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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新时代，我国科技领域捷报频传，关

键核心技术攻关屡获新突破，重大创新成果

不断涌现。“嫦娥五号”实现地外天体采样返

回，“天问一号”开启火星探测，时速 600 公里

高速磁浮试验样车成功试跑，港珠澳大桥开

通营运……新时代科技事业的新发展不仅引

发社会大众广泛关注，也激发了一大批作家

的创作热情。在文学领域，科技强国主题创

作蔚为大观，报告文学、网络文学、科幻文学

通过对重大工程、国之重器、中国速度、中国

奇迹的书写，记录下科技进步的铿锵足音。

书写大国重器背后的
精神伟力

每一项科技创新，都是对深度、高度、速

度的一次极限挑战；每一项重大工程、国之重

器，都离不开一代代科技工作者攻坚克难、锐

意创新的接续奋斗。

近年来，从记录航空航天事业发展的陈

新《嫦娥揽月》、赵雁《筑梦九天：中国载人航

天发展纪实》，反映港珠澳大桥建设的何建明

《大桥》、曾平标《中国桥——港珠澳大桥圆

梦之路》，到讲述中国超级计算机研发的龚盛

辉、曾凡解《决战崛起——中国超算强国之

路》，展现中国核电发展历程的王敬东、朱向

军《“华龙”腾飞》……一批关于中国科技重大

突破的报告文学，通过细致详尽的记录和生

动曲折的叙事，写出科技创新的非凡历程，留

下一份份生动详实的时代记录。

撰写科技题材报告文学，尤其考验创作

者的脚力、眼力、脑力、笔力。作家许晨在太

平洋“蛟龙探海”现场与科学家、潜航员、水手

朝夕相处，以《第四极——中国“蛟龙”号挑战

深海》生动记录“蛟龙”号的来龙去脉和深潜

人的攻坚克难。沙志亮《和平方舟——人民

海军 866 医院船使命任务全记录》展现人民海

军 866 医院船在海外进行医疗救援与文化交

流的漫长航程。为了写这部作品，身为老海

军战士的沙志亮用 142 天的时间跟随“和平方

舟”号医院船履行使命，乘风破浪。

在这些作品中，你能读出社会主义国家

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读出关键核心

技术一定要掌握在自己手里的坚定信念，读

出科学家们在艰苦环境中不断创造奇迹的

自信自强……重大工程和国之重器不仅是

科学家智慧的结晶，还是他们意志、人格与

精神的承载。王宏甲《中国天眼：南仁东传》

中，南仁东以奉献人民的情怀凝聚团队，在

困境中发扬自力更生、永不言弃的精神；刘

国强《祖国至上——战略科学家黄大年“飞

行记录”》中，海归科学家黄大年为了祖国科

学事业的发展鞠躬尽瘁，献出生命；王鸿鹏、

马娜《中国机器人》中，蒋新松、王天然、曲道

奎等科学家在反复的挫折和失败中寻求突破

与超越，推动中国机器人事业前行；龚盛辉《中

国北斗》中，从总设计师到普通技术员，北斗工

程的参建人员多达 30 余万，他们精诚合作、勇

攀高峰，熔铸起新时代北斗精神。科技题材文

学重要的贡献，就是写出了科学家独立自主

的探索精神和为民造福的家国情怀，鼓舞人

心，催人奋进。

创业创新与奋斗人生
的双重变奏

网络文学是新媒介技术支持下的文学果

实，不少网络文学的作者和读者都对科技怀

有天然的亲近感。网络文学对科技题材的开

掘颇为立体，内容上和行业故事、青春故事相

融合，叙事上发挥类型优势，注重年轻读者的

阅读习惯，写出了科技题材的青春气息和热

血气质。这突出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把科技与工业、企业、创业结合，书

写科技创新对各行各业的强大推动作用，讴

歌迎难而上、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齐橙《大

国重工》梳理了我国重工业披荆斩棘的发展

历程，见证了工业人忍辱负重、追求卓越的光

