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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多年前，作家周立波在湖南益阳清溪

村体验生活，创作出长篇小说《山乡巨变》。

这部作品成功刻画了农业合作化运动给乡村

带来的翻天覆地的变化，成为一个时代的文

学象征。

60 多年后，中国作协在清溪村启动“新

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一场跨越时空的创

作接力开始了。比之于当年，如今的清溪村

白墙青瓦，稻黄荷绿，特色农业与红色文旅精

彩相映，每年吸引游客超 80 万人次，2021 年

村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 4.2 万余元。日新

月异的“新山乡巨变”，刻印着时代铿锵前行

的足迹，也呼唤着文艺与时俱进地记录书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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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指出：“广大

文艺工作者要紧跟时代步伐，从时代的脉搏

中感悟艺术的脉动，把艺术创造向着亿万人

民的伟大奋斗敞开，向着丰富多彩的社会生

活敞开，从时代之变、中国之进、人民之呼中

提炼主题、萃取题材，展现中华历史之美、山

河之美、文化之美，抒写中国人民奋斗之志、

创造之力、发展之果，全方位全景式展现新时

代的精神气象。”

时 代 的 步 伐 强 劲 有 力 ，响 彻 在 神 州 大

地，也响彻在广大文艺工作者心中。越来越

多的作家和艺术家自觉把握时代现实，深刻

提炼时代主题，以遒劲笔力为时代画像、为

时代立传、为时代明德。

心怀国之大者，描摹
日新月异的时代变迁

贵州老兵王明礼上山健步如飞，完全看

不出在战争中落下双腿残疾。他担任过 8 个

贫困村的驻村干部，后来卖房子、开垦茶山、

带领农民建起合作社，13 年间种植茶树 6000
多亩，累计带动 1000 余人就业，茶山周边 10
个贫困村全部脱贫摘帽。作家蒋巍把全国脱

贫攻坚先进个人王明礼的故事写进报告文

学《国家温度》，把从他身上感受到的炽热化

作文字的暖流。

作家赵德发为创作长篇小说《经山海》，

经常往村里跑。跑得多了，他发现一个有意

思的现象：现在，许多父老乡亲都喜欢谈论

