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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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 出 ：“ 广 大 文 艺 工 作 者

要 树 立 大 历 史 观 、大 时

代 观 ，眼 纳 千 江 水 、胸 起

百 万 兵 ，把 握 历 史 进 程

和 时 代 大 势 ，反 映 中 华

民 族 的 千 年 巨 变 ，揭 示

百 年 中 国 的 人 间 正 道 ，

弘 扬 以 爱 国 主 义 为 核 心

的 民 族 精 神 和 以 改 革 创

新 为 核 心 的 时 代 精 神 ，

弘 扬 伟 大 建 党 精 神 ，唱

响 昂 扬 的 时 代 主 旋 律 。”

我创作长篇小说《百川东

到海》就是带着这样一份

使命感，尝试为中国共产

党 领 导 中 国 人 民 顽 强 奋

斗 的 革 命 历 程 写 下 文 学

的注脚。

聆听亲历者讲述，对

文 学 写 作 者 来 说 弥 足 珍

贵。创作《百川东到海》，

就 源 于 儿 时 见 到 过 的 革

命前辈，以及长大成人后

在 遵 义 工 作 期 间 听 说 的

往 事 。 这 些 往 事 波 澜 壮

阔，蕴含着丰富的文学素

材，引起了我的好奇与向

往 。 尤 其 在 深 入 学 习 党

史和中国近现代史后，过

去 听 闻 的 故 事 在 我 脑 海

中不断盘旋，将其写下来

的念头油然而生，愈发强

烈 。 真 正 的 写 作 开 始 于

2017 年。在将近 4 年的时

间里，书中人物、地点、事

件 、脉 络 几 经 调 整 ，终 于

成形。

回顾创作过程，我对

“ 生 活 就 是 人 民 ，人 民 就

是 生 活 ”的 感 悟 不 断 加

深 。 亲 历 者 们 平 实 的 讲

述中蕴有深沉的力量，让

我的写作有了坚实依靠。

他们不仅提供了故事原型，更让我坚定了写作的决心

和态度：只有守住人民这个“根”，笔下的人物形象才是

真实的、现实的、朴实的，才能具有蓬勃的生命力和真

实鲜活的质感。

为做到纪实性和虚构性有机结合，我深入历史，锤

炼笔力。文学创作是个艰辛曲折的过程，特别是历史

题材作品，需要在内容选材、艺术表达、思想开掘等各

个方面稳扎稳打，精益求精。我花大量时间阅读和调

研，在深入历史、获取各类信息后，以小说的形式整合

素材、结构故事、塑造人物。从五四运动到新中国成

立，《百川东到海》故事跨越 30 年 ,塑造了以革命先辈为

原型的诸多人物，涉及新文化运动、抗日战争、解放战

争等中国近现代史上的重大事件，展现革命者在不同

历史时期经受的淬炼。历史事件要还原、讲故事要真

实可信、场景描绘要逼真，离不开扎实的案头工作。从

书籍、纪录片、影视剧，到上世纪 30 年代的旧报刊，对

重点历史情节，我竭尽所能地寻找资料。在故事之外，

为写出每一座城市、每一个乡村的历史文化特色，我铺

陈了很多文化场景，比如市井街头、园林建筑、书法绘

画、戏曲歌舞等等，以此增加时代质感。当掌握了丰富

的资料，谙熟文化背景及诸多细节后，我感到“下笔如

有神”，虚构的人物置入真实的历史画卷，别具一格的

故事场面呼之欲出。

我常常回味这次写作的点点滴滴。在书写革命

先辈筚路蓝缕、百折不挠奋斗的过程中，我始终有一

种自我提升的紧迫感。临近小说收笔的一个凌晨，

身处遵义暑热的大山，笔下却是漫天雪花中的北方

战场，一个人物结束了她在书中的故事，即将离场。

这时，我似乎看见了那个革命者负重前行的背影，体

会到太多笔力所不能及的壮阔历史和世间角落。生

花妙笔，需要写作者拥有广阔胸怀；书写大时代，需

要练就通达古今、直抵人心的苍劲笔力。作为一名

写作者，我将心存敬畏，上下求索，用心用情投入到为

国家写史、为民族铸魂、为人民立传这项伟大事业中。

这既是一项应尽的责任，更是一份无上的光荣。

（作者为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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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为报告文学作家，李春雷不断在现实题