辉岁月。郭羽、刘波《网络英雄传》中，年轻的

互联网创业者抓住网络技术变革的重要机

遇，以模式创新开疆拓土，展现了互联网科技

人才筚路蓝缕的韧性和坚毅。

二是重视科技在现实中的应用，聚焦平

凡人生的奋斗故事。《南方有乔木》中，无人机

技术的突破和新型应用推动情节发展，新技

术变革激发主人公开发新产品的创意灵感，

也成为主人公与爱人感情发展、相互激励、并

肩奋斗的重要纽带。《大国战隼》将飞行员的

成长历程与空军战机的发展史融为一体。主

人公在困难面前，以坚定的信念顶住世俗压

力，不断超越自我，与其孜孜不倦提升飞行技

术的叙事主线相得益彰。

三是发挥类型优势，实现“行业文”与“升

级流”的结合。“行业文”是现实题材网络文学

的一个重要类型，注重书写行业的迭代发展

和从业者的经历经验；“升级流”则是网络文

学的经典写作模式，以主人公历经磨难、不断

成长的故事赢得读者共鸣。二者结合，成为

科技题材网络文学创作的重要趋势。科技行

业的发展史与主人公的成长史相互促进，给

奋斗故事增添丰富的底色。晨飒《重卡雄风》

在展示重卡行业变迁与三线建设成就的过程

中，讲述了主人公在重卡研制、销售领域一路

征战的故事。匪迦《北斗星辰》中的几位主人

公是大学同学，毕业后以各自的方式参与北

斗 工 程 建 设 ，在 漫 长 的 奋 斗 之 旅 中 相 互 支

持。作品以北斗导航系统研发为主线，以国

际合作和产业发展为辅线，人物在技术攻关

和行业发展的潮流中百炼成钢。

以想象力打开科技书
写的未来视野

新世纪以来，中国科幻小说异军突起，创

作势头强劲。一方面，国家科技实力的提升

带动了整个社会重视科学、求索新知的良好

氛围，推动科学普及工作的开展和全民科学

素养的提升，为科幻小说带来快速发展的历

史机遇；另一方面，科幻小说的创作水平和影

响力不断提升，其传播接受不再局限于“科幻

迷”的小圈子，而是不断向外辐射，科幻影视、

漫画等也取得长足进步。

相较于其他科技题材文学作品，科幻题

材尤其凸显“向未来”的创作自觉。科幻文学

是建立在科学地基上的未来想象，对未来的

预言常常来自当下科技的启示，对科技现实

的观照又因未来视角的加入而拓展了广度和

深度，从而在更大的坐标系中思考科技发展、

思考人与科技的关系等命题。

近年来的科幻文学创作中，王晋康《宇宙

晶卵》讲述少年绝境求生的成长历程，不仅表

现了人类探索未知世界的不懈追求，还呈现

了一个硅基生命体的生成过程及其与人类的

冲突和合作。刘慈欣《黄金原野》讲述地球居

民通过网络虚拟现实技术，用 19 年时间关注

“黄金原野号”飞船上的飞行员爱丽丝，并倾

注无限深情的故事。尽管科技飞速发展、日

新月异，但人性的光辉依然带给我们持久感

动。陈楸帆《巴鳞》中的巴鳞是一种类人生

物，它会逼真地模仿人类动作，却对人紧闭心

扉。主人公为了能够和巴鳞进行有效沟通，

试图用巴鳞的听觉、视觉和感知系统来认识

世界。尊重差异、和而不同，这种东方式的智

慧为科幻小说带来别样意趣。

科幻文学以其大开大合的时空想象和放

眼宇宙的宏大视野，赋予科技题材更恢弘的

气象。值得一提的是，当代中国科幻创作在

仰望宇宙星空的同时，也脚踏中国大地，从民

族文化和本土特色出发，注重文体上的探索，

力求彰显中国风格与中国气派。新时代的科

幻小说和网络文学一起，在对外传播方面表

现突出，成为展现中国形象、传播中国声音的

生动形式。

讲好科技故事，展现时代风貌。新时代

文学在书写科技强国的过程中开拓了文学视

野，提升了文学格局，锤炼了文学扎根生活、

书写时代的坚实质地。科技领域的新突破集

中体现了时代精神，文学领域的科技书写以

丰富的形式凝聚奋进力量，激励人们用科技

创造未来、用奋斗实现梦想。

（作者为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

下图为“中国天眼”全景。

新华社记者 欧东衢摄

制图：赵偲汝

讲好科技故事讲好科技故事 展现时代风采展现时代风采
