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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文学高质量发展是新时代中国文学发展的鲜

明主题，也是新时代作协工作的中心任务。习近平总书记

指出，“必须把创作生产优秀作品作为文艺工作的中心

环节”。一个时代文学繁荣发展的标志是文学精品，是那

些经过时间和历史检验堪称经典的优秀之作。文学高质

量发展的目标，就是要实现源源不断地推出精品力作、

传世经典，推动文学创作从高原到高峰的跨越。

一、文学需要高质量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曾经一针见血地指出：“在文艺创作

方面，也存在着有数量缺质量、有‘高原’缺‘高峰’的现

象，存在着抄袭模仿、千篇一律的问题，存在着机械化生

产、快餐式消费的问题。”现实的情况是，我们当下文学

创作和生产的数量十分惊人，但质量参差不齐、良莠混

杂、泥沙俱下，特别是其中的优质作品比例不高，这是当

前文学创作出版领域存在的最突出的问题。我们今天的

文学创作生产早已不再是有没有、多不多的问题，而是

好不好、精不精的问题。

笔者曾连续多年跟踪调研每年度的文学作品出版

情况。2015年我国出版文学类图书49656种，其中新版

文学图书 34736 种。2016 年我国出版文学类图书

54502种，其中新版文学图书37343种。2017年我国出

版文学类图书56790种，其中新版文学图书36585种。

2018年，全国共出版文学图书58909种，其中新版文学

图书 37079 种。2019年，全国出版文学类图书 53191

种，其中新版文学图书31037种。2020年，全国出版文

学类图书50534种，其中新版文学图书28084种。

根据这些统计，可以明显地看出，每年度文学原创

新作的出版数量都在3万种左右。然而，其中真正能够

进入市场销售，甚至能够常销、畅销的作品数量，所占比

例大概不到其中的1%。换言之，99%的作品可能没能很

好地流入市场，抵达消费终端。而即便是这1%能够受到

读者欢迎的作品，其中真正堪称高质量作品的也是屈指

可数的。我们从开卷等有关图书零售市场的研究报告中

可以鲜明地看到，在市场上畅销的文学图书有很大比例

是外国文学译本，或者曾被改编成影视剧的文学作品，

包括网络文学纸质作品。

根据长篇小说、诗歌、散文、报告文学（含传记、纪实

文学）和儿童文学等各类体裁在新出版文学图书中的比

例，每种体裁中的优秀作品，数量大概都不超过100种。

这从中国作家协会每年举办的国家级文学奖项的参评

作品及提名作品、获奖作品的数量中也能见出端倪。

2019年，第十届茅盾文学奖评选，全国各出版社及

各地作协等推荐参评的长篇小说共计234部。本届评奖

范围包括2015-2018年出版的原创长篇小说，且每家

出版单位及各地作协均可推荐5-8部作品。在这4年

间，全国出版的长篇小说总数量在6000部以上。2021

年，第十一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评选，共收到163家

参评单位推荐的参评作品636部（篇）。本届评奖年限

2017-2020年出版的儿童文学原创图书总数量近4万

种。2022年，第八届鲁迅文学奖评选，共有1610篇（部）

作品参评，比上一届增加了238篇（部）。其中，中篇小说

283篇、短篇小说（含小小说）286篇（部）、报告文学338

篇（部）、诗歌219部、散文杂文237部、文学理论评论

161篇（部）、文学翻译86部。而本届评奖年限2018-

2021年内发表的原创中篇小说、短篇小说数量分别在

4000篇和1万篇左右，出版的报告文学（含纪实文学、

传记）总数约1万部、诗集1.2万部、散文集1.5万部。即

便是参评的这些作品，质量亦参差不齐，其中的优秀之

