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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艺人不仅是在表演和传承传统艺术，
更要观照现实、反映现实，说新唱新，努力成
为先进文化的践行者、社会风尚的引领者。

核心阅读

新时代如火如荼的生态
文明建设，给文学提供了壮实
其根、活跃其脉的广阔天地。

生态文学自觉对文脉悠
久的中国自然诗学传统进行
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彰
显时代精神和中国气象。

生态是书写现实、书写
人民绕不过去的内容，生态
文学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
实践在新时代的重要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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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重视发展民族

化的艺术内容和形式，继承发扬

民族民间文学艺术传统，拓展风

格流派、形式样式，在世界文学艺

术领域鲜明确立中国气派、中国

风范。”作为一名从艺近 50 年的

曲艺工作者、国家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梅花大鼓传承人，现场聆听

重要讲话，我深感使命光荣、责任

重大。

梅花大鼓又名梅花调，是一

门生于民间、长于民间的传统曲

艺，历经几代创作者千锤百炼，逐

渐形成较为完整的唱腔体系和音

乐程式。它擅长抒情，旋律徐缓，

以腔取胜，以情动人，为观众所喜

爱。无论是去农村、工地演出，为

基层群众带去欢声笑语；还是进

校园、社区推广传统艺术，辅导曲

艺爱好者；或者参加全国曲艺传

承人示范交流展演，我都能感受

到曲艺深厚的群众基础。

人们喜爱曲艺，听其中的味

儿，也琢磨其中的理儿。曲艺兼

有审美、娱乐、教育、认知的功能，

丰富人们的精神生活，也影响人

们的精神世界。所以，曲艺人不

仅是在表演和传承传统艺术，更

要观照现实、反映现实，说新唱

新，努力成为先进文化的践行者、

社会风尚的引领者。

2020 年大年三十晚上，在电

视上看到医护人员逆向而行，奔

赴 抗 击 新 冠 肺 炎 疫 情 前 线 的 画

面，我哽咽了。都说曲艺是文艺

轻骑兵，我作为曲艺老兵，虽然上

不了前线，但也要尽己所能，用作

品为白衣战士鼓劲。于是我迅速

联系曲艺家崔琦、韩宝利老师，开

始线上合力创作。年逾古稀的韩

老师连夜谱曲，凌晨 4 点完成了

第一稿。待音乐编辑将电声伴奏

做好传来，我拉着女儿到拢音效

果较好的卫生间里开始了排练。

女儿一手举着手机放录音，一手拿着另一个手机录我的演唱，我

一遍一遍地反复演唱，力求达到最好效果。整整录了 9 个小时，

直到深夜才完成作品《天使颂》。以鼓曲形式讴歌医护人员的奉

献精神，为抗疫宣传贡献一份力量，这一经历让我更深切地体会

到曲艺接地气、抒胸臆、反应快的优势，体会到生活和人民是曲

艺说新唱新的源头活水。

“创新是文艺的生命。”密切曲艺和人民群众的关系，不能仅

仅靠吃老本，还要有创新意识和精品意识。观众的审美品位提

升了，文艺产品的选择多元了，曲艺更不能松懈。有一次，北京

广播电视台来天津录制一组曲艺节目，我拿到的是一段以三峡

为题材的梅花鼓词《峡江图》。本来只用梅花大鼓的形式稍加变

化即可，但我觉得这个作品气势磅礴，若是以交响乐作为伴奏，

更能唱出祖国山河巍峨雄壮的气势。于是，我先创腔，后邀请作

曲家帮助配器，一起打磨了很长时间。等到电视台录像的那一

天，音乐响起，号子声传来，船行江上，山水恢弘、云雾缭绕的意

境一下子就出来了，与鼓曲演唱相得益彰。那一刻我知道：一切

都值了！

2014 年，梅花大鼓被列入第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

表性项目名录。我作为传承人，肩上的担子更重了。如何做好

活态保护，把自己所学更好地传承下去；如何发展各种表演手

段，把曲艺推向一个新高度，这些都是需要思考的课题。传承传

统艺术，不仅要有新一代演员、创作者，还要有新一代观众，只有

这样，才能保证传统艺术永远活跃在舞台上。现在，艺术院校在

培养演员、伴奏员、词曲作者、理论研究人员方面已初具规模，培

养观众则需要各方共同努力，任重道远。

还记得 1984 年，中国说唱艺术团赴国外演出，那时候我才

20 多岁，是团里年龄最小的演员。有一天，我们在能够容纳三

四千人的场地演出。第一次站在国外舞台，面对这么多外国观

众，我的忐忑可想而知。担任领队的相声表演艺术家侯宝林看

出了我的心思，在我快上台的时候，他拍拍我的肩膀说：“孩子，

别害怕！”我站到舞台上，刚开始表演就听到雷鸣般的掌声，这让

我立刻放松下来，全身心投入演出。那一次，我深刻认识到，民

族的就是世界的，中华民族的璀璨艺术在遥远的异国他乡也不

缺少掌声和喝彩。

这么多年走在传承梅花大鼓的艺术道路上，我丝毫没有动

摇过。曲艺的芬芳带着泥土味，曲艺的光彩折射现实人生。这

门艺术积淀着中华文化的宝贵传统，我愿意守护它、传承它、发

展它，潜心创作、锐意创新，努力拿出更多表现人民群众、反映时

代风貌、弘扬中国精神的精品佳作。

（作者为中国曲艺家协会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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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旅题材是当代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激情燃烧的军旅生活、可歌可泣的英雄故事

值得创作者潜心开掘。樊希安长篇小说《黄

金团》取材新颖，讲述的是鲜为人知的“黄金

部队”故事。作品通过叙写山东莱州湾三山

岛海底金矿的建设历程，揭开这支部队的神

秘面纱，展现人民子弟兵的奉献精神和家国

情怀，令人眼前一亮。

《黄金团》书写了中国军队在和平年代

参与经济建设的一段重要历史。“黄金部队”

