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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人新人””形象的表达和变迁形象的表达和变迁
————论关仁山小说中的党员形象论关仁山小说中的党员形象 □□桫桫 椤椤

回顾当代文学史，新文学运动以来，乡土题材曾长
期是小说创作的主流，一代又一代作家为读者贡献了
一大批经典作品和农民艺术形象。作为曾经掀起“现
实主义冲击波”的重要作家之一，关仁山熟悉农村，对
乡村和农民怀有深厚感情，他小说中的现实主义精神
始终在对“三农”问题的关注中得到呈现。由于土地是
农村最重要的生产资料，土地制度是社会主义基本经
济制度的组成部分，因此农业和农村生活深受政策影
响。在此基础上，关仁山在《日头》《天高地厚》《白纸
门》《麦河》和《金谷银山》等长篇小说中，以土地和农村
产业政策调整过程中的传统乡村生活，以及党领导下
的乡村治理方式变迁等为背景，观照由此引起的农民
精神状态与心理情绪的变化，以一批具有党员身份的
典型形象扣住了乡村现代化进程中的时代脉搏。

在改革开放大潮中做时代的弄潮儿，又肯奉献自
我，带领群众发家致富、促进乡村发展的党员形象，是
关仁山着力塑造的人物，以《金谷银山》中的范少山和
《麦河》中的曹双羊为代表。这些党员形象有的一身正
气，心系百姓；有的虽有复杂的人生经历和道德品性，
但总体上贯彻了党的农村政策，并敢于与传统乡村观
念、宗族势力和利益集团等做斗争，为改变农村面貌、
改善农民生活做出了贡献。

《金谷银山》中的范少山是一个《创业史》中梁生宝
式的人物，小说以他带领白羊峪发展绿色农业帮助百
姓脱贫的全过程作为主线，用文学手法诠释了“绿水青
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新时代发展理念。范少山5年前
离开祖居的白羊峪到北京卖菜，回乡时在大雪纷飞中
经历了孤独贫困的邻居老德安自杀事件。面对“一个
人活得没指望，一个村活得没希望”的乡村困境，他告
别恋人、放下北京的生意，执意回到故乡去做拯救乡村
的“超人”。从此，他的命运和乡亲们的命运紧紧联系
在一起。他看准祖辈种植谷子的资源，利用土地流转
政策扩大种植面积，在专家指导下发展“金谷”产业；又
修通了出山的公路，并推广光伏发电，不仅保住了已经
被列入异地搬迁的白羊峪，还使村民摆脱了贫困走上
了可持续发展之路。作者将范少山对传统道义和文化
的传承、对党的信念的坚守和对时代精神的追求融合
在一起，使之成为一个理想化的乡村领路人，无疑也是
新时代所期冀的“新人”形象。

比《金谷银山》更早创作的《麦河》也是将故事放置
在以土地流转为基础的新农村建设上，但与范少山淳
朴的理想主义相比，《麦河》中从“农业人格”转型为“商
业人格”的曹双羊则是一个更加复杂的形象。曹双羊
通过开办方便面厂引导村民流转土地，帮助故乡鹦鹉
村走上了富裕之路。曹双羊、范少山两个人物的人生
经历和性格变化，折射出中国乡村发展方式的变革，以
及传统农耕文化与乡村道德观念的流变。

此外，《金谷银山》中的村民小组长余来锁、《麦河》

中传统乡村文化的代言人狗儿爷等也是较为成功的党
员形象，虽然政治身份也在形象建构中发挥着作用，但
由于长期生活在农村，他们的眼界和思路都较狭隘，对
于带领农民脱贫致富缺乏方法。从叙事上看，他们是
用来衬托范少山、曹双羊这类形象的功能性人物。