作，占原创作品出版总量的比例也是非常低的。

笔者自从2000年起，每年都在选编年度报告文学

作品选。根据我对每年度在报刊上发表的上千篇报告文

学和出版的千部左右报告文学著作阅读的感受，其中真

正值得向读者推荐的作品不足三成。而这些作品中堪称

精品力作的，数量每年更是不到20部。

由上可见，文学创作亟需下大力气提升质量，要倡

导和推动广大作家专心致志地投入文学高质量发展的

工作之中。

人民需要文学精品，时代在大力呼唤产生与之相匹

配的高质量作品。高质量的作品也就是精品力作，就是

传世经典。作家靠作品说话，对于作家而言，精品力作乃

是其立身之本。同样，对于思想文化宣传部门特别是作

家协会而言，催生精品，则是其中心任务。时代和人民对

于优质文学作品的需求，不是一种短期的需要，不是一

时之需，而是如同阳光、空气、粮食一样一日不可或缺。

我们国家要推动实现人民群众共同富裕，既包括物质共

同富裕，也包括精神共同富裕。文学高质量发展对于实

现全体人民精神共富具有无法取代的作用。源源不断地

创作生产精品，是一种长远的计划和目标，是一项长期

的任务和事业。无论是对作家还是文学组织工作者而

言，都要把创作、催生高质量的文学作品，作为自己的立

身之本。

二、文学高质量发展必须坚持以人民
为中心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

导向，推出更多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的优秀作品”。人民是

文学之母，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为人民而创作是新时代

文学最鲜明的特征，也是文学高质量发展的根本立场。

社会主义文艺是人民的文艺，人民性是社会主义文艺最

本质的特征。人民是历史的“剧作者”，也是历史的“剧中

人”，人民创造历史的丰富实践为文学创作提供了取之

不尽的源泉。作家要主动把人民作为文学创作、表现和

接受的主体。

人民是文学的鉴赏者、评判者。一部作品是否为高

质量的创作成果，需要交由人民来阅卷和检验。新时代

文学的发展目标是为了更好地满足人民对美好文化生

活的需求、增强人民的精神力量、培育时代新人。作家要

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的位置，站稳人民立场，把更充分

地满足人民对美好精神文化生活的需求作为文学创作

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真正让文学与人民气息相投、

血脉相通，让文学在人民的口碑中永不凋零。

要脚踏实地地深入生活、扎根人民，并将其作为催

生优秀作品的必经之路。新时代文学植根于新时代的沃

土。沃土需要勤奋耕耘，才能生产出累累硕果。人民群众

的生活是文学的富矿，富矿需要打深井、下大力气开采，

才能获取艺术的瑰宝。聚焦新时代、萃取新主题、塑造新

人物，已经成为当下广大作家的自觉追求。作家要进一

步自觉打破心的壁垒，拆除情感的藩篱，到人民中去，到

生活中去，走入实践深处，走进人民心里，从人民创造历

史的伟大实践中获取文学创新发展的动力和能量。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还要注重刻画人民、书写人民，

表现人民的奋斗风采与进取姿态，描绘人民丰沛的时代

精神图谱。文学高质量发展，要自觉践行举旗帜、聚民

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的使命担当，要把社会效益

放在首位，坚持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大力弘扬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用优秀的文学作品鼓舞人、培育

