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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广大文艺工作者坚

守人民立场，书写生生不息的

人民史诗。”习近平总书记在中

国文联十一大、中国作协十大

开幕式上的重要讲话，对新时

代文艺工作者提出殷殷期望。

坚守人民立场，需要投身人民

创造历史的壮阔奋斗中，走为

人民书写之路。写作长篇报告

文学《西海固笔记》的经历，让

我对这一点感触尤深。

西海固曾是一片长久被贫

困笼罩的土地。这片土地见证

了国家“三西”扶贫战略的大幕

拉开，见证了近四十年的帮扶

历程，见证了闽宁协作、脱贫攻

坚等一系列国家重大举措取得

显著成效，直至 2020 年，西海

固迈入小康社会，从此开启新

篇章。

我在西海固生活了三十多

年，深知这片土地上父老乡亲

的迷茫与痛苦，也深知他们的

奋斗与追求、梦想与希望。后

来我虽然离开这片土地，但几

乎 每 年 都 会 多 次 赴 西 海 固 采

访、调研，对其脱贫政策、举措、

历程有深入了解，也积攒了许

多真实鲜活的故事。这里到处

都是有故事的人，当地群众、基

层干部、扶贫工作者、支教老师

……可以说，每个人身上都有

一部扶贫史，这让我产生了写

作的强烈使命感。

然而，西海固脱贫攻坚不

好写。为什么？一是因为西海

固脱贫为社会瞩目，相关报道

已 经 铺 天 盖 地 ，要 写 ，必 须 出

新！二是西海固脱贫是载入史

册的大事件，题材上无疑具备

“人民史诗”的气魄，但通过文

字 如 何 写 出 这 种“ 史 诗 ”气 魄

来？三是在写作意图上，我尤

其希望写出西海固人在精神上

的脱贫。摆脱了贫困的束缚，

西海固人的精气神回来了，变

得敞亮、开朗、自信、热情。这

一变化给我感触最深，也是我最想着重表现的。

攻克上述写作难题的方法不在别处，就在生活里，在人民中

间。几个月的前期采访让我更加坚定，要到生活和人民中寻找

丰沛源泉，发现火热篇章，也要到生活和人民中克服写作难题，

锤炼作品的新意和深度。“生活就是人民，人民就是生活。”我希

望能以生活在最基层、身处脱贫攻坚最前线、受益最多的普通群

众为主人翁，对他们进行原汁原味地记录与描述；我希望扎根于

深厚的西海固大地，捕捉最细微的社会细胞，让作品保持泥土的

气息与厚重的诗意。

通过这次采访和写作，我首先收获了大量细节。丰富、真

实、鲜活的细节，是一部作品打动人的关键所在。细节是无法臆

造和想象的，也不是走马观花就能得到的。一日三餐，四季流

转，细节就隐藏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需要作家踩进生活的泥

土，贴近现实的人物，在田间地头和屋舍炕头发现细节、感受细

节、思考细节。

此外，我还收获了语言。人民是语言艺术大师，向人民学习

语言是作家艺术家的共识。人民的语言溢自心底，或形象生动，

带着生活气息，或朴素自然，蕴含生活哲理。在西海固这片土地

上，花儿、信天游、陇东小调的熏陶，让当地人讲话也像唱歌一

样，有许多让人回味的精彩之处。一位长须飘拂的老汉开车拉

着我们，激动地说：“以前吆脚呢，现在跑车哩，你说变化大不

噻。哎呀，以前一条裤子几人穿，一条被子几人盖，现在连太空

被都盖上了，你说变化大不噻。”采访“四好农村路”时，一位村民

说：“车到山前必有路，有路还是‘四好路’。路通了，人富了，来

人都是姑舅了。”驻村第一书记老刘介绍：“你看说得好不，你只

要把事干下，老百姓会给你总结哩。”

