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电视剧 《号手就位》 开播之前，

主创团队就在多个场合表示 ， 以重

塑当代青年偶像观为创作追求 。 如

今 ， 该剧已经收官 ， 我们可以从两

个层面来对此进行理解 ： 首先是李

易峰 、 陈星旭等青年演员的出演无

疑为剧中的主要人物增添了多一分

的偶像气质 ； 而更重要的是该剧年

轻态的叙事很大程度上拉近了绿色

军营与当代年轻人之间的距离 。 两

厢互动 ， 使得该剧有别于此前较为

常见的传统军旅剧 ， 而呈现出军旅

偶像剧的样貌。

也正是在这一点上， 引发了观众

对该剧的不同意见乃至争论。 不过在

笔者看来， 考虑到该剧在展现火箭军

全新面貌之外的另一重使命， 用偶像

化的叙述来丰富军旅剧， 这一策略本

身无可厚非。

该剧改编自丰杰的长篇小说 《斑

斓： 毕业了， 当兵去》， 原著小说分

为上下部分， 上半部分描写的是夏拙

等当代大学生令人熟悉的校园生活，

而下半部分则主要叙述他们进入军营

之后的故事。 改编最大程度地压缩了

原著的上半部分， 而将笔墨着力于这

几个年轻人在军营中的成长， 从而探

讨这样一个话题： 毕业了， 为什么要

去当兵？ 或者说， 对于今天的大学毕

业生来说， 为什么当兵是一个值得的

职业可选项？

事实上， 通过影视作品激励本国

青年怀着巨大浪漫主义热情投入军

队， 这几乎是自电影诞生之初便有之

事， 在很多国家都非常普遍。 今天，

强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也确实应该有

这样一部影视作品， 来回应今天中国

年轻人的疑问。

优秀的大学
生为什么要去当
兵，这是常人之
问，也是创作者
必须作出解答的

作为我国最神秘的军种 ， 火箭

军一直是 作 为 镇 国 重 器 而 存 在 。

《号手就位 》 以几乎最大的开放程

度 ， 向我们展现了今天一支世界一

流导弹部队的威严———精确的卫星

定位 ， 精准的制导打击 ， 隐蔽机密

的地下长城 ， 以及引而不发的强大

威慑力 。 同时 ， 作为一个高科技兵

种 ， 火箭军希望招收的对象也一样

是具备高科技素质的战士 。 有很多

大学生愿意毕业了去当兵 ， 显然是

今天的部队所期望的美好愿景 。 其

实 ， 随着军改的进一步深入 ， 解放

军各军兵种科技实力不断增强 ， 哪

怕是最传统的陆军步兵 ， 也已经是

兼具合成化与特种化的高科技兵种

了———早已超越了 《士兵突击 》 中

“步兵就是一步一步走出来 ” 的范

畴 。 也正由于此 ， 努力建设 “世界

一流军队 ” 的解放军对于高素质兵

源的向往是不言而喻的。

于是 ， 我们看到了该剧中的主

角之一夏拙 （李易峰饰） 与 2006 年

《士兵突击 》 中的许三多 （王宝强

饰 ） 有着截然不同的气质 。 后者更

符合我们日常对于传统意义上 “士

兵 ” 的想象———一个出身农村的青

年 ， 靠着 “不抛弃 、 不放弃 ” 的执

着信念成为一名优秀的战士 ； 而前

者则完全呈现为一个截然不同的形

象———出身高级知识分子家庭 ， 有

着一颗 “最强大脑 ” ， 高考成绩超

过清华分数线 20 多分但是为了心

爱的女孩去了 “川东大学 ” ， 日常

生活就像我们熟悉的大学生那样活

泼且无拘无束 。 可以说 ， “为什么

去当兵 ” 这个问题对于许三多而言

其实不存在 ， 但对于夏拙而言确实

需要认真思考 。 所以我们看到剧中

有这样一个细节 ： 旅长安雷借着在

路边摊和夏拙等三位大学生拼桌问

