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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文学之树才能常青
□范小青近日近日，，中国作家协会中国作家协会““深入深入

生活生活、、扎根人民扎根人民””主题实践活动主题实践活动

经验交流暨全国创联工作联席经验交流暨全国创联工作联席

会议在江苏常州举行会议在江苏常州举行。。中国作中国作

协副主席阎晶明协副主席阎晶明，，江苏省作协江苏省作协

党组书记韩松林出席会议并致党组书记韩松林出席会议并致

辞辞。。作家代表作家代表、、团体会员代表团体会员代表8080

余人参加会议并就相关议题展余人参加会议并就相关议题展

开讨论开讨论。。范小青范小青、、王朔王朔、、裘山山裘山山、、

孙惠芬孙惠芬、、熊育群熊育群、、孙明龙孙明龙、、郑毅郑毅、、

景凤鸣景凤鸣、、弋舟弋舟、、金赫楠金赫楠、、徐峙徐峙、、骠骠

骑作大会交流发言骑作大会交流发言。。现摘录部现摘录部

分作家发言分作家发言，，以飨读者以飨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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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江苏作家这些年来的创作实践，我们深

切感受到：人民需要艺术，艺术更需要人民。获得

第八届茅盾文学奖的毕飞宇的长篇小说《推拿》

写了一个社会特殊群体——盲人按摩师的生活

和工作。毕飞宇曾经在特殊教育师范学院当过老

师，后来又和南京推拿诊所的盲人按摩师有了日

常的零距离接触，了解他们的酸甜苦辣欢乐忧

伤，走进他们的内心世界，创作出了全国第一部

以盲人为描写对象的长篇小说，不仅得到广大读

者的认同，许多盲人朋友也称道不已，这是作家

与生活与时代与人民紧密相连结出的一朵饱满

而奇异的果实。江苏另一部茅奖作品——苏童的

长篇小说《黄雀记》则是从苏童少年时代生活的

那片土地的泥土之中生长出来的，作品中人物栩

栩如生，因为他们大多是苏童少年时期的同伴和

邻居；作品艺术细胞鲜活，生活场景气象万千。因

为根深，所以叶茂。周梅森曾经长时间在徐州市

政府挂职，深入到当下政治生活第一线，关注政

治、关心民生、关心国家大事，为创作《人民的名

义》更是数度深入采访许多当事人，甚至专门到

监狱看守所和腐败官员面对面谈心，收获了最真

实最直接的第一手写作素材，这部小说和电视剧

的成功，既是文学的收获，也是当前反腐斗争取

得节节胜利的一个艺术标志。

一年多前，我从不同的渠道知道了一个名字

许巧珍，她是江苏常州市一位85岁的居委会干

部，在这个岗位一直干到生命最后一刻。从查出病

症到离开人世的半年时间里，许巧珍住院时间不

到一个月，在生命最后的日子里，她仍然惦记着居

民的衣食住行和喜怒哀乐，大年初一在病床上用

手机“遥控”安排居委会工作。给许巧珍送行的那

一天，来了那么多的居民，那么多白发苍苍的老人

给许巧珍鞠躬，那么多人眼中饱含热泪……许巧

珍这个名字，就这样走进我的内心，深深地刻印在

那里。我不由得想起30年前我刚刚当上专业作

家，曾经在苏州的居委会挂职深入生活的情形，

“居委会干部”这个称呼，极大地鼓动了我内心的

激情，最大程度地调动了我的写作积极性。我去

常州进一步了解许巧珍的先进事迹，又分别到了

其他数个居委会，分别和数十位老中青三代居委

会干部面对面深入接触，所见所闻，无不令我震

撼，既感受到扑面而来的生活雨露，又有一种全

身心扑向大地的壮怀。

我始终觉得自己的心和她们靠得很近，没有

距离，没有障碍，一谈就很投入，一谈她们就掏心

窝子。一方面因为我特别想听她们亲身的真实的

经历，她们能够感觉到我的真心；另一方面她们

自己也很想倾诉，有许许多多的话想说，因为她

们经历得太多太多，正想找一个倾诉的渠道。一

方想听，一方想说，于是一拍即合。

感人的事迹数不胜数，也许算不上惊天动地，

却有着特别的温度和力度深深地打动了我，有力地

触动了我，让我的内心、让我写作的库存饱满而有

张力，以艺术的形式为他们代言的想法奔涌而出，

