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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文联十一大、中国作协十大开幕式上，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

要讲话，指出：“广大文艺工作者要增强文化自觉、坚定文化自信，以强

烈的历史主动精神，积极投身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坚持为人民服

务、为社会主义服务方向，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坚持创造性转

化、创新性发展，聚焦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的使命任

务，在培根铸魂上展现新担当，在守正创新上实现新作为，在明德修身

上焕发新风貌，用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文化创造，展示中国文艺新气

象，铸就中华文化新辉煌，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强大的价值引导力、文化凝聚力、精神推动力。”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既对文艺工作者提出了殷切期望，也为文艺

事业指明了前进方向。

近几年来，广大文学工作者凝神聚力，务实笃行，在深入生活、扎根

人民的过程中，紧跟时代步伐，把握社会脉动，创作出一批又一批品质

精良的文学作品，塑造出一个又一个光彩夺目的人物形象，为时代和人

民放歌。

贴近现实，反映时代新气象

近几年来，广大文学工作者把握社会发展和人民奋进的历史进程，

描绘社会生活新变化，反映人民开拓奋进的精神新风貌，以饱含时代气

象的作品，振奋民族精神。

改革开放推动中国发生了深刻而巨大的变革。改革开放 40 周年

前后，在报告文学和长篇小说创作中，与改革开放有关的力作相继推

出。报告文学方面，宁肯的《中关村笔记》，通过书写伴随着改革开放进

程而崛起的中关村发展史略，生动表现了科技工作者经由“科技梦”实

现“中国梦”的不懈追求；何建明的《浦东史诗》，涉笔浦东开发的决策内

幕，讲述了开发开放的艰难过程和辉煌业绩，深度揭示了我国持续改革

开放的新进展与新成就。还有叙说民营经济在改革开放中发展壮大的

《大风歌》（唐明华），反映浙江省长兴县结合实际大胆变革、使经济和社

会发展面貌一新的《最好的时代》（李朝全），聚焦深圳新兴科技企业、表

现中国民营科技企业创业经历和创新精神的《为什么是深圳》（陈启文）

等。这些作品既真切描写了各个领域的弄潮儿“敢为天下先”的创新追

求，也由其奋进历程和成功壮举，折射出改革开放对于奋进者的襄助与

激励。

与党的革命史和新中国发展史有关的写作，一直都是文学创作中

的重大题材与重要主题，由此也产生了不少有分量有影响的作品。今

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在党的百年奋斗历程中，我们党形成了

伟大建党精神，构建起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这是党和人民的重

要精神财富，是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也是文学创作取之

不尽、用之不竭的资源。在庆祝建党百年之际，与党的革命史和新中国

发展史以及伟大建党精神、党的精神谱系有关的写作，成为引人瞩目的

热点。报告文学方面，有以事件为主的何建明的《革命者》《雨花台》、丁

晓平的《红船启航》、余艳的《守望初心》、铁流的《靠山》、徐剑的《大国重

器》等，有以人物为主的高建国的《大河初心》、杨黎光的《脚印——人民

英雄麦贤得》、王宏甲的《中国天眼：南仁东传》、钟法权的《张富清传》、

熊育群的《钟南山：苍生在上》等。这些作品无不凸显了伟大建党精神

和党的精神谱系中的重要元素。而长篇小说方面，朱秀海的《远去的白

马》、季宇的《群山呼啸》等，则在依托历史事实的基础上，通过故事的营

构和人物命运的刻画，使红色故事别具精神内涵与艺术魅力。

深入生活，记录人民奋斗史

近几年来，广大文学工作者把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作为创作的必修

