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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核”软用，彰显主题性创作的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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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性创作因为是围绕重大事件展开的文学

创作，聚焦的是时代精神和时代强音，所以无疑是

一种“硬核”创作。恰如其分地处理好这个“硬

核”，作家需要做足破题、解题的文章，需要独辟蹊

径，给出属于自己的答案。这个处理过程就是将

“硬核”炼化进“果肉”的过程。有的作者担心“硬

核”不硬，总是念念不忘把“硬核”拎在手上，殊不

知“文贵在曲”，艺术表达最忌直白，那种让“硬核”

裸奔的写法类似当年的“三突出”，容易引起读者

反感。成功的主题性创作一定要将“硬核”破壁、

研磨，然后揉进果肉，做到核肉一体、魂体相依，让

读者在品尝鲜美果肉中自觉感悟出“硬核”的价

值，在潜移默化、润物无声中获得教益。当然，要

想取得这种艺术效果，作家需要磨炼内功，需要扎

根生活，需要对素材进行萃取和提纯等等。在以

上诸因素中，内功的磨炼最为重要，它直接影响

“硬核”艺术处理水准和炼化的效果。

化有形于无形

毫无疑问，主题性创作大都是主旋律、大情节

创作，鲜明的主题是其最为显著的特色，研究者和

读者也多以此来归类定性。主题本身的政治特质

是客观存在，作家无法改变它的属性，但如何呈现

这一存在，需要的却是作家的智慧。大道至简，并

不是说道理本身缺少复杂性，而是指大道往往以

最简单的方式呈现。在主题创作上，我们需要化

有形为无形，百炼钢化为绕指柔，将钢铁般的“硬

核”炼成有温度、有韧性的铁水，渗透到每一个人

物、每一处情节里，由读者于再创作中完成“硬核”

