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贯彻二十大精神贯彻二十大精神
铸就文艺新辉煌铸就文艺新辉煌

党的二十大报告是关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

代化国家的纲领性文献，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在

新时代新征程中前进的指南针，是引领我们广大

文艺工作者同心同德、续写时代新篇章、建设社会

主义文化强国的定心盘。党的二十大报告在论

述“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着力推动高质量发

展”时，特别对农业农村的发展提出新要求：“全

面推进乡村振兴”，“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坚持

城乡融合发展，畅通城乡要素流动。加快建设农

业强国，扎实推动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

振兴”……习近平总书记曾经在陕西梁家河村下

乡插队，又担任过该村党支部书记，与村民们建立

了亲密的鱼水关系，形成了他的乡村情结。党的

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先后深入到各地乡村

看望父老乡亲，倡导农村产业改革和生态文明、文

明乡风建设。同时，又率领全国人民打了一场举

世闻名的脱贫攻坚战，创造了一个世界上亘古未

有的人间奇迹，涌现出了大量旧貌换新颜的村落

和先进人物典型。

广大文艺工作者应当以强烈的历史责任感，

紧跟农业农村改革和乡村全面振兴的战略部署，

主动奔向第一线，写出富有时代特征、文化底蕴而

深受农民欢迎的精品力作，助力我国新农村建设

进一步向前发展。当前农村改革和脱贫的成果需

要巩固，完全实现党中央提出的农业农村发展大

目标尚需继续努力，作家艺术家们要积极反映这

些成就和变革。

一、要发扬五四以来乡土文学创作
的优良传统，大力发展农村题材创作

早在五四时期，鲁迅等人就开始了乡土文学

创作，到现在已经形成中国现当代文学创作的百

年传统。鲁迅的《阿Q正传》《故乡》和《祥林嫂》

等，都是乡土文学的经典之作。小说家们的笔墨，

由原先描写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和武侠英雄、神怪

世界，转向了社会底层的劳苦大众。到了后来，赵

树理的《三里湾》、孙犁的《铁木前传》和柳青的《创

业史》等，是五四乡土文学传统演化到延安文艺方

向的成果。在“文革”结束后的伤痕文学、反思文

学、改革文学和寻根文学中，都涌现了乡村题材的

佳作，如蒋子龙以大邱庄变化为原型的《燕赵悲

歌》、张贤亮表现知识分子下放农村生活境遇的

《绿化树》，还有高晓声的《陈奂生上城》、李杭育的

“葛川江系列”、贾平凹的“商州系列”、路遥的《平

凡的世界》，以及梁晓声的知青小说《今夜有暴风

雪》、王安忆的《小鲍庄》、贾大山的“梦庄记事系

列”等等。后来兴起的打工文学，是表现农民进城

谋生而介于城乡之间的生活故事，同样产生了一

批优秀作品。

从上世纪 90年代以来，我国城镇化步伐加

快，都市生活题材数量渐渐增多，农村题材的创作

则有些式微了。究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70

后”、“80后”、“90后”在城市出生的作家、诗人比

例大增，他们大多不了解、不熟悉农村。二是一批

青年作家学历较高，大学毕业又留在了城市生活，

对城市打拼的酸甜苦辣感受更为切近而深刻，生

活环境使他们自然而然地用更多精力描写身在其

中的生活，对于农村现实虽然有回望式表现、蜻蜓

点水式反映，却多不深刻。三是一批原先擅长农

村题材创作的作家年龄增大，他们进城安家、进入

体制后，原先的生活积累已经不太充足，再去乡下

走不开或身体不允许，他们的乡土题材创作便在

减少，或思维方式、表现手段的陈旧造成作品不

精。四是读者队伍的变化。当今城市青年居住在

闹市社区，农村具有初高中水平的青年读者也向

往城市，他们的阅读兴趣点大多在都市男欢女爱

和成长创业故事中，只有非常叫好的乡土之作他

们才感兴趣。网络和手机阅读很普遍了，但其内

容庞杂，正面反映农村现实生活之作在很大范围

受到排挤。五是农村改革“大包干”时期的一些作

品缺少时代的观照和更新颖的立意视角，有雷同

化、概念化之嫌。

然而，虽说农村题材创作队伍和读者群缩小

了，但是近十年现实中的下乡扶贫和脱贫攻坚战，

毕竟吸引了一大批关心农村和农民的作家艺术

家，如何建明、欧阳黔森、李春雷、罗伟章等在农村

改革和扶贫攻坚题材上拿出了一批报告文学和小

说新作。农村现实生活仍然给了作家以发挥才情

的资源，作家也借此走出了自己的创作新路。当

下我们贯彻落实二十大精神，更要大力发展农村

题材创作以助力乡村振兴战略，实现文化助农，文

化兴农，记录这个伟大新时代的农村变革，同时为

广大农民提供优良的精神食粮。当代作家们要承

担起这个历史重任。

二、要表现农村现实生活，就要深
入农村体验生活