与上述普通党员的形象不同，在关仁山笔下，作为
基层政治权力代表者的农村基层党组织负责人常常处
在一个尴尬的位置上。他们中有的是标签化的形象，
例如那些站在应当为群众服务的位子上，嘴上喊着高
调的口号，但却违背党的宗旨尸位素餐者；有的则倚仗
党和人民赋予的权力飞扬跋扈、横行乡里，甚至鱼肉百
姓。例如《白纸门》中雪莲湾的吕支书，将七奶奶辛辛
苦苦要来的20万元建校款挪用买了小轿车；《金谷银
山》中白羊峪的党支部书记费大贵干脆长期住在镇
上，不参与村里的工作，反倒怪电视片上没他的镜
头；《天高地厚》中的乡党委宋书记则因索贿受贿被反
贪局带走。

这类人物中最典型、性格最复杂，也最发人深思的
形象，当属《日头》中的权桑麻、权国金父子，以及《天高
地厚》中的荣汉俊。他们既承担着党的工作职责，又深
受民间文化的影响，具有包括封建特权思想在内的多
重观念，他们的人生难以简单评价功过与是非。权桑
麻是日头村的老支书，按照他的观念，“我是日头村的
党支部书记，在日头村，我能代表党，我说话，就是党说
话，你听我的，就是听党的。”他的儿子权国金接替了他
的村支书位置，但父亲的行事做派已经被儿子继承下
来，“人们听见明明是权国金在说话走路，可却是权桑
麻现身”。权氏父子构成了典型的乡村家族式权力结
构，在作品中更多地处在被批判的位置上。

相比而言，荣汉峻则是一个毁誉参半的争议人
物。他由村支书兼任村长并担任企业厂长、董事长，直
至担任县政协副主席。他是农村改革开放的实践者也
是既得利益者，但当他开始掌握权力时，则通过权钱交
易等方式巩固自己的地位，暴露出贪欲的一面。而在
对待梁双牙、鲍真等年轻一代的态度上则表现出矛盾
心理，一方面给予呵护，另一方面又暗中为他们的成长
和上升设置障碍，这既显现出人性的莫测，同时也反映
出盘根错节的乡村伦理和利益关系，显现出农村生活
的复杂性。

这类人物作为农村党组织的负责人，尽管曾经为
农村现代化进程做出过贡献，但他们的很多做法与其
身份不符，而且不乏违法乱纪的行为。在繁芜的乡村
观念、农村现实和极大的乡村治理难度面前，这些人物
形象的出现有其现实根据和叙事逻辑上的合理性，有
着高度的艺术真实性。尽管这些角色性格和道德品行
皆不是单一化的，他们身上有被肯定或悲剧性的一面，
但整体是被作者当作批判的对象加以塑造的。伴随故
事情节的进展，这些人物要么被绳之以法，要么被群众

罢免，他们的结局既符合善恶有报的民间朴素道德伦
理观念，也是我党纯洁队伍、自我净化的写照。

关仁山笔下的党员形象的出现与文学史塑造“新
人”的传统一脉相承，并以独特的性格和命运成为变革
时代的艺术象征。对于经济高速发展的中国而言，尽
管城镇化进程不断加快，但农村的变迁仍然会从总体
上牵动整个社会。这一现实反映在文学中，体现在从
《古船》中的隋抱朴到《白鹿原》中的白嘉轩，从《废都》
中的庄之蝶到《蛙》中的万心，从《主角》中的忆秦娥到
《经山海》中的吴小蒿等形象上。而在琳琅满目的人物
谱系中，自身的成长和命运与时代精神和叙事目标关
系最为紧密的，是能够正确选择政治道路和坚守信念
的形象。关仁山笔下的这些共产党员形象极具代表
性，一方面，他们生长生活在农村，对乡村怀有炽热的
感情；同时，他们又肩负着党组织赋予的政治使命，作
者抓住了感情和责任这两条脉络排布范少山、曹双羊
等人的命运。另一方面，这些人物又深陷乡村伦理和
错综复杂的利益纠葛中，人性和道德被置于权欲和物
欲的考验中，一些人物终究败下阵来，丧失了共产党员
的信念，甚至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对这些党员角色
的道德倾向和对人生道路的肯定或批判的立场，构建
起了小说主题上的价值主张，隐含着作者对乡村前途
和基层政治生态的美好期待。