他们 ： 你们这么优秀 ， 为什么不考

虑当兵呢 ？ 李易峰扮演的夏拙左右

看了一下他的同伴 ， 反问 ： 我们这

么优秀 ， 为什么要当兵呢 ？ 这是常

人之问 ， 也是创作者必须给观众作

出解答的 。

剧中四名大学生兵夏拙 、 林安

邦 、 易子梦和欧阳俊是一个宿舍的

室友 ， 前三位有着兄弟般的同学情

谊 ， 也因为这份情谊一起来到了军

营 ， 准备接受这为期两年的人生历

练 。 同时 ， 三人无意中目睹火箭军

导弹发射也强化了这一选择的情感

意义 ， 一如无数航海模型爱好者对

海军的浪漫主义向往 。 可以说 ， 夏

拙良好的家境给予了他出于兴趣爱

好而参军的底气 ， 以及如欧阳俊这

般寻常人家不可比拟的超低试错成

本 。 但是欧阳俊参军的动机则完全

不同： 因为考试作弊被取消了学位，

而参军提干几乎是他不得不做出的

选择。

因此 ， 我们在剧中看到了二人

性格的迥然对立。 而二人鲜明的性格，

也使得剧情可以围绕着二人的竞争螺

旋上升 。 无论观众对于欧阳俊这个人

物的厌恶有多么溢于言表 ， 但当我们

设身处地地站在欧阳俊的立场上时 ，

他所追求的一切又都如此合理 。 与夏

拙对于镇国重器发自肺腑的热爱不同，

欧阳俊却能够十分冷静地看待周围的

一切 ： 在火箭军当兵就是为了成为最

优秀的发射号手 ， 打出一枚实弹 ， 获

得嘉奖 ， 进而上军校并提干 。 无论目

标还是路线图都如此清晰 ， 因而与这

一目标不一致的其他内容便成为了对

其正常生活的干扰 ， 以至于他会认为

跟夏拙等人之前是同学， 现在是战友，

但一直不是朋友 ， 并且自己也不需要

朋友。 在高度集体主义的部队生活中，

如何对高度个人主义的欧阳俊实现有

价值的再造 ， 显然是这部剧回答欧阳

俊为什么参军 ， 以及参军以后会怎么

样的方式。

夏拙则不同 ， 父母都是高级知识

分子 ， 不仅家境优渥 ， 而且从小家长

就不干涉其生活 ， 使之在具备一颗超

级大脑的同时 ， 还有着一个有趣的灵

魂 。 换言之 ， 当夏拙出于兴趣做出任

何选择的时候 ， 家庭乃至其背后整个

社会支持系统 ， 都能够最大化地支持

他在这一领域学习钻研并取得成就 。

在跨国公司的百万年薪与去火箭军当

兵这两个选项之间 ， 对于欧阳俊———

也 包 括 社 会 上 绝 大 多 数 的 你 我 来

说———甚至这道题目就不是一个选择

题 ， 因为我们都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前

者 。 但夏拙却觉得当兵这个选项更有

趣且更具挑战 。 而至于他的好友林安

邦和易子梦 ， 也由于夏拙确实能够为

他们二人的未来兜底 ， 故而也可以花

两年时间来 “体验生活”。

个人、集体、
军队乃至国家的同
步成长，是全剧真
正的叙事核心

可以说 ， 剧中两颗 “最强大脑 ”，

两种截然不同的参军动机， 建构起剧中

两个主要人物性格的两极， 但这两种极

端化的人物依然无法回答我们寻常人的

疑问， 毕竟大多数的你我既不具备超级

大脑， 更没有优渥的家庭条件， 也不至

于没有学位被迫参军。

因此， 该剧的叙事核心意义便凸显

出来。 正如某位经济学教授曾言， 我们

大多数人穷其一生其实是在为自己的简

历而工作， 而简历上的每一段工作经历

其实都在为我们的成长背书。 该剧叙事

的核心恰恰就是人的成长， 此时， 火箭

军就成了一所大学， 这所大学既有一个

充满战友情谊的集体主义环境， 同时也

提供了高技术兵种的专业化锻炼 ， 所

有大学毕业生来这里当兵其实是表象，

本质上他们选择来这里进行进一步的