多年前，有人说，“要了解中国，就去了解农

民”。此话并没有过时。我们已有乡土文学创作

的传统，有鲁迅以来千百位作家艺术家趟出的农

村题材创作的路子，新时代的作家还要有无怨无

悔地走向农村、亲近农民的热情、勇气和恒心。

不能忘记，习近平总书记曾经在2014年10月

的文艺工作座谈会上提到的陕西作家柳青和河北

作家贾大山。柳青本来已经在省里工作，有了稳

定的收入和写作环境，但他带着家人在皇甫村安

了家，和当时的农业生产合作社社员过着同样的

日子，真正体验到了农民的所思所想，把自己的情

感融入到农民的情感中，终于写出了优秀的长篇

小说《创业史》，在农业合作化题材创作上树立了

一个标高。贾大山是生在正定、长在正定，不接受

省地两级的上调而泡在正定。在他有生的短短55

年中，连外出开会旅游都很少。他热爱生他养他

的正定，热爱他插队近7年的西慈亭村，一直同农

民保持着深厚的友谊，所以他的小说具有浓郁的

冀中地区文化风情，形成了八九十年代我国乡土

题材短篇小说创作的“这一个”。柳青曾经说文学

是愚人的事业，自己是个“愚人”。贾大山则强调

自己笔下的一切都从生活中来，所以他的作品真

实性、可信度很强。

近些年来，作家们也积极向前辈作家们学习，

在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中开展自己的创作。例如，

欧阳黔森前几年深入花茂村，对于村民生活的一

切，熟悉到一家一事，所以才有了他的报告文学作

品《花繁叶茂，倾听开花的声音》。作家们深刻地

体会到，文学创作中，最根本、最关键、最牢靠的办

法是扎根人民、扎根生活。例如，作家罗光成说，

农民身上“多彩的故事和质朴的情怀，都给了我极

大的震撼与感动”。储劲松表示，“久在樊笼，心常

郁郁，久坐书斋，文章常常枯竭。土地、农民、山

水、田野、作物、禽畜，一条过路的乌梢蛇等等，这

些我所来处的风物，让我恍惚又亲切。”他们这些

体会，无可辩驳地证明文学创作源于生活。

作家艺术家到农村去，到农民中间去，表现乡

间的生态文明、淳美乡风，表现新时代的新农村和

新的农民形象，反映农民在走向现代化过程中的

生活情状和愿望，为他们代言，为他们塑像，为他

们生产美好的精神食粮，巩固脱贫攻

坚的成果，推动农村振兴发展，是时

代的召唤、人民的翘盼。正如歌唱家

宗庸卓玛所说：“如果我们把物质比

作乡村振兴的‘蛋白质’，那么文艺就

是乡村振兴的‘维生素’。”这是作家

艺术家应当为农民提供的。以人民

为中心的当代文学创作，不能不继续面向广大农

村和农民。

三、助力乡村振兴就要弘扬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坚定文化自

信”，“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党的二十

大报告中强调，“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

义文化新辉煌”，“坚守中华文化立场，提炼展示

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加快构建中国

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

国声音，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我

们在这里提倡广大文艺工作者深入农村，用自己

的笔杆和歌喉讴歌现实农村的新发展新变化，也

就必然涉及到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弘扬和利

用，涉及到对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

性发展。

写人就要写人背后的文化。写农村就要写农

民和他们的文化。作家描写农村日常生活和农民

的喜怒哀乐更离不开古今的乡村文化。乡村文化

是今日城市文化的根脉。写不出文化根脉就缺少

历史的纵深感和文化的深厚感。如果说赵树理、

孙犁、柳青在写合作化运动时，都或浓或淡地写出

了传统文化在当时农村的发展状况，那么今天的

作家在描写故乡农村和民族地区生活时，也要展

现传统文化在新时代的变奏。唯有如此，才能在

肯定传统优秀文化和揭示不良传统文化中，写出

作品的新颖度和思想文化的深度，找到自己的精

神家园。如迟子建在谈到她的黑土地文学创作时

说：“没有大自然的滋养，没有我的故乡，也就不会

有我的文学……一个作家，心中最好是装有一片

土地，这样不管你流浪到哪里，疲惫的心都会有一

个可休憩的地方。”她的《额尔古纳河右岸》写出了

鄂温克人的习俗和迁徙的无奈，《群山之巅》写出

了三个姓氏移民组成的小镇和谐文化图景。阿成

的《年关六赋》，虽是短篇小说却文化含量很高，是

故乡题材写作中的精品。

外地作家艺术家以“进入者”的身份深入某个

农村而入乡随俗的过程，就是接受和认识乡村传

统文化的过程，就是打牢自己创作的文化根基的

过程。在文化元素的吸收上，徐剑、李玉梅描写独

龙族整族脱贫的报告文学《怒放》、关仁山描写老

区阜平脱贫决战的报告文学《太行沃土》、温燕霞

以赣南山区为背景的小说《琵琶围》，还有很多农

