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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推出更多增

强人民精神力量的优秀作品”。进入新时代，

深入生活、扎根人民是文艺创作“最根本、最关

键、最牢靠的办法”，成为广大文艺工作者的共

识。如何更有效地“深入生活、扎根人民”，如

何在文艺实践中更有创造性地推出高峰之作，

是文艺工作者必须认真思考并交出合格答卷

的重大课题。

在深入生活、扎根人民
中准确把握时代精神和生
活本质

“我看见人怎样把艺术和生活揉在一块儿，

把文字和血汗调和在一块儿创造出来一些美

丽、健康而且有力量的作品。”这段话出自 1949
年 7 月巴金在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

会召开期间所写文章《我是来学习的》。它表

明，深入生活、扎根人民是艺术创造和服务人民

的内在需要，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是。

“常年奔波劳累，我的‘发动机’出问题了。

我住进医院了，要换心脏的瓣膜。你放心，手术

一定会成功！我一定会回来的！”这是 2020 年 5
月作家李迪在手术前发给我的一段微信语音，

一个月后，李迪离世。话语中有疲倦和无力，更

有乐观和坚定。他的“发动机”出问题，是因为

太累了、太拼了！此前大约半年，69 岁的李迪

深入十八洞村，回京后忍着病痛写作《十八洞村

的十八个故事》，而最后的几个故事，他已经无

力自己写出来，只能躺在床上通过手机向速记

员口述。这部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的报告文学，

成为李迪书写脱贫攻坚史诗的精品力作。“有没

有感情，对谁有感情，决定着文艺创作的命运。”

一辈子行走在大地上的李迪的艺术人生，正是

这句话的生动诠释。进入新时代，越来越多文

艺工作者怀抱对人民的深厚情感，让人民成为

作品的主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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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深