党的领导
与百年文学创作

未央是抗美援朝文学的代表作
家，是重要的爱国主义诗人，他深情眷
恋着祖国和人民，在诗歌中，他抒写对
祖国和人民的爱、记录心底的善，释放
出火热的激情，闪耀着人性的光芒。

1950年冬天，年仅19岁的章开
明和小两岁的弟弟章开晦跟随首批赴
朝的志愿军战士跨过鸭绿江，踏上了

异国他乡的土地。两年后从战场上回来，志愿军战士章开明
写下了抒情诗《祖国，我回来了》，1953年在《人民日报》发
表，署名“未央”。20世纪50年代，未央创作了《祖国，我回
来了》《枪给我吧》《我们的武器》《驰过燃烧的村庄》《杨秀
珍》等，这些诗歌带着诗人的亲历、体验和思考特征，构思简
洁，语言朴素，具有鲜明的生活气息和激昂明快的情感，尤
其是独白式的抒情风格和对典型瞬间的有效捕捉、刻画，直
击人们的心灵。

《祖国，我回来了》是未央的代表作，诗人通过简短有力的
诗句表达激动人心的场面和饱满的感情。“车过鸭绿江，好像
飞一样。/祖国，我回来了，/祖国，我的亲娘！/我看见你正
在/向你远离膝下的儿子招手。”这样的“典型瞬间”，通过“飞
一样”驶过鸭绿江和祖国母亲的“招手”呈现出来，诗人保家卫
国的万丈豪情涌上心头，诉诸笔端。然而，归国的心情是复杂
的，他视祖国如同“亲娘”，对朝鲜人民也亲如手足。“车过鸭绿
江，/江东江西不一样，/不是两岸的/土地不一样肥沃秀丽，/
不是两岸的/人民不一样勤劳善良。/我是说：/江东岸——/
鲜血浴着弹片，/江西岸——/密密层层秫秸堆，/家家户户谷
满仓。”一江两岸不一样的生活，诗人心底升腾起强烈的国际
主义情感，这是千千万万志愿军战士共同的情感。

《枪给我吧》的灵感源自一次战斗胜利后，清理战场时看
到的惨烈一幕。当时，未央刚刚得知弟弟牺牲的消息，诗人把
所有的悲伤、缅怀和致敬提炼为瞬间的永恒，定格在了这一
幕，让这一幕迸发出雕塑般的光芒。“松一松手，/同志，/松一
松手，/把枪给我吧！……/红旗插上山顶啦，/阵地已经是我
们的。/想起你和敌人搏斗的情景，/哪一个不说：/老张，你是
英雄!/……”一声“英雄”，是对志愿军的礼赞，更是奋进的凯
歌。诗人继续描写现场，镜头切换到周围的侵略者的军队。

“看你的周围/侵略者的军队/被你最后一颗手榴弹/炸成了肉
酱。”“肉酱”与“最后一颗手榴弹”构成了鲜明的对比，英雄的
形象也顿时生动起来，仿佛激烈的战斗场景在想象的空间中
重现了。“你的牙咬得这么紧，/你的眼睛还在睁着，/莫非为了
你的母亲放心不下？/我要写信告诉她老人家，/请答应我做
她的儿子。”镜头又回到战士身上，通过静止的画面扫描，诗人
捕捉到了“咬得这么紧”的牙和“还在睁着”的眼睛，一句“请答
应我做她的儿子”，迸发出诗人潜藏着的最为真挚、深沉的情感，带给读者撞击心
灵的力量。

