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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十一大、中国作协十
大开幕式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希望广大文艺工作
者坚持守正创新，用跟上时代的精品力作开拓文艺
新境界。衡量一个时代的文艺成就最终要看作品，
衡量文学家、艺术家的人生价值也要看作品。广大
文艺工作者要精益求精、勇于创新，努力创作无愧于
我们这个伟大民族、伟大时代的优秀作品。”

“创新”是文艺界耳熟能详的词语，但正因为太
过熟悉，可能很多人对其深意习焉不察，“创新”按字
面意思是指“创立或创造新的”，或是指“首先”创
造。文艺领域的“创新”主要是指创造出不同于前人
的新内容、新形式、新技巧，这是一个很高的要求，是
对创作者思想、艺术、技巧等多方面能力的综合考
验。不少人可能穷尽一生也无法创新，真正能够创
新的人必定对艺术有独特的理解与过人之处。所
以，创新是极为艰难的，不能因为我们常说就觉得是
轻而易举之事。但创新是极为可贵的，创新可以为
我们打开新的思想艺术空间，可以让我们获得新的
表述方式，可以让我们在一个新的坐标系上重新认
识和思考世界、艺术与自我。创新是符合艺术自身
发展规律的，一部艺术史就是人类在艺术各个方面
创新累积的历史。

“创新”的前提之一，是有新的话要说，有新的情
绪要抒发，有新的故事要讲述。“太阳底下无新事”
与“每一天的太阳都是新的”是辩证统一的，很多
人可能无法感受到生活的细微变化，但敏感的艺术
家应该把握到时代与历史脉搏的跳动。当代中国
的一个特殊的境遇是，在我们的社会中，既有源远
流长的传统农耕文明，也有门类齐全、独立完整的
现代工业体系，更有飞速发展甚至在某些领域领先
世界的信息技术与产业，在西方不同历史阶段相继
出现的农业文明、工业文明与信息文明，被极大地

压缩在一个特定时空中彼此共存、共生，我们的生
活中既有传统文明与现代文明的冲突，也有工业文
明与后工业文明的矛盾，包蕴着无限的丰富性、复
杂性与可能性。从世界文学的角度来说，我们的时
代所面临的不仅仅是19世纪（有的作家延伸至20
世纪）哈代、劳伦斯等人所感叹与惋惜的工业文明
的碾压和田园牧歌的消失，也不仅仅是巴尔扎克、
德莱塞等人所描绘的乡下人进城故事和资本所催
生的各色人等，也不仅仅是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
斯基等人笔下“上帝死了”这一传统价值观崩塌所
带来的精神磨难和灵魂痛苦，甚至也不仅仅是20
世纪高尔基、萨特、加缪、帕斯捷尔纳克等人对革
命与现代性的深刻体验和书写，而是更加丰富复
杂、更加多元驳杂的时代图景，是不同历史阶段、
不同文明体系的矛盾冲突混合杂糅在一起的新形
态。面对如此丰富驳杂的时代经验,我们的作家
艺术家只有不断创新，才能将生命体验充分转化
为艺术文本。

“创新”的前提之二，是既熟悉已有的艺术形
式，但又对其局限性有深刻的认识，在创作中以丰
富的生命体验自由书写，让思想冲破形式的牢笼，
自然而然就会形成新的艺术形式。杜甫“转益多师
是汝师”，是一位集大成式的诗人，在他之前的所
有诗歌技艺，他都积极汲取，在他之后的诗人都从
他的诗歌中学习技艺。《红楼梦》突破了才子佳人
小说的创作模式，“正因写实，转成新鲜”。鲁迅先
生的《野草》既是散文，也是诗歌，但又不只是散
文、诗歌或散文诗，巨大的思想容量与委婉曲折的
表达方式使之成为不可模仿的独特文体。不只中
国如此，世界文学史也是如此。托尔斯泰的《安娜·
卡列尼娜》的双线叙事最初不被欧洲文学界接受，但
最终却成为不可忽视的世界经典。马尔克斯在《百