村题材的网络小说、影视剧作品，都从不同角度呈

现了文化传统和地域风情的魅力，同时折射出乡

村世界的山乡巨变。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文艺创作不仅要有当代

生活的底蕴，而且要有文化传统的血脉。”“辩证取

舍、推陈出新，摒弃消极因素，继承积极思想”，就能

“以古人之规矩，开自己之生面”，实现中华文化的

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是的，只有融入文化的

视角，才能够更好地避免雷同化、概念化的弊端。

总之，文学艺术界广大同仁要继续关注正在

发生着巨大变化的广大乡村世界，用富有时代性

的艺术精品丰富人民精神世界。这是我们当前和

今后必须认真完成的一项光荣历史任务。我们责

无旁贷，要与农民生活相得益彰，接续前辈的乡土

文学传统大踏步地走下去。

（作者系河北省文化交流协会常务副会长）

文学创作助力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文学创作助力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袁学骏袁学骏

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所作的党的二十大报告，并进

行了初步的学习，深感报告主题鲜明、思想深邃。报告科

学总结了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国际国内形势风云变幻的

复杂环境中，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全

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一致，攻坚克难，在中国经济、社会、

民生、文化等各领域取得的一系列重大成就。

报告通篇体现了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和实

事求是的精神，是新时代关于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续写新辉煌的政治宣言与行动指南。

相信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指引

下，党和国家事业必将更加辉煌。

聆听并学习二十大报告，深刻认识到，我们要从新时

代取得的伟大成就、伟大变革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

决定性意义，切实增强拥护“两个确立”、做到“两个维护”

的自觉性，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

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空谈误国，实干兴邦。在文化领域，我们必须在全面

系统深入学习领会党的二十大报告精神的基础上，认真

思考和研究如何结合我们的实际工作，贯彻报告精神，特

别是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的“四个坚

持”，即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

制度，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坚持百花齐放、

百家争鸣，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在文化工作中，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为指导，坚定“两个确立”，践行“两个维护”，就是要

深刻领会把握好习近平总书记讲的“四个坚持”，把“四个

坚持”融入文化领域的各项工作之中。

“四个坚持”既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文化领域的科

学表述，也是最新成果。“四个坚持”有着内在的逻辑关

系，需要全面把握，不能偏颇。

首先，文化文学艺术工作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文

化领域的指导地位。这是所有文化工作的重要前提，不

能有丝毫动摇。

在这个前提下，文化工作必须要坚持为人民服务和

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

山。”这是党的宗旨所决定的，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

本质要求，也是衡量文化工作的根本标准。

在文化工作中，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

与坚持文化工作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应当是并行不悖的。把握好这一点也非常重要，百花