课，在“读懂社会，读透社会”上狠下功夫。这些积累与历练，使得作家

们阅读生活的能力显著提升，文学创作中现实题材强劲发展，抒写人民

新生活成为其中激流喷涌的主潮。

2021 年 2 月，习近平总书记宣告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

利。这一历史性决战，理所当然成为这几年来文学创作的重点题材和

重要主题。中国作协和各地作协组织作家开展主题创作活动，许多作

家深入脱贫攻坚一线感受生活、搜集素材。以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为

主题的文学作品，构成近几年来文学叙事中的强音。这当中，报告文学

反应更快捷，作品也更多样。有以大量的实地采访反映脱贫攻坚在贫

困地区节节推进的《乡村国是》（纪红建），有描述精准扶贫的典型经验

和示范作用及其带动一个地区整体脱贫的《山海闽东》（许晨）、《金青

稞》（徐剑）、《出泥淖记》（任林举），有以生动的故事讲述偏远贫困的村

子 脱 贫 致

富发生历史性

变 革 的《悬 崖 村》

（阿克鸠射）、《十八洞

村 的 十 八 个 故 事》（李

迪）。 还 有 如《奋 斗 与 辉 煌

—— 广 东 小 康 叙 事》（张 培 忠

等）、《向时代报告：中国全面小康江

苏样本》（章剑华等），把脱贫攻坚、全

面小康与乡村振兴连接起来，写出了农

民生活的全新改变，城乡联动的整体发展。

长篇小说方面，作家们在充分深入现

实和感受生活的基础上，把火热的现实生活

化为超拔的艺术想象，创作出以脱贫攻坚为主

线的长篇新作，并以鲜活的故事、生动的人物，在

众多长篇小说中分外引人注目。如关仁山的《金谷

银山》、赵德发的《经山海》、老藤的《战国红》、陈毅达

的《海边春秋》、王松的《暖夏》等。

在现实题材创作中，近几年来的长篇小说还有一个

可喜现象，即普通人的性情与命运得到了用心关注和有

力书写。其中值得注意的，有迟子建的《烟火漫卷》、任晓

雯的《好人宋没用》、梁鸿的《梁光正的光》等。这些作品以

各有光色的故事书写了“小人物”们在艰难境遇和坎坷命运

中的坚韧与担当，让人们由平凡人物的不凡故事，看到他们在

生活中的艰难成长，在人生中的默默奉献。

努力创新，追求文学高品质

近几年来，创作优质作品，打造文学精品，已经成为作家艺术

家们的自觉意识和主动追求。整体的文学创作，不但在数量上有

增加，品质上也获得大幅提升，精品力作不断涌现，文艺创作进一

步繁荣。

长篇小说创作领域，茅盾文学奖往往被格外看重。在当下每年

近万部长篇小说产量的情况下，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几近万里挑

一。于 2019 年 8 月评出的第十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大都集中创

作于 2017 年和 2018 年，这也从一个方面表明，近几年的长篇小说，

由于作家们在艺术创作方面的用心和用力，水准在不断攀升。徐怀

中的《牵风记》，以一个小女兵的视角撩开严酷战争的帷幕，让人们

看到了别样的战地风情，也使军旅文学呈现出独特的美学风貌。梁

晓声的《人世间》，运用了自己丰厚的生活积累，倾注了饱满激情，以

普通人的生活变化和心理变迁，揭示了时代命运与个人命运的内

在关联。李洱的《应物兄》，借鉴“经史子集”的叙事方式，记叙了形

形色色的人物，并以其独特的思辨性，构成了对于一个时代人们精

神世界的细切揭示。陈彦的《主角》，由一个秦腔名伶的人生成长

与事业沉浮，表现了一个剧种的盛衰，也折射了一个时代的变

迁。徐则臣的《北上》，以历史与当下两条线索，讲述了发生在京

杭大运河之上几个家族之间的百年“秘史”，探悉了大运河对于

中国社会方方面面的重要影响。在这些作品之外，还有一批优

秀之作，如阿来的《云中记》等，共同构成了近几年长篇小说创

作的旖旎风光。人们一般认为，长篇小说是一个作家创作成

就的主要标尺，也成为衡估一个时代文学成就的重要标志。

近年来，文学界出现了一种改稿会的新现象，这也是

提升文学品质的新举措。作家写出作品初稿后，有关部

门组织评论家、编辑阅读，以小型改稿会或提供修改意

见的方式，提前介入作品的写作与修改，以提升作品质

量。如纪红建的报告文学《乡村国是》、赵德发的长篇

小说《经山海》、陈毅达的长篇小说《海边春秋》等，

都是在初步完成写作之后，由相关部门举办小型

改 稿 会 ，使 作 品 进 一 步 补 短 扬 长 进 而 更 加 完