黄发有黄发有

抗日战争时期，山东抗日根据地是八路

军在敌后抗战的重要战略基地和连接华中战

场、华北战场的重要枢纽，为夺取抗日战争的

全面胜利做出重要贡献。年轻的革命者在烈

火硝烟中前仆后继，战场后方，一群农村妇女

秘密接过组织的重托，替前方将士照顾他们

留在后方的 1000 多个孩子。报告文学作家铁

流、赵方新奔走多地，寻访这些故事的主人

公，以朴实真挚的笔触写下长篇报告文学《烈

火芳菲》，塑造了感人至深的人物群像。

《烈火芳菲》一书的前半部分细致描写山

东地区革命斗争的复杂和惨烈。革命者冒着

生命危险和敌人英勇斗争，不断开辟新的局

面，铺就通往胜利的道路。在“山东人民抗日

救国军第三军”故事中，新组建的抗日部队第

一次与日军作战，司令员就光荣牺牲；“马石

山十勇士”也非常悲壮，在反扫荡战斗中，八

路军指导员王殿元为掩护群众突围，带着 9 个

战士，与日军进行殊死战斗，最后全部就义

……《烈火芳菲》作者沿着红色路标，在这片

红色土地上挖掘感人故事，满怀深情地表现

了山东军民必胜的信念、坚强的意志和大无

畏精神。

1941 年冬天，抗日战争正值最为艰苦的

相持阶段。山东抗日根据地为解决前线将士

的后顾之忧，在胶东荣成县的一个小村子里

建 立 了 一 个 特 殊 机 构 ——“ 胶 东 医 院 育 儿

所”，专门收养那些留在后方无人照看的革命

者子女。在艰苦的岁月里，先后有 300 多名农

村 妇 女 来 到 育 儿 所 ，承 担 起 这 项 繁 重 的 工

作。她们都来自村中的穷苦人家，家里也有

自己的孩子，但得知是照顾八路军的孩子，都

义无反顾，挺身而出。许多孩子送来之前，由

于长期营养不良，健康状况极差，十分虚弱。

但在这些妈妈们的细心照料下，他们身体一

天天硬朗，个子一天天长高，最后健康地回到

父母身边。这些文化程度不高的普通妇女，

在讲述自己的经历时，并没有华丽的辞藻，她

们只是凭借善良的本性，以及对中国共产党、

对人民子弟兵最质朴的情感，唱响了一曲动

人的奉献之歌。

描绘群像之外，《烈火芳菲》后半部分把

笔力集中在几位典型人物身上。年轻的农妇

姜明刚生完孩子，就遇到日本侵略者扫荡。

事出紧急，因为山洞空间有限，姜明只好把自

己的儿子藏到一个山洞，自己带着八路军战

士的孩子藏在另一个山洞。等日本侵略者走

后，姜明找到自己的儿子，发现孩子已经没有

了吃东西的气力，不久之后便夭折了。作为

母亲，姜明无比悲痛，但她没有沉浸在痛苦

中，而是继续抚养育儿所里的其他婴孩。宫

元花的丈夫是中共党员，受丈夫影响，宫元花

积极投身妇女儿童工作。一次，她负责带所

里的一名婴儿转移，路上碰到敌人，只能躲在

山里。到了夜里，怀里的婴儿生了病，宫元花

把身上唯一一件衣服脱下来包住孩子，自己

忍受着饥饿和寒冷。矫曰志把孩子当做亲

人，无微不至地关心、爱护。一次，一个孩子

严重贫血，再不输血治疗就有生命危险。矫

曰志发现自己的血型和孩子的血型相同后，

毫不犹豫地伸出双臂主动要求献血。于是，

矫曰志就成了孩子的“血库”。孩子一出现症

状，她的血就会流到孩子的身体里。

艺术来源于生活。深入生活、扎根人民

好比打井，井越深，水越甘。作者深知这个道

理。数年来，他们仔细梳理山东抗战历史，搜

集了大量历史资料，足迹不仅遍布山东省内，

还延伸至北京、上海、杭州、成都等地。为挖

掘到鲜活独特的故事，作者每次采访都刨根

究底，生怕漏掉一个细节，光是采访笔记就写

了几百万字。但因篇幅所限，不少精彩内容

只能舍弃，也留下些许遗憾。

塑造感人至深的人物群像
张 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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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坚 持 以 人 民 为 中 心 的 创 作 导

