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2
责任编辑：许莹 康春华

中国作协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专刊 2021年12月13日 星期一 7

流逝的时光和永远的文学流逝的时光和永远的文学
□□梅梅 卓卓

作代会被关注，是
因为它能发出新的声
音，且能在新的声音引
领下，催生新的作品。
作家们对时代的把握多
从个人经验出发，这当
然是根本，也往往是让
一个作家和一部作品闪
耀光芒的源头，但也会
因此形成视野的局限。
如何在宏阔的背景上处
理个人经验，使之尽可
能抵达时代精神的本
质，是作家一生的功
课。在人类命运面临考
验的复杂时代语境中，
如何在文学的尺度上审
视个体的存在以及意义，如何在多元化的洪流中构建
主流价值观，如何在主流观念的版图上体现百花齐放，
是我特别希望从本次作代会上听到和学习到的。

作家们曾经有意无意地回避社会生活，将笔触收
缩到内心，这在某种角度上也收获了文学的解放，但长
此以往，文学将变得晦涩、艰涩、枯涩，变得与他者无
关，从而丧失了共情能力，终被读者厌倦。近五年来，
脱贫攻坚成为时代主题，愚公移山的古老寓言在精神
层面变成了现实，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故事，许多小人
物的巍峨情操在这片大地上生长，加上新中国成立70
周年、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等重大事件，必定会吸
引作家们的目光，由此，同类题材作品的发表和出版浩
如烟海，有效地唤醒了作家们的人民情怀和社会担当，
彻底扭转了文学的自语性局面。但同时我们也注意
到，书写这类题材的作品，往往会陷入雷同化、表面化、
新闻化、事件化等误区，极少能深入到文学的肌理，对
波澜壮阔的历史和当下，作出有内涵和有深度的表达。

任何一种对文学的伤害，都可视为文学的危机，正如文学语言的工具
性、人文性和独特性，文学作品理应在这三种特性上奉献自己的力量，成为时
代的增光者。检视自己这五年，还算得上努力，长篇小说《声音史》《谁在敲
门》和中篇小说《寂静史》都在这期间发表和出版。2019年，作为中国作协

“脱贫攻坚题材报告文学创作工程”25位作家之一，我深入大凉山昭觉县采
访，写成长篇报告文学《凉山热土》，以《凉山叙事》的题目在《十月》发表。
2021年，我受中国作协创研部委托，深入重庆市巫山县下庄村，采访“全国脱
贫攻坚楷模”毛相林，写成报告文学《下庄村的道路》，先以中篇形式在《人民
文学》发表，后写成同题长篇，即将由作家出版社和重庆出版社联合出版。
长篇小说《隐秘史》前不久获得首届凤凰文学奖，即将由江苏凤凰文艺社出
版单行本。

对一个小说作家而言，报告文学的写作给了我很多启示，它帮助我走向
大地，走向嶙峋的生活深处，去真切地理解百姓的含义，攻坚、奋进、砥砺前
行等诸多词语，从此有了体温和质地。当我在昭觉县的高寒山区，与孤守阵
地的驻村干部在星光和冷风中作别，我内心震动，这种震动先是痛后是敬，
再后是化为我自身的骨力。当我走在下庄村那条苦战七年修成的八公里绝
壁天路上，那些不等不靠、自力更生的事迹，那些为此付出年轻生命的勇
士，便在山山岭岭间复活，以屹立的姿态成为某种象征。我很同意这样一
种说法：古人崇尚侠士，而“侠之大者，为国为民”，到今天，那些支教老师，
那些战斗在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第一线的人们，就是不带宝剑的侠士，是
这个时代的脊梁。

这样一些切身感触，对我理解生活和生活中的事，对我理解时代和时代
中的人，对我的小说写作都大有裨益。事实证明，某些时候，当一些人在急
急忙忙解构的时候，另一些人正在呕心沥血地建构，建构者做的工作很笨、
很吃力，却是这个世界的支撑。当然，文学有文学的法度，文学也有更多的
任务。“现实”这个词有很多指向，但我更愿意把现实看成是一种状态，一种
倾情打开的状态。也就是说，现实是开放的，否则就不是真正的现实，为此
而创作出的作品，也不是现实主义。作家充分珍惜和利用自己的个人经验，
在现实提供的广度上，努力逼近深邃和真实，才不负伟大时代的馈赠。我将
尽我所能。