我无法逃脱时代给予我的任务，无法拒绝把居委

会干部这个群体的感人形象呈现给读者。

写作长篇小说《桂香街》虽然是一次带着题

材去采访，确定主题才构思的写作，然而这一次

的写作，我依然感觉风生水起，让我欲罢不能。作

品中人物虽然是虚构的，但生活中的居委会干部

时常在我的眼前和脑海中冒出来，她们的付出、

她们的委屈，甚至她们的眼泪，都推动着我的写

作，在写作过程中，这种动力是始终存在的，所

以，写作状态始终是顺畅的、跃动的。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艺创作方法有一百

条、一千条，但最根本、最关键、最牢靠的办法是

扎根人民、扎根生活。《桂香街》的创作让我对此

有了更深刻更真切的感受。一切优秀文艺工作者

的艺术生命都源于人民。作家艺术家一定要同人

民在一起，身处沸腾的生活之中，而不是站在一

边观看，不是蜻蜓点水似的认识。必须沉下心、沉

下身，摒弃浮躁。人下去了，思想境界才能上去，

才能从更高的视点去观照、去反映、去描写。作家

艺术家要接地气，作品才有“生气”、有“灵气”、有

“人气”，也才显得“大气”。那些经典的文学作品

之所以能够历久弥新，具有震撼人心的永恒力

量，就因为它们充满着对人民命运的悲悯、对人

民悲欢的关切，以精湛的艺术彰显深厚的人民情

怀，作品始终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与时代脉搏

共同跃动，展示人类共同的理想情怀。

2016年秋天，我参加了中国作协和中国科学院联

合举办的“创新报国70年报告文学”（二期）项目。10月

份专门飞到北京，在中科院大楼里和几位作家一起签

了约。之后一回到成都，我就开始了采访。

我的采访对象是成都生物所的几位科学家，或者

说，是以费梁、叶昌媛夫妇为核心的两栖动物研究团

队。这个团队在2014年获得了中国科技进步二等奖（一

等奖空缺），取得了非常了不起的成就。

长达近一年的采访，让我学到了很多东西。

首先是他们的专业精神，对所从事的专业极为严

谨、认真、专注。我对文学的态度与他们相比，真是差了

十万八千里。费梁和叶昌媛两位，真的是将自己的一生

彻底献给了他们所钟情的两栖研究事业。如今两人都

已经是80岁的老人了，但依然每天一早就去办公室上

班，直到晚上六七点才回家，周末节假日也如此，他们

的亲戚初三拜年，都是在办公室找到他们的。之所以这

么没日没夜的工作，是因为他们正在编撰一本中国两

栖动物词典英文版，正可谓皇皇巨著。这本巨著，他们

已经编撰了十几年。上卷已经出了，大三十六开，1000

多页，因为年事已高，他们更加有紧迫感，想力争在

2018年出版下卷。

第二是他们对名利的淡泊，默默地埋头搞研究，埋

头编撰科学著作，一点也不在意能获得什么名利。实际

上，他们出这样的书，不但不挣钱，还要倒贴。稿费很低。

书出版后出版社送了100本作为弥补，但他们光是寄书

给同行，就花了好几千。但他们毫无怨言，坚持在做。

费老师跟我说，他从来没想到会获奖，从来没想到

会有人来为他们写书。他们只想做好这个事情。因为这是

他们的事业、他们的使命。他多次说到使命这个词，他说

中国在这个领域一直落后，也没有这样的工具书，他们一

定要将中国研究两栖动物的状况和最新的研究成果告诉

世界。

为了做好这本书，他们还动员了女儿女婿，帮他们

在英文上把关。为此七次赴美，去美国不是为了游览购

物，而是天天待在女儿家编撰这本巨著，女婿下班回来就帮他们校对英

文。最后一次返回时，他们装了一箱子书稿，没有任何营养品奢侈品。而

他们的日常生活，简单到不能再简单，至今两个人的收入加起来才10000

元。他们用于拍摄动物图谱的照相机都是女儿给买的。

第三是他们不怕艰苦，具有吃苦耐劳的精神。作为研究两栖动物的

科学家，费老师一生的主要战场还在野外。费老师和夫人叶老师，此生为

了调研中国的两栖动物物种，可谓踏遍祖国的山山水水，还去了南方等

两栖动物丰富的地方，先后发现了上百种两栖动物新种，也顺便练出了

极强的腿功。他最多时一天徒步六十多公里，脚趾甲盖都走掉了。夫人叶

老师在野外考察时，不得已和男同志住在一个窝棚里，只能挤在角落的

粪桶边上。经济困难的时候，营养不良导致叶老病倒，但还在坚持上班。