年孤独》中“现在过去将来时”的发明，博尔赫斯对小
说叙事哥白尼式的革命，都是对既有艺术形式的一
种超越，也是一种创新。

“创新”的前提之三，是要适应新的技术与媒介
条件，适应新的文学生产、传播、接受环境。在报纸
杂志作为新兴媒体崛起的时候，很多作家的作品都
是因新媒体的需求而创作的。鲁迅先生在《呐喊》自
序中就说他的很多小说是被《新青年》编辑钱玄同催
出来的，《阿Q正传》最早也是连载在报纸上。在世
界文学史上，狄更斯、巴尔扎克、陀思妥耶夫斯基等
人的很多经典之作最初也都在报刊上连载，新的媒
介也生成了他们作品的一些特点。在当下的文学环
境中，网络、移动网络、电子化与数字化构成了一种
新的媒介环境，也深刻影响着文学的生产、传播与接
受。我们这个时代的作家艺术家也应适应并充分运
用新媒介的特点，并将之内化、融合于艺术创作之
中，形成新的艺术探索与创新。目前网络文学的发
展方兴未艾，已在多个类型上有所突破，但传统文学
如何适应新媒体，以及如何创造出超越网络文学与
传统文学界限的新的“文学性”，仍需要网络文学与
传统文学做出更大胆的尝试与创新。

“创新是文艺的生命。”创新是方法，也是目
的。没有创新，文艺就没有生机与活力，就只有死
水一潭，只有创新才能让人耳目一新、眼前一亮、
脑洞大开。但是我们也不能为创新而创新，不能因
创新而炫技，不能因创新而走向偏、怪、乱的窄路，
我们要“守正创新”，创新是为了更好地表达，更好
地凝聚我们的生活与情感，只有不断地创新，才能
适应新的媒介环境，才能创造新的艺术形式，才能
充分表达我们这个时代中国人的生命体验与时代
经验。

（作者系《小说选刊》副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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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为创新何为创新，，创新何为创新何为？？
□□李李云雷云雷

近期阅读何向阳主编的《呼唤生态道德——刘先平
大自然文学作品评论选集》，惊喜地发现这部收录近40
年来评价刘先平大自然文学作品的近30篇评论，与附
录中所收入的“历届刘先平大自然文学作品研讨会资
料”“刘先平大自然文学创作年表”“刘先平论大自然文
学”等内容互补互动，具有资料性、理论性、工具性等特
色，可称为“刘先平大自然文学创作鉴赏辞典”。

何向阳是国内较为关注自然文学或生态文学现象
的学者之一。早在2001年，何向阳就在《东方文化》第1
期发表《从此人心坚硬》的万字宏论，人大报刊复印资料

《生态环境与保护》2001年第6期转载。该文介绍了美
国自然文学三大奠基作品，即梭罗的《瓦尔登湖》、利奥
波德的《沙乡年鉴》和海恩斯的《星·雪·火》，同时谈到生
态危机视野中的中国文学创作，认为史铁生的《我的遥
远的清平湾》《我与地坛》、张炜的《九月寓言》《怀念黑潭
中的黑鱼》“都有些绝唱的意思，祭奠人与自然的精神关
系的某种终结”，强调自然文学中的“这个自然”不只是
风景，而是蕴含了“人与自然的精神关系，那种灵魂的相
谐性”。这种“灵魂的相谐性”“不是要求作家都跑到森
林里去伐木造屋”，“而是在自己的一片心田先期种树，
等到那绿荫养成了，会庇护一群人、一代人乃至几代
人”。在我们的文学里，要“能够诗意地看待万物生命”，
写下“风持续地吹着，小径蒙上了一层积雪”这样物我两
忘的自然文字。