人，浇灌心灵、启迪心智，培根固元、凝心聚力，培育塑造

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

三、必须在文学领域切实贯彻新发展理念

注目高峰，主动践行新发展理念是新时代文学的根

本动力，也是文学高质量发展的指导原则。新时代文学

把出作品作为中心工作，高度强调艺术自觉，充分尊重

创作规律，瞩望世界文明最高处，对标世界文学最前沿，

注重追求质量而不追求数量，既要“高原”也要“高峰”，

自觉践行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全

力打造文学新格局，开创文学新局面。

催生高质量文学作品，要坚持以创新为发展动力。

文学的创新创造，既包括作家个体想象力与创造力的充

分调动，同时也包括文学生产机制各环节、全链条的创

新。要坚持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鼓励作家在题材、

主题、观念、形式、样态、风格等各方面进行探索创造，拓

展文学边界，重塑文学力量，凸显文学价值。

要坚持协调发展，强调文学发展的均衡性，推动文

学不同的体裁门类、题材内容、主题思想、形式手法和作

家的地域、民族、年龄段、行业分布等各方面都得到均衡

协调发展，使之齐头并进，而不应变成一头独大、一枝独

秀的局面。文学高质量发展应该是包括了全体裁全门类

和作家各种地域、民族等的同步协调发展。与此同时，要

注重不同地域不同行业作家之间、国内国际的文学交流

与合作，助推传统文学与网络文学交流交汇交融，实现

共同繁荣。

文学的高质量发展，应该坚持绿色发展理念。当然，

这里的“绿色”需要作特别的解释，也就是：要坚持把社

会效益放在首位，将健康有益、积极向上、风清气朗的文

学品质作为创作的追求，将文学对人有益、绿色无害作

为创作的底线，大力弘扬正能量。文学作品应当致力于

建设主动有为、健康积极的价值观，能够让人们看到希

望与光明、感受到美好和温暖，而不应该带给人颓废、恐

惧与绝望。

文学的高质量发展，还要坚持开放理念。要自觉

面向世界，主动吸收外来，吸纳人类文明创造和文学艺

术创作的优秀成果。要拥有开放的胸襟和打破边界的

勇气，积极拓展文学的疆域。作协组织要进一步扩大

文学创作队伍，积极吸纳新人，不断壮大文学创作的新

生力量。

要坚持共享发展。文学的共享发展，重在让大众参

与文学创作和生产传播消费全过程。要发展群众文学，

积极利用新媒体进行分享推广，促进文学的转化、“破

圈”。推动文学的对外译介，影视、短视频、动漫改编，让

文学以更多的形式及样态呈现给广大受众。要推动汉

语和民族语言文学作品的互译，推动中国文学的对外译

介。为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的需求，要让文学走入大

众，走进基层，惠民利民益民，实现文学的全社会共创、

共享。

践行新发展理念赋予了新时代文学以崭新的格局

和气象。在新时代，各种文学创造活力和激情被充分激

发。在报纸、期刊、图书出版上，在网上写作、网络传播、

网络互动上，在数字出版、音像、影视等各方面，文学都

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和发展，呈现出了崭新的恢宏气象。

四、坚持以人才作为高质量发展的第
一资源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培育造就大批德艺双馨的

文学艺术家和规模宏大的文化文艺人才队伍”。文学高

质量发展需要紧紧依靠人才，也就是优秀作家。我们既

需要造就一批又一批文学名家大家，也需要培育规模宏

大、梯次分明、富于潜力的文学后备人才。要加强培训，

提高文学创作者的思想素养、艺术修养和品德修为，不

断壮大文学创作的根基。构筑一个金字塔式的作家梯次

队伍，不断催生出优秀的作家作品。

新时代新征程对作家的胸襟、眼界、素质都提出了

更高的要求，亟需一支与时代相匹配的高素质、高质量

的文学创作大军。我们要积极组织作家深入生活、扎根

人民，帮助作家不断增强脚力、眼力、脑力、笔力，提升科

学文化学养、艺术素养和道德修养。要加强对作家的培

养，尤其是积极对网络文学作家、自由撰稿人等新兴文

学群体开展服务，为广大青年作家的成长成才铺路架

桥。要加大对少数民族作家和边远地区作家的培育力

度，借助政策倾斜和地方合作，灵活机动地运用各种方

式和路径，在作家队伍的建设方面形成高效合力。要在

青少年中普及文学创作教育，从少年儿童开始抓基础文

学教育，培育文学创作的潜在后备力量。

在作家队伍中要广泛进行职业道德教育和建设，引

导作家牢固树立爱国为民、崇德尚艺的价值观，培养造

就一批文学大家和文学大师。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

激励广大作家自觉追求德艺双馨，践行德比天高、从艺

必先修德、立人必先立己的理念。

五、要以系列重大举措作为文学高质
量发展的抓手

在70多年的发展过程中，社会主义文学创作生产

业已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经验及做法。我们要善于传

承弘扬这些经验，在新时代条件下，尤其是要充分发挥

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通过国家政策和扶助支持，大

力倡导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主题创作。要提高创

作的组织化水平，加强全流程管理服务，强化作品选题

规划，综合运用政策扶持、作家深入生活、作品改稿提

升、研讨宣传推广、评论奖励表彰等各种方式，引领广大

作家心系国之大者，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砥砺艺术，为

时代抒写，为人民歌唱，推出一批与时代相适应的力作

佳作。要尊重文学创作规律和作家的创造性劳动，采取

有力举措，鼓励作家深入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传承光大中华美学体系，用中国人的审美方式来观照现

