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前 不 久 ，我 在 山 东 港

口青岛港全自动化码头采

访。站在天台上远眺，偌

大货场空无一人，机器人

载着几十吨重的集装箱来

回穿梭，有条不紊。从几

十年前的人背肩扛到今天

的智能化运行，这一强烈

对比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

生动注脚。

令人欣喜的是，这样

的历史性变迁被文艺作品

记录了下来。新时代的报

告文学作家聚焦“国之大

者”，深扎生产生活现场，

多维度展现开阔丰富的时

代生活，创作了大量无愧

于 时 代 的 优 秀 作 品 。《革

命者》《天晓：1921》《红船

启 航》《浦 东 史 诗》《中 国

北 斗》《十 八 洞 村 的 十 八

个故事》《江山如此多娇》

《安得广厦》等，展示了当

代 报 告 文 学 的 创 造 活 力

和多重面貌。

多年来，我专注于报

告文学创作，相继推出了

一些反响较好的作品。报

告 文 学 创 作 是 一 件 苦 差

事 ，但 苦 中 有 乐 、意 义 非

凡。创作《天晓：1921》之

前 ，我 为 自 己 定 下“ 三 不

写”的规矩，即：脚没走到

的地方不写、耳没听过的

故事不写、眼没看到的变

化不写。这三条近乎苛刻

的规矩，让我经历了更多

艰辛，付出了更多汗水。

为写出历史现场感、

带人们回到那个风起云涌

的年代，我用半年多时间

进行采访，行走于大江南

北，积累素材。我先后来

到 参 加 中 共 一 大 会 议 的

10 余位参会者的故乡，踏

访他们的故居、纪念馆或

他们生活过的地方。在这

个过程中我不断进行田野

调查，力求获取更翔实、更

真切的史实和细节。回到

北京后，我蛰伏 5 个半月，

完 成 31 万 字 的 初 稿 。 在

这个过程中，我患上带状

疱疹，疼痛难忍，不过仍继续伏案写作。而后，我用

一年半的时间几易其稿。苦乐萦怀，苦中有乐。我

是一名军人，也是一名作家，更是一名中国共产党党

员，《天晓：1921》是我向党的百年华诞致敬之作。我

的笔蕴含着对党的炽热深情，这份感情自然而然地

流淌在这部作品的字里行间。

报告文学作家应聚焦国家发展大局。经济社会

快速发展，人民群众生活蒸蒸日上，为文学创作提供

着源源不断的素材和灵感。回顾创作道路，我深切

地体会到，翔实的素材无不源于“深扎”，鲜活的故事

无不源于“行走”。只有深入人民群众火热的生产生

活一线，作品才能深刻反映这个时代，才会被广大读

者认可。我一直以徐迟、魏巍等报告文学前辈为榜

样，以他们吃苦耐劳、默默躬耕的精神鞭策自己，秉

持宁缺毋滥的创作态度。为创作长篇报告文学作品

《天风海雨》，我前往海南 10 多次，创作历时 3 年半。

我 21 次走进西藏，深入雪域一线采访，前后总计 600
多天。在此基础上，我创作出《东方哈达：中国青藏

铁路全景实录》和《金青稞：西藏精准扶贫纪实》等 9
部长篇报告文学。其中，为创作《金青稞：西藏精准

扶贫纪实》，我在高海拔的冰雪线连续走访 52 天。

欣慰的是，这些作品记录下时代的足音，凸显了报告

文学的独特价值。

文学是时代的号角。面对日新月异的社会生

活，报告文学作家要有崭新的思考与表达，用自己独

特的叙事坐标和叙事风格，以真实的故事、真挚的情

感书写新时代，留下这个时代的心灵史。我坚信，中

国报告文学作家一定能创作出更多讲好中国故事、

展现中国精神的优秀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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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求和表现真善美，是儿童文学创作的目