历史，个人的、村庄的乃至国家的历史，脱贫

攻坚的巨大成就实实在在地触动了乡亲们

的心灵，让他们有了朴素的今昔之思，由衷

地想讲述、想分享。

在深入三江源腹地采访的过程中，作家

古岳明显感到和以往不同，有关雪豹、棕熊、

狼 、狐 狸 等 野 生 动 物 的 故 事 一 下 子 多 了 起

来。这是生态好转的迹象，是人与自然关系

日趋和谐的注脚，他欣喜地将其记录在报告

文 学《源 启 中 国 —— 三 江 源 国 家 公 园 诞 生

记》中。

“南繁”，是指每年 9 月至翌年 5 月，大批

农业科研工作者像候鸟一样飞到海南进行

农业育种制种。《现代汉语词典》里查不到的

这个词，成了作家杨沐《南繁——筑牢中国

饭碗的底座》一书的“题眼”。从当年 4 亿人

吃不饱到今天 14 亿多人吃得好，再到“中国

田里中国种、中国碗里中国粮”，一场浩荡的

种业翻身仗正在田间打响。

这 些 都 是 来 自 时 代 现 场 的 发 现 和 启

迪。当今时代，历史变化如此深刻，社会进

步如此巨大，人们的精神世界如此活跃。所

以，蒋巍会深有感触：“无数中国村庄都亮起

了太阳能路灯，它们可比作家的台灯亮太多

了！”赵德发也一再提醒自己：乡亲们都有如

此切身的历史感，作家更要写出时代的“大

景深”。眼纳千江水，胸起百万兵。只有心

怀国之大者，脚踩生活大地，才能于日新月

异的时代变迁中写就激昂的文艺乐章。

以艺凝心聚力，弘扬
改革创新的时代精神

大 江 大 河 ，劈 波 斩 浪 ，志 之 所 趋 ，势 不

可挡。网络文学《大江东去》不仅让见证改

革 开 放 大 幕 初 启 的 一 代人看得唏嘘感动，

也“圈粉”了许多 90 后、00 后读者。“整个国

家都在努力，而我不过是其中的一分子”，小

说主人公宋运辉的经历激起了年轻人对置

身其中的伟大时代的认识：我们是改革的受

益者，也是接力者，奔腾不息的大江大河有

我的浪花一朵。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艺，一个时代

有一个时代的精神。

“ 硬 核 工 业 小 说 ”《重 卡 雄 风》的 结 尾

处，一直带领西北重型汽车厂绝地求生、锐

意改革的主人公，畅想中国重卡轻量化、电

动化、智能化的未来，那也是中国制造星辰

大 海 般 的 未 来 。 作 者 晨 飒 说 ，中 国 是 世 界

第一大工业国，有近 2 亿产业工人，有 70 多

年间建立起的门类齐全、结构完备、基础坚

实的工业技术体系，有这些底气，我们的工

业题材创作怎能不“硬核”？“我浓墨刻画着

他们，又反过来被他们的执着感动。”