入生活、扎根人民的功夫提升艺术创造高度，向

文艺高峰迈进。

“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对文

艺工作者来说，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的源

泉，就是生活。生活就是人民，人民就是生活。

回望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延安，作家李季拜农

民为师，在“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将自己的

心与农民的心紧密相连、与信天游紧紧拥抱，写

出具有开创性的叙事长诗《王贵与李香香》。上

世纪 50 年代，作家周立波在家乡湖南益阳清溪

村体验生活期间，经常同社员一起劳动。一次，

他和老乡们一起“扯田埂子”，由于用力过猛，扯

断了夹板锁，周立波手脚朝天跌倒在水田里，满

身是泥，大家笑他成了“泥牯牛”，周立波则风趣

地说：“比老黄牛还差一色呢”！周立波曾说，只

有同农民群众生活、劳作在一起，才能真正与群

众在思想上感情上打成一片。他是这样说的，

更是这样做的。《山乡巨变》正是从土地里长出

来的经典。电视剧《山海情》何以打动无数观众

并获得飞天奖、金鹰奖等多种荣誉？编剧王三

毛的答案是，写这部剧的时候，真正把心把情都

用在了这片土地上；主演热依扎的答案是，《山

海情》体现了中国人的友爱、团结和齐心协力共

赴美好生活的力量。无论是延安时期李季的

《王贵与李香香》，新中国成立初期周立波的《山

乡巨变》，还是当下的《山海情》，它们的成功都

筑 基 于“ 取 之 不 尽 、用 之 不 竭 的 唯 一 的 源

泉”——人民生活。

“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

鲁迅先生这句话，在今天依然引发文艺工作者

的强烈共鸣。广大文艺工作者只有不忘“都和

我有关”，只有深入人民群众、了解人民的辛勤

劳动、感知人民的喜怒哀乐，才能洞悉生活本

质，才能把握时代脉动，才能领悟人民心声，才

能使文艺创作具有深沉的力量和隽永的魅力。

在深入生活、扎根人民
中不断提升阅读生活、提炼
生活的能力

在人民的历史创造中实现艺术的创造，在

人民的进步中造就艺术的进步，这是时代对文

艺工作者的呼唤。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为文艺

工作者提供了创作的可能，是艺术创造、艺术进

步的前提。从来自人民生活的文艺的原料，到

形成观念形态上的为人民大众的文艺，离不开

文艺工作者的创造性劳动。没有这种创造性劳

动，生活就只能是原料，而不可能转化为艺术。

文艺工作者是否具有“创造性劳动”的强烈意识

和高超能力，直接决定了他能否在深入生活、扎

根人民的基础上创造精品佳作、攀登文艺高峰。

中国文艺史上，一批有追求、有本领的作家

艺术家注重提高自身阅读生活的能力，致力于

发掘代表时代精神的新现象新人物，以源于生

活又高于生活的艺术创造，以现实主义和浪漫

主义相结合的美学风格，塑造了吸引人、打动

人、感染人的艺术形象，为时代留下了令人难

忘的艺术经典。罗中立的经典油画《父亲》，以

对人民的深厚情感，以对生活和时代的敏锐发

现 ，从 人 们 熟 视 无 睹 的 无 数 个 农 民 父 亲 形 象

中，提炼、创造了充满强烈艺术感染力的人物

形象，其创作过程体现了艺术家在提炼生活时

高超的创造性。文艺工作者不是生活原料的

“搬运工”，不是理论、概念的“画图员”，而必

须既有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的基本态度，又有

以高于生活的标准来提炼生活的创造能力，从

而能够以优秀作品艺术地、审美地、丰盈地表

现生活、照亮生活。

“刘建东的《无法完成的画像》，幽微剔透，

沉静隐忍，实现了革命英雄叙事传统的新变。

张者的《山前该有一棵树》中，坚韧不拔的胡杨

闪耀着天山脚下兵团儿女的精神光谱。钟求是

的《地上的天空》，富于想象力地在日常生活裂

隙中探测人性的高度。董夏青青的《在阿吾斯

奇》中，‘家’与‘国’以朴素、诚挚的叙事达到了

情感与价值的深刻同构。蔡东的《月光下》映照

人的疏离与亲情，古老的诗意转化为现代经验

的内在光亮。”从第八届鲁迅文学奖短篇小说奖

简短的授奖辞中，我们可以强烈感受到获奖作

家们在走入生活、贴近人民的过程中，展现出的

阅读生活、提炼生活的创新创造能力。

同时我们也看到，一大批反映警察、医生、

消防队员、外卖小哥等职业群体工作生活的影

视作品，受到观众喜爱。创作者们敏锐地从我

们身边生活中寻找题材、激发灵感并进行艺术

创作，在这些人物形象上，能看到忠于职守的专

业精神、互相理解的人间真情，能看到奋斗人生

折射出来的璀璨光芒。这些作品色彩斑斓、情

境丰富、余韵悠长，共同演奏了时代生活的声光

交响。它们不仅是记录，更是用理想照亮现实

的艺术创造。

时代波澜壮阔，生活气象万千。新时代的

文艺工作者只有坚持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不断

提高“脚力、眼力、脑力、笔力”，才能将生活真实

转化为艺术真实，将生活之美转化为艺术之美，

才能以高峰之作写透生活本质和时代精神，写

出生生不息的人民史诗。

（作者为中国艺术报总编辑）

题图为浙江省杭州市富阳区东梓关村田园

风光。

余沈立摄（影像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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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系列纪录片《航拍中国》第四季为该系