中国作家协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这是全国
文学工作者的一次盛会。五年来，在第九次作代会精神
激励下，特别是在习近平总书记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重
要讲话指引下，广大作家深入抗疫防疫、脱贫攻坚、经济
建设等一线生活，创作了大量无愧于时代、无愧于历史
的优秀作品，既是新时代的亲历者、参与者，也是新时代
的记录者、传播者。

深入体悟生活，才能引领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告诫
文艺工作者：“我们要走进生活深处，在人民中体悟生活
本质、吃透生活底蕴。只有把生活咀嚼透了，完全消化
了，才能变成深刻的情节和动人的形象，创作出来的作
品才能激荡人心。”我是一名新闻工作者，业余从事报告
文学创作。我的创作素材，正是来源于生活深处。

有一次，朋友告诉我，某人利用蟑螂处理餐厨垃圾。
我心里哂笑：异想天开！两年后，朋友又说，那人了不得，
已养上百吨蟑螂，一天能吃掉十多吨垃圾！我大吃一惊，
急急赶去，果然是！蟑螂能将餐厨垃圾吃干榨尽，蟑螂烘
干磨粉拌入饲料后，还能完全替代抗生素。持续跟踪半
年后，我坐不住了：这项发明若能推广，无论是在生态治

理领域，还是在食品安全领域，都将带来重大变化！为慎
重起见，我请山东科技部门协调一位院士和几位专家鉴
定这项成果，结论是：填补国际空白。我有了底气，创作
了报告文学《驯虫记》，在《人民日报》副刊整版刊发。中
外媒体纷至沓来，发明者李延荣成了公众人物。

有人定义，百分之九十的人不知道、不理解、不认
可、不接受的事物，才是新生事物。大千世界，无奇不有，
尚有无数未知等待人类探讨。人人都有生活，生活是缤
纷又复杂的，目光冷漠，看到的是灰霾;目光热切，才能
见彩虹。无论是记者，还是作家，都要善于发现，以“春江
水暖鸭先知”的灵敏，在“乱花渐欲迷人眼”中保持清醒，
方有“蓦然回首”的惊喜。

因职业关系，我接触了不少精英人物，他们很多成
为我的新闻报道对象。但在文学创作上，我更关注普通
劳动者，发掘他们的人性光辉，进而反映新时代、新生
活、新风貌。在我看来，小人物的人性光辉，丝毫不逊于
英雄伟人。

济南有位老厨师，做得一手好鲁菜，不在乎挣钱多
少，独独钟情于酱猪蹄。为守护熬猪蹄的老汤，他22年
没出过济南城，这锅汤28年没走味。这两个数字，让我
心里一动。什么是工匠精神？在我看来，不好高骛远，不
急功近利，认准一个目标，把事情做到极致，正是工匠精
神的体现。于是我慕名而访，创作了报告文学《老汤》，在
《人民日报》副刊整版刊发。

我曾十上泰山。泰山有一个特殊群体：挑山工。在世
人眼里，他们卖苦力、住窝棚，是弱势群体。为体验生活，
我接过挑山工的担子，蹒跚而上，登不足百级，两腿筛
糠，胸似鹿撞，牙呲眼突，腰塌力竭，气如牛喘，身子晃
荡，脸上淌汗，心里羞愧。以前，我也对挑山工报以怜悯，

当我走进这个群体时，感受渐渐变了：从老挑山工陈广
武身上，我看到了劳动者的勇敢智慧；从女挑山工“五朵
金花”身上，我看到了劳动者的坚韧乐观；从“独臂侠”梁
京申身上，我看到了劳动者的自强不息；从“现任”挑山
工王荣泉和夏玉国身上，我看到了劳动者的积极人生。
挑山工这份职业是原始的劳动形态，工具简陋，技术简
单，方式直接。然而，当挑山工甩着满头汗珠，在崎岖山
路健步、在陡峭盘道登攀时，他们的行为已升华为“勇挑
重担、永不懈怠”的精神力量，给人激励，催人奋进。