出于对生态问题的敏锐关注，何向阳对刘先平的文
学创作和理论倡导投以极大的热情和坚定的支持，对刘
先平大自然文学作品评论中体现出的理论话语极为关
注，并编选了《呼唤生态道德——刘先平大自然文学作
品评论选集》。这部书从创作评论视角表明了两个基本
事实：一是刘先平坚持创作大自然文学40年，其实只是
在做一件事：呼唤生态道德；二是与刘先平大自然文学
创作同步的作品评论，已经发展出一种理论自觉：创建
中国特色的大自然文学理论。《呼唤生态道德》不仅为中
国大自然文学评论历程留下珍贵足印，更为大自然文学
理论建设提供了重要启示。

《呼唤生态道德》记录了40年来刘先平大自然文学
创作评论的“两大阶段”和“四个时期”。最早有影响的
刘先平大自然文学评论，当推1983年徐民和发表在《人
民日报》的《开拓出一个新天地》，称赞刘先平最早两部
大自然探险长篇小说《云海探奇》（1980）和《呦呦鹿鸣》
（1981），“把文学和科学结合起来”，“展现了一个新奇的
动物世界”，“成为一个新品种”。1987年，儿童文学大家陈伯吹先生首次从“人与自
然关系”视角，评价刘先平大自然探险文学是“人与自然的颂歌”，“在少年儿童文学
领域里开拓出一块极有价值的新天地”。1996年中国青年出版社推出“刘先平大自
然探险长篇系列”（5种），北师大教授浦漫汀第一次将刘先平以“人与自然关系”为
主题的创作，称作“中国的大自然文学”，由此催生了2000年安徽儿童文艺家协会
在黄山举办的“大自然文学研讨会”。这是第一次明确打出“大自然文学”的旗号。
2001年，束沛德在《新景观 大趋势——世纪之交中国儿童文学扫描》中，将安徽倡
导的“大自然文学”称作新时期中国儿童文学的一面“美学旗帜”。评论界一般以

“大自然文学”概念的确立为标准，以2000年“大自然文学研讨会”为界，将刘先平
创作分作“大自然探险文学”与“大自然文学”两大阶段，又考察读者与主题的变化，
细分为儿童环保文学（1980-1996）、大自然探险文学（1996-2000）、原旨大自然文学
（2000-2014）和生态大自然文学（2014年以后）四个时期。四个时期作品评论的不
断深化，真实反映了大自然文学概念的发生、演变和发展过程，为大自然文学理论
体系建设提供了丰富的评论经验和理论观点。

《呼唤生态道德》以回答“什么是大自然文学”为构建中国特色大自然文学理论
体系提供思想引领。什么是大自然文学，是创建中国大自然文学理论的核心问
题。浦漫汀以美国自然文学类比，首提“中国的大自然文学”的概念，此后评论界又
从儿童文学、自然文学、生态文学等多维视角对刘先平的创作予以解释和阐发。翟
泰丰认为，大自然文学不仅是新的文学形态，还是独特的文学文体。高洪波认为，
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大自然文学关注的核心。刘先平认为，歌颂人与自然和谐、呼唤
生态道德的文学，即是当代大自然文学。多重视野下的大自然文学评论，在充分展
现评论个性和丰富性的同时，逐渐聚焦到大自然文学的兴起、概念、特征、原理、定
位、主题、文体、欣赏、评论等十大理论话题。在书中，刘先平、赵凯等人也提出了
创建中国特色大自然文学话语体系的构想，在《我和中国大自然文学》《大自然文
学论纲》《大自然文学的概念界定及其中国特质》等众多成果中，为中国特色大自
然文学理论建设开疆拓土。《呼唤生态道德》通过评论家和作家的联袂出演，再现
了中国大自然文学理论与创作如影随形、与时俱进的密切关系，犹如一部独特的
中国大自然文学评论史，为刘先平创作研究以及推进中国大自然文学学科建设提
供重要参考。

《呼唤生态道德》从刘先平的创作出发，试图为构建中国特色大自然文学理论
体系提供启示。从一定意义上来说，谈中国大自然文学，首先会想到刘先平的创
作，他是“中国大自然文学的开拓者”，在他身上浓缩了中国大自然文学40年的发
展史。与创作同步，刘先平及时总结创作实践中的思索，写下了《对大自然探险小
说美学的蠡测》《呼唤生态道德》和《我和中国当代大自然文学》等文章，记录了他从

