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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 天 ，科 技 似 乎 变

得越来越“懂”你：打开

购物网站，近期想要购

买的货物都已被推荐到

首页；进入短视频平台，

一条紧跟一条推送的恰

好 是 你 喜 欢 的 视 频 内

容；就连新闻信息也依

着 你 的 兴 趣 送 抵 眼 前

……这一切，正是依靠

日渐成熟的算法技术得

以实现。

算法是人工智能技

术与大数据技术的关联

节 点 。 在 移 动 互 联 网

上 ，社 交 媒 介 、定 位 技

术、搜索引擎等给用户

日常生活提供极大便利

的同时，也实时生成和

储存着大量相关数据。

正 是 在 海 量 数 据 基 础

上，人工智能技术对用

户的兴趣偏好和需求进

行推断，描绘出不同的

用户画像，打上特性“标

签”，进而以此为依据，

进行精准的文化生产与

个性推送，实现数字文

化从生产、传播到接受

的全程个性化、精准化

定制。

从积极意义上说，

算法在不断迭代更新的

技术推动下，成为文化

领 域 供 给 侧 改 革 的 推

手。过去，文化供给对

受众文化层次、审美兴

趣和文化需求的差异了

解得不够，更多是从投

资方、创作者角度进行

生产，导致一些文化产

品并没有很好地对接受

众需求。

但如今，伴随互动

技术的普及与迭代，通

过参与式的文化互动，

人们可以充分表达自己

的文化需求。通过用户关注、订阅、浏览、点赞、评分、评

论、弹幕、转发、收藏等行为，产生关于文化产品接受的大

量数据。这些数据被各类信息平台视为重要资源，用以

描绘用户画像、分析行业趋势、进行投资决策。比如，影

视公司根据购票平台、评分网站的数据，规划新作品的题

材类型与演员搭配，提前埋好“话题梗”；短视频平台根据

用户的停留时间、观赏偏好、点赞评论，有针对性地向其

推荐相关内容；网络文学网站通过对用户订阅习惯的分

析，进行作品推荐，生成个性化页面。算法以“更懂用户”

的技术优势，不断进行业态创新和服务创新，助力文化领

域的供给侧改革。

作为一种新技术，算法还对缓解信息过载、提升数字

内容分发效率等发挥着积极作用。算法推荐技术帮助用

户筛选过滤，形成高匹配度的专属定制内容，降低了信息

选择的成本。

不过，由于算法建立在大数据采集基础上，技术的不

完善和人们使用的不规范，也给算法应用带来隐患。算

法基于用户过去行为来预测未来偏好，并以此为基础进

行内容生产和分发。如果过度依赖技术，以其为单一价

值维度，忽视文化创造的规律，那么算法在为用户打开兴

趣偏好大门时，也会屏蔽其他内容，让人们陷入同质化的

信息流。推荐服务越是精准“定制”、精准“喂养”，越容易

导致人们被封闭在同质化信息所建造的“茧房”中，使个

体对文化产品的自主选择日渐减退，不同兴趣的人们彼

此疏离，难以形成文化共识。

算法技术面临的这些问题并非不可解决，根本在于

对这些问题有充分的认识，并积极改进。要避免算法

技术对个人认知、群体交流以及文化生态带来的负面

影响，就要加强技术的价值重塑。文化企业要承担起

文 化 责 任 ，增 强 对 算 法 技 术 的 完 善 ，融 入 多 样 价 值 维

度，让更多样的文化内容能够被“看到”。对普通个体

受众而言，需要提高信息辨别力，发挥主观能动性，有

意识地强化文化选择的自主能力。完善算法技术，规

范算法应用，才能让科技更人性化地服务社会，让数字

文化生活更多彩、更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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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树理是一位始终“泡”在基层生活汁液