以西海固为背景，我已经写了《上庄记》《锦绣记》《海原书》

《野麦垛的春好》等不少作品。《西海固笔记》是我付出最大耐心

与敬意的一部，也是我最温情最慰藉乡愁的一部。通过西海固

脱贫这一历史事件，我希望写出众志成城创造美好生活的精神，

写出我对土地与人的敬意。

如今，摆脱了数千年贫困的西海固人正以昂扬的精神风貌，

为更加美好的生活继续奋斗。昔日萧关道、盐（茶）马古道、丝绸

之路上的西海固，如今于千山万壑中变天堑为通途，构筑起高速

公路、铁路、航空的立体交通网络。“路”的变化折射了时代的变

化，西海固人已在路上，许多在历史中传扬的丝路故事有了新的

注解，而这正是我在写的下一部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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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是鲁迅诞辰 140 周年。阎晶明

《这样的鲁迅》面向广大少年儿童而作，具有

特殊的纪念意义。

鲁迅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与思想史上的

地位与影响毋庸多言。百余年来，鲁迅作品

显示了跨越时代的经典性。《这样的鲁迅》以

独特方式，让伟大、深邃的人物“走近”少年

儿童。书中将鲁迅的人生之路与创作之路

相结合，以绍兴、南京、北京、上海四地为线

索，把鲁迅的重要作品与创作背景、创作契

机、创作心态进行有机关联。譬如大家熟悉

的《故乡》，作者强调此文是鲁迅于 1921 年新

年刚过、新春将至之时，在刚刚搬入的北京

新居中所写。由此读者对《故乡》的书写有

了更贴近历史语境的认知——故乡与新居，

旧岁与新春，曾经与此时，来途与前途，交织

出《故乡》文字背后的人生况味。

本书没有简单地进行材料罗列和背景

考据，而是探讨鲁迅文本经过时间沉淀后展

现出的更深层意义。比如鲁迅写作时坚持

“选材要严，开掘要深”，所以他常常既是一

类文体的开创者，又是这类文体创作高峰的

代表。在鲁迅笔下，中国文学的传统母题

“故乡”就有了新的书写。在灾难深重的旧

中国，故乡不再是自古以来文人墨客寄托美

好回忆的桃花源，而变成了一个“回不去的

地方”。作者以此认为这是“中国现代小说

在产生之初就发生的转折，蕴含着从未有过

的主题深度”。在谈及《藤野先生》时，作者

从“刻板平凡如藤野”与“深邃热情如鲁迅”

之间“看似不可思议的短暂际遇”，延伸出作

家太宰治以此际遇为主题创作的小说《惜

别》，展现了作者的史料功底。

《这样的鲁迅》深入鲁迅内在的精神景

象，生动描述他的文学才华和内心激情，展

现一个犀利而又宽厚、冷峻而又温暖、豁达

而又坚定、热情而又幽默的鲁迅。他是痛苦

的，更是清醒的；他体验着自己的苦痛，更关

心世人的艰辛；他担忧娜拉出走以后无路可

走，又担心人们庸居于自己的屋檐下不思进

取；他有深邃的思想，又愿意为文学青年做

琐碎的编辑工作。作者尤其聚焦鲁迅骨子

里“火的冰”特质。与他对敌人口诛笔伐的

冷傲截然两样的，是他对青年人的包容。作

者记录下几则鲁迅和学生们之间的故事，从

他的待人接物中，读者能够感受到鲁迅有

“一颗温润而宽宥的心”。书中有几张珍贵

的照片，是鲁迅与青年人交流时拍摄的。只

见他坐在学生们的中间，笑容和煦温暖，那

是对中国未来的深切之爱。这样外表冷峻、

内心热烈的鲁迅更加真实，也更能激起读者

的敬仰。

正如作者在开篇章节中所说的：“面对

今天的青少年读者，我最想向大家讲述的是

这样的鲁迅：一位孜孜不倦的求索者，一位

把自己的人生追求融入对国家、民族命运的

思考中，并为之奋斗的中国人。”对鲁迅形象

的认识和概括可以从各个方向进入，由于年

龄境遇不同，每个人都会得到不一样的结

论。但在鲁迅身上，有一代又一代读者公认

的品格——求索光明、求索真理，这也是青

少年应确立的人生目标。鲁迅一生都在关

心青少年，一代代青少年也在阅读中接近鲁

迅。本书语言简明晓畅、幽默风趣，贴近青

少年的阅读特点。在成稿前，作者曾专门邀

请中学生阅读，并听取他们的宝贵意见。

当然，面对鲁迅这样的伟大人物及其人

生，本书只能在有限的向度上进行解读。让

青少年走近鲁迅只是第一步，让青少年理解

鲁迅丰富的精神世界并获得前行力量，还需

要更多探索、更深入的挖掘。

讲述这样的鲁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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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动画，到今年已经 100 岁了。百年