的重塑。

比如重大工程、重大科技创新，比如脱贫攻

坚、乡村振兴，都带有一定的“硬核”。在写作过程

中，有的作家生怕失手跑题，抱住“硬核”放不开手

脚，导致许多作品同质化、类型化，在相关出版社

收到的来稿中，达到出版水准的并不多。问题出

在哪里？说白了就是没有化有形为无形，没有处

理好核与肉的关系，出现了同质化问题。其实，如

果把主题性作品比喻成一枚杏子，杏核必须包在

杏肉里，杏核一旦暴露出来就成了一枚烂杏。

进一步来讲，我们不能把新时代山乡巨变题

材写作变成一种简单的主题写作。山乡巨变体现

在农村的方方面面，尤其在人性、民风和精神追求

上的嬗变可谓千姿百态，正所谓“百里而异习，千

里而殊俗”，传承和守护面临的挑战从不缺少矛盾

冲突，这些都是可以书写的“杏肉”，不能为了体现

“硬核”去虚构一个能人还乡就能带领乡亲发家致

富，建几栋楼房就让农村脱胎换骨。文学写作既

要关注山乡形态的变化，更要关注人的命运和梦

想，关注人与自然的和谐之道。文学创作可以意

在笔先，但意在笔先不等于主题先行，有益的选择

应该是化有形为无形，用浸润式、不动声色的呈现

来彰显时代的变化。

变聚点为散点

主题性创作因为是书写有影响的重大事件，

聚焦“硬核”也在情理之中，但必须遵循艺术规

律。在文学的视域里，缪斯女神的月光应该是普

照的，当月光照向那些原本被忽略的小人物时，你

会发现这些面孔上无论是笑脸还是愁容，都能体

现时代的细部纹理。必须承认，当舞台所有的光

束都投射于一个人物身上，这种“高大全”的表现

方法效果并不一定就好。在文艺创作上我们曾经

走过这样的弯路，重蹈旧辙不会有出路。事实上，

恰恰是散点透视更能呈现“硬核”的立体感，更能

让读者印象深刻。欧洲现实主义小说《十日谈》，

主题指向的是人性和教会、神权的对立，但它的表

现方式却是典型的散点透视，用一百个情节各异

的故事来达到自己的批判目的，这种创作方法对

后人产生了极大影响。散点透视为文学要抵达的

“硬核”提供了更多途径，其中有捷径也有曲径，捷

径固然有捷径的优势，而曲径也有曲径的妙处。

对于主题性创作来说，法无常法，笔无定式，一束

光只要照亮了“硬核”的某处沟回，便完成了自己

的使命，当多束光都不辱使命后，“硬核”自然就在

读者心里串珠成链，成了耀眼的存在。

由强攻到智取

如果把主题性创作看作是个攻城拔寨的过

程，那么战略战术的选择就提上了日程，是正面强

攻还是迂回智取，作家在动笔之前必须作出选

择。应该说绝大多数主题性创作采用的是正面强

攻的写法，这种写法点面结合、线性结构，写起来

比较顺畅，好读易懂，尤其在报告文学写作上普遍

被作家采用。但是对于长篇小说来说，正面强攻

的写法虽然场景宏大、矛盾冲突明显，但如果作家

的功力不够，缺少闪转腾挪，艺术感染力往往被削

弱，看了开篇就能猜到结尾，让作家的设谜失去了

意义。与正面强攻不同的是迂回智取，所谓迂回

智取往往是绕开人人皆走的马路，选择一条名不

见经传的小道来抵达终点。这就好比攻城中避开

防守严密的四门，从两肋下手，出人意料在城墙上

打开一个豁口，然后将旗帜插在“硬核”所在的城

中心。我在创作长篇小说《草木志》时就借鉴了这

种方法，我写的是一个由古驿路演变来的村

庄——墟里村在新时代的蜕变历程。但我没有去

写墟里村引进了多少企业、建了多少新楼、办了多

少农家乐，因为这些变化显而易见，每个写乡村的

作者都会写。为了避免故事同质化，我采取了迂

回智取的写法，写了东北地区乡野中34种植物，

而每一种植物都对应一个乡村人物，着力打通两

者间的精神关联，并从中体现新时代农民的心灵

成长、精神之变。当然，这种让“硬核”隐藏在葳蕤

草木中的写法，是我的一个尝试，效果如何还有待

读者去检验。

（作者系辽宁作家）

从广大散文写作者的具体创作实践看，

亲情散文仍然在整个散文创作中占据很大比

重。这个也在情理之中，毕竟亲情是人间不可

或缺的、最可宝贵的。即便不是写关于亲情的

散文，也同样存在如何把握情感的问题。问题

在于怎样写好此类散文，怎样规避此类散文

常见的一些“通病”。比如情感过于泛滥、过于

套路化的问题。新手一般都对这几个问题体

会得不深，把握得不好。一般都是过于浓烈

了。也就是说，只会“浓”，不会“淡”。

关于“淡”的散文篇章，我们可以举出很

多经典例子来。比如朱自清先生的《背影》，应

该是这类散文中分寸感把握得最好的。

从人物关系来说，父亲是希望情感浓一

些的。因为父亲刚刚遭遇了很大的变故。“这

些日子，家中光景很是惨淡，一半为了丧事，

一半为了父亲赋闲。”还要到南京谋事。不难

猜想，此时的“父亲”，特别需要儿子的亲情慰

藉。“父亲”本来已经再三嘱咐过茶房了，还是

不放心，“怕茶房不妥帖……踌躇了一会，终

于决定还是自己送我去”。至此，父亲对“我”

的情感，可见一斑。可是，儿子这一方一直是

冷的，也就是淡的：“我那年已二十岁，北京已

来往过两三次，是没有什么要紧的了。”

即便到了车站，父亲对“我”的情感还是

浓过了“我”对父亲的情感。“我们过了江，进

了车站。我买票，他忙着照看行李。行李太多

了，得向脚夫行些小费，才可过去。他便又忙

着和他们讲价钱……终于讲定了价钱，就送

我上车。”其次是父亲给“我拣定了靠车门的

一张椅子，我将他给我做的紫毛大衣铺好

座位。”再次是嘱我“路上小心，夜里要警醒

些，不要受凉”，又嘱托茶房好好照应我。而

“我”心里只觉得父亲迂腐、啰嗦：“我这样大

年纪的人，难道还不能料理自己么？”

