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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秋燕 军旅作家

1960年出生于云和县石塘镇小顺村。18岁步

入军营，成为一名军旅作家，作品多次获解放军新作

品奖、长征文艺奖等。

65岁回到故乡设立“航天文学角”，为乡村文脉

注入新鲜血液。

丽水人物志

从十几年前开始，王秋燕就惦记着，为
故乡做点什么。

当她决定建一个作家书屋时，心里却忐
忑起来。一时间，梦想变成了压力。她陆续
给作家朋友们发去信息，表达自己的想法。
在不安中，她等到了一次次鼓励：“秋燕你真
勇敢！”“秋燕，支持你！”更多人肯定她：你做
了一件有意义的事！

就这样，她踏上这片热土，回家了。
曾有人提议，设立文学馆，被她婉言谢

绝，“‘馆’太庄重，怕自己挑不动。”她将这里
定义为文学角，“文学的海洋太宽广，我坐拥
的不过是一个小角落。”

今年 6月，文学角在小顺村开馆。
“秋燕在这里种下了梦想。”开馆仪式

上，作家麦家动情地说，“最尖端的科技带我
们上天入海，而文学却让我们感动，甚至流
泪——我们需要这份柔软，来拥抱这个世
界。”

这栋白色的文学角，由中央美术学院设
计，有着简约的建筑线条、明净的落地玻璃
和高高矗立的白墙，是一座静谧的文学空
间。正如王秋燕的个性，低调、内敛。

王秋燕给文学角取了大小名，分别是
“航天文学角”和“秋燕文学角”。她说，航天
给了她精神，军队赋予她灵魂，故乡养育了
她，希望它和村里的文化礼堂、瓯江的溪滩
一样，成为一个承载记忆的地方。

文学角有什么？
数百部军旅作家们亲笔签名的图书，从

天南地北寄来，在这里“安了家”；
她嗜书如命，悬挂在墙上的书柜里，装

满了她多年的收藏；
与杨利伟的合影、参加全军青年作家培

训班、与女儿依依的合影……一张张珍贵的
影像，定格她的人生片段和心路历程；

数份《解放军报》《文艺报》，40 余本杂
志、期刊，上面刊登着她写的中短篇小说、报
告文学和散文；

……
王秋燕不止一次说，文学角，是靠大家

共同托举而诞生。比如，父老乡亲。记得砾
石刚运到门口，村民们二话不说，徒手拎到
了庭院里，一担又一担，一趟又一趟。

文学角的LOGO，颇有趣。上面有天、有
人，有冲天而发的火箭，也有向天而行的燕
子。内涵丰富的图章文化，同时呼应着“航
天”和“秋燕”两个元素。不论哪个名字，都
名副其实。

文学角的创办，是王秋燕在文学路上的
总结，也是再出发，“这里是我的根，文字该
在这里再次发芽。”

开馆次日，芒种如约而至。
文学在这里，像极了扎根土地的树，“长

得出叶子，也接得住露水”。
说的是王秋燕，也是她的文学角。

回到出发的地方

采访王秋燕老师前，我已听闻她的诸多作
品。那些作品，仿佛一扇扇通往神秘军旅世界的
窗，尤其她对航天人生活的描写，细腻且震撼。
这些，都令我对这次采访满怀期待。

敲门，入户。
王秋燕老师从门廊里走出来。
一身优雅裙装，身姿挺拔，步履轻盈，眼神清

澈而坚毅——很难想象，这样一位沉静如水的女
性，笔下奔涌着星辰大海的壮阔篇章。

王秋燕老师的创作，是一种对当代英雄主义

无声而有力的重命名。她敏锐地感知着军旅生
活的内在节奏，那些被星辰打磨过、被时间凝练
过的细节，都成为她创作生涯取之不尽的源泉。

谈及创作时，她眼里闪烁着炽热的光芒。创
作《正在发射》时，为真实还原文昌卫星发射场与
长征五号卫星运载和发射的全过程，她深入一线，
与科研人员们同吃同住，收集了大量一手素材。

她尤其擅长在平凡处雕刻英雄，以女性特
有的细腻，轻轻拂去宏大叙事惯有的粗粝外壳，
深入英雄们那些不为人知的柔软褶皱中，揭示

出钢铁意志下鲜活而真实的时代脉搏。她笔下
的英雄，是那些在岗位上将职责熔铸进生命，在
无声处默默托举国家重量的负重者。

她的创作，不仅是个人表达，更是对军旅生
涯的深情回望，对航天事业的崇高礼赞。

采访结束，我对王秋燕老师有了更深的认识：
她是军旅生活的记录者，用文字将那些热血与奉
献的故事传递给大众；更是一位时代的歌颂者，让
我们看到航天人背后不为人知的艰辛与伟大。

她的创作之路仍在继续，我们一同期待。

于星河处书写英雄日常
首席记者 陈炜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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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王秋燕：梦行千里，心眷故乡

小满节气的最后一
天，云和县石塘镇小顺
村多了个“文学角”。

它有两个名字：大
名“航天文学角”，因为
这里有航天故事、军旅
纪实，呼应着门口高高
伫立的5枚火箭模型；小
名“秋燕文学角”，取自
创办者王秋燕之名，“让
父老乡亲喊得亲切、顺
口”。

