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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用文学讲好“新时代山乡巨变”的故事——

沉浸到农村变革的波澜中
□本报记者 徐 健 罗建森

“中国的根在乡村。文学作品里的一个个乡村，其实
就是中国的缩影，不懂得中国农民就不懂得中国。”在
2020年7月召开的全国新时代乡村题材创作会议上，中国
作协主席铁凝强调，今天的广大作家面对的“是变革中的、
内涵丰富且外延广袤的新时代的乡村世界”。这个新的乡
村世界，“召唤着广大作家迈开双脚走进去，但走进去不是
单向的观看，作家也不是游客，我们要在这个过程中更新
我们的知觉结构，要像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那样，‘不断掌
握新知识、熟悉新领域、开拓新视野’”。今年3月，中国作
协启动“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邀请广大作家和所有
文学写作者共同书写新时代新山乡，以原创长篇小说形式
多角度讲述脱贫攻坚、乡村振兴、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背
后的深刻变革和伟大实践，全方位展现新时代农村旧貌换
新颜的精神气象。如今，广袤山乡发生的历史性变革，正
为文学创作敞开天高地阔的无限可能。

20世纪50年代，作家周立波携全家从北京迁往湖南
益阳市郊的桃花仑竹山湾，积极投身农业合作化运动，和
社员同吃同住、打成一片，创作出《山乡巨变》这部中国当
代文学史上的重要作品。作家用他的笔热忱而深情地记
录了发生在中国大地上的伟大变迁，真切捕捉和反映了时
代脉搏，为中国文学留下了一笔不可多得的宝贵财富。今
天的中国农村正在焕发出新的生机，如何弘扬老一辈作家
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的精神，如何在新时代的山乡巨变书
写中塑造有血有肉的人物形象、彰显精神特质和艺术追
求，这无疑是每一位写作者都应当认真思考、不懈探索的
课题。

没有生活经验的作品很难打动读者

“今天的写作者，身处在波澜壮阔的新时代。我们的
国家面临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们的乡村也正在发生巨
变。”河北省作协主席关仁山认为，新时代的“山乡巨变”不
仅仅是扶贫成功，也不仅仅是乡村振兴，“应该从整个社会
大局来看我们这个时代的山乡巨变，因为农村问题不是一
个简单的问题，会受到社会方方面面的制约”。

这些年，关仁山一直在雄安体验生活，深入基层、下沉
群众的丰富经历让他更深刻地认识到文学创作与生活实
践之间不可分割的密切关系。他表示，“一代有一代之文
学”，周立波的《山乡巨变》有其特殊的鲜明时代感，今天的

“新时代山乡巨变”亦该如是。写作者应积极体验生活，去
深切感受时代的深层律动。“我所关注的，是如何传承乡村
文化，以及人如何新生。”小说应该真实记录和表达人在时
代大变局中的奋斗史、精神史和风俗史。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陈晓明谈到，过去的农村题材写
作，在描写传统与怀旧方面积累了较丰富的创作经验，如
贾平凹的“商州系列”和《古炉》《山本》、阿来的《尘埃落定》
《机村史诗》、莫言的《晚熟的人》、刘醒龙的《分享艰难》、邵
丽的《金枝》、付秀莹的《陌上》等，都以不同方式体现了乡
土叙事个人开掘的维度和深度。而在今天，幅员辽阔的中
国农村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机械化的生产方式的介入，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互联网和移
动终端对年轻一代农民的影响……这其中显然有许多生
动的故事值得书写。

“文学对时代变化的反映，显然不能等同于行业报告
或新闻报道。文学的方式总是以小见大，以人物来带动事
件并呈现社会面的变化。”陈晓明表示，如何正面去描写社
会现实的积极变化，如何将正面、积极、肯定的形象写得真
实感人，是现代自批判现实主义以来的文学难题，也是社
会主义文艺长期面临的探索和挑战。但毫无疑问，写作者
一定要有真实的、刻骨铭心的生活体验，没有生活经验的
作品，自己不会感动，也不可能打动读者。

“近年来乡村题材创作领域涌现出不少长篇小说，可
像《创业史》《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暴风骤雨》这样黄钟大
吕的作品却很少见。‘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正是一项
与时俱进的振兴长篇小说创作的大工程。”贵州省文联主
席、作协主席欧阳黔森谈到，深入生活、扎根人民是作家应
该遵循的创作铁律。“如果脚上不沾满泥土，焉能嗅出泥土
的芬芳，焉能感知思想的光芒？”