来，中国动画一直深入探索民族化道路，一代

代创作者努力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动画

艺术，创作出大量彰显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

优秀作品，不断为世界动画艺术宝库增添新

的光彩。近年来，中国动画艺术佳作迭出，成

为一道亮丽风景线，书写着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新篇章。

百年追求 勇攀高峰

一部淘汰的摄影机，几捆白报纸，一些

电影胶片、洗印药粉，在一间 8 平方米的亭子

间里，万氏四兄弟开始尝试制作属于中国自

己的动画片。功夫不负有心人，1922 年万氏

兄弟制作的动画广告片《舒振东华文打字

机》诞生，成为中国美术动画片的滥觞。19
年后，中国第一部长篇有声动画电影《铁扇

公主》面世。对中国古代绘画的大胆借用、

夸张而幽默的人物形态、天马行空的想象力，

这部动画以鲜明的艺术特色震撼海内外。

新中国成立后，《小蝌蚪找妈妈》《大闹

天宫》《哪吒闹海》《三个和尚》等一大批动画

作品，更是让中国动画在世界舞台上大放异

彩。据统计，20 世纪 50 年代至 80 年代中期，

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创作的数百部动画片

中，有 30 余部在各类国际电影节获得 40 余

个奖项。依托这些令人瞩目的优秀作品，

“中国动画学派”以坚定的文化自信、鲜明的

艺术风格，为我国动画艺术的长足发展积累

了丰富经验。

近年来，《西游记之大圣归来》《哪吒之

魔童降世》《大鱼海棠》《白蛇：缘起》《姜子

牙》等优秀动画电影接连出现，《中国古诗词

动漫》《桃花源记》等一批动画短片在网络平

台受到广大网友喜爱，百年中国动画迎来新

的高光时刻。这些作品以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为深厚底气，通过孙悟空、哪吒、许仙、姜