里的作家。他抓住一切机会体验群众生活

——乘火车坐硬座，住旅馆睡通铺，热炕头上

拉家常，干活和老乡们一样内行。《李有才板

话》就是赵树理在山西进行社会调研时采集到

的素材。他敏锐捕捉到减租减息给农村地区

带来的深刻变革，同时也不回避农民在迎接新

社会、走向新生活过程中斗争的曲折复杂。

自五四运动以来，中国作家一直朝着“文

艺的大众化”方向努力探索。1942 年毛泽东

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更是极大鼓

舞了作家为人民大众创作的热情。实现文艺

的大众化需要作家深入生活，了解人民熟悉

人民，不仅要在生活、工作上和群众打成一

片，而且要在思想感情上和群众打成一片。

赵树理正是这样，他把创作诚心诚意当作革

命工作，当作“解民忧、纾民困”的工作去做。

所以《李有才板话》这部作品一问世，就

成为抗日根据地宣传和推行土地政策的生动

材料，成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对敌斗争的

有力武器。

在文学上，赵树理用老百姓耳熟能详的

语言创造出自己独特的写作风格：诙谐生动、

清新刚健、泥土味浓、故事性强、人物性格鲜

明、细节描写逼真、表现形式活泼。每一篇作

品、每一个人物、每一句话，都像刚刚从生活

的池塘里捞出的鱼、采出的菱、掏出的藕一

般，鲜嫩嫩、活溜溜的！识字的可以看得懂，

不 识 字 的 也 能 听 得 懂 ，并 且 一 看 一 听 就 入

迷。赵树理的作品也成为“山药蛋派”文学的

典范。

在《李有才板话》中，赵树理以喜剧化的

人物形象和幽默风趣的语言特质，给读者以

畅快淋漓的阅读体验，吸引读者进入到那个

时代的生活中。李有才爱讲笑话，会编“圪溜

嘴”（快板），生活虽清苦，但“有才好像一炉

火”，团结贫苦的农民，他的破窑洞也成为大

家聚在一起、充满欢乐的地方。同时李有才

有 着 冷 静 的 头 脑 ，对 农 村 现 实 了 解 得 很 清

楚，有斗争意识。“快板”是小说故事演绎和

情节推进的重要载体，更是李有才团结群众

打击地主的武器，他们一次次地同地主进行

“智斗”，并取得胜利。有说有唱、夹叙夹议、

生动活泼的快板诗，同在斗争中成长起来的

新一代农民形象相互辉映。这些农民除了

具有敦厚、善良的美好品质，还敢于与剥削

人民的地主作斗争，不向恶势力低头。他们

展现出来的新的精神面貌，也成为时代风貌

的生动写照。

不仅是《李有才板话》，包括《小二黑结

婚》《李家庄的变迁》《三里湾》在内的一系列

创作，赵树理都始终追求“老百姓喜欢看、现

实中起作用”的目标。对赵树理来说，这不仅

是一种追求，更是一种情结，因为在他的心中

劳苦大众、普通百姓是最重要的。

当长篇小说《三里湾》行将完稿之际，赵

树理婉言谢绝了好几家大出版社，把稿子送

到一家规模较小的通俗文艺出版社。为什么

不选名气大、稿酬高的出版社呢？赵树理说：

“我不管这些，我只知道这个小出版社是专门

面向广大群众的。至于稿酬高低，那更无所

谓，我倒是希望给我的稿酬再低一些。因为

稿酬低了，书的成本就低了，定价也就相应的

便宜了，这样一来，不就减轻了群众购书的经

济负担么！”