实，书写时代，塑造典型人物，为人民画像，为时代立传，

描绘人民的精神图谱，揭示时代发展的主流与本质，赋

予作品以深刻的思想内涵和厚重的艺术底蕴。引导作家

向古今中外的经典作品看齐，从中汲取营养，聚精会神，

下足功夫，努力书写中华民族的新史诗。网络文学要以

提高质量作为生命线，网络文学作者要不断磨砺精进艺

术，努力用精品奉献人民，用明德引领风尚。

相关单位和部门要通过实施重点文学创作生产工

程、项目、计划等，多管齐下，各方共同发力，共同助推文

学高质量发展。

一是以项目和作品为导向，组织实施深入生活、扎根

人民文学创作工程，开展定点深入生活创作扶持计划，创

建新时代文学实践基地、新山乡巨变创作基地。引导作家

扎实深入到生活中去，掘一口深井，从生活深处去汲取最

丰富有力的素材、人物、故事、语言和艺术技巧。

二是通过重点作品扶持，以效率为导向，以结果为

导向，重点培育优秀作品，催生高质量的精品。要对那

些看好的作家及选题下大气力地进行全过程的跟踪帮

扶和协助辅导，帮助作家深化作品的主题思想，提升艺

术表现技巧，增强作品的思想力、艺术力、感染力和影

响力。

三是实施文学人才工程。中国作协正在组织实施新

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力图召唤起民间的创作人才及

创作潜能。通过文学院等机构培训培育新人，同各地高

校文学院密切合作，在高校创设文学人才基地、写作中

心、文学讲习所、研究所等，共同全方位地培育作家。

四是统筹实施新时代文学攀登计划、精品创作工

程、翻译工程、迁徙计划，也就是对优秀作品实施全链条

的机制体制化的扶持。攀登高峰犹如攻坚战，要集中火

力，集体发力，聚精会神、锲而不舍地进攻和努力。对那

些看好的选题、那些具备精品力作潜质的作家作品，尤

其需要集中各方面力量，集中攻坚，集体攻关。要强化对

创作、出版、传播、译介、研究等各方面人才的发现、培育

和选拔，对作品进行全链条的跟踪帮扶，重点突破，并期

冀从中产生真正的顶尖作家和精品力作。

五是充分发挥文学理论评论的助推作用。深入贯彻

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文艺评论工作的重要批示，落实中

宣部、中国作协等五部门《关于加强新时代文艺评论工

作的指导意见》，组织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和文艺思潮

研究，用党关于文艺工作的创新理论指导创作。继承创

新中国古代文艺理论批评优秀遗产，批判借鉴现代西方

文艺理论，立足当代中国的文学现场、文学实践，改进评

论文风，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文艺理论评论话语体系。

坚持引导文艺评论深入文艺现场、密切关注文学界出现

的新的创作动态与思潮变化，组织改稿会、审读会，积极

引导文学评论参与到文学创作的过程之中。通过加大经

费支持、实施优稿优酬等方式，建强文艺评论园地阵地。

建设网络新媒体传播矩阵，打造兼具可读性、传播性、权

威性的文艺评论融媒体内容，多渠道传播、多平台展示、

多终端推送，全面扩大文艺评论的影响力。

综合运用好评奖评论评选的引领作用，激励作家

“板凳坐得十年冷”，“吟安一个字，捻断数茎须”，潜心创

作，精益求精，用心用情用功打造文学精品。要确立科学

的评价标准，构建文学评价的科学体系，鼓励说真话、讲

道理的文学批评，推动文学评论在与创作相辅相成、相

互促进中发展壮大。

六、文学高质量发展的基本工作方法

推动文学高质量发展，必须坚持系统思维。要把各

种文学体裁、题材、样式等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系统考虑，

将全国文学界作为一盘棋进行通盘考量。积极发挥社会

主义文学组织化生产优势，既重视作家的个体劳动创

造，又能充分发挥体制化、机制化创作组织生产的长处，

使之相得益彰、互促互进。

要坚持目标导向。作家既要有创造精品的雄心抱

