作的艺术性，首先要把握好纪实性
与戏剧性的关系。诚然，纪实性与戏剧性并不冲突，但
是如果把故事片拍成纪录片，就失去了叙事性影视艺术
必备的风格特征。有的影视作品在故事中穿插大量纪录
片或纪实风格的影像素材，忽略了故事的戏剧性建构，
令故事情节苍白无力、松散寡淡。而优秀的现实题材作
品，总是在拥抱现实的基础上托举现实，把情节密度
高、戏剧张力大作为重要的美学追求。如电视剧 《山海
情》，把脱贫攻坚的时代命题与老百姓的生活愿景进行富
有戏剧性的深度融合和精准阐释，在细节中发现伟大，
在点滴中走向崇高。

提升现实题材创作的艺术性，要把握好普遍性与典
型性的关系。在现实中，俯首皆是生活的原生态，如何
浓缩提纯，在有限的篇幅内、规定的主题中讲好中国故
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尤为重要。要把生活中的普遍性、
常态化提炼成故事中的独特性和典型化，挖掘普通人身
上的闪光点，寻找烟火人间里的真感情，发现平凡小事
中的正能量。要把代表一定历史时期内社会生活本来面
貌的典型社会环境和典型家庭环境作为故事的特定背
景，塑造代表一定历史条件下某一类人共同特点的典型
人物，让人物的遭遇、经历和他们的生存环境具有高度
的广泛性和概括性，塑造“熟悉的陌生人”。

提升现实题材作品的艺术性，还要把握好市场化与
风格化的关系。现实题材创作要争取票房和收视率市
场，关键在于话题性的把握。创作者要精准捕捉社会热
点，对社会话题报以深切的感悟和理解，敏锐发现热点
背后的社会思潮和现实困惑，从小切口破题，以多角度
解题，用大情怀点题。与万千观众产生情感共鸣，这是
现实题材创作得以立足的基础，也是收获社会效益的保
障。像《理想之城》《我在他乡挺好的》等作品引发观众
广泛讨论，持续推高观看热度，也收获了颇丰的市场回
报。然而，市场化容易让作品陷入机械化生产、快餐式
消费的窠臼。真正能够体现艺术性的创作是在把握市场
规律的基础上，融入风格化、个性化的创作特点，既要
以现实主义为旨归，又要努力释放艺术个性，融入理想
主义、英雄主义和浪漫主义情怀，从历史真相、思想真
理和生命真谛中捕捉创作的动力之源。

（作者系中国传媒大学教授）

现实题材创作
应注重艺术性

杨洪涛

中国速度 （中国画）张 静绘
中国美术馆藏

百余件美术作品展现科技之美
本报记者 赖 睿

第十一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揭晓

近日，承载无数西安人
记忆的钟楼书店迁回原址
重新开业迎接读者。

作为西安第一家国营
书店，西安新华书店钟楼书
店被誉为西安的文化地标。
书店外立面保留玻璃橱
窗、苏式浮雕、和平鸽等元
素，基本还原了20世纪50
年代的原貌，内部以红色
传承、年代记忆、文化之约
三条主线塑造怀旧主题形
象，让市民和游客在书店
里感受满城书香和古城的
文化底蕴。

新华社记者 刘 潇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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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钟楼书店回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