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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羊群里的孩子》以

儿 童 视 角 书 写 乡 村 生 活 变

迁，生动反映了脱贫攻坚的

伟大成就。

作品将目光聚焦在一群

生 长 在 高 山 之 巅 的 孩 子 身

上。随着精准扶贫工作的开

展，孩子们的生活得到改善，

精神也得以蜕变，成长为更

加自强和自信的少年。作品

双线并进，虚实结合，明线写

男孩惹科的生活故事，讲他

如何帮助小羊寻找失主，暗

线铺陈脱贫攻坚工作进展，

描写山区从没有路、没有水、

没有电到渐渐步入幸福生活

的变化。作品从有趣的小故

事着手，反映脱贫攻坚的大

主题。

主题明确了，还需要通

过精彩的故事呈现，给读者

留下深刻印象。《羊群里的孩

子》以小见大、充满悬念，故

事结构富有新意。比如故事

开头，惹科放羊归来时，爷爷

发现羊群的数目不对。常规

的 思 路 应 该 是 羊 儿 少 了 一

只 ，但 作 者 不 这 么 写 ，不 是

“ 少 ”了 ，而 是“ 多 ”了 一 只

——在这让人意想不到的情

节吸引下，小读者跟随惹科

和小羊寻遍家乡的宝尔阿木

山，在一次次“冒险”中感受

着家乡生活的变化。“多一只

羊”的谜题一以贯之，给阅读

带 来 持 续 的 新 鲜 感 和 期 待

感，反映出作者构思故事的

功力。

《羊群里的孩子》散文式

的文笔充满了童趣和诗意。

作者细密精巧的笔触和充满

想象力的文字直抵人心。比

如 ，书 中 这 样 写 山 上 缺 水 ：

“水来得多不容易，喝一口到

嘴里要分三次咽下去……人

们流下的汗水不珍贵，可背

回 来 的 每 一 滴 水 都 要 省 着

用。”书中还这样写村里黄昏

时的景色：“日落前的最后一

抹亮光在房梁上还没玩够，

被太阳温柔地揽进了怀里。

村子渐渐调低了音量，鸡默

默回了窝，羊闹哄哄进了圈，

猪 把 自 己 完 全 摊 在 地 上 躺

着，牛半眯着眼睛想心事，马

站在棚里看风景……”孩子眼中的万物就是这样充满灵性，

用这样的文字来写乡村，让作品充满着温情与暖意。

《羊群里的孩子》以一个孩子的童真视野反映脱贫攻

坚，许多饶有趣味的画面让人印象深刻。比如，在讲述当地

人养殖增收的故事时，作品刻画了一个剪羊毛的细节。小

羊不配合剪毛，这时惹科是怎么做的？他坐下来安慰陪伴

小羊，还要和小羊一起“理发”，给它做一个榜样。“嚓嚓嚓”，

一边是奶奶为惹科剪头发的声音，一边是爷爷为小羊剪毛

的声音。惹科和小羊一起“理发”的温馨画面，将孩子眼中

的家乡创业故事自然而然地展现出来。

作品身临其境地写出了扶贫事业对孩子生活的真切影

响。比如没有路的时候，把牲口赶出去卖，要三天才能回

来；修了路，路面那么平整那么干净，让孩子们想“躺上去打

个滚儿，一下子滚到山下的学校去”。没有通信网络，只能

眼巴巴等着姐姐的来信；脱贫后收入提高了，买了手机，随

时能和姐姐视频通话……鲜活可信的生活细节，将扶贫事

业带来的变化一一呈现，并因孩子天真烂漫的理解令人印

象深刻。更重要的是，孩子们眼睛里渐渐闪烁着对未来充

满憧憬的光芒——让每一个孩子都能有一个更加光明美好

的未来，这正是扶贫事业更深远的意义！

为时代巨变留下文学记忆，《羊群里的孩子》为我们唱

响了一曲脱贫攻坚事业的童声赞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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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开各大互联网视频平台，很容易就能