近日热播的工业改革题材电视剧《麓山

之歌》，改编自小说《重中之重》。“没有枪没

有炮，却看得人热血沸腾”，观众在网站评论

区这样留言道。在长篇小说《锦绣》中，国企

改革有高光时刻，有阵痛经历，也有雨后彩

虹，这些历史经验连同艰苦奋斗的劳动者品

质、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和转型升级的勇气

魄力，一起汇聚成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时

代交响——惟改革者进，惟创新者强，惟改

革创新者胜！

高质量发展离不开高水平科技自立自

强 。 用 手 机 软 件 打 车 、导 航 或 者 点 外 卖

时 ，你 可 能 意 识 不 到 自 己 竟 然 和 北 斗 卫 星

导 航 系 统 发 生 联 系 。“ 北 斗 应 用 只 受 想 象

力 限 制 ”，这 是 中 国 科 研 人 的 凌 云 壮 志 。

报 告 文 学《中 国 北 斗》《“ 北 斗 ”璀 璨》详 述

北 斗 人 如 何 攻 克 160 余 项 关 键 核 心 技 术 ，

如 何 通 过 自 主 创 新 点 亮 这 颗“ 天 空 中 最 亮

的星”。

全面深化改革向广度和深度进军的新

时代，呼唤着改革的热情、决心与勇气，也呼

唤着创新的活力、魄力与智慧。立足时代潮

头，引领风气之先，文艺创作正以不同形式

弘扬改革创新的时代精神。

结 合 现 实 生 活 ，讴
歌融入时代洪流的奋斗
之志

“调动了千军万马，经历了千难万险，付

出了千辛万苦，要走进千家万户，将造福千秋万

代”，北斗有“五千万”工程之称。这样的工程何

止北斗？从“嫦娥”上天揽月到“奋斗者”号深海

探险，从“墨子号”、“天问一号”到“人造太阳”、高

速磁浮……一项项国之重器、一个个中国速度

让国人骄傲，令世界瞩目，这背后凝聚了千千万

万中国人的奋斗之志和创造之力。

时代的脉搏里，是无数平凡英雄的奋斗

人生。

“责任感就是时代感。”长篇小说《海边春

秋》的主人公刘书雷，在自己的博士毕业论文

里写下这句话。从北京名校毕业后，他来到

基层，在海岛渔村转型发展的实践中，磨砺品

质与意志，淬炼信念与追求，最终实现了第二

次“毕业”，成长为一名有责任、有担当、敢于

创新、乐于奉献的青年干部。

《2021 中国电视剧发展报告》显示，2021
年青年观众眼中的优质国产剧关键词是：正

能量、剧情吸引人、演技在线、主旋律、时代

感、平凡人大时代、温暖、烟火气等。主旋律

也有烟火气，平凡人亦有时代感。二者结合，

体现出的正是从现实生活中感悟时代脉动、

在国家发展中成就人生梦想的深刻主题。

网游经理回乡种地，为无花果制定 10年三

步走的种植计划；大学毕业生做起农村电商，

带动贫困户一起科学化、精细化养殖，让当地

农产品走出去。在网络纪录片《追光者：脱贫

攻坚人物志》中，各显神通的“农创客”们为乡

村振兴注入科技力量、青年力量，在希望的土

地上演绎着时代进步与个人发展的双重变奏。

“灯火里的中国青春婀娜，灯火里的中国

胸怀辽阔，灯火漫卷的万里山河，初心换回了

百年承诺。”一曲《灯火里的中国》在年轻人中

有很高的传唱度。从万家灯火到万里山河，

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与国家的发

展、社会的进步息息相关。将奋斗人生融入

时代洪流、让个人前途与国家命运同频共振，

这是最打动人心的时代旋律。

因时而兴，乘势而变，随时代而行，与时

代同频共振，永远是文艺发展的康庄大道。

“黄河落天走东海，万里写入胸怀间”，新时

代新征程召唤文艺工作者紧跟时代步伐，书

写时代的进步要求，为时代前行吹响号角！

压题照片为贵州省安顺市平坝区夏云

镇小河湾村。

石耀臣摄（影像中国）

制图：赵偲汝

““从从时代的脉搏中感悟艺术的脉动时代的脉搏中感悟艺术的脉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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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一名昆曲演员，生