标。由辽宁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的《当代少年

“翼”丛书》，就围绕“美”和“成长”展开。

作为丛书主编，我希望邀请那些还没有儿

童文学作品，但已有丰富文学创作经验的作家

来写。这主要基于两点考量：一是我熟悉这些

作家，了解他们的文学态度和创作能力、写作特

点；二是初涉儿童文学创作，他们在创作时会更

加敬畏和审慎，激发新的文学创作可能性。

于是，70 后魏微、戴来、石一枫和 80 后马小

淘、刘汀、孟小书这几位当前小说创作的生力

军，成为《当代少年“翼”丛书》作者。事实证明，

选择这 6 位作者是正确的，他们不仅按计划完

成创作，而且作品先后被《人民文学》《十月》等

专业文学期刊发表，从一个侧面证明了这套丛

书的创作质量。比如，石一枫的少儿小说《白熊

回家》，不仅是一部童话、一部成长小说，也是一

首关于善和爱的诗。书中主人公充满韧性、锲

而不舍，获得幸福美满的结局。小说用形象生

动的语言和可爱的动物故事将个体与他者的关

系诠释得深入浅出，显示了思考的深度。

《当代少年“翼”丛书》集结的 6 部作品取材

丰富、立意各异，它们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好看、

有趣。此外，这 6 部小说将奇异的想象和真实

的细节相交织，创意独特、叙事缜密，共同书写

少年纯洁、善良、天真、重义的天性和品质，揭示

勇敢和坚韧的力量，体现出向上向善的价值观。

一个生于上世纪 70 年代、成长于 80 年代的

女孩小惠子，回忆了她与爷爷奶奶、叔叔等亲人

一起度过的幸福时光，笔法和格调如林海音的

《城南旧事》，这是魏微的《长大成人》；小雷不幸

失去了母亲，在小雷最需要帮助的时候，网友李

涛伸出援助之手，这是戴来的《小出走》；北极的

熊小黑和熊白白被偷猎者从北极掠走，它们历

尽艰难，千里寻家，这是石一枫的《白熊回家》；

一个来自未来的机器人通过时空隧道来到地

球，意外地落在北方的青羊山村，他经历了许多

难忘的人与事后发现，不管现在还是未来，人类

最重要的永远是彼此之间的情感，这是刘汀的

《落日与少女》；冲浪少年塔卡百折不挠，一如海

洋里的大鱼始终在挑战那凶猛的“怪浪”，这是

孟小书的《浪尖上的大鱼》……

几部长篇各有千秋，初读这些作品时的激

动 心 情 ，现 在 回 想 起 来 记 忆 犹 新 。 丛 书 取 名

“翼”，是丛书作者之一戴来的建议，“翼”即羽

翼、翅膀，寓意飞翔。这套丛书承载着创作者的

美好祝福，希望青少年朋友们鲲鹏展翅，拥有灿

烂美好的明天。

彰显儿童文学的情怀
孟繁华

核心阅读

实践证明，中华美学在当下
的数字化浪潮中具有强大生命
力和感染力，能够给人留下震撼
而深刻的艺术体验，生动传播中
华文化。用现代科技打造具有
中华文化特色的独特意境，是中
国数字艺术的重要实践方向。

数字艺术并不仅有炫目的
外在呈现，更要有坚实的文化内
核；数字艺术创作不仅需要技术
手段，也需要文学思维和导演思
维。以文化为内核构建数字内
容，以数字内容进一步开掘文化
内涵，才能让人们真切体会到数
字艺术的魅力。

我们拥有丰富深厚的文化
和独树一帜的美学，在互联网、
人工智能、虚拟现实等领域积累
了一定科技优势。用好数字艺
术这一全新的艺术语言，我们完
全能够在国际语境下让中华文
化跨越语言文化差异，更加深入
人心。

回顾创作道路，我深切地体会
到，翔实的素材无不源于“深扎”，鲜
活的故事无不源于“行走”。只有深
入人民群众火热的生产生活一线，
作品才能深刻反映这个时代，才会
被广大读者认可。