材领域开疆拓土。从抗震救灾题材作品《夜宿

棚花村》《索南的高原》，到书写经济建设的《钢

铁是这样炼成的》《宝山》《木棉花开》，都展现出

作者以文学为时代画像的创作自觉和创作能

力。近作长篇报告文学《农民院士》就是这样一

部作品。

《农民院士》为报告文学人物画廊增添了一

个崭新形象。主人公朱有勇是中国工程院院

士、“时代楷模”称号获得者。作者称其为“农民

院士”，这个称呼内涵深厚：朱有勇院士曾经当

过农民，更重要的是他数十年如一日，通过自己

的学识带动农民致富、推动农业技术进步。可

以说，“农民院士”这四个字，不仅是对主人公特

质的高度概括，还是对“把论文写在大地上”这

一主题的提炼与呼应。

朱有勇院士常年在澜沧江边的农村帮助当

地群众脱贫。一方是走在时代前沿的科技发展

带头人，一方是发展程度较低、相对封闭落后的

边远乡村，朱有勇院士的科技扶贫之路经历了怎

样的过程？这中间的跌宕起伏为作者提供了独

特的叙事空间。作者浓墨重彩地描绘了朱院士

打的几场漂亮仗，比如打消村民疑虑，带领大家

种马铃薯、种三七。看到原本不愿意种马铃薯的

村民卫金成不仅喜获丰收，而且以单枚 1.95公斤

的马铃薯在“薯王”评选中夺冠，获得朱院士 5000
元奖励，村民们的积极性更是被调动起来。三七

是名贵中药材，人工种植难度很大。朱院士以专

业精神和科学态度，带领团队攻下这个难题。他

不仅无偿转让种植技术，还广收学员，相继开办

多期培训班，帮助农民掌握种植技术。书中这样

的例子还有很多。正是在朱院士帮扶下，一户户

村民踏上了小康之路。充沛的素材、生动的描写

使《农民院士》故事别开生面。

作为一部以院士为传主的科技扶贫题材作

品，作者继承了新时期以来《哥德巴赫猜想》确

立的科技题材文学传统，即注重文学笔法与科

技知识的融通。不论是写朱有勇院士在竹塘乡

扶贫，教人们冬季怎么种马铃薯，还是写他在大

山里推广示范“林下三七”，都追求细节描写的

准确性。比如，种马铃薯时，“每株种 20 到 25 厘

米深，距离 40 厘米，起垄不能太密，大约在 1.2

米，每亩的株数最好是 4667 株”；侍弄娇贵的三

七，如何熟土、如何掌控温湿度、如何防治病虫

害等，在书中也得到细致入微的描写，从中可以

一窥作者充分的案头准备和深入的采访调研。

事 实 描 述 和 主 观 评 价 相 结 合 的 写 法 ，则 进 一

步拉近读者和这位“农民院士”的距离。

作者注重报告文学的文学性书写。《农民

院士》体现了作者一贯的写作风格：注重谋篇

布局，文字清丽简约。从《芦笙恋歌》始再以

《芦笙恋歌》终，全书以清晰的脉络写出了朱有

勇院士如何从农村娃成长为“将论文写在大地

上”的科学家。整部作品大处立意，细处落墨，

许多看似闲笔和花絮式的细节其实并不“闲”，

比如讲述当地人起名的习俗、生动再现院士直

播“带货”马铃薯等，这些笔墨营造出朱有勇工

作 的 独 特 环 境 和 当 地 的 风 土 人 情 。 可 以 说 ，

《农民院士》为农业科技人员和时代楷模立传，

为新时代的奋进足音留下响亮回声。如果作

者在精彩描述人物事迹的同时，能对主人公内

心世界和个性色彩有更立体的呈现，相信将为

作品增色更多。

刻画时代楷模 颂扬时代精神
范咏戈

书写大时代，需要练就通达古
今、直抵人心的苍劲笔力。只有守住
人民这个“根”，笔下的人物形象才能
是真实的、现实的、朴实的，才能具有
蓬勃的生命力和真实鲜活的质感。

乡土文学始终是近百年中国新文学成就

斐然的一脉。乡土文学关联乡土中国的现代

历史进程，见证社会生活的沧桑巨变，也在接

续创造中形成了独特的审美传统，先后涌现出

一 大 批 深 受 读 者 喜 爱 的 知 名 作 家 和 经 典 作

品。新时代以来，随着打赢脱贫攻坚战、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和乡村振兴的全面展开，中华大