还有，采写他们是想让更多的人知道他们，让更多的人尊敬科学家，

这是我们作为写作者的责任。在采访之前，我和他们虽然同住一个城市，

却从来不知道他们，虽然获奖后媒体有过很多报道，但大多数人看到了

也不会往心里去的，一晃而过，人们的注意力集中在影视明星身上。如果我

的采访写作能让他们多获得一些关注和尊重，我觉得自己付出的辛苦很值

得。

这一年多的采访写作，让我明白了什么是真正的科学家，什么是科

学精神。虽然他们也和常人一样，会陷入人际关系的苦恼，甚至还为此打

过官司。讲到这些往事时也会情绪激动。毕竟科学家也是人，何况他们是

那种不善于协调关系的人，在人际关系上一点儿不活络，可以说是“笨

人”。但我依然被他们将一生都献给自己的科学事业的精神所感动。采访

的过程就是一次学习的过程，写作的过程，就是一次致敬的过程。

只要你愿意去体验生活，生活总会给你意想不到的回报。

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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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的
方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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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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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望以往的写作，我经历了“出走”与

“还乡”两个阶段。出走，既是以书写的方式

让自己的灵魂遥望远方，也是以书写的方

式探寻与乡村、土地、农民的深层关系。向

往远方，却一步三回头地打量现实，深受城

市文明吸引，却在一次又一次的碰撞中不得

不回到传统的乡村和土地。多少年来，我的写

作就在这样一次又一次的挣扎中扎根于乡

土，我和故乡的人们，就在这样接受文明的

挑战中将心灵向世界敞开。

然而，一晃20多年过去，一个变化不

期然降临，那就是，当通过写作完成了从躯

体到精神的共同出走，当生活暂时安定下

来、寂静下来，我由一个业余作者成为梦寐

以求的专业作家，自以为终于可以信马由

缰展开思绪，却突然发现，写作的我来到了

一片空气稀薄的荒原。那荒原上，有生活的

安适、有时间的充足、有思想的自由，却觉

得在经历一种从未有过的心灵的干涩，就

像没有雨露滋润的干旱的土地。进城后好

长一段时间我都拒绝和乡村发生关系。实

际上对我而言，拒绝了关系，也就拒绝了营

养，拒绝了跟社会生活的有机联系，拒绝了

对变革中人们精神世界的深入了解和体

悟，因为乡村是我文学的根脉，而通过作品

反映当下中国农民的精神处境一直是我的

文学理想。远离了大地，想象的翅膀无法借

助大千世界之风的助力。5年前，我不得不

做出调整，放下手里正在艰涩写作的长篇

小说，走出舒适、走出安静、重返故土、重返

我多年来一直逃离的乡村大地，让身心一

起还乡。还乡和回乡不同，还乡是你在精神

上向那个世界敞开。一些年来我经常回乡，

只要在城里待着腻了烦了，就到山沟里找

个人家住上几天，可那时的回乡，只为呼吸

新鲜空气，寻找童年的乡村记忆，或者打捞

一些民间故事，并没有在现实的层面寻求和

人心的沟通。而这一次还乡，不仅仅是身体

的，还是精神的，我将自己全部敞开。在法院

的公审厅，在信访办的接待室，在乡村大地

的沟沟岔岔，那来自暗夜里的生命律动一

次又一次敲击心房。这是一次奇妙的生命

之旅，因为我收获了来自生命深处乐观的消

息，看到了身在贫瘠乡村的人们并不贫瘠的

高贵的精神品质。也是这时，我再一次体会

到，创新，决不是关在屋子里的奇异想象，生

活自有自己的形式，汹涌的生命消息自会把

你带到全新的领地。

那领地之所以全新，是因为当你以“还

乡”的方式去向世界敞开，你发现你所收获

的生命消息，无一不是出走与还乡的消息。

也就是说，在以深入生活为主旨的“还乡”