为了写好《江山如此多娇》等作品，欧阳黔森在偏远农
村地区长期体验生活。在他看来，要书写新时代山乡巨
变，必须亲历现场、如实记录，无论怎样编撰，都远不会如
现场的故事精彩。

文学是抓住现实灵魂的虚构

书写乡村题材、记录新时代“山乡巨变”，既要重视创
作的主题性、思想性，更要注重作品的情感性和艺术性。
一部理想的优秀作品，应该达到思想性和艺术性的高度统
一，兼具优异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如果说主题是文学
作品的“骨”，那么真挚深刻的感情就是作品的“魂”，出色
的艺术手法则是作品的血与肉。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用情用力讲好中国故事，向
世界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只有用情用力讲
述，才能令人感同身受。”对于如何用情用力书写新时代山
乡故事，欧阳黔森有着自己的理解。“用情，只能是用真情，
这种真情既是中国文学一以贯之的准则，美就是美、丑就
是丑，比兴必须旗帜鲜明，也是中华文化的优秀传统，符合
中华民族审美精神。用力，必须以习近平总书记所倡导的

‘思想精深、艺术精湛’为着力点。没有工匠精神，着力点
产生偏差，那么就偏离了‘培根铸魂’的初衷。”

谈及应该如何正确认知乡村、如何正确看待这个时代
及其巨变，关仁山表示，写作者要始终保持艺术的眼光、诗
性的情怀、理性的思考，来完成对历史变迁的艺术呈现。

“巨变中丰满立体的新人形象应该是什么样子的？新农民
有着怎样的爱和恨，有着怎样的凤凰涅槃式的蜕变？作家
们当前面临着历史与现实、真实与虚构、思想扎根与艺术
蒸腾所带来的前所未有的挑战，需要通过艺术的融合，来
实现对现实巨变的深刻理解与表达，提供超越性的现实审
美经验。”

陈晓明认为，优秀的艺术细节和出色的文学想象
力，是文学作品在反映时代现实时不可或缺的重要艺术
特质。对于小说的细节问题，他表示，好的细节和故事
才能使人物饱满起来，使小说立起来。诗歌靠语词，小
说靠细节，这是颠扑不破的道理。流水账似的、没有过
硬细节的作品，当然不会动人。例如莫言《晚熟的人》
中那位左手挥镰、右手绑钩的田奎，令人印象深刻甚至

触目惊心。在平静的叙述中却藏着惊人的笔法，这样的
文字才会有力量。

“乡村题材的书写同样离不开文学的想象力。”陈晓明
说，“不要认为描写乡村变革就只能平铺直叙。事实上，作
家同样可以动用各种艺术手法。作家如果没有想象力，就
不可能抓住改革开放这40多年来中国农村的神奇变革。
文学是虚构，但又是抓住了现实灵魂的虚构。”

从农业、农村、农民角度讲述乡村变革

自新文学发生以来，中国一直有乡土文学的传统。
江苏省作协副主席汪政认为，以中国革命、社会主义建设
与现代化为现实背景、语义结构和想象图式，固然形成了
中国乡土文学的历史形态与美学面貌，但同时也造成了
创作的路径依赖。取得成就的同时，也缺乏深层的意义
开掘、鲜活的现实反映与创新的艺术风格。“想要改变这
样的格局，就必须发扬早年乡村建设者的精神，向柳青、
周立波、路遥、陈忠实等作家学习，积极参与乡村振兴，沉
浸到农村变革的波澜与日常生活的细流中，获取实践经
验，积累故事与人物素材，并在传统与世界的双重背景下
做好知识准备。”

在汪政看来，制约当前乡土题材创作的主要因素，是
写作者对中国乡村的现状缺乏深刻认识和情感体验，尤其
是专业知识的匮乏与对书写对象命运鲜少共情的淡漠，始
终让中国的乡土文学无法与现实形成真实的镜像与有效
的对话，更无法参与到中国新乡村文化的构建中。因此，
乡土题材创作要取得突破，必须改变现有的创作方式，从
根本上调整写作者与乡土的关系，不能只满足于掌握片面
的媒体信息、将乡村治理的新闻文学化，演绎图解现行的
农村政策。“夸张一点说，中国乡土文学需要作家转变身
份，只有先成为乡村建设的实践者与研究者，才能成为乡
土文学的创作者。”