长于戏曲世家，在传统文化

浸 润 下 成 长 。 尤 为 幸 运 的

是，我的青年时代恰逢当代

昆曲发展黄金期。伴随昆曲

成功入选“人类口头和非物

质遗产代表作名录”，社会对

昆曲的关注度明显提升，国

家大力扶持昆曲发展，启动

昆曲传承人计划。在这样的

时代背景下，年轻一代昆曲

演员拥有了更大的舞台。

我从戏校毕业后不久，

就出演了昆曲《1699 桃花扇》

中李香君这个角色。跨越几

百年时空，在昆曲的舞台上，

我与 16岁的李香君相遇。两

个女孩，同样的花季年龄，同

样怀揣对未来的梦想，我和自

己扮演的人物产生了共鸣。

为更好地揣摩这个角色，我细

细研读《桃花扇》原作，找来不

同版本的影视和话剧作品认

真观摩，希望深入李香君的内

心世界。那时，我每天过着排

练场和家两点一线的生活，就

连吃饭时心里也在琢磨台词

和身段。经过 3 个月没日没

夜的排练，《1699 桃花扇》成

功上演，观众们记住了我这个

演员。

我的老师是昆曲名家张

继青。张继青老师对艺术要

求之严是出了名的，每一次

排练、演出和录音，都十分认

真地对待，乐队伴奏时哪怕

有一个错音都会指出来。老

师的敬畏之心深深地影响了

我。在老师传授的剧目中，

我最喜欢《牡丹亭·寻梦》这一折。这场戏只有杜丽娘一人

在舞台上表演，要做到“一人在场，满台是戏”，很吃功力，非

常考验演员的感受力和艺术表现力。老师在给我说戏的时

候，总说要再“淡”一些。什么是“淡”？我理解就是要把自

己融入表演，把角色融入自己的身体——不是我在做这个

动作，而是杜丽娘在做，此时此刻我就是杜丽娘。

对昆曲闺门旦演员来说，《牡丹亭》是梦寐以求的，也是

令人诚惶诚恐的艺术试金石。以昆曲的优雅婉约表现人物

的细腻深情，既传递出剧本、剧种的古典性，又能够引发当

代人的情感共鸣，并非易事。一部《牡丹亭》，我从 16 岁唱

到现在，数不清演了多少场。每一次演出后，我都会回顾自

己当天的表演，然后再读一遍剧本，及时做总结。这 10 多

年来，我对《牡丹亭》的理解随着年龄、阅历和演出经验的积

累逐渐加深。 16 岁时，我站在舞台上，水袖一出、回眸一

望，少女的天真和烂漫尽显其中。今天，我对杜丽娘的内心

体会得更深、唱腔更加成熟，表演时洒脱自如许多，气息也

更加稳定。凭借在《牡丹亭》中的表演，我获得了第二十九

届中国戏剧梅花奖。

昆曲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瑰宝，作为一名昆曲演员，

我肩负着弘扬和发展昆曲的责任。“学我者生，似我者死”是

梨园行老话，每个演员都有自己的特点与气质，纯粹的模仿

很难赋予古老的艺术以新的生命。在传承过程中，要探索

创新的边界和方式。比如，在尊重原作、尊重唱腔与程式的

基础上，可以用现代手法创新戏曲舞台的舞美、灯光。传统

昆曲舞台铺的是地毯，有的作品结合剧情特点，把地毯改为

大理石般的地面，这样当灯光映在上面时，就产生波光粼粼

的视觉效果，与剧本中小桥流水的故事背景相呼应，更有代

入感。

昆曲的未来离不开观众支持。如何让越来越多的年轻

人喜欢昆曲，也是我关注的问题。前不久创排新版《牡丹

亭》时，我们在深入研读汤显祖原作的基础上，改变了叙事

结构。《牡丹亭》原作一共 55 出，常见的舞台版大多只选取

前几出主干情节。而我们采用倒叙形式，以杜丽娘“起死回

生”为主体，把《惊梦》《寻梦》等大众耳熟能详的名折名曲以

充满新意的方式重新组合，但念白、曲文皆从原本中来，无

一字无来历。新版《牡丹亭》上演后，年轻观众非常喜欢，他

们激动地说，这样独特的讲述与之前看过的版本截然不同，

仿佛在看一个当下的故事，耳目为之一新。我告诉他们，舞

台上所有的内容都出自原著，是原著本身具有现代性。从

这个角度来说，深入传统恰恰能为我们带来创新的启示。

这些年来，我经常接到影视界的邀约，不过都婉言谢绝

了。我的内心一直很笃定，我们青年昆曲演员的使命始终是

静心唱好昆曲，用心展现昆曲之美，传承好这一传统文化瑰

宝，通过我们这一代人的努力，让更多人走近昆曲，不断赋予

它新的生机活力。

（作者为青年昆曲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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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开深红色封页的长篇纪实文学《世纪