在视频播放页面找到“倍速播放”选项。倍速

播放指在不改变原视频基本制式的基础上，

由用户自行选择加速或者减速的播放行为。

调查显示，在 18—40 岁年龄段的受访者中，使

用倍速观看视频的网友接近七成，倍速播放

已经成为年轻观众网络追剧的“标配”。这一

收视行为不仅体现当下年轻观众的审美需求

和文艺接受特点，也折射出媒介发展对艺术

创新的技术驱动。

回顾历史不难发现，技术升级和媒介迭

代一直影响着人们的感知方式，同时也改变

着文艺作品的创作模式、表现形式和欣赏习

惯。在移动互联网时代，急剧膨胀的信息体

量、持续加快的信息更新速度，让观众逐渐

养 成 求 新 求 快 的 习 惯 ，倾 向 于 快 速 捕 获 信

息，快速得到审美满足。当下文化产品的极

大丰富，也给观众更多选择空间。倍速观看

使观众能够迅速了解故事设定、人物形象、

作品风格，形成对作品的初步感知和判断，

既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审美需求，又节省了

宝贵时间。

不过，观众对影视作品进行倍速播放是

有选择的。“为什么年轻人看剧用倍速”话题

曾经登上微博热搜。倍速播放不仅能够让

观众在有限时间里快速了解热门影视剧，而

且对白和音乐的轻微“变形”也会营造出陌

生 感 和 新 鲜 感 ，让 观 众 觉 得 更 加 有 趣 。 不

过，当面对品质好剧时，观众不但不会选择

“ 加 速 ”，反 而 会 再 次 或 多 次 观 看 。 作 品 中

那 些 意 蕴 丰 富 的 视 听 语 言 、饱 含 深 情 的 台

词 、直 击 人 心 的 表 演 以 及 精 心 设 计 的 细 节

交相辉映，形成强烈的感染力，让观众一再

品味。

可以说，倍速播放显示出观众艺术欣赏

的个性化需求，而流媒体技术为这种个性化

提供了调试和选择的可能。在新媒体终端尚

未普及时，录像机、VCD 机或 DVD 机播放已

经具备了快进或快退的功能，但彼时的倍速

播放操作并不便利，观赏效果也不甚理想，很

难形成潮流。随着互联网技术的不断发展，

传输速度不断提高，上网看剧越来越便捷，倍

速播放的实现也越来越容易。

人们在视频网站观看文艺作品时，什么

作品常被“倍速”、哪些环节容易被“倍速”等

信息，都会被精准捕捉并反馈给播放平台，成

为内容分析、产品定位的参考数据。在这个

意义上说，倍速播放还能反哺艺术创作，促进

艺术品质的提升和艺术表现的优化，激发艺

术形式的调整升级。为了适配当下人们的收

看习惯，一些视频网站和制作团队不断进行

尝试，探索适应新媒介的艺术表现形式，比如

有的播放平台将时长两三个小时的故事切割

成若干短小精悍的单元，对剧作结构进行不

同于传统影视长片的重新剪辑，让观众可以

一览剧作精华。

在媒介革新过程中，创作者为赢回“播放

时间”、赢得观众做出了各类有益尝试。相信

只要坚守价值立场、尊重艺术规律，视听艺术

将在与观众的良性互动中不断“进化”，新型

艺术或将由此诞生，满足人们不断变化的精

神文化需求。

探索适应新媒介的艺术表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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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从有趣的小故事着手，反映
脱贫攻坚的大主题，为时代巨变留下
文学记忆

厚植文化沃土

王旭东（故宫博物院院长）

习近平总书记在“七一”重要讲话中强

调：“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

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

合，用马克思主义观察时代、把握时代、引领

时 代 ，继 续 发 展 当 代 中 国 马 克 思 主 义 、21
世纪马克思主义！”这一重要论述深深触动

着我，让曾长期从事敦煌文物保护事业、现

在担任故宫文物守护者的我，既感使命光

荣，又感责任重大。

敦煌石窟和故宫都是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的杰出代表。古代陆上丝绸之路的繁荣

发展，促进了东西方文明的交流，催生了敦

煌莫高窟持续千年的营造，使其成为世界上

现存规模最大、延续时间最长、内容最丰富、

保存最完整的佛教艺术宝库，见证了多元文

明的交流荟萃，彰显着中华文化海纳百川、

开放包容的胸襟气度，是世界文明长河中的

一颗璀璨明珠。故宫作为明清时期的皇家

宫殿，是世界上保存最完整、规模最大的木

结构宫殿建筑群，加上其中保存的 186 万件

（套）馆藏文物，承载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精粹，是古代劳动人民的智慧创造，展现了