新时代以来的乡村振兴事业，旨在走出长久以来农业
的“内卷化”，实质上就是在科技、媒介与工业快速发展的
情形下，对农业进行产业更新和升级换代。中国社会科学
院研究员刘大先认为，农村题材创作者需要走出此前的

“悯农”传统，摆脱知识分子单向度启蒙的视角，回到当下
中国乡村的现场，建立起时代的现实感。“关注当下的乡村
就会发现，在新农村建设、美丽乡村建设以及脱贫攻坚、乡
村振兴的实行过程中，城乡互动与一体化进程推动了动
态、开放、生机勃勃的乡村现实的形成，新型乡村主体得以
被发现和创造。当代乡村不再是静止、凝滞、有待发现与
改造的空间，而是流动、敞开、主动变革与更新的关系性场
域，无论是从生活方式、认知感受还是精神结构上，都承载
着古今中外一切文化与技术的成果，并且时刻不停、永无
止息地在创造着自我与世界。”

因此，尽管当下的乡村题材创作强有力地扩展了乡村
的经验领域、题材范围与表述空间，但写作者仍然面临着
更大的契机与挑战。刘大先表示，创作者最主要的还是要
扎根人民、深入基层，了解乡村振兴的总体性进程，理解新
一代农民心理认识、情感结构和精神风貌的内在根源，进
而从农业、农村、农民的角度去讲述乡村变革，并努力使之
成为一种新型的中国叙述与中国故事。

第八届鲁迅文学奖
参评作品公示目录

（见今日5-12版）

第八届鲁迅文学奖评奖办公室对鲁迅文学奖申报参评作品
进行了初步审核，现将作品目录在《文艺报》和中国作家网公示。

如发现其中有作品不符合《鲁迅文学奖评奖条例》和《第八
届鲁迅文学奖参评作品征集公告》规定的参评条件，请向评奖办
公室反映。评奖办公室将进一步进行审核，并将相关情况提交
评奖委员会。

公示时间：2022年6月15日至6月30日。
评奖办公室电话：010－64489989、64489755。
电子邮箱：luxunwxjiang@163.com。
特此公告。

第八届鲁迅文学奖评奖办公室
2022年6月15日

第八届鲁迅文学奖
评奖办公室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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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6月12日，徐风新书《做壶》首发式以线上线
下相结合方式举行。中国作协副主席李敬泽、书记处书记施
战军，江苏作协党组书记汪兴国，广东作协副主席谢有顺等
在线上参加活动。作家、艺术家格非、苏童、李晓愚、张在健、
黄小初、杨建、黄波、夏侯岭、史俊棠、戴军、鲍志强、顾绍培、
吴鸣、季益顺、吕俊杰等，以及本书作者徐风和紫砂大师顾
景舟弟子葛陶中等百余位嘉宾在江苏宜兴与会。

在李敬泽看来，徐风写紫砂壶实际上就是在回应着中
国哲学中道与器的命题，“作家将道落实到紫砂壶这个器物
中，落实到一双手上、一条泥巴上，从一双手、一条泥巴中见
出道，在做壶中将道写到了极致。”

格非认为，我们首先需要从器具和行为的角度了解古
人到底是如何生活、如何待人接物的，“这本书是让我们理
解真正意义上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尝试和实践。”

汪兴国说，徐风最可贵的是他对紫砂文化、江南传统文
化的深情挚爱，他对生于斯长于斯的宜兴及其孕育的紫砂
文化倾注了一生的心血。

苏童原以为这会是一本传记性图书，但翻开后非常惊
讶，在中国传统技艺的书写方式上，《做壶》具有突破性和演
示性的意义：“每一个文字都具有了形体和空间，提供复杂
的多时空进行的、即视性的现场感，文本上非常有突破性。”

紫砂名家顾绍培说，《做壶》将做壶过程写得合情合理，
非常生动。这本书让我们全面理解了中国传统文化艺术的
各种尝试和实践。葛陶中则回忆起师父对自己谆谆教诲的
场景：“茄段壶是我跟顾老学的第一个壶。到现在才知道那
时老师是多么地用心在教我。要想在这个行业站得住脚，至
少需要15年时间。”

新书分享会最后，徐风坦言，在写作的过程中，他常常
面临着写不下去的至暗时刻，光开头就写了十几遍，“我觉
得自己就像在紫砂与文学之间摆渡的一个艄公。摆渡于我，
一生足矣。” （张垚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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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为讲好中国故事，弘扬中国精神，推动报告文学创作，
第九届“徐迟报告文学奖”评选活动于6月15日正式启动。