母亲》，文字质朴温润，情感的波澜在字里行

间跌宕起伏。读完最后一字，合上最后一页，

忘我、奉献的母亲形象迎风而立。谁言寸草

心，报得三春晖。这是一封儿子写给母亲的

深情书信，炽热滚烫、深沉厚重。

作品近 20 万字，生动书写母亲披星戴月、

跋涉奋斗的一生。从孩童时期的艰难困苦，

到青年时期的历经战火，再到中年时期的深

明大义、晚年时期的心系家国，母亲一生爱国

爱家、顾家护家，面对困难和挑战，不逃避不

躲闪，始终以一种昂扬向上的姿态，将大家小

家照亮。作品语言生动质朴，故事真实鲜活，

人物如在眼前。

作品从家出发，在泥土里发芽生长，以

曲折动人的情节，刻画了一位机智勇敢、深

明大义的农村妇女形象。烽火岁月里，母亲

冒着生命危险，以柔弱之躯独自一人翻山越

岭，深夜在敌占区往返奔走 40 余里，为八路

军传递重要情报；沉着、冷静、果断地抢在敌

人偷袭之前，以一己之力勇敢救下地下党农

会一家六口；义无反顾地支持丈夫参加支前

大军，在解放战争的战场上贡献力量。从小

追 着 说 书 人 满 村 跑 、没 有 上 过 一 天 学 的 母

亲 ，对 知 识 的 渴 求 、对 文 化 的 敬 畏 深 入 骨

髓。在困难年代，母亲仍坚定不移地送所有

孩子上学。母亲以博大的慈爱之心和纤细

的瘦弱之躯，支撑四个孩子相继走出山村，

成 为 社 会 有 用 之 才 ，也 造 就 了 今 天 奋 发 有

为、和谐美满的大家庭。“家是最小国，国是

千万家”。作品精心挑选、动情讲述母亲在

不同年代的经历和事迹，增加了故事的历史

感，也为塑造人物形象注入更加丰富的精神

内涵。

作者紧贴鲁南乡村生活肌理，作品聚焦

农家日常，在细密而充满烟火气的叙述中，

写活了亲善和睦的良好家风、邻里和谐的淳

朴民风。书中写到，自母亲嫁到张家，一双

弱肩扛起全家老小的生活，琐碎的日子在繁

杂的家务中循环往复；烟火岁月中四季三餐

精打细算，平常日子里两人一心细水长流，

夫妻二人共同支撑起一个家，顺境时真情互

换，困境中肝胆相照，家里的日子几十年里

红红火火、蒸蒸日上。作品关注家庭成员的

生命历程与精神成长。因为有母亲心中那

一团火温暖、那一束光照亮，家庭中的每一

个人都不曾孤单彷徨。公婆年纪轻轻便撒

手人寰，母亲主动承担起小叔子和两个小姑

子的抚养责任。

作品这样细致地讲述：母亲对家人如此，

对待外人也是善良无私。同村有一位孤寡老

人五奶奶，母亲多年来一直悄悄关心帮助，只

要家里做顿好吃的，就让孩子送五奶奶一份，

五奶奶的脏衣破被，都是母亲拿回来拆洗缝

补。母亲的善良厚道不仅赢得家人的尊重，

也赢得十里八村的赞誉。这些文字来源于生

活、忠实于生活，展现了一个普通家庭尊老爱

幼、夫妻和睦、勤俭持家、团结邻里的寻常和

非比寻常。

《世纪母亲》是一本真实记录乡村生活的

时光札记，是对向上向善优良家风的赓续传

扬。作者说：“把母亲的一生记录下来，不仅

是我作为儿子的担当，更是我们传承中国源

远流长的爱家、爱国文化的责任和义务”。家

风蕴于父母的言行，藏在生活的细节。通过

母亲一生的故事，作品把家风传承融入兄弟

姐妹的欢声笑语中，写进大家小家的幸福生

活里，助推好家风沿着当代家庭的根脉不断

延展生长。

时光舒缓地翻阅一页页乡村日历，作品中

流淌着的向上向善家风如春风拂面。生动的

文学不在别处，就在我们蒸蒸日上的生活中。

（作者为中国妇女报社原社长）

赓续传扬向上向善的家风
黄海群

核心阅读

眼纳千江水，胸起百万
兵。只有心怀国之大者，脚踩
生活大地，才能于日新月异的
时代变迁中写就激昂的文艺
乐章。

全面深化改革向广度和
深度进军的新时代，呼唤着改
革的热情、决心与勇气，也呼
唤着创新的活力、魄力与智
慧。立足时代潮头，引领风气
之先，文艺创作正以不同形式
弘扬改革创新的时代精神。

因时而兴，乘势而变，随
时代而行，与时代同频共振，
永远是文艺发展的康庄大道。

我们青年昆曲演员的使命始终是静
心唱好昆曲，用心展现昆曲之美，传承好
这一传统文化瑰宝，通过我们这一代人
的努力，让更多人走近昆曲，不断赋予它
新的生机活力。

《世纪母亲》：仙风君著；作家出版

社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