“儿童环保文学”“大自然探险文学”到“生态大自然文学”不断演进的认识过程，得
出大自然文学的几个基本特征：一是大自然文学是描写人与自然关系的文学，是人
类发展到生态时代的文学，是以生态自然观为指导的呼唤生态道德的文学；二是大
自然文学根植于中华传统文化“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生态智慧，是践行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文学实践，是讲好美丽中国故事和美好生活故事的生
动载体；三是大自然文学是与儿童文学、生态文学、科学文艺等文体交融发展的新
文体，是跨文化的对话、跨代际的沟通、跨文体的写作。刘先平集创作与评论于一
身，他关于大自然文学理论建设的思考特别值得重视和借鉴。

（作者系安徽省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

在实践中经在实践中经受磨炼和考验受磨炼和考验
□□许丽许丽晴晴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十一大、中国作协十
大开幕式上的重要讲话，从时代精神、人民立场、艺
术境界、中国形象、德艺双馨等方面对广大文艺工作
者提出希望，是我们今后推进文化建设、提高文学创
作水平的根本遵循和方向指南。作为全国公安文联
推荐的参会代表，现场聆听总书记教诲，深受教育和
鼓舞。

江苏公安作协自2011年成立以来，始终坚持高
扬主旋律，持续唱好正气歌，努力抓好全省公安文学
创作队伍的建设。特别是近几年来，以培育骨干、发
现人才为主线，通过组织出版《江苏公安作家丛书
（10卷）》、举办三期全省公安文学培训班、组织重大
主题集中采写、举办江苏“金盾文艺奖”评选、开展征
文活动、选派文学骨干参加省级以上培训、开展送文
化下基层等活动，挖掘优秀公安文学人才，为公安作
家的成长提供优质土壤和成长环境，不断提升他们
的文学素养和创作实力。短短几年内，江苏公安作
家群体不断发展，已形成老中青传承有序、初具规模
的江苏公安作家方阵。王东海、王向明、葛波等青年
民警佳作不断，创作大量反映警营一线生活和功模
民警风采的小说、散文、报告文学，并屡屡获奖。新
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我们在第一时间对全省公安
文艺骨干进行紧急动员的同时，组织全省文学创作
力量奔赴一线，采访创作相关文学作品，连续编辑推
出30多期反映公安抗疫的文艺作品专辑，在“学习
强国”平台、中国警察网、《人民公安报》、《啄木鸟》杂
志等省级以上的媒体相继推出发布100余篇。江苏
公安作协主动配合对接省作协，参与全省抗疫典型
先进事迹的创作。我们派出精干力量，奔赴全省各
地，对抗疫中无私奉献的公安英雄人物进行重点采
访宣传。16篇报告文学作品较为全面地记录了全
省公安民警投身疫情防控不畏艰险不怕牺牲的可歌

可泣的故事。目前，《遍地英雄——江苏抗疫故事》
已出版，公安故事作为专辑列入其中。与此同时，
《情怀——江苏公安抗疫文学作品集萃》也即将出版
面世。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文化建设提升到新
的战略高度，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到2035年建
成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战略目标。这次总书记的讲
话，站在党的百年奋斗新起点的高度，总结经验，擘
画蓝图，为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启动了快进键，体
现了对新时代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高度重视和对广
大文艺工作者的深切关怀。我既是本省公安文学组
织者，也是公安文学创作者，要提高政治站位，紧扣
现实斗争实际，深入思考，与同行们一起，不断探索
符合本省特点、有鲜明行业特色的公安文学发展之
路，推动江苏公安文化再上新台阶。

公安文学要坚定政治方向，坚持政治性。公安
机关是半军事化的行政司法力量，公安文化具有鲜
明而独特的政治属性，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
组成部分。对党绝对忠诚，听党话、跟党走，任何
时候始终与党中央保持一致，是对人民警察、公安
文化的根本要求。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用习近平总书记系
列重要讲话精神凝聚共识，与党同心，与党同行，
主动担当，积极作为，时刻听党召唤，服从指挥。
公安文学各项活动都要从党和国家的最高利益出
发，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坚定的政治立场、鲜明
的政治观点和严格的政治纪律，聚焦新时代，聚焦
公安中心工作，为公安工作和队伍建设提供有力的
精神支撑。

