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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14年起，中国文
化报社理论部发起“艺海
问道”系列文化论坛。论坛
邀请文艺界专家、学者，针
对文艺界关注的普遍问
题、焦点话题，以及各艺术
门类的现状及其本质规
律、大众文化生活中的热
点问题等，进行了较为全
面、深入的理论探讨。收录
在本书中的便是该论坛第
一期至第二十五期的内
容，这些文章汇集了当代
文化界众多大家和中青年
学者的学术成果和思想火
花，为时代文化留下了独
特的诠释和注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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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贫攻坚脱贫攻坚
创作进行时创作进行时

“脱贫攻坚是送给全世界人类的礼物”
——访作家哲夫 □本报记者 武翩翩

本报讯 近期，陕西作协召开“全省新时代乡村题
材创作会议”。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王吉德
作书面讲话。陕西作协主席贾平凹，省委宣传部文艺处
处长眭俊，陕西作协党组成员李锁成、副主席冷梦出席
会议。会上，贾平凹传达了7月15日全国新时代乡村题
材创作会议的精神，7位作家、评论家、影视创作者在会
上发言。会议由陕西作协副主席阎安主持。

王吉德说，要深刻认识新时代乡村题材创作的重大
意义，充分认识陕西新时代农村已经发生和正在发生的
历史巨变，潜心创作新时代乡村题材的精品力作，做大
做强“文学陕军”品牌。

与会作家从自身多年创作实践出发，分享对新时代
乡村题材文学创作的思考。一是文学创作要深入生活。
冷梦结合基层一线挂职经历向大家阐述深入生活的重
要性。周瑄璞认为，乡村是文学创作的源头，生活深厚广
阔。侯波表示作家应该有情怀和使命感，把根扎进土地
深处。二是要保持创新意识。弋舟认为，乡土题材的书写
是陕西作家的重要标记，也是特征与优势，同时要警惕
文学创新不足。评论家李震提到，乡村延续着活态的、流
动的、还在发展中的文化，作家需要在具体写作实践中
不断去探索。三是要加大现实题材创作。邢小俊认为，作
家要抓住机遇，反映时代深度与时代精神。田波认表示，
艺术家要警惕情感的枯竭，保持独立思考，知行合一。

大家认为，此次会议向陕西作家和文学工作者指明
了方向，对推动陕西乡村题材创作具有重大意义。各级
作协要认真学习领会，结合新时代乡村多元、复杂的新
特点，为“文学陕军”再进军贡献力量。各地市、行业作协
主要负责人，作家、评论家代表等45人参加了会议。

（陕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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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8月6日电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
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十四五”规划编制工作作出重要指
示强调，编制和实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规划，是我们党
治国理政的重要方式。五年规划编制涉及经济和社会发展方
方面面，同人民群众生产生活息息相关，要开门问策、集思广
益，把加强顶层设计和坚持问计于民统一起来，鼓励广大人民
群众和社会各界以各种方式为“十四五”规划建言献策，切实

把社会期盼、群众智慧、专家意见、基层经验充分吸收到“十四
五”规划编制中来，齐心协力把“十四五”规划编制好。

我国将于2021年开始实施“十四五”规划，目前党中央
正在组织制定“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建议。根据
习近平重要指示精神和规划建议编制工作安排，有关方面近
期将通过多种形式征求干部群众、专家学者等对“十四五”规
划的意见建议。

习近平对“十四五”规划编制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

把加强顶层设计和坚持问计于民统一起来
齐心协力把“十四五”规划编制好

记 者：能否介绍一下您到山西岢岚县采
访创作的过程？您是如何开展采访的？

哲 夫：说起来惭愧，我虽然身在山西，周
边县几乎都去过，偏就忽略了岢岚。这也从侧
面佐证了岢岚县不被关注的程度有多么严
重。然而奇怪的是这个僻处山西一隅、长期得
不到时人关注的小县，却引起了北京的关注。
2017年，习近平总书记到山西访贫问苦，其中
一站就是岢岚。如果没有脱贫攻坚，估计岢岚
会与我以及这本书擦肩而过。但幸运的是，脱
贫攻坚这项工程使岢岚得以吹糠见米，脱颖而
出，浮上了水面。

地处晋西北的岢岚县，是个如同黄土高原
一样厚重的地方。岢岚县位于管涔山西北麓，忻
州市西南部，南与吕梁市为邻，北依五寨、河曲，
南靠兴县、岚县，东邻宁武、静乐，西与保德相
连。全国三大卫星发射中心之一的太原卫星发
射中心就在岢岚。许多人只知山西有个五台山，
不知忻州市还有个历史悠久的岢岚县，早在石
器时代就有人类定居，从殷商起各族政权即在
此治所管辖，还是拱卫太原的重要屏障要塞，历
来为兵家必争之地。毛泽东主席在岢岚路居期
间留下“岢岚是个好地方”的赞语，去西柏坡，不
久就进京“赶考”去了。