我在沉思中顿悟，为原先的“怜悯”羞愧。关怀弱者，
固然是美好德行，但是，我们对挑山工的怜悯，貌似关怀
弱者，实则是以优越者的姿态，居高临下俯视劳动者。对
挑山工来说，他们希望得到的，不是同情和怜悯，而是理
解和尊重。我挥笔写下报告文学《行走的脊梁——泰山
挑山工纪事》，在《人民日报》副刊整版刊发，后来荣获第
八届徐迟报告文学奖。

身为作家，我们既要记录时代变迁和社会变革，又
要成为“时代变迁和社会变革的先导”；既要像挑山工那
样登高望远，做到“胸中有大义、心里有人民、肩头有责
任、笔下有乾坤”，又要沉下心来，力戒浮躁，匍匐大地，
贴近生活，感悟生活，发现真善美，以热切目光深入劳动
者的内心世界，发掘平凡者的非凡，讴歌人性光辉。人活
在世，固然需要警醒，需要戒惧，但更需要希望，需要寄
托。鲁迅先生说，希望是附丽于存在的，有存在，便有希
望，有希望，便是光明。所以我们要切实扎根生活深处，
把握时代脉搏，反映时代精神，树立时代风气，引领时代
风尚，传播崇高、正义、公理、奉献、友爱、善良，让读者感
受温暖、看到光亮、汲取力量、树立信仰、明确方向。

期待从第十次作代会上汲取更多营养和能量！

定了，12月14日，中国作协第十
次全国代表大会将如期召开。听到
这个好消息，我很激动。2016年召
开九代会时，我就有幸参加，能够连
续两届，心里感慨颇多。

邓小平说：金融是经济的核心。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中国金融已成
为支撑和推动经济发展的核心，成了
时代繁荣的“晴雨表”。但长期以来，
由于种种原因，金融文学作品创作和
发展相对滞后，已经远远不能满足读
者日益增长的阅读需求，这与日益繁
荣和丰富的金融产品相比差距甚大，
也远远不能适应金融事业的发展。
多少年来，中国金融业为革命战争和
国家的经济及社会发展做出了巨大
的、不可替代的贡献，可是在全国林
林总总的文学画廊和艺术典范中，很少见到金融行业的荣誉和
形象，缺乏反映金融战线正能量的精品。其实，金融作家们分
布在全国银行、证券、保险等各条战线，对金融事业有着血肉、
情感和灵魂的相濡以沫，他们心里一直在寻找着一种恰当的倾
吐方式，文学自然而然成为一种重要的手段。

检看历史文库，反映货币、经济和金融的文学作品，可以回
溯到千年以前。金融文学首先是文学，其次才是金融文学。金
融作为社会发展进步的信用杠杆,这个行业和泛行业中的工作
生活是极其丰富多彩、绚丽多姿的,可以说是集中了精英智者，
尝遍了苦辣酸甜，充满了机遇风险，展尽了人性善恶，演足了爱
恨情仇，牵扯了方方面面敏感神经的生活领域。在“两个一百
年”交会之际，在如此重大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中，如何讲述中国
金融故事，发出富于影响力和感染力的行业之声，书写反映金
融人的奋斗历程、弘扬社会正气，是当代中国金融作家面临的
巨大的机遇和挑战。

五年来，在九代会精神鼓舞下，为繁荣发展中国金融文学
事业，中国金融作协创建了中国金融文学品牌：“中国金融文学
奖”。目前已成功举办了三届“中国金融文学奖”评奖活动，累

计有200余部（首）作品获奖。一部部
作品记录了金融事业蓬勃生动的场
面，一串串诗行呈现了金融人精气神
的鲜活画面。

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尤其是党
的十八大以来，金融领域有翻天覆地
的改变，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巨大成
就。金融行业涌现出众多可歌可泣
的故事，这些故事都是由千千万万顶
天立地、敢作敢为的中国金融人用行
动书写出的篇章。为了庆祝新中国
成立70周年，中国金融作协专门编
辑出版了《当代金融文学精选丛书》
（12卷本），系统地展现新中国成立
70 年以来，中国金融题材小说、散
文、诗歌、报告文学、剧本、文学评论
等创作成果，弥补了当代中国文学丛