列的收官之作。该片跨越大江南北，用精致的

镜头、大美的画面，记录当下中国的自然景观和

人文地理，书写恢弘壮阔的山河史诗。

《航拍中国》系列从第一季开始便探索高空

视角下视听叙事的多种可能性，力求开拓纪实

美 学 新 路 径 。 主 创 团 队 动 用 总 计 73 架 直 升

机、320 架无人机，总航程超 90 万公里，在载人

直升机和无人遥控机拍摄外，还加入穿越机拍

摄、水下摄影等，进行多视角影像呈现。

第四季拍摄的地区经纬度跨越最大，海拔

高度落差最大。在青藏高原，摄制组突破载人

机高海拔起飞、从北坡拍摄珠峰的技术限制，带

观众近距离领略珠峰景观。摄制组还首次将航

拍视角升至太空，利用卫星进行动态高分辨率

拍摄，再加上“天宫”空间站拍摄素材，使观众欣

赏到难得一见的视觉奇观。

该片常采用“一镜到底”的飞行拍摄手法，

选择最具特色的地理空间，通过远近结合、动静

相宜的镜头设计，带领观众俯瞰脚下美丽可爱

的家园。片中，既有快速运动镜头跟随藏羚羊

迁徙，也有花漫长时间在马祖岛海滩静候和记

录大海“蓝眼泪”景象。与之相应，解说词精雕

细琢，力求逻辑缜密、语言优美、贴合画面，也不

乏通俗性和趣味性，以“接地气”的表达拓展内

容的广度和深度，满足观众的知识需求和审美

需求。

该片除了鸟瞰式关注不同地域的时间流变

与空间转换，也注重展现该地域人文历史和风

土人情。该片对多处文化遗址和名胜古迹进

行呈现，对地上文物和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重

点讲述。首都的北京中轴线、大运河文化，河

南的仰韶文化遗址、洛阳古都、开封古都等，都

在其中精彩亮相。纪录片在绘制“中国地理鸟

瞰图”之外，还打造了一条体验中华文明的空

中游径，带领观众对文化遗迹进行别开生面的

探寻和思考。

《航拍中国》通过描绘大美景观展现新时代

生动蓬勃的精神气象。透过镜头里的青山绿

水，观众能自然联想到我国实施的一系列生态

保护修复举措和重大工程，从而对生态保护修

复取得的历史性成就有更深体会。该片展现工

业、农业、渔业等各行各业的发展，展现科技进

步带来的巨大社会变迁。观众们跟随镜头，在

柳钢防城港钢铁基地，见证现代钢铁工业发展

与进步；在沈飞、鞍钢、大连船舶等领略大国重

工风范，也体验新松机器人、FL—62 大型连续

式跨声速风洞等高新科技项目。该片立体展

现美丽中国、生态中国、文明中国，是对新时代

中国社会图景的生动描摹。

《航拍中国》系列历时 7 年，逐步积累传播

力、影响力和美誉度，成为深受观众喜爱、传播

效果突出的现象级作品，在互联网上引起很大

反响。播出后，节目全网热搜累计上榜超 370
个，相关话题阅读量突破 19 亿人次，微博短视

频播放超 1 亿次。这背后一方面是内容的专业

性，地质学、气候学、历史学、考古学、民族学、生

物学等学科专家学者从前期调研、选点开始就

深入参与创作；另一方面是表达的贴近性，“说

观众听得懂的话，看人们难得一见的风景，让 8
岁到 80 岁的国人都能理解和喜爱”。许多观众

表示，纪录片里有记忆中的故乡，有无比向往的

旅程，有渴望体验的生活，大大丰富了自己对祖

国山河的形象认知和情感体验。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

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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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生动镜头展现大美中国

在生活的基石在生活的基石上铸就文艺高峰上铸就文艺高峰

康康 伟伟

无论是延安时期李季的
《王贵与李香香》，新中国成
立初 期周 立 波的《山乡 巨
变》，还是当下的《山海情》，
它们的成功都筑基于“取之
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的源
泉”——人民生活。

文艺工作者不是生活
原料的“搬运工”，不是理
论、概念的“画图员”，而必
须既有深入生活、扎根人民
的基本态度，又有以高于生
活的标准来提炼生活的创
造能力，从而能够以优秀作
品艺术地、审美地、丰盈地
表现生活、照亮生活。

进入新时代，越来越多
文艺工作者怀抱对人民的深
厚情感，让人民成为作品的
主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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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的功
夫提升艺术创造高度，向文
艺高峰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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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