我前后一共去了4次岢岚，每次去一周时间，4次采访
下来，已经是2020年的春节。未能免俗，想着时间还宽裕，
过了春节再动笔不迟，于是人就松弛下来，回大同去看望老
母亲，悠悠闲闲过大年。其间整理资料，想着过完节再去做
一次采访，拾遗补缺。没想到，正月还没有过完，新冠肺炎疫
情就铺天盖地地来了。

记 者：在采访过程中，最打动您的事情是什么？有没
有遇到困难或者意料之外的状况？

哲 夫：最大的印象是穷，最打动我的还是穷。为什么
这么说？这里有故事。岢岚山多深沟，自古就有“刨个坡坡，
吃个窝窝”的说法。只要人勤劳就能活命。所以这里的人虽
然穷，可自尊心很强。过去走西口的年代，许多人走到岢岚
就走不动了，被自然风光吸引住，找一条沟就悄悄住下来
了。唐宋时诗人李白、杜审言、邵雍、欧阳修都先后赞颂过岢
岚，杜甫的祖父杜审言从长安出发，“自惊牵远役，艰险促征
鞍”，在岢岚耳听眼看夸赞说：“北地春光晚，边城气候寒。往
来花不发，新旧雪仍残。水作琴中听，山疑画里看……”我借
四贤诗攒了一首七言：水琴山画少陵祖，云起烟生邵雍羞。
边月剑花李太白，岢岚城疏欧阳修。但岢岚气候不好，冬天
零下40度，风大，从春天一直刮到冬天，无霜期不足百日。
加上近几百年来，25度坡以上被农民一代接一代开垦、种
植、已不堪重负。有些地方水土流失严重，一方水土已养不
活一方人。岢岚成了贫穷的代名词，曾几何时被称为“可怜
县”。生态扶贫至关重要。让我欣慰的是，岢岚县委政府率领
全县人，植树造林，大种沙荆，走生态立县的道路，已经这样
做了许多年。说起来也巧，我来时，岢岚刚刚开完脱贫攻坚
表彰会，受表彰的脱贫人员大多都是养殖专业户。山上随处
可见牛羊。我问扶贫办主任赵利生：“全国各地退耕还林，封
山禁牧，要求圈养牛羊，岢岚怎么还在山上放牧？”

赵利生告诉我，“岢岚县素有‘骑在羊背上的县’的美

称，养羊是岢岚的支柱产业。国土面积1984平方公里，加上
流动人口也不足八万，地大人少。草坡现存有122万亩，年
产草量50万吨，载畜量58万只羊单位。柏籽羊肉全国有
名，岢岚绒山羊产绒量高、肉质鲜美。县上也考虑过圈养，可
因地制宜一考虑，觉得不能简单一刀切，就折中：夏秋草木
旺在山上放牧，初春和冬天圈养。”

县扶贫办的康利生领着我采访了几十个自主脱贫的农
民，他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生动故事，这些故事我都写在
书里了。有一回去采访时，我们在一条深沟里迷了路，满沟
里吼喊着，却寻不见个人影，最后只好瞎找，却也找到了地
方。也有约了几次都无缘与人见面的，山里没有信号，联系
不上。最后只好去他家，可是他在山上放牛，只有他爱人在
家，院子里积满了雨水，进不去，就隔空和他爱人互相吼喊
了半天。这是个勤劳致富的养牛专业户，县里开大会表彰
他，可是叫到他的名字，却不见人上台来领奖。一问才知道，
这人在山上放牛联系不上，好容易联系上了，结果来晚，把
门的讲纪律不放他进去，他就又放牛去了。这是个宠辱不
惊、很有喜剧色彩的人。可惜我最终也没有见到这个人。最
让我感慨的是偏僻处山里的人也开始关心地球变暖的事
情，因为岢岚这些年气候也在一年一年变暖，他们感觉到
了，他们这么说：气候变暖对岢岚好，可是对人类不好。

记 者：您的作品中一直有鲜明、深刻的生态意识。看
您在脱贫攻坚采访期间创作的文字，也是把脱贫攻坚放在
人类发展的历史进程和全球化的语境中，与生态环境保护、
人类命运共同体紧密联系在一起。能否谈一下您在这方面
的思考？