林金融文学作品的空白和缺憾。这些入选作品是新中国成
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壮丽的金融事业发展记录，更
是中国金融事业取得巨大成就的见证。中国金融作协带领
全体作家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工作的重要论述，以
记录和讴歌壮丽的中国金融事业为使命，以宣传介绍金融行业
先进的人物和事迹为重心，以文学的名义用精品力作为中国的
金融事业鼓与呼。

就我自己而言，五年来，我秉持“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的精
神，深入金融基层一线，创作出以金融扶贫为主题的长篇小说
《天是爹来地是娘》，揭示了社会转型时期的美丽与丑陋、失落
与救赎、激情与坚守。在我看来，作为金融行业作家，要立足于
这块肥沃的文学土壤，积极投身金融改革和发展的实践，要善
于用手中的笔及时、准确地记录金融人和金融事，反映更复杂
深刻的金融经济社会的时代画卷，在立足金融文学“高原”的基
础上，勇攀金融文学的“高峰”。

新时代火热的生活、壮丽的金融画卷，需要更多的金融作
家、文学爱好者去记录和讴歌，描绘出一幅幅充满活力的金融
文学蓝图，讲出新时代更加精彩的中国金融故事！

中国作协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
召开前夕，我再一次收到了来自北京
暖暖的邀请。从1996年出席第五次
作代会以来，这是我第四次出席这个
盛会。当年参加第五次作代会的时
候，我还在一个乡里担任乡长助理，
从田间地头来到北京，内心充满一个
基层作家和边疆少数民族作家的光
荣，也同时感觉在作家云集的森林
里，自己渺小得如一棵野草。

25年时间一晃而过，我也从青春
少年变成了满脸沧桑的中年人，虽然
岁月残酷，我也并未虚度时光。在历次
作代会精神的鼓舞下，我积极深入生
活、努力探索、勤奋创作，虽然不能说著
作等身，却也出版了十余部文学作品，
获得一些奖项，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我用哈尼文创作的诗集《母语》
成为第一部哈尼语的书面文学作品，
激励了很多年轻人对本民族语言文
字和文化的热爱。《母语》荣获第五届
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其中
的作品至今仍在各种场合被朗诵，有
的被制作成有声读物在哈尼族的微
信朋友圈和抖音短视频上流传。以
哈尼文创作的叙事长诗《神圣的村
庄》获得了第九届湄公河流域国家文
学奖，长卷散文《大地雕塑——哈尼
梯田文化解读》在红河哈尼梯田申报
世界文化遗产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节
选自该书的散文《歌声的梯田》入选

全国民族类高等教育统编
教材《大学语文》。2019年，
我完成了中国作协和云南省
作协扶持的3000多行的叙
事长诗《醒来的西隆山》，并
于同年出版。诗人于坚评论
认为“这部史诗完整地记录
了苦聪人民从一个原始民族成为一个
现代民族的过程”。

2018 年 3月至 2020 年 7月，我
在云南金平苗族瑶族傣族自治县边
境村寨驻村扶贫，担任第一书记、驻
村扶贫工作队队长，在脱贫攻坚战的
一线工作。那里的西隆山上居住着
云南直过民族拉祜族的一支——苦
聪人。新中国成立以前，苦聪人还处
在原始社会，靠狩猎、采野果生活，衣
不遮体、食不果腹，用兽皮和药材偷
偷躲在路边与山上的其他民族换取
一点食盐和衣物。就是这样一个民
族，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
之际，特别是脱贫攻坚战以来，他们
的生活水平达到甚至超过了当地平
均生活水平，这件事深深震撼了我。
所以，在扶贫工作之余，我深入采访，
了解他们的历史、文化和各个时期的
发展情况。我发现，70年来我们的
各级党委和政府没有遗忘他们，一直
特别关心、关注、帮助、扶持他们。在
帮助苦聪人发展的问题上，党和政府
从来就不惜人力物力。这件事深深