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坚守

中华文化立场，提炼展示

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和文

化精髓，加快构建中国话

语和中国叙事体系，讲好

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

音，展现可信、可爱、可敬

的中国形象。”作为电视文

艺作品，电视公益广告以

小见大，内涵丰富、表现手

法多样，在讲好中国故事、

凝聚精神力量方面发挥着

积极作用。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

远流长。以弘扬优秀传统

文化为主题的电视公益广

告亮相荧屏后，深受观众

喜爱。比如，二十四节气

民俗文化系列公益广告，

将古诗词与节气物候相结

合，配以国风音乐和淡雅

画面，传统韵味十足。

电视公益广告以小故

事呈现大变迁，刻录时代

前行的铿锵足音。决战脱

贫攻坚关键期，电视公益

广 告 生 动 讲 述 先 进 典 型

故 事 ，展 示 脱 贫 成 就 ，推

广扶贫经验。如《搬出幸

福 生 活》，再 现 塔 克 拉 玛

干沙漠达里雅布依村 114
户 乡 亲 整 体 搬 离 沙 漠 腹

地 的 历 史 性 画 面 。“ 每 日

251 次 检 验 ，只 为 每 个 菌

包都给村民带来效益；每

年 超 过 500 万 步 的 走 访 ，

只为精准把握扶贫进程。”

《脱贫攻坚 致敬每一位

奋斗者》用数字勾勒扶贫一线工作者的人物群像，给

人留下深刻印象。

此外，公益广告《共绘新蓝图》，为人们解读“十

四五”时期主要目标任务；《塞罕坝》《沙漠绿洲中国

梦》通过动人故事传递生态文明理念，展示生态文明

建设成果；《新未来》创意独特、科技感强，阐释发展

数字经济重要意义，助力提高全民数字素养；《在这

里》展现乡村振兴生动画卷，坚定“民族要复兴，乡村

必振兴”的奋斗决心……这些公益广告篇幅虽小，却

承载着大情怀、大担当。

崇高事业需要榜样引领。时代楷模系列公益广

告以人物纪录短片的形式，凸显时代楷模“爱国、敬

业、诚信、友善”的精神内核。《时代楷模黄文秀》记录

黄文秀同志生前努力工作的画面，传递主人公“决胜

小康、奋斗有我”的坚定信念；《时代楷模朱有勇》讲

述朱有勇院士加入扶贫大军的故事。《参军报国 不

负韶华》《致敬每一位现役退役的中国军人》，强军征

兵主题公益广告刻画当代军人的飒爽英姿，鼓励广

大青年参军入伍，强军兴国。有网友表示“看完立马

想当兵”。

故事因人而生动。电视公益广告以普通劳动者

为主角，从平凡中发现不凡，从质朴中发现崇高，激

发观众共鸣共情，给人以自信自强和温暖向上的力

量。环卫工人每天凌晨 4 点上岗，挥动扫把 1800 多

次、清扫大街 2600 米；公交司机每天驾车行驶 200 多

公里，换动挡位 5000 多次，平均载客 820 人次；交通

警察每天站立 2 小时 35 分，重复手势 886 次，转动身

体 2000 多次……《爱岗敬业 实干圆梦》公益广告

将普通劳动者的日常工作数量化、具象化，镜头背后

万千劳动者的奋斗日常令人感动。湖南卫视“奋斗

者 正青春”系列公益广告讲述年轻人的奋斗故

事。镜头中，驾驶过 6 种机型、飞行近 2000 小时、两

次获得中国空军飞行技能竞赛“金头盔”奖的飞行员

张凯，讲述自己第一次拦截来犯之敌的经历，坚定地

表示：“荣誉并不是我们的最终目标，我们的最终目

标就是守住我们这千千万万的中国人！”激扬奋斗的

青春力量通过屏幕鼓舞了更多人，网友们表示：“正

值青春，就要勇敢去拼搏！”

将“正的价值、善的力量、美的情感”注入作品、

打造精品，已成为当前电视公益广告创作者的共

识。电视公益广告如春风化雨，正在提高全社会精

神文化素养、培育良好道德风尚、传播社会正能量等

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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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公益广告以普通劳动
者为主角，从平凡中发现不凡，
从质朴中发现崇高，激发观众共
鸣共情，给人以自信自强和温暖
向上的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