哲 夫：我早年写小说后来写纪实文学，生态环保主题
一直未变，自然也不会放过任何一种表述机会和可能。我在
《水土》一书中写到：什么是地球？地球是由什么构成的？是
由水土构成的。什么是江山？江山是由什么组成的？江是水，
山是土，江山就是水土。水土是一个大生态概念，所有生态

破坏环境污染问题，破坏污染的其实是水土，一
切的恶果最终都会归结于水土之上。大气污染
会随着霾雨下到地上，渗入土壤。江河在土地上
流，河流污染，承受这一切污染的最终还是土
壤。没有水土，江河不会奔腾，森林不会茂盛，大
气何以生成？万物不能繁衍生息，人类不能立
足，城市建在哪里？自然生长要靠水土来功运，
没有了洁净良好的水土，何以立国？何以立命？
何以安身？一切人类的科技、教育、经济、社会、
安居乐业等等，都是空谈。往往最容易被忽视的
东西，恰恰也是人类最离不开的东西。一整部人
类文明发展史，其实就是一部水土文化的发展
史，无论是语言、文化、习俗、经济、社会、民生，
无一不打着水土的深刻的烙印。正因为太过庸
常，往往会被人们漠视和忽略，如同鸟儿瞧不起
空气，鱼儿瞧不起波浪，蚯蚓瞧不起泥土，雨滴
瞧不起云彩，庄稼瞧不起杂草，城市瞧不起农
村，村庄瞧不起自己。生态环境是什么？生态环
境即水土。水土在人们印象中是司空见惯最轻
贱最不值钱的东西，而在生存中，如同呼吸离不
开空气，鱼儿离不开池塘，庄稼离不开土壤，须
臾不可分离。甚至可以这么说：自然即水土，地
球即水土，江山即水土，环境即水土，生存要素

即水土。不知水土真面貌，只缘身在水土中。
有人奇怪为什么从《辋川烟云——王维传》中读出了生

态环保意味，《环境教育》也在访谈中问我为什么有此表达？
我说，人不可能脱离社会而存在，更不可能脱离自然而存
在。我在书中想要表达的是，王维首先是个生态人，其次才
是一个社会人。作为社会人的王维受当时社会的种种影响，
宫廷争斗，同僚倾轧，安史之乱，都让他身陷其中，如一颗豆
子掉进石磨，不能自已。王维身上始终保持着一个自然人的
本色，也就是生态人的本色。人类皆为生态人，但是大多数
生而为人的自然人，走入社会后，渐行渐远，离自然越来越
远，完全变成了一个与生态对立的社会人，万物皆备于人类
巧取豪夺的思想，在封建社会表现得更为突出。而王维却不
是这样的，他始终没有忘记自己是自然之子，他热爱身边的
一草一木，他的所有诗歌、绘画、书法、音乐、生活、情趣，都
是以自然的存在为观照的，自然中不存在的东西，在他的作
品中也是找不到的。艺术就是自然的反映，而作为景感生态
的惟一的人类，只能是客观与主观的升华，不可能凭空生
发，凭空创造。他的生活轨迹也是如此，仕途更是如此。他用
自己的一生诠释了社会人与生态人的冲突，这个冲突的过
程丰富了他的创作。如果简单地把王维当作一个田园诗人
来看待，那就辱没了他的存在。事实上，他是远远超越了田
园的，因为田园也是人类功用的一个产物，而他却已经站在
禅和道以至玄学的高地，在观察这一切、思忖这一切：人生
究竟是个什么梗？怎么这样的无奈？

（下转第2版）

哲夫哲夫（（右一右一））在岢岚县岚漪镇刘家湾村采访在岢岚县岚漪镇刘家湾村采访

本报讯 为贯彻全国新时代题材创作会议精神，甘肃省作协
自7月28日始，将组织开展为期一个月的“决战脱贫攻坚、书写陇
原巨变——新时代乡村题材文学创作”主题采访活动，引导广大作
家创作一批反映新时代、新乡村、新风貌的文学力作，生动反映甘
肃脱贫攻坚中涌现出的动人事迹和鲜活变化。

甘肃是脱贫攻坚的主战场，也是深度贫困的“三区三州”的重
要区域，脱贫难度大，备受党中央关注。习近平总书记曾说过：“我
对甘肃的扶贫工作非常关注，对这里脱贫任务的完成很关切”，并
于2013年2月和2019年8月专程赴甘肃考察脱贫事业。