何以父浓子淡？因为作为儿子的“我”当

时还没有完全理解父亲对自己的情感。直到

“我”看着“他戴着黑布小帽，穿着黑布大马

褂，深青布棉袍，蹒跚地走到铁道边，慢慢探

身下去……穿过铁道，要爬上那边月台……

用两手攀着上面，脚再向上缩，他肥胖的身子

向左微倾，显出努力的样子”，这时“我”的情

感才迸发了一些出来。

实际上“我”对父亲的感情一路都是淡

的。只是到最后那一刻有了变化。而且仅限于

变化，算不上有多么浓烈。但刚刚好。符合作

者的心理变化逻辑，也符合作为作家的朱先

生的性格气质。一部写亲情的散文经典就这

样产生了。“论行数不过50行。论字数不过

1500言”，何以有如此大的魅力，李广田先生

说得好，并非凭借了什么“宏伟的结构和华赡

的文字”，而只是“凭了他的老实，凭了其中所

表达的真情”。（李广田《最完整的人格》）其实

人世间的真情原本应该就是这样子的吧，未

必很浓烈，但更久远、温馨。

这是广大散文写作者，特别是初学散文

的写作者需要去仔细体会之处。一般都是“一

浓到底”，想不到还可以“一淡到底”。当然也

不全是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而是做到浓易，

做到淡难吧。

从阅读效果看，淡的东西，素朴的东西，

特别是情感，可能更长久，也更易为读者所接

受。可是，很多的亲情散文，一方面不会“淡”，

另一方面也看不到变化。一定要让情感有个

变化的过程。只有有变化的情感才更真实、更

真切，更“润物细无声”。

那么，有没有个限度，有没有个尺度呢？

叶圣陶先生认为是有适当限度的。叶先生

说：“各人的情感有广狭深浅方向的不同，千

差万殊，难定程限，唯有反求诸己，以自己的

满足为限度。”（叶绍钧《作文论》）文章中的

情感要有限度。叶先生认为，作者自己“觉得

所有的情感倾吐出来了”，就是最适当的限

度。叶先生还说：“如或太过，便是累赘。”现

在看来，写得“不显明”，未必读者就感受不

到作者的深切。

当然，亲情散文中的情感，也不能说只能

淡不能浓，但浓烈未必就深切，深切未必就浓

烈。亲情散文不渗透情感肯定不行，因为没有

情感的话，感染不了读者。刘勰说，“繁采寡

情，味之必厌”。但满篇都是浓得化不开的情

感，未必效果就好，至少不能浓得有腻烦感，

有虚浮感。想想，如果朱先生的《背影》一句一

个“我爱我的父亲”，一句一个“我爱你父亲”，

一句一个“父亲高大的背影”，应该就没有目

前这种撼人效果了。看来问题的关键在于要

有真切、深切的情感。

王国维先生曾说：“苟无锐敏之知识与深

邃之感情者，不足与于文学之事。”（《文学小

言》）王先生应该指的是作家艺术家本人，而

不是指文学作品中的情感。但是，散文创作，

特别是亲情散文创作，需要靠真切、朴素、真

挚的情感去构架一篇散文，去感染人、撼动

人。其中的分寸感全靠作者自己去体会、去拿

捏了。

（作者系甘肃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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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刘鹏波） 7月20日，由中