路上，我与一个个“还乡”的灵魂不期然相

遇，而当我与这些“还乡”的灵魂相遇，一个

古老的哲学命题也不期而至：我从哪里来，

到哪里去，我是谁？它在让我收获了长篇小

说《生死十日谈》《后上塘书》的同时，打破

了长此以往“乡土写作”的思维格局，使我

的文学面向走向开阔和宽广，因为当你发

现“出走”不仅仅是乡村人独有的精神现

实，是这个世界所有人的精神现实；当你发

现“还乡”并非指向一个具体的地方，而是

寄托所有人梦想的诗意空间，笔下的文学

现场便自然而然发生了挪移。长篇小说《寻

找张展》便是这挪移的开始，虽然循着一个

“90后”孩子的城市生活，依然能找到生命

基因中的乡村宗脉——改革开放30多年，

从乡村出走的一代人和他们的后代到底经

历了什么，传统的道德、情感、伦理在两代

人中间有着怎样的嬗变与重组……但正因

为这对乡村宗脉的寻找过程，提供了新的

发现，那发现是：在人性的奥秘里，在人的

情感的奥秘里，“还乡”是否蕴含着更为宽

广的精神维度，当人类无法“返回到本源近

旁”，当形而下向外的出走连接了形而上向

内的求索，那一个个在深渊里求索的灵魂

是否会在某一时刻，闪烁出有如晨曦一样

的觉醒之光？那文学所惯以揭示的道德困

境里，是否会有一袭超越现实、实际上却是

人性中最重要的现实的自我救赎的精神高

地……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把提高作品的

精神高度、文化内涵、艺术价值作为追求，让

目光再广大一些，再深远一些，向着人类最

先进的方面注目，向着人类精神世界的最深

处探寻，同时，直面中国当下的生存现实创

造出丰富多样的中国故事中国形象、中国

旋律，为世界贡献特殊的声响和色彩，展现

特殊的诗情和意境。我深知，身为一个作

家，无论是作品的质量还是创作的志向，都

与艺术的高标准要求相差甚远。但我愿以此

为动力，激励自己，“用博大的胸怀去拥抱时

代，深邃的目光去观察现实，真诚的感情去

体验生活”，努力写出既不辜负时代，又能经

得住历史考验的好作品。

“出走”与“还乡”
□孙惠芬

十几年前我在《羊城晚报》工作，接触

大量的社会新闻，现实的精彩远远超过了

作家的想象。当年《小说选刊》约我写一个

“新闻小说”，我的中篇小说《无巢》就是根

据真实发生的事件创作的。社会正在发生

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所能了解的只是它

的一部分，作家把握这个世界变得十分困

难了。作家要写出这个时代，写出具有时代

感的作品，必须超越个人生活的圈子，深入

更广大的生活领域，去体验、采访和记录。

我主要写散文和小说，散文是非虚构

文体，必须深入生活。深入生活要有一定的

广度和面，很多题材是我遭遇来的。这就是我

这些年一直在外面跑的原因。人在行动中，心

灵的感受是变幻最大最丰富的。

西藏是我形成作品最多的一个地方，

我曾只身走遍青藏高原。走过藏北羌塘草

原、阿里神山圣水，爬过珠峰，穿过雅鲁藏

布大峡谷。从滇藏线走到云南时，我瘦了

20斤，几乎换了一个人。心灵深处的改变

更大。这些经历写成了《西藏的感动》《走不

完的西藏》等4本书。今年5月，意大利作

家、汉学家专程来广州，与我签订《西藏的

感动》意大利文版的翻译出版合同。近20

年了，这些书仍然受到关注。

这些年我进入长篇小说创作，与散文

写作不同，长篇小说创作需要定点深入生

活。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连尔居》写的是

我家乡，我选择深入生活的点就是这个叫

“连尔居”的村庄。这部小说是中国作协深

入生活重点扶持作品。小说中的人物大都

有原型。人物我作了采访，又重新进入他们

生活的环境体验。

长篇小说《己卯年雨雪》也是写我家乡

发生的事。是从老家营田镇发生的“营田惨