这就是赵树理。他在文学与大众之间搭

起了连心桥。评价一个作家的价值离不开一

把尺子，那就是人民。只有和人民在一起，才

能经得起时间考验，文学之树才能长青。这

也正是我们今天重读赵树理的启示与意义。

期待反映这个时代的优秀作品不断涌现，为

后人留下新时代的经典。

文学之树何以长青
艾 斐

我认识赵树理是在 1951 年的秋天。当时

赵树理任中国曲艺改进会筹备委员会副主任

委员，已经是赫赫有名的大作家。我只是一

名年轻的工作人员，但他非常诚恳谦虚，对我

没有一点架子。当我谈起《小二黑结婚》《李

有才板话》等农村题材作品多么精彩时，他谦

逊地说：“我对农村有感情，也真想写点合乎

老百姓口味、又对他们有帮助的东西，可是，

这不容易啊！我做得还很不够，我的才能还

不高。”而后提及民间文艺，特别是农村说书

唱戏的情况，他兴致高了起来，时而双手敲打

桌子，时而手舞足蹈，毫无顾忌地唱起了上党

鼓书和上党梆子，在场的人都乐得前仰后合。

后来，我在北京市文联、中国曲艺研究

会、中国曲艺工作者协会工作，和赵树理接触

得多了，也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他对党和

人民的忠诚、严肃的创作态度、勤奋刻苦的学

习和工作精神，以及朴实谦和的作风，都给我

留下深刻印象。

新鲜、健康、简朴，解放区
文艺的代表之作

在赵树理创作《李有才板话》之前，太行

山区正掀起声势浩大的第三次减租减息的高

潮。赵树理下乡，本担有检查减租减息进度

的任务。但他在调研中发现地方上一些青年

工作人员不谙农事，不了解农村的实际情况，

也没有深入群众调查研究，以致一些好政策

在落实过程中受到影响。就像赵树理说的那

样：“我在做群众工作的过程中，遇到了非解

决不可而又不是轻易能解决的问题，往往就

变成所要写的主题。”于是，便有了这部《李有

才板话》。

《李有才板话》通过山西农村一个叫阎家

山的地方改选村政权和实行减租减息的故

事，反映抗战时期敌后根据地农民的实际状

况和真实心声。小说不仅讲活了减租减息的

土地政策，而且深刻阐释了农村革命干部只

有坚持群众路线，依靠群众发动群众，让党的

正确路线、政策与广大农民真正结合在一起，

才能解放农民，团结更多革命力量。

茅盾曾经这样评价《李有才板话》构思的

精巧，特别是对快板这一新鲜手法的匠心运

用：“在若干需要描写的地方（背景或人物），

作者往往用了一段‘快板’，简洁、有力而多风

趣”“我们试一猜想，当这篇小说在农民群众

中朗诵的时候，这些‘快板’对于听众情绪上

将发生如何强烈的感应”。郭沫若看完小说

后也赞叹不已：“我完全陶醉了，被那新鲜、健

康、简朴的内容与手法；这儿有新的天地，新

的人物，新的意义，新的作风，新的文化，谁读

了我相信都会感着兴趣的。”

《李有才板话》甫一问世，就成为解放区

文艺的代表之作。小说单行本连出三版都很

快销售一空，买不到的人到处借阅，争相传

诵。有人说这部作品给文艺界注进新的血

液，也有人说读过这部作品之后，对解放区团

结协作的幸福生活更加向往。小说在报纸上

连载后，有读者给报社写信：“像这样优秀的

文艺作品，如果能广泛散发，深入农村，将起

到更大作用。”在后来的整风学习以及更大范

围的减租减息、土地改革中，《李有才板话》成

了干部必读的参考材料。干部们不但自己学

习，还把它念给农民听，反响异常热烈。农民

群众一边听得乐不可支、哄堂大笑，一边联系

实际，“对号入座”，参照小说中的工作方法来

解决本村的实际问题。

“一定要拿起笔来就想到
这是为谁写的”