负，又要有打造精品的毅力、意志和耐心，更要有造就精

品的能力和素养。要潜心经营，不懈锤炼，精益求精，不

断创造属于自己的最好的作品。对于文学工作部门，则

要紧扣精品生产这一中心环节，集中优势力量，合力攻

关克坚，以精品力作的多少作为考量文学工作成绩的基

本标准。

要坚持问题导向。着力研究文学从高原到高峰过程

中存在的问题，有的放矢，精准施策，帮助作家解决创作

过程中遭遇的各种困难，切实提高作品的思想水平和艺

术水准。

要坚持聚精会神、锲而不舍。文学高质量发展不是

一朝一夕之功，也绝不可能一蹴而就。必须以抓铁有痕、

踏石留印的精神，坚持不懈地抓下去，久久为功，水滴石

穿，持之以恒，必能见到效果。

人的思维有两种基本形式：逻辑思维与形

象思维。一般认为科学多用逻辑思维，艺术多

用形象思维。写作既是一门科学，又是一门艺

术，两种思维都会用到。在写作过程中，从宏观

方面看，逻辑思维管主题思想的推演，形象思

维管意境的创造；从微观方面看，逻辑思维管

语法的严谨，形象思维管修辞的灵活。人脑的

分工，左脑管语言、概念；右脑是管图像、造型。

什么是形象思维，就是用形象说话，通过

形象的拼接组合来交流信息，在文章中则是通

过形象的拼接来创造美感。

这里有三个关键词。一是“形象”，它必须

是可摸、可见、可闻的具体形象。二是“拼接”，

孤立的形象信息量很小，众多形象的拼接才能

激活、发酵，产生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三是

“美感”，诗文中形象拼接是有方向性的，目的

是产生美感。有许多平庸的文章，甚至口水诗，

虽然也是形象的拼接，但不产生美感。

形象思维与逻辑思维有什么不同？

一、形象性

形象思维是借用形象来思考问题，是具体

形象的变幻；逻辑思维是借用概念来思考问

题，是逻辑的推演。

我们读诗、词、曲、散文、小说，实际上是在

接收、玩味纸上的形象。李商隐的“春蚕到死丝

方尽，焟炬成灰泪始干”到底在说什么，他只给

你“春蚕吐丝”、“焟炬成灰”这两个形象，你去

想吧。人们想了一千多年，琢磨不尽的美。文无

第一，武无第二。逻辑思维之下，只有一个标准

答案；形象思维之下，却有无穷的解，一千个读

者就有一千个李商隐。

元曲《天净沙·秋思》：“枯藤老树昏鸦，小

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

在天涯。”这里没有逻辑推理，没有因果关系，

甚至没有一个动词，我们看到的只是形象。从

“枯藤”到“断肠人”连用11个具体形象，如拼图一样拼出一幅天涯旅人图，

产生了震撼人心的美。这是形象思维的力量，逻辑思维办不到。

唐诗、宋词、元曲分别是这几种艺术形式的高峰，实际上是形象运用的

高峰，之后就跌落下来了。鲁迅说：“我以为一切好诗，到唐代已被做完。”总

体而言，唐之后无好诗，是因为诗中的形象力下降，宋人的诗形象少得可

怜，只剩下说理了，那些形成理障的作品，读来味同嚼蜡。同理，宋之后无好

词、元之后无好曲，都是因为形象的流失甚至枯竭。

二、象征性

作品中的形象虽然是具体的，但它已不是自己而另有了象征。枯藤也

早不是那个枯藤，昏鸦也早不是那个昏鸦，而是它们背后的情绪。人除了个

体的思维，还参与群体思维，互相交流磨合，钱学森称之为“社会思维”。人

在长期的共同生活中形成了许多约定俗成的“形象模块”，一一对应内心的

某种情绪。比如绘画中，蓝色为冷，红色为热，黄色为暖。生活中，东风表欢

悦，西风代表悲愁。作者在抒情时不直接说出那个“情”字，而取一个形象来

指代，美就这样产生了。辛弃疾本来要说愁，但说出口的却是“天凉好个

秋”，孟郊本来要说中榜后的狂喜，说出口的则是“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

尽长安花”，都是用相应的形象来进行象征、比喻。所以，王国维说：“一切景

语皆情语。”作者还常精选形象来最后压轴，这叫“结情于景”，余音绕梁，三

日不绝。辛弃疾失意落魄，夜宿古寺忽被钟声惊醒：“老僧夜半误鸣钟，惊起