《我们的武器》赞颂了志愿军战士以简陋的武器战胜强敌的英勇精神。“‘步
枪/加手榴弹、/加一把炒面、/再加一捧雪’/就是我们的武器。”我们的武器与敌
人的坦克大炮，构成鲜明悬殊的对比。然而“敌人的坦克大炮/并没有战胜我
们，/结果还不得不/坐着十轮大卡车逃跑”。我们的胜利不是武器，而是战士们
的英勇不屈。诗人的情感节奏进一步加快，仿佛跟随战士一同乘胜追击，构成了
对志愿军英勇奋战过程生动的刻画。

《驰过燃烧的村庄》记录了诗人在战场上奋勇救下一个全身着火的孩子的过
程。孩子是战争最无辜的牺牲者，诗人依旧从“典型瞬间”进入诗歌，“那天，/我
去送一道紧急的公文，/鞭着马，/驰过燃烧的村庄。/忽然，/一个被火烧着了的
孩子，/向我滚来。”“燃烧的村庄”是战争的罪证。“被火烧着了的孩子”既是客观
写实，又是情感的升华，是战争之火烧着了无辜的孩子。“滚”字与“鞭着马”构成
了呼应，给诗人的愤怒和悲悯找到了依托，诗歌的生命力和感染力在此得到延
伸。它们激励着战士奋勇拼搏，誓死保家卫国，它们是诗人未央深沉的悲悯。

20世纪60年代以后，未央走进工厂、矿山、乡村体验生活，他在《歌唱你，祖
国十月》《井冈山颂》《洞庭湖之歌》《红军当年走过我们村庄》《公社大堤讴歌》等
诗歌中，把颂歌献给了为理想倒下的战士、在恶浪中苦斗的勇士和胸怀大志的改
革家，奏鸣出一曲音域宽广的祖国颂。

在这些作品中，诗人大量使用长句抒情，在层层铺垫、渲染和跌宕、深化的表
达中，展现时代发展的巨幅画卷，托出祖国的崇高形象。“这里从前只有爬不尽的
羊肠小道，/而今宽阔的公路像玉带绕着山冈。/这里从前点油灯只许用一根灯
芯，/而今电灯像满天星斗落在城乡。/这里从前断壁残垣难遮风雨，/而今只见
高楼大厦瓦屋砖房。”（《井冈山颂》）通过井冈山的变化，“从前”与“而今”的层层
对比，歌颂祖国建设的巨大成绩。《洞庭湖之歌》诗人在洞庭湖上看到鱼米之乡蓬
勃兴起的大生产，激情蓬勃，不由得放歌一曲，“啊，洞庭湖！/你这鱼米之乡。/
在你身上，/我看到了祖国辉煌的霞光……”《红军当年走过我们村庄》使用夸张
的手法渲染情感，抒情色彩浓厚，“红军当年走过我们村庄，/电闪雷鸣震动四面
八方，/满天乌云一时散尽，/彩霞万朵映照着朝阳。”《公社大堤讴歌》里，诗人直
抒胸臆，“我爱公社的田连阡陌，/春天绿波荡漾，/秋天金光灿烂。/山坡上棉花
像白云，/湖里漂着褚色的帆。”《公社大堤》记录下了社会主义建设的火热场景，

“公社大堤筑在江边，/抗击着无休无止的波澜，/一百次进攻，一千次粉碎，/日日
夜夜，屹立如山。”“在那雷动的搏斗声中，/架梁盖屋，织网造船，/柳林中传来深
情的低语，/山窗里飘出欢乐的笑谈。/在那雷动的搏斗声中，/我们战斗，我们流
汗，/八百里洞庭八百里险滩，/八百里红旗红满天。”诗人向祖国的建设者致敬，
表达了对祖国的热爱和由衷的欢喜。