地上正发生着山乡巨变，为乡土文学提供了空

前丰厚的土壤，也为乡土文学讲好中国故事、

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提供了新经验

新内容。

描绘乡土中国的现代
图景，书写新时代的山乡
巨变

乡土是文学的重要母题与意象，是一代代

作家不断诠释和艺术化演绎的对象。新时代

的乡土有怎样的内涵、形态与风貌，如何进行

挖掘、书写与表现？这是对当下作家深入生活

能力和审美发现眼光的考验。

近年来，文学书写乡土经验主要集中在两

个方面：一是社会现实视角下的新农村变化，

如老藤《战国红》、赵德发《经山海》、王松《暖

夏》、关仁山《金谷银山》、陈毅达《海边春秋》、

梁晓声《田园赋》等小说和李迪《十八洞村的十

八个故事》、纪红建《乡村国是》、陈涛《在群山

之间》、余艳《新山乡巨变》等纪实文学作品。

它们注重新时代农村现实尤其是新人新事的

记述，注重以事件为节点，记录脱贫攻坚、美丽

乡村、乡村振兴等重大战略、重大工程的实践

过程，展现它们给人民群众物质生活和精神面

貌带来的巨大变化。精准扶贫、驻村第一书

记、乡村青年返乡创业、城镇化建设、乡村治理

网络化、乡村互联网经济等等，被引入文学叙

述，塑造了乡村现代化的文学景观。此类写作

在突出农业生产和经营方式现代化、机械化和

产业化的同时，也写到农民生活方式、家庭结

构和价值观念的转变，从自然景观、社会景观

和人文景观等方面立体展现新时代新农村的

新风貌。

还有一类作品书写的是历史文化视域下

的乡土传统。如阿来《云中记》、胡学文《有生》

等作品，侧重从乡村的历史脉络和文化意蕴出

发，书写乡土传统的传承转化和生生不息。他

们笔下的乡村既有自然大地的浑厚之美，也有

精神家园、文化根脉的深刻内涵。作品将生

命、自然、历史交织在一起，营造出一个个充满

丰盈生命感受的乡土世界。这样的乡土世界

寄托着当代人的乡愁乡恋，也在对历史的回望

和对现实的思索中传递赓续向前的文化精神。

无论聚焦新农村变化还是挖掘乡土传统，

新时代乡土文学都在现实与历史、社会与文化

的双重变奏中，不断丰富内容构成，增强主题

的厚重感。文学通过对广袤乡土的观照，打开

了自身视野和格局，超越感性的个体经验，将

家园、家国、责任、理想与现实人生联系到一

起，体现出命运相牵、甘苦与共的担当。当下

乡土关联着历史，又向未来敞开；乡土作为理

解中国的重要视角，更是在向世界讲述生动的

中国故事。从这个角度来说，乡土文学在今天

蕴含着丰富的故事资源和思想能量。

塑造新人形象，展现
新时代的创业史、奋斗史

中国乡土文学的成就与其成功塑造的一

系列典型形象分不开。生动塑造时代英雄和

投身民族复兴伟业的奋斗者、拼搏者、奉献者，

是新时代文学的责任与使命。在近年来的乡

土文学作品中，我们看到乡村热土上许许多多

奋斗的身影。他们中有新时代的新型农民，如

《金谷银山》中为带领农民摆脱贫困，毅然放弃

兴旺生意和优越生活而返乡创业的范少山；有

奋斗在脱贫攻坚一线的基层党员干部，如《经

山海》中的吴小蒿、《天大地大》中的乔燕、《海

边春秋》中的刘书雷；有带着爱和热忱重返故

乡、回报故乡的农民企业家，如《回乡时代》中

的周楚阳；有献身扶贫事业的青年志愿者，如

《大娄山》中的扶贫干部娄娄。这类新型人物

形象在纪实性文学中更是常见的主角，如《新

山乡巨变》中带领群众致富的共产党员谌清

平、贺志昂，返乡创业的农民王保良等。

这些人物的经历和故事，生动体现着当代

中国乡村的变迁，也有力彰显了当代中国人的

奋斗之志和创造之力。作家对笔下的人物既

有情感上的热爱，也有思想上的理解，并且充

分发掘和塑造人物的典型性，写出了较常人观

察认识更为深刻透彻之处。作为新时代奋斗

精神的缩影，这些人物身上有着改变乡村、造

福父老乡亲的务实精神和理想精神，有着吃苦

在前、奉献在先的表率力量。同时，作者又力

图以更多的生活细节和心路历程，来展现人物

的性格为人，展现他们作为身边人物的亲切感

和熟悉感，使人物更立体更丰满，具有文学典