西窗眠不得，卷地西风。”他不说心中的凄凉，却说“卷地西风”。蒋捷的《一

剪梅》写乡愁，写时光流逝的无奈，结句却是“红了樱桃，绿了芭蕉”。这都成

了传颂不衰的名句。

下面是笔者几篇写历史人物的文章，当然都是对这些人物的解析、褒

奖和崇敬，但收尾时却无一字言情说理，而只取一形：

当我们偶然再回望一下千年前的风雨时，总能看见那个立于秋风黄花

中的寻寻觅觅的美神。

——《乱世中的美神》（李清照）

我在祠中盘桓半日，临别时又在武侯像前伫立一会儿，他还是那样，目

光如泉水般的明净，手中的羽扇轻轻抬起，一动也不动。

——《武侯祠，1700年的深思》（诸葛亮）

那天，我到柳湖去，想穿越时空一会左公的音容。只见湖边星星点点，

隔不远处就会现出几株古柳，躯干总是昂然向上的，但树身实在是老了，表

皮皴裂着满是纵横的纹路，如布满山川戈壁的西北地图；齐腰处敞开黑黑

的树洞，像是在撕心裂肺地呼喊；而它的根，有的悄无声息地抓地入土，吸

吮着岸边的湖水，有的则青筋暴突抱定青石，如西北风霜中老人的手臂。但

不管哪一棵，则一律于枝端发出翠绿的新枝，密浓如发，披拂若裾，在秋日

的暖阳中绽出恬静的微笑。

——《左公柳，西北天际的一抹绿云》（左宗棠）

注意以上结尾，不但用了三个人的大形象，又在大形象中分别添加了

只属于他们个人标配的小形象来强化人物：黄花（李清照）、羽扇（诸葛亮）、

西北戈壁（左宗棠）。细微处好像重要场合男人不同的领带和女人不同的胸

花。这就是形象思维的象征性，一形胜千言。逻辑思维没有这个隐语效果，

它必追求概念清楚，前因后果层层推理，是一种线性思维。形象思维有外溢

的美，逻辑思维却只谨守规矩，只看脚下的路。

三、变幻性

五彩成锦绣，变化才有美。形象思维把许多形象的模块有机地组合在

一起，不分先后，没有因果，相互融合，浑然一体，我中有你，你中有我，最后

连模块本身也找不见了，只是一团美感。就像制酒，酒成后只闻酒香，不见

高粱。这种随机组合，依据背景、语境的不同，可以变幻无穷。同是面对秋天

的树林，“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是积极兴奋的；“晓来谁染霜

林醉？总是离人泪”，是消极愁怨的。有时还将物、人的形象相融，像中国古

代山水画，于深山古寺、茂林修竹间，点上几个小人儿。李渔有一段写芭蕉

的小品：“蕉之易栽，十倍于竹，一二月即可成荫。坐其下者，男女皆入图

画。”明明是写蕉，却突然请来人的形象，让其坐在蕉叶下，人的灵魂转附于

蕉叶之上，顿然满纸生辉。

李白的“白发三千丈”，李清照与天帝的对话：“我报路长嗟日暮，学诗

漫有惊人句。”在逻辑思维框架下都不合理，但在形象思维框架下，不但合

理，而且美丽、浪漫。这种美像瓷器的窑变一样，不可预知、永不重复，有时

连作者都惊讶手中的笔怎么会走到这一步。

形象思维是画家手里的一个调色盘，可以随意蘸取颜色，明暗冷暖，掌

控画面的情绪。比如笔者的《万里长城一红柳》写长城上一群环保志愿者的

愉快生活，其中的一段也是借鉴《天净沙》，但置换了形象模块，就拼出另一

种情绪：“长城古寺戍楼，蓝天绿野羊牛，栽树种瓜种豆。红柳树下，有缘人

来聚首。”

又如《风沙行》，主要写风沙的肆虐和沙漠生活的艰苦，但这类文字多

显沉重，有压抑感。这时就要扳回一点，拼入几个温暖可爱的形象：“沙地的

可咏可叹之物还有许多。有一种红柳，生长很慢，极耐旱，枝通红。细枝可用

来编筐子。我刚住下时房东送来一只新的红柳箩筐，横纹竖线，细编密织，

就像是一只大红灯笼，红艳照人。放于墙角顿觉陋室生辉，寒窑生暖。”

“别看风沙脾气大，平歇下来也温柔可人。仲夏的夜晚，你一觉醒来正

凉风过野，细沙打在窗纸上，簌簌唰唰，如春雨入梦，窗外月明在天，地白如

霜，沙枣花暗香浮动。这时忆亲人，怀远方，心也温暖，情也安宁。”

总之，文章是靠形象的形状、颜色、声音、寓意等来创造和平衡美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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