向，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把

人民满意不满意作为检验艺术的

最高标准，创作更多满足人民文

化需求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的优

秀作品，让文艺的百花园永远为

人民绽放。”这启示我们，文化传

承创新离不开百姓支持和喜爱。

秦腔植根乡土，群众基础深

厚 。 它 源 自 劳 动 人 民 的 艺 术 创

造，唱腔充分吸收关中方言特色，

艺术风格豪迈、粗犷、刚健。在多

年基层演出过程中，我发现《铡美

案》《五典坡》《窦娥冤》等经典剧

目大家耳熟能详，无论老人还是

中年人都能随口唱上几句，一些

年轻人在长辈影响下，也耳濡目

染 学 会 了 一 些 。 秦 腔 唱 出 了 一

方 水 土 的 民 俗 风 情 和 百 姓 的 精

气神，历经数百年发展依然充满

生机。

戏曲艺术民间走，送戏送到

大门口。百姓的喜爱是戏曲传承

最肥沃的土壤。多年来，我克服

重重困难，把高质量、正能量的秦

腔剧目带到百姓身边，百姓则用

最热情、最质朴的情感回馈我，这

是 我 艺 术 道 路 上 宝 贵 的 精 神 财

富。在广袤的西北地区，基层院

团 在 演 出 时 常 常 要 与 严 寒 作 斗

争。有一次送戏进乡村，大雪纷

飞，冰冻三尺，土台子后面的山头

白雪皑皑，我们不得不围在火炉

旁化妆。旦角、生角的服装尤其

单薄，但如果里面穿很多衣服，

就不能展现服饰和身段之美，剧

目 的 艺 术 性 也 就 打 了 折 扣 。 大

家 毫 不 犹 豫 地 换 上 演 出 服 ——

再冷都要坚持，再冷都要斗志昂

扬，因为每一场演出都承载着观

众的期待。

当晚演出剧目《春江月》，主题是母爱，表现的是一位普

通女性与人为善、无私奉献的品质。我饰演的主人公柳明

月从自家门前抱回一个啼哭的婴儿，助婴儿脱险，将他抚养

成人。而后，柳明月又帮助他回到亲生父母身边，让一家团

圆。面对金银财宝、荣华富贵，柳明月婉然笑拒，返归山

乡。作为一名母亲，我把自己对孩子的爱融入表演。我带

着最真挚的情感从小姑娘演到老妇人，根据不同年龄段，用

变化的唱腔塑造人物。剧中有一场离别的戏，演唱过程中

我情不自禁流下泪水，台下也响起一片啜泣声。那个晚上，

观众们顶着大雪，露天观看了 3 个多小时的演出。演出结

束后，他们又到后台与演员合影，喜爱之情溢于言表。那一

刻，我懂得了艺术沟通心灵的意义。

走近百姓，能促进戏曲艺术创新内容形式，唱出时代内

涵。秦腔艺术要创新，最直接、最鲜活的素材就是新时代真

实生动的故事。我主演的脱贫攻坚主题秦腔剧目《村上春

秋》，讲述了主人公万芬芳到牛嘴梁村任驻村第一书记，帮

助农民建设扶贫产业基地的故事。这部作品情节上都是

“小事”，但正是荒地整治、暴雨中挽救养殖场等一个个身边

的故事，展现出脱贫攻坚一线的真实面貌和奋斗精神。百

姓故事让剧目生活气息足、戏剧冲突合情合理，避免了叙事

的概念化、空泛化。在舞台布景、服装、唱腔等方面，创作团

队根据情节作出更贴近当下现实的创新，让观众听着熟悉，

看着真实。另外，我们还根据观众的精神文化需求和当代

生活风貌，吸收话剧、舞蹈、小品等其他艺术形式优长。只

有如此，秦腔艺术才能紧随时代步伐，永葆生机活力。近年

来，我们西秦腔研究院创排了多部剧目，有展现乡村生活和

爱情故事的秦腔现代戏《山里红》，有情节跌宕、场面宏大的

秦腔历史戏《大秦文公》，还有以世界文化遗产麦积山石窟

的第 44 窟为原型、赞颂善良品质的《麦积圣歌》。这些剧目

在内容和形式上都蕴含时代气息，也在巡演过程中根据观

众反馈不断修改完善。

7 岁时，因为热爱，我向父母提出学戏的愿望；9 岁那年

如愿进入戏校，成了学校里年纪最小的学生。从艺生涯

中，许多前辈艺术家语重心长地告诉我：“唱好戏也是为

人民服务。”随着演出经历的丰富，我对这句话的体会越

来越深。我会继续弘扬优良传统，扎根火热生活，一辈子

为百姓唱好戏。

（作者为秦腔演员、甘肃省天水市西秦腔研究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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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姓的喜爱是戏曲传承最肥沃的土
壤。多年来，我克服重重困难，把高质
量、正能量的秦腔剧目带到百姓身边，百
姓则用最热情、最质朴的情感回馈我，这
是我艺术道路上宝贵的精神财富。

核心阅读

新时代科技事业的新发
展激发了一大批作家的创作
热情，文学作品通过对重大工
程、国之重器、中国速度、中国
奇迹的书写，记录下科技进步
的铿锵足音。

网络文学内容上和行业
故事、青春故事相融合，叙事
上发挥类型优势，注重年轻读
者的阅读习惯，写出了科技题
材的青春气息和热血气质。

科幻文学以其大开大合
的时空想象和放眼宇宙的宏
大视野，赋予科技题材更恢弘
的气象。仰望宇宙星空，脚踏
中国大地，科幻文学从民族文
化和本土特色出发，力求彰显
中国风格与中国气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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