本次主题采访活动由甘肃省文联副主席王正茂担任团长，省
作协名誉主席马步升、主席叶舟、专职副主席滕飞担任副团长，
省作协副主席牛庆国、马宇龙、李学辉、闫强国、云宏、严英秀以及
郭晓琦、胡说、陈昊、王新军、唐翰存、任向春、王琰、书狂人、奥丁般
纯洁等30余名作家参与，分三批次走进甘肃8个市州20余县的
乡村，深入生活、扎根人民，进行深度采访和挖掘，重点深入习近平
总书记考察过的武威市古浪县黄花滩村、八步沙林场和临夏回族
自治州东乡县布楞沟村等地。采访团除吸纳多名网络作家参与外，
也吸纳了多名市县基层作家参与其中，力图全方位、多角度地反映
甘肃脱贫攻坚重大成就和新时代甘肃乡村巨大变化。

7月28日，采访团第一、二批次成员在甘肃文联举行出征仪
式，甘肃文联党组书记、主席王登渤与采访作家见面并希望采访团
成员不要浮光掠影、浮在表面，能够真正深入到群众和基层中去，
真实反映甘肃脱贫攻坚的重要成就和可喜变化，聚焦乡村振兴、描
绘美丽乡村，真正用手中的笔写出新时代陇原大地的新气象，用动
人的文学作品凝聚力量、振奋精神。

（陇 文）

甘肃组织新时代乡村题材
文学创作主题采访

本报讯 7月24日，河北作协举办“网络现实
题材创作的道路与方向”主题培训活动。河北作协
副主席刘宝书出席开班仪式并讲话。马季、黄艳明
等受邀作专题讲座，来自河北省内的50余名网络作
家参加培训。本次培训活动通过网络视频会议形式
举办，由河北文学院负责人桫椤主持。

刘宝书说，近年来河北省网络文学发展态势良
好，涌现出一批优秀的网络作家和网络文学作品。
但是，河北网络文学仍然存在着明显的不足：现实题
材作品较少，网络作家队伍建设机制和网络文学生
态体系还不够健全，网络作家自身维权意识相对淡
薄。河北作协一直重视对网络文学作家的培训，并
通过多种举措提升网络作家的文学素养和创作水
平，希望网络作家珍惜这次培训机会，创作出更多体
现时代精神、关切大众情感、群众喜闻乐见的优秀的
现实题材作品。

开班仪式后，黄艳明作了题为“现实题材网文
创作思路梳理”的专题讲座。她以《万物有言》《极
品土皇帝》《绑架全世界》等作品为例，认为面对现
实题材创作，网络作家需要更多的生活积累和知识
储备，更要“大开脑洞”，在遵循生活规律的基础上进
行大胆的想象。

马季作了题为“网络文学如何实现自我跨越”的讲座。他谈
到，近年来一批诸如《大江东去》《浩荡》《大国重工》《宛平城下》
《传国功匠》等优秀的网络文学现实题材作品的涌现，打破了某
种单一的“类型文学”对网络文学概念的“限定”，有力拓展了网
络文学的版图，从而让网络文学的创作充满了多种可能性。

讲座期间，学员们还就网络文学在影视改编时的注意事
项、如何维护网络作家合法权益等内容进行交流。大家表示，
这次培训活动内容丰富详实，对创作有一定的指导作用。

（李英俊）

本报讯（记者 王觅） 在全国疫情防控阻击战取得
重大战略成果之际，8月1日，由中国国家博物馆联合中
国美术家协会、中国书法家协会共同举办的“众志成
城——抗疫主题美术作品展”在国博对公众展出。此次
展览旨在用美术作品记录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中国行
动，构筑全国人民同心战疫的时代记忆，展现中国面对
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大国担当。

此次展览包括“抗疫·美术家在行动”“抗疫·书法家
在行动”“抗疫·全国群众在行动”3个单元，共展出在抗
击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创作的美术作品近200件（套），

艺术形式涵盖国画、油
画、版画、水彩画、宣传
画、连环画、雕塑、书法、
篆刻及工艺美术作品。
这些作品的创作内容以
表现病患救治场景和疫
情防控工作为主，兼及
疫区人民生活保障、复
产复工、对外医疗援助
等方面，全面生动地刻
画了中国人民抗击疫情
的艰辛历程以及在此过
程中展现出的伟大抗疫
精神。

据介绍，在此次参
展作品的创作者中，既
有声誉卓著的老艺术
家，也有勤耕不辍的一

线艺术家，还有一些基本功扎实的美术爱好者。特别是
来自全国各地群众创作的作品，以亲历者视角刻画了人
民群众在复杂严峻的形势之下英勇不屈、守望相助的抗
疫生活场景，具有强烈的艺术冲击力和心灵感染力。

主办方表示，希望此次展览能够激励广大艺术家创
作更多更好表现中国事迹、塑造中国形象的艺术作品，
引导广大观众牢记抗击疫情的奋斗历程、致敬坚守岗位
的平凡英雄、感受蓬勃不息的中国精神，为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不懈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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