回到乡村以后，未央的创作也由书写抗美援朝转到书写乡村田地，观察乡村
的变化，思考乡村的生活，开始从“田地”命运的变迁打量“人”的生活的改变。他
在平凡而普通的生活中发现理想和崇高，从乡村的青春活力中感受到“祖国”心
脏的跳动，写下了《湖边的生活》《姑娘在堤上眺望》《寄往森林的情书》等诗篇，讴
歌祖国日新月异的伟大变化和获得自由爱情的幸福生活。《湖边的生活》是未央
在被下放到农村的那段日子写下的，“我喜欢湖边的生活，/喜欢那刚从湖水里潮
涌出来的洲土，/上面还留着枯黄的水草，/新鲜的贝壳，/松软的黑泥，/踩得出
油。/向日葵高悬像报喜的铜锣，/棉花铺地如白银盖湖。/……/湖鸭在波涛上
追飞，/鲤鱼跃水把你引逗。”一幅幅宁静的画面、一幕幕动感十足的表演，表达了
诗人对时代大潮的歌颂，对理想生活的渴望和对祖国母亲的深情依恋。

改革开放以后，未央继续书写新时代的新气象，讴歌祖国人民幸福美满的生
活，创作了《祖国》《还是这块田，还是这块地》《秋光》《公社大堤讴歌》《书记犁
田》等诗歌，用细密的文字构筑起新时代的新气象，编织着人们的欢喜故事。

“我喜欢踏着晨光和月色散步，/悄悄地，把我的祖国细看。”（《祖国》）在田埂
上，诗人看到了焕发出的勃勃生机。“泥巴发出腐熟的香味，/禾苗像一片透亮
的翡翠，/有经验得作田手心中有数：/亩产千斤是保守的估计。/……/还是这
块田，还是这块地，/出落得容光焕发，身壮体肥。/是因为有一双满是老茧的
手，/日夜把它抱在自己的怀里。”（《还是这块田，还是这块地》）“青葱的晚稻正
在吐穗杨花，/紫黑的湘莲晒满了禾场，/密实的油茶果要把枝条压断，/成群的
鸭子追逐着虾兵蟹将。/……/我们在一角湖边徘徊，/把个体户承包的水面欣
赏，/一片荒湖变成了鱼莲宝库，/人均纯利四千！喜讯传到四方。”（《秋光》）这
些诗歌勾勒出农村的新人新事，表现乡村生活的巨变，并把乡村生活上升到理想
的高度。

未央认为无论是创作还是人的一生，都不可能十全十美。人生就像一首长
诗，他在诗歌中完成了对生命的思考和感悟。“我想要/珍惜八十年代/每一分
钟，/不要让/泡不完的蘑菇/把生命消磨。”“什么我都想要啊/我要一切/美好的
东西，/就是不要一样/那禁锢人的枷锁！”（《希望之歌》）也许经历生死战场的未
央，早就看淡了一切，在看淡一切之后却还能保持一颗感恩之心，又是极为不
易。在散文《我记得那个早晨》里，未央写到：“笔是没有力量的，笔又是有力量
的。我们手里既然只有笔，就要把这支笔奉献给祖国，奉献给人民。”从抗美援朝
战场到新时代的社会发展，未央讴歌祖国，礼赞英雄，记录生活，诗歌与他如影相
随，他将笔奉献给了祖国和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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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仁山笔下的党员关仁山笔下的党员
形象的出现与文学史塑形象的出现与文学史塑
造造““新人新人””的传统一脉相的传统一脉相
承承，，并以独特的性格和并以独特的性格和
命运成为变革时代的艺命运成为变革时代的艺
术象征术象征。。对这些党员角对这些党员角
色的道德倾向和对人生色的道德倾向和对人生
道路的肯定或批判的立道路的肯定或批判的立
场场，，构建起了小说主题构建起了小说主题
上的价值主张上的价值主张，，隐含着隐含着
作者对乡村前途和基层作者对乡村前途和基层
政治生态的美好期待政治生态的美好期待。。

（上接第1版《坚定文化自信 精彩精神生活》）
来看文化产业“十三五”以来的成绩单：2015年

至2019年，全国文化及相关产业增加值从2.7万亿元
增长到超过4.4万亿元，年均增速接近13%，占同期国
内生产总值比重从3.95%上升到4.5%。

让我们将时间的纵深拉长：1979年广州东方宾
馆开设国内第一家音乐茶座，成为新中国文化市场兴
起标志；2002年党的十六大报告厘清文化事业和文
化产业的关系，双轮驱动的文化体制改革拉开序幕；
进入新时代，文化产业稳步向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迈
进——我国文化产业发展足迹描绘出一条从无到有、
从有到优的上升曲线。