不同地域和不同民族间文化的融合，体现了

不同历史时期中华文明同世界其他文明的

交流互鉴。

有机会服务于这两大世界文化遗产的

保护研究与传承，我深感荣幸，也深刻认识

到，这两处世界文化遗产蕴含着中华民族源

远流长的哲学思想、人文精神、价值理念、道

德规范等；彰显着中华民族博采众长的文化

胸怀和文化自信，是持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

国化，推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文

化资源。保护和传承好敦煌与故宫承载的

优秀文化大有可为。

新 的 征 程 上 ，我 们 要 坚 决 响 应 习 近 平

总书记和党中央号召，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真实完整

保护传承文物和非物质文化遗产，深入挖

掘和传播故宫及其丰富馆藏文物所蕴含的

独特的中华文化价值，为发展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厚植文化沃土。

要深入落实“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

利用、加强管理”的文物工作方针，以“平安

故宫、学术故宫、数字故宫、活力故宫”建设

为支撑，将故宫建设成国际一流博物馆、世

界文化遗产保护的典范、文化和旅游融合的

引领者、文明交流互鉴的中华文化会客厅，

不断提升中华文化向心力，为铸牢中华民

族共同体意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

力量。

砥砺奋进力量

廖昌永（上海音乐学院院长）

刚结束大型情景史诗《伟大征程》的演

出，我就连夜赶回上海。7 月 1 日一早，上海

音乐学院全体师生共同观看了庆祝中国共

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电视直播。习近平

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为我们上了一堂深

刻、生动的党史学习教育课，令所有师生倍

感振奋和鼓舞。

在天安门城楼上，习近平总书记庄严宣

告：“我们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在中

华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听到这

里，我心潮澎湃。我来自四川省成都市郫县

的一个乡村，真真切切地感受到这些年家乡

发生的巨大变化。以前我上学时要走沟沟

坎坎的小路，骑自行车要 2 个多小时，而现在

乘 坐 高 铁 半 个 小 时 就 可 以 从 成 都 直 达 我

家。家乡人民过上了温饱不愁的好日子，

“脱贫路上一个也不能少”，中国共产党兑现

了庄严承诺！

我从一个来自农村的小伙子，成长为活

跃在国内国际舞台上的歌唱家，深刻体会到

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取得的令人

瞩目的成就。回望党的百年历史，漫漫征程

中，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书写了中

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让每一

位中国人倍感自豪。在《伟大征程》最后的

大合唱《领航》中，歌曲高潮处“伟大的中国

共产党”唱出了所有人的心声。伴随着全场

潮水般的掌声，每个演员都倾尽全力，把自

己对中国共产党的热爱融入歌声。

艺术对人们精神有着极大的振奋和鼓

舞作用。这几年，我参与了歌剧《贺绿汀》

《党的女儿》等文艺作品的创排，在塑造这些

优秀共产党员人物形象的同时，深深被他们

无私无畏的革命精神所打动，就像《党的女

儿》中我所扮演的角色七叔公所唱的那样

“天大的重任我来挑”。我希望通过自己的

艺术演绎，把共产党人的精神力量传递给更

多观众，这是文艺工作者的责任和使命。

历史川流不息，精神代代相传。作为教

育工作者，我们不仅要传播知识，也要传承

精神。去年，我们学校重新创排了合唱《长

征组歌》，邀请党史专家讲述歌曲背后的历

史细节，同时走进长三角多个城市进行演

出。在红军长征胜利 80 多年后，这群青年人

在排演中与革命前辈完成了一场跨越时空

的精神对话，让红色基因融入血脉，以红色

精神砥砺奋进力量。

一百年来，一代又一代文艺工作者倾情

投 入 ，为 党 和 人 民 事 业 提 供 强 大 精 神 鼓

舞。今天的我们要发扬光荣传统、赓续红

色血脉，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凝聚磅

礴力量。

把使命写进青春

王俊凯（青年演员）

“未来属于青年，希望寄予青年”这句

话，让我感觉重任在肩。小时候，从历史课

本中，从长辈的讲述中，我了解了许多英雄

的故事。革命前辈用热血写就青春，我们的

幸福生活成为他们奋斗的“续集”。而今，我

们年轻一代更当自强，把使命写进青春，以

青春之我奉献青春之力量。

我有幸参演《伟大征程》文艺演出，这是

一次难忘的经历。我演唱的歌曲《与我同

行》，歌唱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歌词“你是

行路人，我也是行路人”令人印象深刻。人

们把改革开放比作“春天”，这首歌也充满了

朝气蓬勃的青春气息。现场青春灵动的舞

美设计仿佛展开了一幅美好画卷，就像我们

日新月异的生活。每一次演唱，我都充满自

豪。令我难忘的是，每名演职人员都带着对

百年辉煌的敬仰，用心用情用功完成每一次

排演，带领观众回溯百年历史，领略光辉时

刻。这对我来说，不仅是一次难得的演出机

会，更是一次宝贵的精神洗礼。洋溢着奋斗

力量的时代，让我有一种与历史对话的荣誉

感、肩负责任的使命感。

同 样 带 着 这 份 使 命 感 ，我 参 演 了 电 影

《1921》，在其中饰演革命烈士邓恩铭。成长

于和平年代的我，不曾亲历百年前的波澜壮

阔，但是我通过阅读相关史料，走进角色内

心世界。为了表现好邓恩铭被捕后的英勇

与壮烈，寻找人物塑造的内心依据，我在脑

海里一遍遍感知前辈们为革命甘愿牺牲一

切的伟大精神。我想，邓恩铭越是经历着身

体上的剧痛，内心一定愈加坚定，这就是信

仰的力量。只有带着敬畏去感知，才能将革

命前辈英勇无畏、信念坚定、热情乐观、朝气

蓬勃的青春本色呈现在大银幕上。

过去那些生动感人的英雄故事，激励了

无数青年。如今，作为青年演员，参与党史

主题文艺创作，传承伟大精神，是我莫大荣

幸和义不容辞的责任。我将不断历练自己，

时刻鞭策自己，增强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

底气，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不负党和人民的

殷切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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凝心聚力 书写伟大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