担负黄金地质普查、勘探和生产任务，其传

奇故事和精彩历史本身就引人入胜。面对

这一题材和内容的“稀缺性”，作者没有直接

书写建设历程的来龙去脉和方方面面，而是

从小说创作艺术规律出发，将叙事视点下沉

到这支部队的十一团十一连，展开具体生动

的讲述。作品时间跨度 40 年，书写官兵们从

大西北移师山东莱州湾建设金矿，以坚定信

念和不放弃的精神，在被视作“不可能的地

方”成功开采出金矿，完成国家赋予的神圣

使命。作品将“黄金部队”的建设和发展、官

兵们的成长进步和心路历程置于时代发展

的大历史中，真切动人。

小说在创作手法上将写实与虚构有机

结合。作者曾是基建工程兵，对这一题材

具有独特的认知和情感，同时悉心查阅相

关资料，深入三山岛实地考察。依靠真实

历史背景、真实人物、真实工程，作品营造

了有据可凭、真实可信的故事氛围。在此

基础上，通过合理想象与艺术加工，虚构了

大部分人物，铺展开曲折生动的情节。作

品中既有官兵们可歌可泣的奋斗历程，也

有人物间错综复杂的故事，如部队辗转和

金矿建设过程中的方案讨论。作者以直面

现实的文学担当，书写官兵生活各个侧面，

看似细碎却富有意味，使作品既有历史纵

深感，又有精细的生活截面。主线情节之

外，跨度 40 年的故事涵盖“黄金部队”官兵

怎样面对社会与人生难题，展现出人民军

队的优良传统。

作品较好平衡了集体群像与个体塑造

之间的关系，苏继轩、牛幸娃、阎芳州等主要

人物立体丰满，个性鲜明。他们身上既有理

想信念坚定、不畏艰难困苦、敢于拼搏奋斗

的共同品质，又人各其面，或温文尔雅，或率

真耿直，自有其独特的性格特点和人生轨

迹。战斗和生活在“黄金部队”大家庭的他

们既相互关心、理解和支持，也会在某些问

题上产生分歧，但最终都为了祖国和人民的

利益顾全大局。作品不仅描写这支部队为

国家找金矿、挖金矿的光荣历程，而且写活

了人民子弟兵忠诚担当、把小我融入大我的

金子般的高贵品质。当然，众多虚构人物与

真实历史的贴合度、故事的生动性还需由读

者来评价。

《黄金团》拓展了军旅题材的表现内容，

让读者了解到“黄金部队”轰轰烈烈的历史，

并且凭借作者一贯细腻而又视野开阔的创

作风格，写出了壮阔历史的文学魅力，兼具

历史价值和美学价值。特别是对人物精神

世界的深度揭示，唤起读者对英雄精神的由

衷感佩，调动和激发着当代读者对军旅题材

的审美热情。在历史的长河中，这支部队的

金色辉煌永不消逝；在文学的版图上，对英

雄精神和红色血脉的书写也永不停歇。

刻画永不褪色的英雄精神
汪守德

《黄金团》：樊希安著；四川人民

出版社出版。

进入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从认识到

实践都发生了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的变

化。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人与自然是生

命共同体，人类必须尊重自然、顺应自然、

保护自然。”新时代如火如荼的生态文明建

设，给文学提供了壮实其根、活跃其脉的广

阔天地。生态文学创作空前活跃，一批体

现美好生活需要、记录美丽中国进程、贯彻

生命共同体理念的作品，拓展着文学的新

视野新空间，成为新时代文学一条绵延有

力的“长线”。

盎然绿意赋予文学
生机活力

文学创作特别是现实题材文学创作，

必须树立大历史观、大时代观，从时代脉

搏中感悟艺术脉动。生态文明建设是新