型的魅力与内涵。

除了这些新人，新时代文学还塑造了如

《云中记》中的阿巴、《有生》中的祖奶、《平安

批》中的郑梦梅等较为传统的人物形象，他们

同样蕴含热情和活力。在书写此类人物时，作

家注重民族历史文化和生命精神之间的融合

互渗，赋予人物更多的文化内涵，通过人物写

活文化传统。这些人物身上的智慧和勇气、意

志和力量，体现了乡土文化不断传承转化的勃

勃生机，体现了在历史长河中闪烁光芒的民族

精神。

探 索 多 元 化 艺 术 手
法，锻造新型审美风格

广袤的乡村有丰富的历史之美、山河之美

和文化之美，它们构成了乡土文学的审美资源

宝库，不断塑造着乡土文学的审美旨趣。不

过，时代在变，读者的审美需求也在变，新时代

乡土文学要用与新时代相匹配的审美旨趣、艺

术气度呈现这些变化。这就需要一方面传承

乡土文学宝贵传统，另一方面充分汲取时代精

神养分，推动创作手法和审美风格的革新。近

年来，乡土文学的艺术创新主要表现在：

其一，日常经验美学与宏大史诗美学的融

汇再造。付秀莹《野望》、陈应松《森林沉默》等

作品，由乡村民间平凡小事入手，既有关于乡

间伦理道德、人情世故、家常日用的微妙体察，

又有对山川河流、田野大地、草木鸟兽的悉心

观照，通过对细节的敏锐捕捉和灵动勾画，连

缀起一幅幅流动的生活画卷。对乡村生活和

乡土景观，作家们不仅有持续的观察和体验，

而且有细致分析和深入研究。这使得新时代

乡土文学能够探幽烛微，将个人、家庭、家族、

村镇与宏大的时代联系起来，将个人体验与群

体经验联系起来，将历史意识、时代意识包裹

在家常琐细的真切描述中，写出大历史、大时

代的面貌和脉动。

其二，开放包容的现实主义美学。新时代乡

土文学注重对现实主义传统和乡土叙事传统的

赓续和更新。不少乡土作家用新的创作致敬《创

业史》《三里湾》《铁木前传》《李双双小传》《平凡

的世界》等文学经典，致敬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的

现实主义传统。同时，他们又能从当下的审美特

点出发，拓宽现实主义创作道路，丰富现实主义

美学内涵。一些作家将神话传说、民间故事、习

俗技艺等融入叙事，使作品多了一层文化意蕴，

体现出主动探索的创作能动性。在今天的乡土

文学写作中，你能读到隽永灵动的风景画面、质

朴淳厚的风俗描绘，也能读出深具中国韵味的生

活场景和人伦情感，读出一个民族对生活的挚

爱、对文化的传承。这些书写无不丰富着当代乡

土的艺术呈现。

积淀深厚的乡土文学，如今向着新时代的

社会生活再次敞开，激发作家们澎湃的创作热

情和艺术灵感，让人们对精品佳作的出现充满

期待。如何通过乡土变迁深刻理解时代和历

史，以文学的方式使乡土世界获得美学表达，

如何让乡土和时代新人在文学中得到更典型

化的提炼，如何创造出真正具有思想艺术深

度、与伟大时代相匹配的史诗性经典，这些都

是新时代作家需要思考和解答的课题。

（作者为中国作协副主席、书记处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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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乡土文学—

展现山乡巨变 彰显奋斗创造
吴义勤

核心阅读

无论聚焦新农村变化还是
挖掘乡土传统，新时代乡土文学
不断丰富内容构成，提升主题厚
重感，蕴含着丰富的故事资源和
思想能量。

生动塑造时代英雄和投身
民族复兴伟业的奋斗者、拼搏
者、奉献者，是新时代文学的责
任与使命，有力彰显了当代中国
人的奋斗之志和创造之力。

传承乡土文学宝贵传统，汲
取时代精神养分，近年来，乡土
文学的艺术创新主要表现在日
常经验美学与宏大史诗美学的
融汇再造，以及开放包容的现实
主义美学。

《农民院士》：李春雷著；云南人民出

版社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