善 。 这 些 作 品 经 过 评 论 家 、编 辑 的 献 策 和 各

方面的打磨，显著提升了艺术质量，有的还

获得了重要奖项。这些都表明，文学工作

者在追求作品质量方面，更乐于主动地

全 方 位 吸 收 各 方 面“ 营 养 ”，乐 于 花

费 更 多 时 间 精 心 打 磨 ，孜 孜 以 求

完 善 作 品 ，这 也 令 人 们 对 于 文

学的高质量发展充满信心，

满怀期待。

（作者为中国社会

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研究员）

文学创作—

为时代和人民放歌
白 烨

《人世间》写的是百姓生活，它将励志色彩潜隐在作品

当中，写人物、写人心，对当下青年读者具有教科书般的意

义。同时，《人世间》不是以人物情节大开大阖、跌宕起伏取

胜，它像一条小溪，缓慢地沁入我们的心田，让读者看到近

半个世纪间中国社会究竟发生了什么，让我们感受到普通

人生活和命运的巨变。

——孟繁华

《人世间》（梁晓声著）

刘邓大军千里挺进大别山，揭开了解放战争由战略防

御转入战略进攻的序幕。作者是挺进大别山行动的参与

者，小说中每个人、每个故事特别是细节，都有很强的历史

真实性。吸引人阅读的，不仅是《牵风记》的内容，还有它优

美的文字，全书都是诗一般的语言。

——陆文虎

《牵风记》（徐怀中著）

关于运河，徐则臣用《北上》这一部从根本上说

是他写个人经验的长篇小说，给了我们可以闻、可

以看、可以用手触摸的运河史以及这个运河史所折

射出来的一段中国史。

——曹文轩

《北上》（徐则臣著）

作者在创作时力求写出别样的味道来，也

就是要写出一种历史感、现场感，因此小说注重

从历史的纵深度和历史的厚度来谋篇布局，让

读者感受到我们今天正在经历的和正在发生的

一切都能在历史上听到回响，都是历史的回声。

——李朝全

《经山海》（赵德发著）

这 部 作 品 回 应 了 我 们 这 个 时 代 一 些 重 要

的、紧迫的召唤和要求，同时对于我们的文学，

对于我们的长篇小说，在这个时代，如何塑造新

人，如何反映新时代的社会生活，如何反映新时

代的改革进程和时代风貌，都做出了非常重要

的阐明，值得我们的出版界、评论界给予重视。

——李敬泽

《海边春秋》（陈毅达著）

《革命者》中塑造的早期革命者的血肉丰满的形象，和

作家在写作中所注入的那股让人荡气回肠的力量，使我深

受吸引和鼓舞，它的价值将会随着时间的沉淀而得到最好

的诠释。

——何向阳

《革命者》（何建明著）

这是一部鲜活感人的“中国故事”。它以一个个牵动人

心的脱贫事例，展现了中国大地波澜壮阔的壮举，从而为中

国脱贫留下了一部鲜活的形象史，也体现了中国对全球减

贫事业做出的巨大贡献。可以说，这部作品凝聚百姓心声，

传递中国情怀，是一部充满民族自豪感和国家荣誉感的恢

弘之作。

——陈建功

《乡村国是》（纪红建著）

《靠山》的内容犹如一条绵延的巨大山脉，沂蒙精神是

属于革命的山脉，也是属于文学的山脉。这部书不仅代表

了铁流创作的一个新高度，而且代表了我们主题创作、报告

文学在今天所能达到的高度。

——施战军

《靠山》（铁流著）

这本书通过 4 家企业的创业史、成长史、辉煌史，让我

们知道深圳人、深圳的企业、深圳这座城市在改革开放中的

艰难跋涉、成功发展、辉煌业绩。读了以后感觉畅快淋漓，

特别是对深圳的改革开放 40 年有了深刻的记忆，有了更加

深刻的理解。

——聂震宁

《为什么是深圳》（陈启文著）

书 影 图 片 从 上 至 下 依

次 为《乡 村 国 是》《人 世 间》

《牵风记》《北上》《海边春秋》

《经山海》《云中记》《革命者》

《为什么是深圳》《靠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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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 来 紧 紧 扣 住 云 中 村 人 的 文 化 信 仰 做 文 章 ，

看似沉湎于过去，但又不断地从沉湎中走出来，让

人们的朴素信仰与今天的现代科学进行对话，让文

明的“电灯”把森林和大地照亮。《云中记》使我们对

生命的意义有了新的认识。

——贺绍俊

《云中记》（阿来著）

（按出版时间排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