国国际文化交流中心、四川美术出版社指导，

西昌市政协书画院主办的“河山撷影：伍立杨、

张瑞田书画展”在四川西昌建昌·术下美术馆

拉开帷幕。中国作协诗歌委员会主任吉狄马加

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四川省文联党组书记邹瑾

致电祝贺。

此次展览由宁家鸿任策展人，展出作家、书

画家伍立杨和张瑞田的近百幅书画新作。伍立

杨的作品以山水为灵魂，陶醉自然，领会山川之

妙，彰显出作家独特的精神境界；张瑞田长于隶

书，作品朴素简约，展现了当代文人书法的审美

特征。两位作家携手举办此次联展，集中展示了

其文学和书画双修的丰硕创作成果。

本报讯 近日，由中国茅盾研究会、新疆

大学主办，新疆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中国

文艺评论（新疆大学）基地、《新疆大学学报》

承办的中国茅盾研究会2024年年会暨“地方

资源与中国文学的现代化探索”学术研讨会

在新疆大学举行，40余位专家学者与会。中

国茅盾研究会会长杨扬，中国作协社联部主

任李晓东，新疆文联副主席汪泽，新疆大学党

委常委、副校长刘正江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开

幕式由新疆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院长邹赞

主持。

主题发言环节，贺仲明、阎浩岗、耿传

明、文贵良、邹赞、陈艳、曾攀、左怀建等专家

从不同角度深入探讨了茅盾的文学创作与

思想。学术研讨环节，29位专家学者进行

小组发言，内容涵盖茅盾研究的多个方面，

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路径

和方法参考。

本报讯 7月 11日，由北京市文联主办，

北京文艺评论家协会、北京戏剧家协会承办的

坊间对话第31期：“从舞台到影像——戏剧的

无限可能”在京举行。北京市文联党组成员、副

主席赖洪波出席活动。文艺评论家、艺术节展

策划人程辉，英国国家剧院市场与发行主管利

奥·乔丹，中国国家话剧院制作人李东，北京奥

哲维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总裁李琮洲围绕活动主

题展开对谈交流。

与会者谈到，高清舞台艺术影像是一种戏

剧现场实况的录播和转播形态，通过多机位、多

角度实时记录戏剧现场，让观众身临其境，有助

于戏剧艺术的推广普及。把戏剧作品从舞台移

植到大屏幕，并不影响观众捕捉来自现场的观

剧体验。影像录制团队会花费大量时间布置镜

头、切换视角，从而让细节更加逼真，确保影像

能够赋予观众最好的“座位”和最优的视角。同

时，为弥补现场感的减损，在录制时可利用特写

镜头增强细节感，通过影视化拍摄手段加强对

角色独白等片段的情绪推进。

据介绍，截至今年3月，高清舞台艺术影像

放映已在我国69个城市落地，放映超过1万

场，累计观众约80余万人次。与会者表示，高

清舞台艺术影像跨越了时间和空间，其带来的

不仅是戏剧的无限可能性，更是中西文化交流

传播的无限可能。 （王觅 陈则旭）

本报讯 “北京舞蹈学院建校70周年70

部精品剧（节）目推介暨演出授权签约仪式”日

前在京举行。北京舞蹈学院党委书记巴图，党

委副书记、院长许锐，副院长惠彤、苏娅，来自

全国各地的15家院团代表，以及入选70部精

品剧（节）目库的作品编导代表等参加仪式。

在北京舞蹈学院建校 70 周年之际，为

深入推进中国特色世界一流舞蹈大学建设

进程，北舞特别策划此次活动，将70年来积

淀深厚、优中选优的70部中小型剧（节）目的

演出权授予与其有着友好合作关系、知名度

和美誉度较高的文艺院团、演出企业、演艺机

构等，推广办学成果及优质资源，旨在以历

经多年舞台检验、经久不衰的精品之作反哺社

会，为舞蹈艺术事业的繁荣与发展注入新的

活力。

此次授权活动特别选取 70部优秀舞蹈

作品，以北舞“百年百部”经典作品及建校

70年70部“中小型原创作品扶持计划”入库

作品为基础，包括36部中国古典舞作品、16

部中国民族民间舞作品、14部现当代作品、

2部芭蕾舞作品及 2部国际标准舞作品。巴

图表示，希望充分释放北舞“中国舞蹈作品

研创中心”这一战略引擎效能，扩大与一线院

团的合作，实现优质教育资源和演出资源的共

享循环。 （王觅 陈则旭）

本报讯 在巴黎奥运会举办之际，7月

23日，由河北博物院主办、中国文物交流中

心支持的“技耀燕赵——河北杂技文化图片

展”在法国欧洲时报（巴黎）文化中心开幕。此

次展览是河北博物院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走出去，扩大中华文化、河北文化国际影响力