震撼了我！
由点及面，在全国，有多少“苦聪

人”被关心和帮助？有多少贫困地区
得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是中国
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胜利，我有一百
个理由旗帜鲜明地歌颂党的民族政
策、歌颂改革开放、歌颂脱贫攻坚、歌
颂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70多年来边
疆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和社会各项事
业建设的辉煌成就。

回顾过去，作为一个少数民族作
家，我的每一点进步、每一步成长都
离不开中国作协的帮助，我也见证了
各民族作家队伍的迅速成长和各民
族文学作品的百花盛开。我期待在
十代会的现场遇见老朋友、结识新朋
友，共同探讨文学创作，为文学的繁
荣发展建言献策。更重要的是，我将
认真聆听党中央的声音，并在自己的
创作实践和文学组织工作中切实贯
彻会议精神，以这次会议为新起点，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努力
做好基层文学工作。

融入生活深处融入生活深处 把握时代脉搏把握时代脉搏
□□徐锦庚徐锦庚

中国作协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即将隆重召开，作为
一名文学工作者，倍觉欣喜和期待。

我自1997年加入中国作协后，作为作代会代表参
加了第六次到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担任了第七、
八、九届全委会委员。在感受时光流逝的同时，更感
觉到文学发展强劲的脉搏。在我心里，文学是永恒
的。每一次参加盛会，于我而言，都是学习、受教的
机会，从老作家身上学习他们为人、为文的高洁品
格，从青年作家身上感受青春朝气和喷薄的创造力，
受益良多。在一次次作代会的接力中，我从一名青年
作家成为中年作家，见证了在党的领导下，我国文学
事业繁荣发展的盛世盛景。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在

“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激励下，全国文学界不断增
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
护”，高举旗帜，铸魂立心，守正创新，热切回应时代
的召唤和人民的需要，以文艺之光，铸时代之魂，迎
来了新时代文学高质量发展的历史时期。

难忘在第九次作代会上聆听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
要讲话的历史性时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衡量一个时
代的文艺成就最终要看作品。推动文艺繁荣发展，最根

本的是要创作生产出无愧于我们这个伟大民族、伟大时
代的优秀作品。文艺工作者应该牢记，创作是自己的中
心任务，作品是自己的立身之本，要静下心来、精益求精
搞创作，把最好的精神食粮奉献给人民。

从那时到现在的五年间，我们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文艺工作重要论述和视察青海重要讲话精
神，牢记“国之大者”，真情书写中国故事青海篇章，围绕

“脱贫攻坚”“生态文明建设”等主题，深入开展“深入生
活，扎根人民”主题创作活动，组织策划、创作出版一批优
秀文学作品。青海省青年作家和少数民族作家队伍快速
壮大，网络作家队伍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各民族作家积
极向生活学习、向人民学习，在文学创作和作协组织建设
中不断取得新业绩。这五年，是青海省文学发展最好的一
段时期，取得了许多具有突破性意义的成绩，而我也因为
自始至终参与到这一重要发展阶段而倍感荣幸。

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的一百年极不平凡，不仅从根
本上改变了中国，也极大地改变了世界。中华民族迎来
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想。中
国作协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是一次学习贯彻党的十九

届六中全会精神的文学界盛会，必将对时代和人民发出
新的召唤，开启新时代文学的新征程，意义重大。

这次作代会召开之际，疫情仍在困扰个别地区，组
织会议更加不容易，工作人员和各地代表都付出了更多
的努力，我向他们表示诚挚的敬意和谢意！我们一定会
严格遵守防疫规定，履行好代表职责，认真参加会议，悉
心领会精神，并在会后迅速将会议精神宣传贯彻落实到
文学工作和文学创作中去，以更加饱满的状态、更加昂
扬的斗志、更加贴心的服务、更加勤奋的创作，共同创造
青海新时代文学的美好明天。

我在脱贫攻坚的现场我在脱贫攻坚的现场
记录时代脉动记录时代脉动

□□哥哥 布布

讲好新时代中国金融故事讲好新时代中国金融故事
□□阎雪君阎雪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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