“徐迟报告文学奖”是由中国报告文学学会设立的全国报告文学
专业奖项。由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和浙江省湖州市南浔区委宣传部联
合举办，两年一届。著名当代报告文学作家徐迟先生出生地南浔为

“徐迟报告文学奖”永久颁奖地。
第九届“徐迟报告文学奖”评选范围是2020年至2021年间在中

国大陆以汉语写作并公开出版或发表的报告文学作品。获奖作品数
量为8部（篇）（含5部长篇、3部中短篇作品）。“徐迟报告文学奖”评
选秉承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为确保评奖活动健康有序进行，将由
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和中共南浔区委、南浔区人民政府和报告文学界
专家组成“徐迟报告文学奖”组委会、评委会及评奖办公室。为鼓励支
持新人新作，充分展示报告文学创作成果，中国报告文学学会研究决
定：第八届“徐迟报告文学奖”获奖作家及连续三次获得“徐迟报告文
学奖”者，不再参加此次评奖。参评作家不得担任评委会成员。

本届评奖参评作品申报时间为2022年6月8日至8月30日。在
此期间，凡符合评选要求的作品，均可由出版社、期刊、报纸、文学团
体及作者本人提出参评申请。

第九届“徐迟报告文学奖”颁奖典礼拟于2023年在南浔举行。
（辛 雯）

本报讯（记者 李晓晨） 6月7日，由国务
院参事室、中央文史研究馆、中国美术家协会等
单位联合主办的“意飘诗外——王明明古诗意
画百开册页展”在北京画院美术馆展出，展览展
出了王明明自2006年至2019年创作的百幅古
诗意册页，其创作的近十米长的唐诗宋词三百
首小楷手卷也同时展出。

白居易的《琵琶行》、李白的《将进酒》、王
安石的《定林所居》、王之涣的《登鹳雀楼》……
在这套百开册页中，艺术家打破人物山水花鸟
题材界限，描绘出诗中有画、画中有诗、情景交
融的中国画意境之美。他强调笔墨和谐，因而
减弱了墨白对比，以用笔为主、晕染为辅实现
散淡、空寂、幽远、旷达、超逸之韵，强调留白的
运用、虚实相生的手法、起承转合的构成以及
落款印章对于画面整体相得益彰的作用，隶书
与行楷相间的诗词题跋更丰富了画面构成。
整套册页均以清代纸墨绘制而成，将静气流溢
于毫端。

中国自古诗画相通，历代先贤留下诸多佳
作。王明明亲历20世纪中国画的发展变革，始
终认为中国画有其独特的基因、表达方式和艺
术规律。他说，这么多年自己的想法就是要进入
传统，回到中国画的传统。今天的艺术家必须思
考这样一个问题——中国艺术的精神到底是什
么？传统和现代之间并没有矛盾，进入传统的语
境，是自己在创作中始终坚持的一点。他说，“我
的初衷是有针对性地置身于中国画漫长的历史
源流中，去探索原汁原味的国画本源。”

图为王明明作品《白居易〈琵琶行〉诗意图》

第九届徐迟报告文学奖
评选启动

王明明古诗意画百开册页展举行本报讯 历经 13年的创作，
2021 年 7月，作家刘岸推出长达
160多万字的新作《子归城》。小说
分为《古城驿》《根居地》《天狼星下》
《石刻千秋》四卷，以丝路文化、民族
团结、家国情怀为主题，将陆上丝绸
之路的边塞文化与海上丝绸之路的
海洋文明相互交融，绘就出一幅东
西部历史文明互渗互融的画卷。

6月11日，由中国作协小说委
员会、文艺报社、福建省作协、厦门
市文联主办，敦煌文艺出版社、《福
建文学》杂志社、福建省文学院、厦
门文学院协办的刘岸长篇小说《子
归城》研讨会在北京、福州、兰州、厦
门四地，以线上线下联动的方式举
行。中国作协副主席吴义勤出席并
致辞。陈毅达、欧阳丽娟、李树军、杨
继军等分别致辞。