公安文学创作要牢记“国之大者”，坚持人民
性。公安文化事关公共安全，其先进性体现在深厚
的人民性，这是与公安机关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

根本宗旨一致的。努力提高人民群众对公安工作的
满意度，正是公安工作人民性的表现，也是公安文学
着力表现的重要课题。要通过公安文学丰富的表达
形式，展现广大民警执法为民、服务人民的火热情
怀，讴歌人民警察甘于奉献、不怕牺牲的优秀品质和
高尚情怀，让人民群众感受真正的公平正义，构建新
型和谐警民关系，树立人民警察的良好形象。要研
究掌握新媒体时代的传媒特点，努力适应当前严峻
复杂背景下面广量大、快速多变的情况，提高公安文
化的应变力、覆盖力和渗透力，为公安发声，为民警
鼓劲。要深入基层，扎根一线，沉下心来体验血与火
的公安实践，扑下身子捕捉广大民警的脉搏，努力创
作推出一批具有时代气息、文质兼美的精品力作，用
情用力努力打造具有江苏特色、符合人民审美追求、
让人民满意的公安文学作品，讲好中国警察故事，满
足人民多层次的精神和文化需要。

公安文学人才要德艺双馨，坚持战斗性。总书
记要求广大文艺工作者要坚守艺术理想，追求德艺
双馨。要带着对党、对人民、对公安事业高度负责的
态度去开展工作，不断提高能力和水平，在实践中经
受磨炼和考验。在坚持德艺双馨要求的同时，公安
作家还应兼有刚柔相济、剑胆琴心的鲜明特色和火
与血淬炼的强烈风格，坚持公安文化的战斗性和斗
争精神。要让笔杆子贴紧枪杆子、刀把子，既要随警
作战，冲锋在前，更要未雨绸缪，闻风而动，建设一支
站得住、拉得出、打得响的公安作家队伍。要坚持品
行领先、德才兼备的人才标准，努力培养一批政治可
靠、专业优良、甘于奉献的公安文学骨干，坚决抵制
庸俗、低俗、媚俗和落后腐朽思想的侵袭，继续保持
江苏公安文化人才队伍的纯洁性和可靠性，不辜负
总书记期待和人民希望。

（作者系江苏省公安文联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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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北京师范
大学外国语言文学学院教授郑敏同
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22年1月3
日在京逝世，享年102岁。

郑敏，女，笔名晓鸣。1942年
开始发表作品。1982年加入中国
作家协会。著有诗集《寻觅集》《诗
集(1942-1947)》《心象》《早晨，我
在雨里采花》《思维·文化·诗学》等。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黑龙江省作
协原专业作家王忠瑜同志，因病医治
无效，于2022年1月9日在哈尔滨逝
世，享年95岁。

王忠瑜，中共党员。1946年开始
发表作品。1979年加入中国作家协
会。著有作品《赵尚志》《中国的夏伯
阳》《鹰击长空》等。曾获中宣部“五个
一工程”奖、中国电视剧飞天奖等。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北方文
学》原主编黄益庸同志，因病医治无
效，于2022年 1月13日在哈尔滨
逝世，享年96岁。

黄益庸，中共党员。1948年
开始发表作品。1982年加入中国
作家协会。著有作品《黄益庸诗文
选》《唐宋诗词八大家》《诗人与感
慨》等。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山东省作协
原主席、党组书记冯德英同志，因病医
治无效，于2022年1月17日在青岛
逝世，享年86岁。