深造并获得个人的成长 ， 从而成为自

己 同 时 也 是 全 社 会 期 望 他 成 为 的

人———此间之意义 ， 不亚于读研 、 留

学抑或支教 。 成长 ， 无疑是欧阳俊和

夏拙的最大公约数。

围绕军营里的成长这一主题 ， 该

剧在军旅剧的范畴里凸显出了不少

新意 。

首先是对军改进行了侧写 ， 特别

是 “战刃连 ” 的建立 ， 完全颠覆了

人们对火箭军坐在发射车内按按钮

的刻板印象 。 旅长安雷对战士近乎

陆军特种部队的要求 ， 就是为了避

免一旦高科技装备被毁 ， 士兵们便

只能赤手空拳的窘境 ， 从而呼应剧

中反复强调的火箭军 “只有实战没

有演习 ”。

同时心理医生这一角色的出现， 也

刷新了观众对于今日中国军队的认知，

不仅体现出新时代军队前所未有的风

貌， 也体现出一流军队对各项保障性学

科的综合性关注。

此外， 高科技的军队， 更加需要专

业化的职业军人， 剧中无时无刻不在体

现对专业化老兵们的尊重， 特别是作为

业务尖子的老兵， 在享受一级军士长荣

誉的同时， 也是整个部队的定海神针。

他们为部队奉献了一生， 他们的家庭，

他们的生活， 是该剧不得不书写的情感

篇章； 跨越两千里的部队移防， 意味着

多少家庭的天各一方， 无法不让人为之

动容。 但创作者以最大化的理性实现了

对情感抒发的控制， 使得故事主线从来

没有偏离主人公的成长和部队的 “聚焦

打仗”， 而我们作为观众， 也有幸依托

这样一部文艺作品， 来见证一支一流军

队的伟大进行时。

“我们这么优秀 ， 为什么要当兵

呢？” 全剧收官的时刻， 答案水落石出：

个人、 集体、 军队乃至整个国家的同步

成长， 正是这部电视剧对于夏拙们所提

出问题的回答。

（作者为广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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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友人推荐我读冯丽丽的新著《客房
服务员》。 这部小说长达近三百多页，一开
始读的时候，感觉有点怪怪的 ，写得这样
琐细，平铺直叙，几乎像流水账一样；围绕
着一个宾馆客房服务员们的日常工作，全
书的情节几乎都是在这个狭窄的空间展
开；没有跌宕起伏的戏剧性冲突 ，没有英
雄传奇故事；但就是这既没有高大上的宏
大叙事， 也完全没有现在流行的爱情、谍
战之类佐料的作品却吸引着我兴趣盎然
地读完了全书。

我想因为这是一部真实感人的作品，

写实达到了逼真惊人的精细。 作者不是作
为外人了解观察、或依靠查阅资料 、采访
所得写成，而是作为其中一员的真实经历
直接体验感受得来。 也就是说，这是一部
宾馆服务员生活的实录，是一部近乎日记
体的小说。 作品中的内容，从服务员上班
开始，进入客房打扫，换床单毛巾用具、吸
地、刷马桶、洗水池、擦玻璃等等等等。 一
天又一天，周而复始，但却又时有新鲜的
事情发生引你关注，即使琐细也让你想弄
个明白。 譬如新来宾馆工作的小冯，学习
甩床单，从甩不直不平整到熟练。 玻璃窗
都要擦得透亮，有的地方常常用嘴呵气才
能擦干净。 地板、洁具等等都要擦得一干
二净。 一天要收拾一二十个房间，有时还
要加班，常常又累又饿。 然后还要接受领
班、经理轮番的检查，凡是认为做得不够
好的都要重做。 严重时还要扣工资直到开
除。 经理、领班们也是打工的，服务员做得
不好他们也会受到自己上级的惩罚。 就这
样一层管着一层形成了一套治理结构和
方式。 关键就是饭碗。 不听话或做得不满
意不称心就会关系到饭碗。 对个体而言，