《当代少年“翼”丛书·白熊回家》：

孟繁华主编，石一枫著；辽宁少年儿童

出版社出版。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

“实施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繁荣发展文化事

业和文化产业”。数字文化产业迎来良好发展

机遇，有力支撑数字艺术深入探索。数字艺术

充分运用现代科技成果，激活丰厚文化资源和

中华美学精神，对我国自然、人文、历史和当代

生活风貌进行全维度呈现，在丰富人民文化生

活、增强人民精神力量以及增强文化自信等方

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用数字艺术焕新文
化表达

2022 年北京冬奥会开幕式从一朵雪花的

故事开始，运用人工智能实时互动、裸眼 3D、增

强现实、数字影像等手段，向世界展示浪漫空灵

的中国意象，在全球观众心中留下难忘的冬奥

记忆。作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

联欢活动和北京冬奥会开幕式等重大项目的视

效总设计，这些年我一直在思考如何利用“艺

术+科技”的跨媒介手段，更好地实现中国文化

的数字化转译。

写意与留白是中国画的艺术特色，也是中

国哲学与美学的独特魅力之一。我从中国传统

绘画中得到启发，在数字艺术创作上用现代艺

术语言结合中华传统美学，表现中国的历史文

化和人文思想。实践证明，中华美学在当下的

数字化浪潮中具有强大生命力和感染力，能够

给人留下震撼而深刻的艺术体验，能够在国内

国际舞台上生动传播中国文化。用现代科技打

造具有中华文化特色的独特意境，是中国数字

艺术的重要实践方向。

我们希望用全新的数字语言展开中国历史

与人文的艺术画卷。正在建设中的贵州长征数

字科技艺术馆，是全球首个以长征为主题的全

沉浸式数字体验馆。场馆中没有长征相关实体

文物，而是运用全息影像、虚拟现实、三维声场、

机械舞台等科技手段，生动再现从长征出发到

遵义会议再到红军三大主力胜利会师的伟大历

程。在大型全域沉浸式光影空间中，长征这一

彪炳史册的“地球的红飘带”宛在眼前，观众置

身雪山草地或战斗场景，感受长征的艰苦卓绝。

长征精神是红色文化重要构成，激发了一

代代中国人艰苦奋斗、踔厉奋发。今天，长征数

字科技艺术馆以艺术创新为切入点，力求通过

立体演绎和多维呈现，将长征精神转化为新长

征路上的前进力量。中华文化悠久深厚，以数

字艺术对其进行沉浸式呈现，具有巨大潜力和

广阔前景。持续深挖文化资源、焕新艺术表达，

将有效推动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为文化建

设注入蓬勃生机和不竭动力。

以全维度呈现创造
沉浸体验

当下，数字艺术用声光电打造的沉浸式体

验受到人们欢迎。数字场馆、艺术展览、博物馆

等城市公共艺术空间作为文化载体，一定程度

上发挥了社会美育的作用。同时，在科技与文

化融合的大背景下，以文化为内核，借助数字科

技进行持续创新，已成为文化产业发展的必然

趋势。随着科技的发展和普及应用，数字艺术

将走向共创共享。

中华五千多年文明延续至今，如何将其中

的精华有机融入现代生活，我们一直在探索。

今年，我们在北京中轴线上，用多媒体打造沉浸

式剧场。在《元》这个作品中，古代建筑、光影、

声 音 、舞 蹈 甚 至 观 众 本 身 都 成 为 作 品 的 一 部

分。在这个场域里，每一个人都是探索者、创作

者。此外，为传承弘扬河洛文化，我们在河南洛

阳打造了全国首个沉浸式博物馆体验集群《寻

迹·洛神赋》，融合科技与艺术，打造交互体验，

从古今多个层面展示洛阳文化。这是一场与文

化遗产的跨时空对话，让观众在沉浸式体验中