冯德英，中共党员。1958年开始
发表作品。1959年加入中国作家协
会。著有作品《苦菜花》《迎春花》《山
菊花》《染血的土地》等。曾获山东省
泰山文艺奖等。

郑敏同志逝世 冯德英同志逝世

黄益庸同志逝世 王忠瑜同志逝世

本报讯 近日，由首创郎园和WePark芳
草寓主办的生活方式嘉年华“2022未来青年生
活大赏”在上海宝山开幕。期间，插画展、DT艺
术展、诗歌马拉松、艺术创新论坛、户外极限飞
盘赛等各类文体活动有序展开，打造了一个充
实、美好的生活实验场，勾画了一幅积极创新创
造、涵养人文情怀的青年理想生活图景。

插画展以“想象力元界”为主题，陈烁辉、布
林、张佳琪等10位独立艺术家带来了精品力
作。DT艺术展由25件装置作品构成，每件参展
作品都作为一个工具，着力解决一种具体场景
下的困境，使人们在琐碎生活中不断滋养自己
的创造力。夜幕中的诗歌马拉松，邀请汗漫、陈
家坪、杨庆祥、戴潍娜、余秀华、葭苇、郁喆隽、沈
奇岚等8位诗人、作家，与现场观众一起进行诗
歌接力诵读。青年创业论坛、艺术创新论坛、播
客生态沙龙分别以“让热爱和城市共生长”“当
城市成为立体舞台”“播客正重塑”为主题，展开
了精彩分享和对话。

主办方表示，“2022未来青年生活大赏”希
望通过审美启迪、精神引领，激发广大青年的创
造能力、奋进潜力。据悉，DT艺术展、插画展将
分别持续至1月30日、2月7日。（沪 闻）

本报讯 1月20日，由北京
作协和北京房山区作协共同主办
的吴海涛散文集《一蓑烟雨任平
生》研讨会在北京房山举行。王宗
仁、王久辛、解玺璋、顾建平、杨海
蒂、王贤根、王虓、兴安、骆庆、凸
凹、黄长江、王也丹、郑从洲、任建
新、徐成凤、刘泽林、陈玉泉等专
家学者参加研讨会。

与会者认为，散文集《一蓑烟
雨任平生》中的作品篇幅不长，语
言流畅，文字清新。作品涉及题材
广泛，内容丰富，描写真实细腻，
多篇散文读来让人有身临其境之
感。各种身份的人、大自然中的草
木生灵、耳畔的风声雨声虫声，都
跃然纸上。吴海涛的散文言之有
物，质地纯粹，所记录的都是自己

的生活感悟、生命体验，所阐释的都是大
自然的启示和大地的哲学，给人以实实
在在的精神滋润。吴海涛立足于生命本
体的写作，是一种自然流淌的写作状态，
一如树大自直、真金自赤，书中所呈现的
都是货真价实的感情结晶，处处有来路，
处处有依托，属于质胜之文。（房 文）

“未来青年生活大赏”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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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由中国美术馆、江苏省
委宣传部、南京师范大学共同主办的

“中国美术馆学术邀请系列展：惟真惟
一——徐明华艺术展”日前在京举
办。展览以“精到自在——理想之境
的素描”“静谧的整体感——人像与静
物”“华彩沉郁——我画风景”三个篇
章，展出了徐明华的油画、素描、速写
等作品200余幅以及大量
珍贵文献，全面回顾了这
位油画大家的艺术人生。

徐明华1932年生，江
苏宜兴人，1950年考入南
京大学艺术系，师从黄显
之、秦宣夫和傅抱石教授，
1955年至1960年被选派
苏联留学，先后就读于莫
斯科彼得堡师范学院、列
宾美术学院，归国后任教
于南京师范大学美术系。
徐明华作为新中国培养的
第一代留苏油画家与美术
教育家，为新中国的美术

创作和美术教育事业辛勤耕耘，作出
了杰出贡献。中国美术馆馆长吴为山
表示，徐明华对艺术的真诚、对伟大自
然的真情、对教育事业的真爱，以及他
在艺术上的真功夫与始终如一的追
寻、探索所形成的鲜明风格和画中所
呈现的高雅格调，令人钦佩。

（路斐斐）

天山下的村庄（布面油画）

徐明华艺术展在京举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