子牙等充满传统韵味的艺术形象，讲述具有

现代气息的故事，表达中国人对真善美的追

求。观众与这些“老朋友”在银幕重逢时，能

够感受到中华文化奔涌向前的生命力和创

造力。

别具特色 引发共鸣

动 画 是 一 门 综 合 性 艺 术 ，具 有 新 奇 有

趣、求新求变的艺术特征。它善于以新的美

学样式表现文化内涵，带给观众新的文化认

知和审美体验。在百年发展历程中，中国动

画形成独树一帜的美学风格，中国风动画深

受瞩目。

中国风动画充分运用水墨写意、青绿山

水、民间剪纸、年画壁画、皮影木偶等传统绘

画手法和民间艺术形式，呈现出独特的视觉

语言。《大鱼海棠》中以福建土楼为原型的建

筑，《白蛇：缘起》里的八卦图阵、烟雨江南，

《哪吒之魔童降世》里的山河社稷图，既给人

似曾相识的文化亲近感，又因艺术形象令人

耳目一新而激发欣赏兴趣，引导人们走进文

化想象深处，获得奇妙的审美体验。

中国风动画并非原样复刻传统文化，更

不是点缀式地使用中国元素，而是以符合现

代人接受习惯的叙事方式，重新讲述传统故

事，并赋予文化形象以新的内涵。《西游记之

大圣归来》中孙悟空的振作之路、主角江流

儿的成长历程，既给孙悟空、唐僧的形象增

添了新内涵，又通过对师徒二人关系的重新

定位，把西游故事讲出了新意。《白蛇：缘起》

里白娘子、小青突破传统民间神话“报恩”的

单一维度，以敢爱敢恨的女性形象丰富了观

众对这两个人物的认知。《哪吒之魔童降世》

里的哪吒是充满自信又淘气活泼的现代孩

童，他既延续了传统故事中人物的叛逆性

格，又跳出传统神话框架，加入担当责任、把

握命运的现代意识。《小门神》里的郁垒、《姜

子牙》里的姜子牙，也都充满生活气息，是和

观众同欢乐也同忧愁的普通人，拉近了与观

众的距离。

这样的处理，在保留传统形象文化内核

的同时，又打破人们对传统故事及角色的刻

板印象，在“陌生化”中赋予传统形象新的艺

术生命。这些作品在传统韵味和现代情感交

融汇通中，以富有现代意识的人物建构，散发

出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可见，中国风动画是

传统的又是现代的，它讲的是当下故事，贴合

当代观众审美心理，因而能唤起人们的共鸣。

科技助力 深度转化

动画的发展与科技进步密切相关。正

是在技术的不断突破中，创作者将水墨、皮

影、剪纸以及戏曲程式、唱腔融入动画艺术

中，演绎出动人的故事和画面。几十年前，

分层渲染着色工艺的使用，催生出《小蝌蚪

找妈妈》《牧笛》等中国独有的水墨动画。《大

闹天宫》《哪吒闹海》《天书奇谭》等当年令人

难忘的视听“大片”，同样离不开科技助力。

时代潮流和受众迭代对艺术提出了新

要求。随着数字技术的运用和提升，动画作

品的视听呈现更趋流畅，带给人更强烈的沉

浸感。《西游记之大圣归来》对实景拍摄、动

画转化技术的运用，使树林、草地、山谷等场

景达到逼真的视觉效果。为拍摄《白蛇 2：青

蛇劫起》中“水漫金山”的场景，创作团队前

后耗时近 3 年。当巨浪漫天卷来，光焰四射，

小青和白蛇、金色与黑色对撞，水墨韵味和

现代动画相辉映，观众如身临其境。《哪吒

之魔童降世》中全片特效镜头占近 80%，仅

5 秒时长的“豹变”镜头就用了两三个月时

间打磨；“火莲花融化冰面”画面只有 6 秒，

制作却用了 6 个月之久。这些反复打磨的

镜头、精心刻画的细节，对于推动剧情、烘

托情感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而绚烂的画

面、震撼的效果也成为中华美学新的载体

和表达方式，体现了中国风动画在技术和

艺术上的精益求精。

不断发展的动画技术，不仅带来传播载

体、制作手段的变化，还助力动画艺术在内

容、形式和美学上的深化拓展。正是在这个

意义上，中国风动画为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

表达开辟了新的可能。比如，《中国古诗词

动漫》系列作品把人物、故事和经典古诗词

结合在一起，以事解诗、以诗言理，富有新

意。诗中抽象的情感、朦胧的意境被转化为

清新细腻的动画画面，达到了融情于“画”、诗

“画”互彰的效果。再如，《大鱼海棠》从庄子

“逍遥游”的观念中汲取创意，把中国传统文

化中道法自然等思想融入动画。虽然这些作

品在画面制作、叙事技巧等方面还有改进空

间，但是为动画艺术与中华文化的深度结合

作出了有益探索。

动画中的中国风，是对传统的回望和回

味 ，更 是 崭 新 的 创 造 ，呈 现 出 新 的 文 化 气

象。中国风动画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

入挖掘，推动着中华美学精神和当代审美追

求的结合，也为中华文化表意方式和修辞方

法的创新提供有力支撑。

（作者为中国文联理论研究室副主任）

题图为集合中国动画众多经典形象的

动画电影《我们的冬奥》海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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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风动画—

传统韵味
时代表达

胡一峰

中国风动画并非原样复
刻传统文化，更不是点缀式
地使用中国元素，而是以符
合现代人接受习惯的叙事方
式，重新讲述传统故事，并赋
予文化形象以新的内涵。

中国风动画对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的深入挖掘，推动
着中华美学精神和当代审美
追求的结合，也为中华文化
表意方式和修辞方法的创新
提供有力支撑。

核心阅读

要到生活和人民中寻找丰沛源泉，发现
火热篇章，也要到生活和人民中克服写作难
题，锤炼作品的新意和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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