风貌焕然，标注“文化小康”的丰硕成果——
在陕西安康，新民风建设引领乡村公共文化服务

创新发展，几年来摆酒席减少三分之二，“人情份
子”下降七成；在福建福安，旧民居变身新时代文明
实践“新课堂”；在甘肃金昌，“好婆媳、好邻里点赞”

“分餐夹”等文明实践推动完善村规民约、倡导文明
风尚……

赋能美好生活，弘扬时代新风。近年来，结合决
战决胜脱贫攻坚、推动乡村振兴和新时代文明实践中
心建设，各地加快打通公共文化服务“最后一公里”，
全国累计建成村级文化中心57万多个。甘肃“乡村大
舞台”、湖南攸县“门前三小”（小广场、小书屋、小讲堂）
等创新实践接地气、旺人气、正风气，广受群众好评。

随着覆盖城乡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逐步建立，公
共数字文化服务能力也大幅提升，提供“菜单式”“预
约式”服务成为常态。据统计，2020年疫情防控期
间，各地博物馆推出2000余个线上展览，吸引超50
亿人次浏览，让“云生活”演绎出别样精彩。

提振精神力量，传承红色基因

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觉醒年代》掀起年轻
人追剧热潮，陈独秀的扮演者于和伟喜提第27届上
海电视节白玉兰奖“最佳男主角”；对口扶贫题材电视
剧《山海情》从“出圈”迈向“出海”，在国际市场获得肯
定，先睹为快的海外观众纷纷点赞……

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中更基本、
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放眼新时代的中国，文化事
业、文化产业蓬勃发展，文明之花处处绽放。用文化
提振精神力量，传承红色基因，形塑亿万中国人的精
神气质。

“改革开放之初我国每年出版图书1.5万种，如今
每年出版图书约50万种。特别是近年来，更是涌现
出一大批富有时代精神的‘中国好书’。”中国出版协
会理事长柳斌杰说，“书荒”到“书海”的跨越，见证了
国家发展、时代进步，也进一步满足了人民群众精神
文化生活新期待。

围绕建党百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脱贫攻坚、乡
村振兴、科技强国、抗击疫情等主题，全国国有文艺院
团复排、创排了数千部优秀革命历史题材、现实题材
作品。从民族歌剧《白毛女》、芭蕾舞剧《红色娘子

军》，到话剧《人民至上》、彩调剧《新刘三姐》，再到福
州伬艺《血色鸡角弄》、莱派尔《有事就找咱书记》，一
大批反映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
史的舞台艺术精品，记录历史伟业，激发革命斗志，鼓
舞中国人民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

从“有没有、缺不缺”到“好不好、精不精”，新时代
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发生了深刻转变。提升文化
内涵、为精神“补钙”的文化旅游休闲活动备受青睐。

2018年4月8日，新组建的文化和旅游部正式挂
牌。“诗和远方终于在一起了！”这一改革实招戳中人
们内心深处对美好生活的新期待。

数据显示，国内游人数从2011年的26.41亿人次
增长到2019年的60.06亿人次。与此同时，红色旅游
热度逐年攀升，从2004年到2019年，每年参与红色
旅游的人次从1.4亿增长到14.1亿。

2021年5月31日，文化和旅游部联合中央宣传
部等推出“建党百年红色旅游百条精品线路”。沿着
中华大地的“红色版图”，人们追寻红色记忆，感悟初
心使命。

坚定文化自信，激发创新活力

古老的紫禁城外，身着雅致汉服的年轻人排起长
队，构成一道颇具“穿越感”的独特风景。在这些“90
后”“00后”眼中，这座600多岁的皇家宫殿是代表中
国传统文化的“网红”。