齐放、百家争鸣是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和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前提下的百花

齐放和百家争鸣。在此前提下，也要鼓励多样的探讨和争鸣。不能顾此失彼，不能有所偏颇。

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是一个科学的论断。因为时代发展变化了，我们不能

因循守旧。这其中，既有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红色文化的赓续，也有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创

新的要求。党对文化工作的要求，总体的原则是不变的，但是工作的方法、工作的重心要随着

时代的变化而不断调整。这也是党的实事求是原则的要求。

二十大报告对文化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在学习贯彻落实的过程中，要防止简单

化和片面化。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在物

质生活得到满足的前提下，精神文化生活就是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中极为重要的内容。拿

什么文化产品奉献给社会、奉献给人民，是对文化工作提出的更为具体的要求。

文化工作要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我认为最关键的是两个方面：

一是要有讴歌时代、能够打动人心的各类优秀文化文学艺术作品。好的作品是最根本

的，作品的质量是最根本的。好的作品应该涵盖文化艺术领域的方方面面，体现反映时代精

神，与人类命运共鸣，并且既有国内的也有国际的，既有走出去的优秀文化作品，也有引进来

的优秀文化作品。同时，要特别把握好质量和数量的关系。在数字技术特别是互联网广泛运

用的新时代，创作已经不是少数人从事的职业行为，人民群众的表达愿望需要得到关注，也

需要得到引导。现在作品的创作是井喷式的增长，在这种时代背景下，更需要注重作品的质

量，需要更加注重选择评论和推荐，把最优秀的作品推荐给人民群众。

二是要重视优秀作品的传播。只重视作品的创作，而不重视作品的传播，往往事倍功半，

达不到优秀作品应当实现的社会效益，也谈不上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特别是精神文化

生活的向往。由于技术进步和互联网的发展，人们获取文艺作品、获取信息的方式发生了很

大的改变，这对文化产品传统的传播方式有巨大的冲击。这其中存在值得高度关注的问题。

筑牢党的文化宣传舆论阵地，作品很重要，传播也很重要。我们现在抓优秀作品的创作，投入

的精力大，效果也好，但是在优秀作品的传播方面存在不足和短板，需要引起更高的关注。

在新时代高质量和新的发展格局中，在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中，文化工作具有十

分重要的地位和作用，我们必须奋发有为，让高质量、高效能、人民满意的文化工作，融入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之中。

（作者系中国版权协会理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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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在坚持

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和为人民服

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前提下的百花

齐放和百家争鸣。在此前提下，也

要鼓励多样的探讨和争鸣。不能顾

此失彼，不能有所偏颇。

广 告

邮发代号：64-9 定价：8.60元
主办：昆明市文联 编辑出版：滇池编辑部 电话：（0871）63313659、63376805
地址：昆明市盘龙区文艺路28号《滇池》编辑部407室 邮政编码：650233
滇池文学网网址：www.dchwx.com 投稿邮箱：dcwxyk01@163.com（小说）

dcwxyk02@163.com（散文）dcwxyk03@163.com（诗歌）

二○
二
二
年
第
十
一
期
目
录

独
特
·
精
致
·
经
典

李锦峰作品
三千二（中篇小说）…………………… 李锦峰
烧死那匹马（短篇小说）……………… 李锦峰
我不是为了讲故事（创作谈）………… 李锦峰
小说家
母亲家的猫（短篇小说）……………… 贺 滨
秦村冬日故事（短篇小说）…………… 安昌河
女主播（短篇小说）…………………… 李柳杨
滇池诗卷·面对面
秋光里的空杯子（组诗）……………… 陈斤山
细节、现场与时间感的呈现——读陈斤山组诗

《秋光里的空杯子》（评论）……… 果玉忠
河流只是一个截面（组诗）…………… 果玉忠
在异乡的微尘中辨认亲人——读果玉忠组诗

《河流只是一个截面》（评论）…… 陈斤山
散文
扇子记 ………………………………… 韩 玉
江油之路 ……………………………… 阿贝尔
人间的欢喜 …………………………… 师 师
我读·杨昭专栏
压强：读罗恩·拉什的《艰难时世》…… 杨 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