谈及创作动因，刘岸说，这部小
说的灵感来自于个人生活经历和家
族历史。“小说主线主要以家族传奇
故事为原型，副线则聚焦于当下自
己所在的闽南地区的自然生活。写
作这样一部作品，我并不想回避题
材本身的复杂性，在文体、叙事和语言方
面做了一些探索。怀着对文学的真诚与
敬畏，我写下了自己真正想写的故事。”

吴义勤认为，小说讲述了发生在清
末民初西北边陲古城驿的各色历史故
事，具有强烈的故事性、传奇性、异域性，
包含多种类型文学元素，对文化、历史、
宗教、地域、自然等进行百科全书式的描

述，体现了作家艺术上的宏大追求
以及驾驭历史题材的能力。小说以
一种“元小说”的写法，时刻对历史
进行思考、对话和追问，揭示人生和
历史的真相。

“这是一部以长河小说的方式
同时写海上丝绸之路和陆上丝绸之
路的故事。它气魄宏大，展现了大历
史观书写下的时代价值。它也是一
部英雄史诗，家国情怀与民族精神
跃然纸上。”何向阳说。

程绍武认为，《子归城》充满沧
桑之感，将新疆地区广阔的历史文
化、闽南地区的海洋文明相交融，通
过百余个人物的建构，塑造出艰苦
卓绝、百折不挠、守望相助、开放包
容的丝路精神。

叶舟说，西部作家在处理自然
和历史文化时面临着其他作家不能
想象的难度。《子归城》是一部对西
部性“叫魂”和“除锈”的作品，它在
一片锈带上寻找丢失了的“魂”，这
个“魂”是自然地理的，是历史文化
的，也是家族和个人的。

潘凯雄、梁鸿鹰、张晓琴、杨庆
祥、岳雯、崔庆蕾、李蔚超、林秀美、赖碧
强、钟红英、陈影、陈春洋、董智颖、张笑
阳等参加会议。大家认为，《子归城》结构
坚实宏大，故事丰富饱满，情节跌宕起
伏，充满叙事张力。作品既书写了一个世
纪的丝路壮丽诗篇，又呈现出当代人的
精神演变和心灵影像，显示出当代中国
文学的情怀与自信。 （康春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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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成都6月13日电 13日，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
院在四川广汉市公布了三星堆遗址的最新考古成果，6个“祭
祀坑”目前共出土编号文物近13000件。数件造型奇特的珍
贵文物前所未见，也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实证。

三星堆遗址位于四川省广汉市，面积约12平方公里，最早
被发现于20世纪20年代。自2020年以来，四川省文物考古
研究院、北京大学、四川大学等科研机构和高校组成联合考古
队，在1、2号“祭祀坑”旁边，相继发现、发掘了距今约3000年
的3号至8号六个“祭祀坑”。目前三星堆3、4号“祭祀坑”已结
束野外发掘，5、6号“祭祀坑”正在开展埋藏文物的室内清理，
此次公布的文物主要集中在7、8号“祭祀坑”。其中7号“祭祀
坑”发现了被考古学家称为“月光宝盒”的龟背形网格状器，成
捆的长条状玉凿、三孔玉璧形器、玉斧、玉瑗，铜顶璋龙形饰、小
件的青铜凤鸟、青铜立人、铜铃等。与7号“祭祀坑”邻近的8
号“祭祀坑”大件青铜器更多，包括金面罩铜头像、顶尊蛇身铜

人像、精妙复杂的铜神坛、“机器狗”一样的铜巨型神兽、铜龙、
“裹裙坎肩大背头”的铜立人像、铜猪鼻龙形器、铜戴象牙立人
像、铜神殿形器盖、石磬等，数件文物都是世界上首次发现。

“三星堆的奇特是古蜀人丰富想象力和精湛手工业的完美
结合，但其想象表现出的内心世界依然是中华文明‘天人合一、
万物共生’的和谐理念。”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三星堆考古研
究所所长冉宏林说。

除了肉眼可见的文物，考古学家们还通过现代科技手段，
发现了丝绸、竹子、芦苇、大豆，以及黄牛、野猪。在8个“祭祀
坑”周边，还发现灰沟、建筑基址以及小型祭祀坑，出土金器、有
领铜瑗、跪坐石虎、跪坐石人、绿松石和象牙等珍贵文物。

出土文物的保护修复也在进行中，占地面积66亩的三星
堆博物馆新馆建设预计将于2023年完成，建成后公众可以在
博物馆的“开放式”修复馆里与文物见面。

（肖 林 童 芳）

三星堆遗址上新文物近13000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