《李有才板话》受到欢迎，很大程度上要

归功于赵树理的“群众路线”。

赵树理是山西晋城沁水县人，来自一个

贫苦的农民家庭。他有丰富的农村生活经

验，深切懂得农民的甘苦和情感。尽管后来

到了北京，担任多个文艺团体的重要职务，但

他依然保持着农民儿子的本色。

在 20 世纪 50 年代，赵树理是作品发行量

最大、稿酬最多的作家之一。但除了家庭生

活等必要开支，他把绝大部分钱都用于支援

农村建设和缴纳党费。平日里赵树理经常披

一件从太行山带来的破旧棉大衣，喝廉价的

砖茶，和赶大车、蹬三轮的老哥们挤在一起，

来一碗浇着香油、辣椒油、芝麻酱的老豆腐，

吃得津津有味，聊得心满意足。有一次，赵树

理因为工作生活需要，想去买块手表。他到

商店里一看价钱，连忙摆手：“够农民买五头

驴啦！”后来总算在天桥的旧货摊上淘到了一

块便宜表，赵树理将其命名为“三勤牌”，因为

它必须勤上弦、勤对点、勤修理。这只表陪伴

了赵树理多年。

赵树理说过：“我们的文艺是为人民大众

服务的，要服务得好，一定要拿起笔来就想到

这是为谁写的，让人喜欢读、喜欢听，对人民

大众有好处。”他特别注重文艺对农民精神世

界的影响：“写小说和说书唱戏一样，都是劝

人的，要劝对，而且要使人愿意听你劝。”因为

熟悉农村农民，他笔下的农民形象生动鲜活，

通过人物自身的语言、行动，三言两语、举手

投足间，就让人觉得真实可感——“他笔下的

农民是道地的农民，不是穿上农民服装的知

识分子”。赵树理既懂得农民的心理和感受，

又了解农民的审美情趣和阅读水平。为了让

老百姓更好地理解作品，赵树理尽量挑选农

民能听懂的语言。凡是老百姓不常用的词

句，他在写作时就尽量避免。用他自己的话

来说，就是要用“活在群众口头上的语言”。

有人说赵树理是个“土作家”，不懂外国

的艺术。这是误解。赵树理不仅读过不少外

国文艺作品，而且对照中国小说的写法做了

比较研究。他多次和我说，某某人物、某某场

面，照西洋小说的写法是如何，照中国小说的

写法又是如何。他认为，我们对外国的东西

要学习、借鉴，但不能简单模仿，要化为己有，

要“中国化”。

让新文艺与民族民间文
艺的传统相衔接

“阎家山，翻天地，群众会，大胜利。老恒

元，泄了气，退租退款又退地。刘广聚，大舞弊，

犯了罪，没人替。全村人，很得意，再也不受冤

枉气，从村里，到野地，到处唱起‘干梆戏’。”

在《李有才板话》的结尾处，李有才应工农

干部老杨同志的请求，为当地农民与地主阎恒

元展开的斗争编了首快板。通过这首朗朗上

口、活泼生动的快板，农民重获土地的喜悦之

情扑面而来，土地政策给阎家山带来的深刻变

化，也传神地表达出来。

《李有才板话》的成功和赵树理对民间文

艺营养的吸收转化有很大关系。赵树理对我

国民族民间文艺，尤其是对农村中长期流传、

为广大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曲艺和戏曲艺术

有着深厚的感情。他常以《三国演义》《水浒

传》等古典小说和同名的说书、大鼓作比较，

阐发二者的密切关系和曲艺艺术成就，希望

我们的新文艺更好地与我国民族民间文艺的

优良传统衔接起来。

赵 树 理 在 担 任 新 中 国 第 一 个 曲 艺 刊 物

《说说唱唱》主编时，收到过一篇业余作者的

来稿。文中有许多错别字，有些地方画了一

些符号，谁都认不出。有同志看过后打算退

稿，但赵树理一字一句费力地看完稿子，觉得

虽然有些地方粗糙，但内容充实、语言生动、

乡土气很浓。经过他仔细的编辑修改，文章

在刊物上发表，引起很大反响。之后赵树理

还给作者写了一封长信，指出文章的优长和

不足，并列了一大串书名，鼓励这位作者深入

阅读、继续写作。这位“业余文学爱好者”就

是后来创作出《淮河边上的儿女》《风雷》等长

篇小说，担任过中国作家协会顾问和安徽省

文联名誉主席的作家陈登科。

赵树理不止一次地叮嘱编辑，一定要满

腔热情地对待工农兵出身的业余作者。他们

文化水平低，但熟悉生活，有真情实感，语言

生动，在曲艺创作上很有优势。对他们的来

稿要仔细提出修改意见，帮助他们提高思想

文化水平和写作能力，千万不要嫌他们文化

水平低，挫伤他们的积极性，要知道未来好的

作家可能在这些作者中间产生。于是，认真

对待来稿、热情对待作者、注重发现新人新

作，成了《说说唱唱》编辑部的优良传统。

今年我已经 92 岁了，依然笔耕不辍，经常

写一些曲艺界过去的事、过去的人，在这个过

程中经常会想到赵树理。赵树理讲的“曲艺

是普及的艺术，也是高级的艺术”，影响着包

括我在内几代曲艺工作者的成长。赵树理坚

守的“对人民有益，受群众欢迎”的创作原则，

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宝贵经验。

（作者为中国文联荣誉委员、中国曲艺

家协会名誉主席，本报记者任飞帆根据采访

和资料整理）

《李有才板话》——

对人民有益 受群众欢迎
罗 扬 完善算法技术，规范算法应用，才

能让科技更人性化地服务社会，让数字
文化生活更多彩、更美好



图①为作家赵树理。图②为美术

家罗工柳为《李有才板话》创作的木刻

插图，曾与小说一起在 1946 年延安《解

放日报》上连载。图③为人民文学出版

社出版的《李有才板话》封面。

制图：赵偲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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