加深对故乡、对中华文化的认识。

依托中华美学实现创新表达，为人们创造

美好体验，是数字艺术面向文化市场、满足人民

需求的有效途径。比如“瑰丽·犹在境”数字艺

术展，从《千里江山图》《洛神赋图》《百花图卷》

三幅古画中提取意象和元素，诠释古画意境。

展览与时尚、舞蹈、茶艺相融合，共同营造出古

典与时尚兼备的东方美学体验。

数字科技是讲好故事、激发共鸣的有力载

体。相比传统艺术媒介，数字艺术的最大优势

在于维度。它通过营造沉浸空间全维度呈现故

事内容，其中的信息量得到几何级增长。与此

同时，数字艺术并不仅有炫目的外在呈现，更要

有坚实的文化内核；数字艺术创作不仅需要技

术手段，也需要文学思维和导演思维。以文化

为内核构建数字内容，以数字内容进一步开掘

文化内涵，才能让人们真切体会到数字艺术的

魅力。

着力打造新的中华
文化符号

新的时代条件下，我们需要不断探索讲好

中国故事、弘扬中华美学的有效方式。中华文

化在世界范围内传播升级，新媒体是非常重要

的创造和表达手段。我们拥有丰富深厚的文

化和独树一帜的美学，在互联网、人工智能、虚

拟现实等领域积累了一定科技优势，只要立足

中华文化、勇于创新表达，就一定会创造出更

多有分量的作品，让更多人爱上中华文化、爱

听中国故事。

在 用 数 字 艺 术 向 世 界 讲 述 中 国 故 事 的

过 程 中 ，有 三 个 瞬 间 令 我 难 忘 。 首 先 是 2018
年 平 昌 冬 奥 会 的“ 北 京 八 分 钟 ”，我 们 将 龙

凤 、中 国 结 等 中 国 传 统 纹 样 演 绎 成 流 光 溢 彩

的 冰 舞 绘 画 ，以 全 新 方 式 展 现 中 华 文 化 。 北

京 冬 奥 会 之 后 ，不 少 国 家 的 艺 术 家 向 我 表 达

了 对 开 幕 式 演 出 的 赞 赏 。 当 我 将 长 征 数 字

科 技 艺 术 馆 设 计 方 案 讲 给 国 际 友 人 时 ，他 们

表 现 出 浓 厚 兴 趣 ，纷 纷 表 示 要 来 中 国 参 观 。

这 些 积 极 的 反 馈 更 加 坚 定 了 我 用 数 字 科 技

讲 好 中 国 故 事 的 决 心 。 我 相 信 ，用 好 数 字 艺

术 这 一 全 新 的 艺 术 语 言 ，我 们 完 全 能 够 在 国

际 语 境 下 让 中 华 文 化 跨 越 语 言 文 化 差 异 ，更

加深入人心。

多年来，我们一直思考如何运用数字艺术

打开充满东方神韵的浪漫画卷，在世界面前呈

现崭新的中华文化符号。2022 年北京冬奥会

开幕式是一次成功实践。当黄河之水飞流而

下、冰雪五环破冰而出，全场观众为之感动。

有感动就有共情，有共情就会引发共鸣，进而

将具体的体验镌刻为人们的共同记忆。向世

界讲好中国故事的关键，在于用科技和艺术相

融合的手段打造独特美学体验，创造出令人惊

喜和感动的文化产品。

讲好中国故事，要用好市场手段；让高品

质文化产品走向海外，尤其要打造具有国际水

准、生动传播中华文化的现象级系列作品，与

全球观众进行对话。数字艺术企业也要与高

校科研单位进行联动，通过跨学科建设培养更

多优秀数字艺术人才。

新 时 代 为 数 字 艺 术 发 展 提 供 了 肥 沃 土

壤。广大数字艺术工作者对中华文化怀有发

自内心的热爱，拥有无比丰富、源源不断的创

作资源。在多次参与大型国际艺术演出创作

后 ，我 们 心 中 传 播 中 华 文 化 的 使 命 感 愈 加 强

烈。我们将继续探索，继续用数字艺术向世界

讲好中国故事。

（作者为中国人工智能学会艺术与人工智

能专业委员会副主任）

题图为 2022 年北京冬奥会开幕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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