这就是生存的大事。

当你读到这些服务员的形象一个个
活跃在你眼前，看到她们全部精神都贯注
在那基本的薪酬上，就此被驱使着 ，控制
着。 她们的生活、言谈内容、干活的多少好
坏、以致吃穿玩乐都紧紧围绕着计算着每
月能够得到多少报酬，所计较的却不过只
是几块、几十块钱而已。 作者就是用这种
最平实的笔触写出了这样一个 “族群”的
生存状态， 是一般人看不到体验不到、也
是容易被忽略了的。

虽然如此 ，他们又与常人无异 ，既会
勾心斗角，也会互相照顾；既有自私取巧，

又有仗义勤奋；既常牢骚不平 ，也因得小
惠而易满足。 人性中的复杂与多面生动表
现在他们日常生活的细节中。 其中领班杨
姐就是写得比较成功的一位，她竭力想做
好工作，百般讨好下属，给她们买早点，请
大家吃饭，帮她们做保洁 ，为她们在领导
面前美言解困。 她常声称：“有我在，不会
让你们吃亏的。 ”但她又很不自信，唯恐有人说她坏话怀疑有人在背后整她，于是
四处探问别人对她的反应，危言恫吓与她不合的人，扬言自己不是好惹的。 人们对
她似乎既爱又烦。 其实她自己也有一个不幸的身世。 这个人物内心和性格比较复
杂和丰富的一面得到淋漓的描写，似乎是我们生活中既陌生又熟悉的一员。

这样的环境构成了一个独特的小社会，书中人物很自然也会滋长出一种不满
甚至叛逆的情绪和想法。 但是，他们发现别的酒店宾馆的酬劳并不比自己的强多
少，甚至还有更不如的。 他们更不敢与管理层去争取自己的权益，于是再多的不平
也只能克制着迁就着，只盼望旺季来临时能多得了一点工资以自慰。

《客房服务员》对这一群体生存与内心的白描式精细叙写，大都是通过直白的
叙述和对话娓娓道来，让那些有真实感的细节和富有生活气息的日常口语打动读
者。 而这样通俗鲜活的语言艺术和如此逼真如工笔似的描述恰是这部长篇小说一
个十分鲜明的艺术特征。

描写和反映底层民众生活和人物、对“小人物”命运的关注和同情、对社会上
存在的一些不公现象进行深刻剖析是近代中外文学史上一个十分突出的现象，这
部《客房服务员》正是承续了这一优良传统，使我感到十分惊喜。 作者本身曾经就
是其中一员，她不是站在旁观者的立场怀着同情心撰写此书，而是以自己亲身经
历进行诉说。 书中洋溢着鲜活的平民意识和气息，进而在这个逼仄的场景中展现
出某个阶层生活的一个侧面，是十分独特而难得的。

当然 ，如果我们苛求一些 ，这部小说也还不够丰富厚实 ，有些细节重复 ，描
写的文字不够灵动多样 ，在精细叙写的同时也确有过于琐碎 ，有的人物形象勾
勒得似乎不那么准确 ，对于社会生活现象的思考还不够深刻等等 。但是对于这
样一部具体作品而言 ，总体上还是比较好地完成了自己的创作意图 ；相信作者
在积累更多的写作经验后是会成熟起来写出更精彩的艺术作品来的 。

偶像化的叙事策略如何丰富了军旅剧
———评电视剧《号手就位》

一种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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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号手就位》 海报

▲荩青年演员

李易峰、 陈星旭分

别在 《号手就位 》

中 扮 演 主 人 公 夏

拙、 欧阳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