王秋燕，18 岁步入
军营，成为一名军旅作
家；65 岁回到故乡，为乡
村文脉注入新鲜血液。

她的人生，一半是
军营的绿，一半是故乡
的情。中间连着的，是
一支充满张力的“文学
之笔”。

小顺村坐落于瓯江之畔，三面傍
山，一面临水。

王秋燕的家，就藏在这层峦叠翠间。
1960 年 9 月，她呱呱坠地。因为

生于秋天，外公给她取名“秋燕”，却
未曾想，这孩子真如燕子般，“在蓝天
下，书写航天故事”。

提及母亲，王秋燕给出的形容词
是“伟大”。母亲当了一辈子的大队会
计，从不对子女说重话，平时喜欢订
阅、购买期刊和书籍，闲时总拿着书在
看。王秋燕的文学启蒙，便源自母亲
珍藏的这些读物。小时候的她，总是
捧着《红楼梦》，即便看不懂也不舍得
放下。

用王秋燕的话说，“母亲对自己的

影响，难以估量。”
上世纪 50 年代，父亲参军，当了

七年兵，身上有着鲜明的军人印记。
每逢春节，他都会把那双从部队带回
的黑皮鞋擦得锃亮，小心翼翼捧出整
齐叠放的老式军装——“穿上军装和
黑皮鞋，走军步。”在王秋燕看来，这
是父亲独有的仪式感，“很庄重，一年
只有一次。”

学生时代的王秋燕，多少有些“文
艺范”。作为村“文宣队”的积极分
子，她和队里的大人们自编自导，四处
演出。

故乡是一幅永不褪色的画。
描述故乡时，她喜欢用“无比”来

形容，“石板路无比光滑”“台阶无比

宽敞”“古樟树无比茂盛”。瓯江边石
头滩的草坪，一年四季都是绿的；村里
的吕字井，井水冬暖夏凉；入字形的石
子路泛着微光，穿村而过……她说，所
有古村落的乡愁印记，都可以在小顺
找到。

故乡的人，定然是画中最浓烈的
色彩。

那个年代，她可以随意串门，在
天井跳格子、踢毽子；喜欢端着饭碗，
探着脑袋打量小伙伴的饭碗，“彼此
换菜吃”；也喜欢坐在路边的竹床上，
听村里的长辈讲那些似懂非懂的老
故事。

小顺的风土人情，如春风细雨般，
滋养着王秋燕，慢慢成长。

心坎里的乡土情怀

看完电影《英雄儿女》后，王秋燕
的心里，“长出”了当兵的愿望。这愿
望，比考大学更强烈。

穿上军装的那一天，终于到来了——
1978年12月，她刚满18岁。

在金华，王秋燕第一次见到火
车。眼前的军列，其实是棚车，因为车
厢只有几个很小的通风窗口，被形象
地称为“闷罐车”。

就这样，她成了一名通信兵：话务
员。

“好奇妙！”第一次从耳机里听到陌
生人的声音时，她的眼睛亮得像星星。

一年后，她从云南一个深山峡谷
（大石洞）转战大凉山：西昌卫星发射
中心。从此，她和中国航天结下不解
之缘。

军营有股劲儿，忠诚，团结，热血。
日子久了，心里的感受憋不住，她

就开始写。连队的黑板报、新闻成了
她创作的“试验田”。战友们爱看，

“秋燕写的，就是我们！”机房用来记
录长途电话的小单子，成了她文学创

作的草稿纸。“当时没少挨批，理由是
‘不务正业’”。

她继续写。
写训练感受，写战友情谊，她鼓起

勇气，把文章寄给报社。没想到，发表
了！豆腐块大的文章，让她兴奋极
了。原来，手里的笔，也能像枪一样有
力量。

中国第一颗地球同步卫星发射
时，她被抽调去当“小记者”，任务是
陪各路作家、记者去现场采访。此时，
她的文学梦开始发芽。

处女作、短篇小说《在那远离发射
场的地方》，是王秋燕的文学梦开出的
第一朵小花。因为这篇小说，她从女
兵被破格提升为军官。

王秋燕写上了瘾，一发不可收。
为航天人正面塑像，描绘他们的侧

影，用文字为他们立下一块小小的纪念
碑，这几乎成了她那些年魂牵梦绕的夙
愿。当她成为专业作家后，想做的第一
件事，就是提笔创作这部日后让她备尝
艰辛的长篇小说《向天倾诉》。

这部不到 30万字的长篇，她五易
其稿，写了整整 4 年。她说，写得很
苦，但很值。

2016 年，她接受了一个创作任
务。6个月里，她先后三次前往海南文
昌航天发射场采访。为了写好恶劣天
气下的航天人，她特地去赶 21号台风

“莎莉嘉”，体会到“人像小鸡一样被拎
起来扔出去”的恐惧。从采访到写作，
她用了11个月。在长征五号第二次发
射时，她完成了 38万字的初稿。这便
有了长篇报告文学《正在发射》。

王秋燕的文字，不华丽，像泥土，
实在；像战友的心里话，掏心窝子。她
的作品，多次获解放军新作品奖、长征
文艺奖、“三个一百”原创出版工程
奖、全军军事题材优秀节目奖等，被评
价为“中国航天人的精神丰碑”。她，
也被誉为“基地之花——女军人花木
兰”。

军旅四十余载，笔耕不辍。
王秋燕的创作，始终没离开过兵

营、女兵和航天人的生活。

笔尖上的军旅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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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手记
航天文学角

王秋燕的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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