从“紫禁城里过大年”到赏灯“上元之夜”，再到
“丹宸永固——紫禁城建成六百年”大展，故宫正以新
创意创造着新价值。

“保护文化遗产，真正的目的是传承，让文化遗产
成为促进社会进步、增强文化自信的基石。”中国文物
学会会长单霁翔说。

从1987年长城、故宫等成为我国首批入选的世
界遗产，到如今以55项世界遗产位居世界前列；从
2002年启动“抢救和保护中国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

产”工程，到我国42个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列入联合
国教科文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册）居世界第一，我
们走出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传统文化保护传承之路。

推动中华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才能赓
续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2017年春节前夕，中办、国
办出台《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
意见》，首次以中央文件形式专题阐述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传承发展工作。4年多来，优秀传统文化更好更
多地融入生产生活各方面、国民教育各领域，滋养精
神根脉、点亮小康生活。

抓住春节、元宵节、端午节等契机，各地因地制宜
举办一系列接地气、有生气的“我们的节日”主题活
动，许多曾热衷过“洋节”的年轻人领略到传统节日的
魅力。与此同时，戏曲进校园、进乡村让学戏、懂戏、
爱戏的人越来越多，节令饮食、中医养生、传统体育渐
成时尚。

螺蛳粉近日火了！这次，它晋级成了国家级非
遗。6月10日，第五批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名录共
185项公布，柳州螺蛳粉制作技艺等上榜。

百姓小手艺，致富大产业。柳州螺蛳粉已发展成
为面向全国的特色产业，带动了养殖、种植、加工以及
服务业等相关产业的融合发展，在解决就业、脱贫致
富、推动地方经济发展方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全国很多地方，传统手艺正转化为脱贫生产
力。数据显示，“十三五”以来，有关部门支持各地设
立各级非遗扶贫就业工坊超过2000家，带动数十万
人就业增收。

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到2035年建成文

化强国。以文化焕发出的内生动力，凝聚起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的精神力量。中华文化所蕴含的文明价值
导向，滋养新时代、照亮复兴路。

（新华社北京7月15日电 记者周玮、史竞男、余
俊杰）

（上接第1版《从文学走向更广阔的原野》）
当天下午，“无界·收获APP双盲命题写作大

赛”正式启动。弋舟、刘大先、黄平、项静、郭冰茹、
徐刚、走走、孟小书、马小淘、石一枫、李壮、金春
平、孙睿、淡豹、蔡冉冉等青年作家、评论家以

“文学无界 心如原野”为主题做了演讲。李敬泽
作了总结。王尧主持。大家认为，所谓“小说革
命”是从小说的发展规律和自身变革的内在需求
提出的，充实、丰富和创造小说革命的内部条件
是小说家面临的主要问题。时代和文明已经远远
走在作家前面、走在文学前面，最重要的是，人本
身已经走在了文学前面。文体固然重要，但比起
文体，更重要的是文学性。在文体或者文类上做
种种跨越的花样，并不能解决多少问题。这个时
代需要我们拓展和发现新的文学性，需要作家、评

论家、编辑家们一起努力开拓新的边界，走向更为
广阔的原野。

如今，越来越多严肃文学的读者同时在阅读网
络文学。与此同时，一些过去热衷网络文学、类型
文学的读者，则在严肃文学作品中去寻找自己所关
心的内容，这就为彼此获得新的可能性提供了空
间。也正是基于此，此次双盲命题写作大赛便具有
了新的重要意义。据《收获》主编程永新介绍，本次
比赛不做文体限制，面向影视、音乐、绘画、建筑等
各个行业领域开放，写作者与评委在比赛中一律隐
去姓名。这是传统文学刊物吸引读者，尤其是吸引
年轻读者的尝试。此前，《收获》还推出了“收获
APP”，希望吸引更多读者。“我们想为文学做一点事
情，所以支持年轻人去探索。希望《收获》是大海，
让文学的外延更广，组成更活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