的具体行动，也是向中法建交60周年暨中法

文化旅游年的献礼。

河北吴桥是中国杂技艺术的发祥地之

一，被誉为“杂技之乡”。吴桥杂技艺术浓缩了

中国人民智慧、勤劳、坚毅、乐观的民族性格，

凝聚着旺盛的生命力和不竭的创造力。此次

图片展聚焦中国悠久丰富的杂技文化，分为

“奇·技”“承·续”两个部分，采用中法两种文

字，图文并茂、翔实凝练地展示了中国燕赵大

地灿烂的历史文化以及精美的杂技艺术文

物，呈现了中国古代高超奇绝的杂技技巧，彰

显了杂技艺术的传承与创新。主办方表示，希

望通过此次展览，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

声音，为传承弘扬中华文化、促进文明交流互

鉴作出积极贡献。展览将持续至8月6日。

（王 觅）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保护消费者基金会秘

书长商泽军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24年7月25

日在北京逝世，享年58岁。

商泽军，中共党员。1981年开始发表作品。1998

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诗集《诗人毛泽东》《绿色

的祥云》《生命不再孤独》《听那钟声》《1998决战中

国》《孔繁森之歌》《保卫生命》《奥运中国》《国殇：诗

记汶川》《甲子中国》等。曾获团中央“五个一工程”

奖、解放军原总后勤部军事文学奖等。

伍立杨张瑞田书画作品在川展出

北舞创新举措加强精品推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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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泽军同志逝世

本报讯 7月20日，“青春过后，文学的

80代——《这不是则味咖啡馆》新书分享会”

在京举行。评论家白烨、兴安、赵依以及该书

作者杨则纬围绕活动主题展开对谈。

《这不是则味咖啡馆》是陕西青年作家杨

则纬创作的中短篇小说集，近期由作家出版

社出版。小说集由《花里》《这不是则味咖啡

馆》等9篇小说组成，多以女性情谊为主题，

书写了不同生活状态下女性的成长与改变。

与会者分析了该书的文本特色和思想价值，

并围绕“80后”作家、青春写作、文学中的时

间与空间等话题展开讨论。大家认为，杨则纬

是写作功底非常扎实的“80后”作家，她以坚

实的定力与踏实的步伐在文学写作道路上迈

进，其作品具有直击心灵的力量。

（王泓烨）

中国茅盾研究会举办2024年年会

河北杂技文化图片展亮相巴黎

《这不是则味咖啡馆》首发

本报讯 7月25日，由黑龙江省作协、齐

齐哈尔市委宣传部、齐齐哈尔市文联等单位主

办的“龙江之夏文学周——飞鹤·扎龙诗会”诗

歌品读会在黑龙江齐齐哈尔举行。齐齐哈尔

市作协主席赵秀华以及十余位诗人参加。此

次品读会是“第十三届飞鹤·扎龙诗会”的系列

活动之一，品读篇目均选自历届扎龙诗会获奖

作品中内涵丰富、特色鲜明的本土诗人作品，

艺术地再现了“鹤城”齐齐哈尔的红色历史和

大美风光。诗人们在分享交流中表示，要坚持

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扎根火热生活，努

力创作出反映壮阔新时代的文学精品。

据了解，中国（齐齐哈尔）扎龙诗会创办于

2012年，至今已举办13届，第8届起由黑龙江

省作协牵头主办。2024年更名为“飞鹤·扎龙

诗会”。

“飞鹤·扎龙诗会”诗歌品读会举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