案”开始的。为写好这部小说，我组织老家的人

对惨案做田野调查，20多个人历时一年，寻找

到了100多个幸存者。我对幸存者进行了采访。

小说是虚构的艺术，但不能太过于相

信想象力，西方作家的实证精神是值得我

学习的。收集资料与田野调查的过程首先

是对于真相的叩问与挖掘，其次也是思考

与酝酿的过程、发现的过程。尤其面对这样

一个巨大又残酷的事实，我觉得虚构的小

说特别没有力量。现代人越来越偏爱非虚

构的东西，小说面对现实正在失去它的力

量。我尝试走的是一条虚构与非虚构结合

的路子。这样小说会有一股真实的气息，它

能够对现实发言，就像一个人站到了大地

上，它是能够发力的。

我开始研究大和民族，进入日本的历

史文化，了解它的国民性。我看到近藤富士

之写的《不堪之回首》，这篇充满了痛悔的

文章让我震动、深思。我在想，作为一个人，

我们之间究竟有多大的区别呢？她让我回

到了常识——我们是一样的人。正是她引

出了小说的女主角之一武田千鹤子。这时

候我认识到要写好这个题材不能缺少日本

人，离不开日本人的视角。因为这是两个国

家间的战争。而我们这么多年都一直在自

己写自己，日本人几乎成了一个符号——

魔鬼的代称。写魔鬼容易，写人变成魔鬼就

难了。从人变成杀人魔王的历程既有深奥

的人性，也有政体、权利与国家运作的踪

迹。但只有写好人变成魔鬼才有启示意义。

当年许多日本士兵写了日记。小说主

角之一武田修宏就来自这些日记。书中几

乎所有日军杀人的细节和战场的残酷体验

都来自这些真实的记录，我并非不能虚构，

而是不敢也不想虚构。我要在这里重现他

们所经历所看到所制造的灾难现场。

光有书本是远远不够的。我需要去日

本，去探寻这个民族与战争有关的心理与

隐情。壬辰年春天我到了日本的九州和关

西，甲午年冬天又去了东京、房总半岛、伊

豆半岛和北海道，我采访了数位侵华士兵

的家，寻找到了昭和时期他们生活的环境，

还有人物原型。

《己卯年雨雪》出版后，引起了中日两

国读者的反响。2016年3月28日，在小说

故事发生地湖南湘阴，当年侵华的日本士

兵、中国抗战老兵和营田惨案幸存者第一

次坐在一起，反思战争、祭祀死难者、祈愿

和平。日本一些读者、作家写信和书评表达

对这部小说的喜爱。

今年德国法兰克福国际书展，已签订

了英文、德文、俄文海外翻译出版合同，埃

及、匈牙利、以色列也将签订。外文出版社

将它作为2018年的重大选题，向全球输出

英文版权。中国抗日战争文学作品引起了

国际社会的共鸣。我深知，这肯定与我深入

生活，深入采访、调查、探索分不开。小说的

力量就是真相的力量，还有真相激发的思

想与艺术创造的力量。

2012年，我入选了中国作协“定点深入生活”的作家名

单。在此项活动中，我选择了“引洮工程”这项甘肃省的重大惠

民工程为对象，两年多的时间五次深入工程一线，与施工单位

的一线劳动者同吃同住，下隧道、进深井，采写了系列报告文

学，并且代表全国“定点深入生活”作家赴京，参加了中国作协

组织的相关座谈会。

“定点深入生活”这样的工程，对于我个人而言，除了引

发宏观的思考，在具体可感的微观经验上，也被深深地触动。

比如，穿上工装，戴上安全帽，接触到那些风华正茂的基层建

设者，那一个个活生生的年轻人使我不能不感慨，他们才是

我们这个时代真正的脊梁。他们让我认识到，与大城市司空

见惯的那种享乐主义对照，与弥漫在我们手机视野里的那些

怪诞颓废对照，也许我们这个国度的真相藏在深山里，藏在

隧道中、油田下，藏在艰苦奋斗的生产劳动现场。是这些真相

在每一个局部兑现成我们的国力，从而最终支撑起民族的崛

起，是这些极富青春能量的普通劳动者，让我们这个古老的

国度依旧朝气蓬勃，充满希望。这样的感受，有效地涤荡着

我天性中阴郁的那一部分倾向，让人感到振奋，感到被向上

的力量所鼓舞。

以此为契机，我开始更加严肃地思考写作与生活的关

系，从现实的真相里，汲取健康的力量。我们“70后”这代作