时 代 人 民 的 企 盼 ，关 系 民 生 福 祉 和 民 族

未来。从京津冀大气污染治理、浙江“千

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塞罕坝造林、毛

乌素治沙，到推进碳达峰碳中和、生物多

样性保护，生态文明理念不断深入人心，

生 态 保 护 和 环 境 治 理 力 度 大 幅 提 升 ，生

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神州大地绿意盎

然 ，不 断 激 荡 着 作 家 的 创 作 热 情 和 创 造

灵感。

新 时 代 生 态 文 学 通 过 丰 富 多 样 的 作

品记录污染防治攻坚战、绿色发展和美丽

中国建设的生动实践，讲述着人与自然和

谐相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鲜活故

事 。 刘 醒 龙《上 上 长 江》、张 中 海《黄 河

传》、任林举《躬身》将生态变迁与国计民

生结合，从历史的沧海桑田写到现实的绿

水青山；何建明《那山，那水》、古岳《源启

中国——三江源国家公园诞生记》深入现

场，对生态文明建设重大工程、重大事件

作“时代报告”；阿来“山珍三部”、迟子建

《候鸟的勇敢》以小说方式凝练对生态世

界的思考；半夏《与虫在野》、李元胜《昆虫

之美：勐海寻虫记》以博物学眼光书写昆

虫世界的诗意……

随着对生态的认识不断深化，作家们

的关注视角也在发生改变，生态文学的内

涵 外 延 持 续 拓 展 ，内 容 形 态 更 加 丰 富 多

样。作家徐刚获得第七届鲁迅文学奖的

《大森林》和近期创作的《自然笔记》，相较

于其早期作品，对自然的书写更加大开大

合，寄寓哲思，体现出作家生态意识和审美

格局的变化。新时代生态文学从对环境现

状的关注，走向贯穿古今的人类共同价值

追求，以强烈的文化自信将人与自然共生

作为审美旨趣，细察万物、体恤生命、登高

望远，以蓬勃诗意表达身心与山水相洽的

幽微精妙和深广旷达。

从中华传统文化和
自然诗学传统中汲取丰
富养分

赓续数千年的中华文明从来不乏对生

命、对自然、对美的观照。中国式诗意栖居

寄寓着中华文化的精神追求和审美旨趣。

近年来，生态文学书写天地大美、人与自然

的关系时，也注重从优秀历史文化传统中

汲取养分，从传统生态智慧中获得灵感，自

觉对文脉悠久的中国自然诗学传统进行创

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彰显时代精神和中

国气象。

中华文化重视自然，也重视自然中的

人。注重“天地人”和谐共生，是中华文化

从古至今的底色，也给中国生态文学带来

独特质地。在我们的文学中，郊野、山地、

森林等自然世界的存在，与人类社会互相

映衬。自然中有美的依据、善的象征和真

的情义，能给人以映照和启示。有些生态

文学作家以田野调查、野外生存的方式获

取一手资料，这本身值得尊重，但并不意味

着要去追求奇特险怪，而重在通过探秘之

旅揭示“万物与我”关系的真谛。

生 活 中 处 处 是 生 态 ，处 处 有 自 然 景

象。文学讲述人的故事，离不开与人共处

共生的万物。从《诗经》、汉乐府，到唐宋诗

歌散文及历代民歌，中国文学中历来有这

样的特点。“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

应如是”——这种人与自然的“换位思考”

在我们的文学中比比皆是。新时代生态文

学体现出接续和发扬中国自然诗学传统的

努力。艾平《隐于辽阔的时光》中，草原森

林的广袤、雨雪风霜的袭来、野兽猛禽的

出没，让人重新认识生命的进与退、生与

死。阿来《机村史诗》《三只虫草》等作品

也注重通过描绘边地风貌与民族生活，展

现生命态度和精神世界的变迁。

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

生的现代化，为构建地球生命共同体贡献

了中国智慧、中国力量。中国生态文学正

从根脉深厚的文化基因和蓬勃开展的本土

实践中获取能量，在世界生态文学舞台闪

耀中国精神的特质与光彩。

以生态视角提升现
实观照的广度和深度

“环境就是民生，青山就是美丽，蓝天

也是幸福。”生态环境是人民生活的重要基

础，在改善民生和提升人民生活幸福感中

的作用不断凸显。从这一角度来看，生态

是书写现实、书写人民绕不过去的内容，生

态文学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实践在新时

代的重要体现。在广阔的现实题材创作中

融入生态视角，有助于提升现实观照的广

度和深度，丰富文学的表现力和感染力。

从聚焦脱贫攻坚到书写乡村振兴，近

年来乡土文学创作蔚为大观，生态正成为

乡土书写的重要元素。无论是土地耕种，

还是环境治理、绿色农业发展，生态关涉

“饭碗”也关涉“美丽”，关涉物质更关涉精

神。长篇小说《经山海》就在讲述海边山村

脱贫故事的过程中，展开对生态建设的思

考，通过种植楷树、建立乡村博物馆、乡村

传统技艺申遗等情节，呈现新时代乡村新

面貌。乡土文学与生态文学相对接，建立

多方位审美视角，能够推动书写新时代山

乡巨变进入新层面。

即便是城市题材，也不能忽略自然和

生态系统的重要意义。城市中不仅有钢筋

水泥、楼群职场，不仅有家与家、人与人的

生活情感，还有风吹雨落、花开鸟鸣、星闪

月照，有城市生态独特的温度与诗意。中

国现代文学中有一支成就较高的创作流

派，就是由身在城市的作家们深情叙写“地

之子”主题，其中的乡村场景和故地人物、

食物、季候、稼禾草树、山岭河流等，构成了

城市居民的心灵田野。但在今天，这显然

还不够，应予注目的还有城市里本就存在

的共生元素，比如近年愈发突出的“以自然

为美”的城市建设和城市景观。李青松《北

京的山》以田野调查的方法，书写“物我为

一”的心志，力求写出现代化进程中生命共

同体的丰富形态。

在以张炜《寻找鱼王》、张国龙《瓦屋山

桑》为代表的一批少年成长题材新作里，也

出现了让人过目难忘的动植物意象以及对

自然生态的生动书写。少年儿童的赤子状

态映照着生态的天然自在，少年儿童的身

心发育又与万物生长相呼应，让读者认识

到来自自然的无声教育，从而进一步去思

考人与自然的关系。山水林田湖草沙，野

外、乡间、都市，自然、生活、成长，大生态观

推动着生态书写不断拓宽审美视域。

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建设望得见

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美丽中国，这

些美好愿景正在成为现实。与之相匹配的

生态文学创作，以中华文化为根基，以生态

文明理念与新时代实践为动力，将会进一

步立足大地，创新表达，向世界讲好美丽中

国的生动故事。

（作者为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人民

文学》主编）

图 为 四 川 省 遂 宁 市 九 莲 洲 生 态 湿 地

公园。 刘昌松摄（人民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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