家，接受文学熏陶的初始，离我们最近的文学资源，可能都是

来自西方的现代主义，这种养分的确在很大程度上滋养了我

们，成为我们想象世界时的本能性路径。但随着年龄的增长，

随着阅历的丰富，至少我个人渐渐开始感觉到这笔资源已经

难以完全为我的写作提供更丰沛的支撑。我深感自己需要新

的文学世界观和新的文学方法论。完成“定点深入生活”后，

我觉得自己有必要继续沿着这条道路去展开自己的文学实

践。如果说“定点深入生活”还带有某种“规定动作”的意味，

那么，其后我的探索就更加的自觉、更加的带着“问题意识”

了。我想要厘清自己的文学态度，想要为自己寻找到更为宽

阔的写作源泉。

于是，其后我深入城乡、采访了数十位“空巢老人”家庭，

创作了以空巢老人为对象的长篇非虚构作品《我在这世上太

孤独》。“空巢老人”已是我们这个时代重要的社会现象，对于

这个现象的关注，在一定意义上有助于我的写作与时代发生

紧密的联系，也有助于我理解时代的诸多困境。为此，我在乡

间、在城市的养老院，多次与“空巢老人”吃住在一起，倾听他

们的心声，一次次被生命的实相所打动。那段日子，我感到自

己的思考和写作从未如此地接近“真情与实感”。作品完成后，

被《当代》全文刊发，并且被《新华文摘》等选刊选本广泛转载，

入选了中国报告文学年度排行榜，在网络上的点击量也持续

居高不下，目前纸质书的第二次再版已经在编辑出版之中。在

完成了这些纪实性的创作之后，我开始将笔端朝向了虚构性

的小说创作。2016年，我多次深入基层派出所，与民警交朋

友，以他们为对象创作出了短篇小说《出警》。该作品发表在

《人民文学》上，同样也被选刊选本多次转发，入选了年度的排

行榜，并且在不久前，刚刚获得了第十七届“百花文学奖”。

这些成果与收获激发着我的创作热情，也使得我对“深

入生活、扎根人民”这一创作宗旨有了更为深刻的理解，文学

的世界观与方法论都得到了更新，写作与生活由此发生出更

加有益的关联。以前，我大约是可以被称之为“书斋式的作

家”，现在，我渐渐主动自觉地走出书斋，积极参与到火热的

生活中去，我走向大地，走向广阔的生活，精神面貌与写作气

质都发生了潜移默化的变化。

感谢中国作协“定点深入生活”这项重要举措，在此举

措下，已经有许多作家产生与我相同的感悟，我想，他们中

一定有不少人和我一样，从中更加理解了写作的本意和文

学的真谛。

文学创作的灵感来源于生活，来源于人民

群众，让文学创作贴近生活、贴近人民群众，创

作出有灵魂的作品成为每个作家所要面对的

问题。

文学面对市场，在影视化过程中听到最多

的一句话就是“要接地气”，接地气通俗的理解

就是贴近生活，用真实的感受带动自己的热情

去创作。

大国崛起势不可挡，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

话精神照亮了前进的道路，指引我们披荆斩棘奋

勇前进。作为一名从事军事题材创作的网络作家

深知未来任重道远，作品传播渠道越多、传播越

广，责任越大。

自己要踏实地融入生活，体验生活，不能流

于形式，真正做到融入人民群众之中，同甘共苦，

体验真实的生活才能创作出有灵魂的作品，才能

经得住历史和人民考验。

在创作军事题材过程中，坚持创新、求真，展

现新时期中国军人新特色，展现大国责任、军改

成果作为重点，塑造有灵魂、有血性，听党指挥的

新时代军人，树立中国军人新形象，坚定为实现两

个一百年目标奋斗的理想，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

兴而奋斗。

文学的力量来自现实生活
□熊育群

走向大地，走向广阔的生活
□弋 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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