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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电视直播，我认真聆听学习党的

二十大报告，不由地回想起自己的创作之

路，进而总结经验、反思不足，争取跟上时

代，整装再出发。

为写好新时代的警察故事，过去 5 年

我一直在公安战线体验生活。我扎进派

出所、刑警队和社区警务室，跟基层民警

辅警交朋友，了解他们的工作日常、倾听

他们的心声、感受他们的酸甜苦辣，先后

创作了《韩警官》《朝阳警事》《老兵新警》

等一系列长篇网络小说。

这些根据真实事迹写出来的作品受

到读者喜爱。大家纷纷留言，感慨基层民

警的辛苦和不易，为他们点赞。很多民警

朋友也感谢我的“代言”，邀请我去分享创

作经历。有的作品不仅出版了纸质书、被

改编成有声小说，还即将被改编为电视

剧。读者的喜爱，证明现实题材网络文学

拥有广阔空间，也生动说明了“传播正能

量，作品有流量”。

展望未来，我问自己：要不要换换题

材？有这种考虑，既是出于对读者审美疲

劳的担心，也是想证明自己有驾驭不同

题材的能力。犹豫之时，党的二十大报告

为我指明了方向，让我坚定了“打一口深

井”的信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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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需要

“深扎”的勇气和毅力。珠玉在前，文学名

家们的做法值得网络作家学习。像柳青

一样，在一方土地、一个领域扎下根来深

入观察，这样创作起来才会厚积薄发、后

劲十足。创意枯竭和审美疲劳，其实是因

为在生活里扎得还不够久、不够深入。

新时代的火热实践召唤着文学书写，

公安题材自然也在其中。我联想到自己

定点扎根的城南派出所“老警天团”。身

为 60 后的他们，不少人已是头发花白，但

依 然 坚 守 在 社 区 警 务 第 一 线 。 换 位 思

考，如果我在他们的年纪，很可能赋闲在

家 含 饴 弄 孙 ，或 是 游 山 玩 水 颐 养 天 年 。

三十年、四十年如一日的工作没有消磨掉

他们的工作热情，这些即将退休的民警们

进社区、进企业、进校园，想群众之所想，

用真诚的态度为群众排忧解难。面对违

法 犯 罪 ，他 们 和 年 轻 干 警 一 样 ，义 无 反

顾挺身上前阻止，保护群众的生命和财产

安全。

通过长期观察，我发现他们有一个共

同的习惯：无论去哪儿，都会随身携带一

本工作笔记。这些珍贵的工作笔记里，满

满 记 录 着 群 众 的 疑 、难 、愁 事 和 处 理 情

况。“群众无小事，事事都重要”，他们是这

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随着时间流逝，

一本本工作笔记堆成了一摞，镌刻着警务

工作行家里手的成长轨迹，承载着他们的

青春、热血和与群众的鱼水情。

公安战线这些可敬可爱的人，给了我

巨大的精神力量，我的责任就是将这份力

量传递给更多读者。他们的身上，生动体

现着人性的温暖、奉献的崇高和信任的可

贵。对我而言，城南派出所不只是一个体

验生活、咀嚼生活的采风现场，更是接受

精神洗礼的地方。这种饱含情感的生活

体验，是我创作的动力来源。

生活永远新鲜，故事只待发现。在新

征程上，创作之路无比宽广，我会继续扎

根基层汲取营养，书写身边的平凡英雄，

传递向上向善的精神力量。

（作者为江苏省网络作家协会副主席）

打一口创作的深井
卓牧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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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党的二十大代表，现场聆听习近平

总书记作党的二十大报告，我深受鼓舞，倍

感振奋。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

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有关文化建设的内容

是我最关心的部分。报告提出“推进文化

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为

新时代新征程的文化建设指明方向。作

为一名文化艺术工作者，我也在学习中进

一步领会文化在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进一步思索中华文化如何在新的时代背

景下绽放光彩。

培根铸魂，增强人
民精神力量

诗以言志，文以载道。价值观是文化

的内核。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以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发展社会主义先

进文化，弘扬革命文化，传承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

领，是文艺创作生产和文化事业发展的重

要前提；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文化艺术可以发挥独特作用。

对 文 艺 来 讲 ，思 想 和 价 值 观 念 是 灵

魂。近年来，许多优秀影视作品反映中国

人所珍视和坚守的价值观，受到观众普遍

欢迎。比如，脱贫攻坚题材电视剧《山海

情》之所以热播，除了动人的故事情节和

细腻的情感刻画之外，还因为它鲜明体现

出中国人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和同舟共

济的互助理念。这样的精神理念超越了

西海固这块土地、超越了农村这片天地，

甚至超出了脱贫攻坚事业本身，引起观众

强烈的情感共鸣和价值认同。电影《长津

湖》热映，其深层原因也在于它将爱国主

义、集体主义和英雄主义有机融为一体，

有力呼应着人们的爱国情怀，呼应着铭记

历史、致敬英雄的深厚情感。

“文者，贯道之器也。”文艺持续塑造

着一个民族的文化品格和精神气象。以

文弘业、以文培元，以文立心、以文铸魂，

是新时代文化艺术工作者的光荣使命。

这就要求我们扎根中华历史文化的沃土，

深刻认识中华民族一脉相承的精神追求、

精神特质、精神脉络，认识人民群众日用

而不觉的共同价值观念。与此同时，发扬

文以载道、培根铸魂的优良传统，把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生动活泼体现在文艺创

作之中，以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的作品

滋养人民的审美观价值观，使人民在精神

生活上更加充盈起来，不断增强人民精神

力量。

引领风尚，激发创
新创造活力

中国文化强调以文化人，如何以春风

化雨的方式滋润人心，提高全社会文明程

度，提高人民道德水准和文明素养？关键

在于文艺作品、文化产品要和时代精神、

文化风尚结合起来，只有走入火热生活，

走入人们心灵，才能最大程度发挥化育人

心的作用。

近年来，我们就频繁看到文艺和现实

生活的积极互动。国风音乐、博物馆、古

典诗词等一再成为文化生活的热点，人们

积极从中寻求当代生活的美化、雅化之

路。文艺工作者也积极适应传播新形势，

用好传播新手段，探索人民群众喜闻乐见

的方式，形成“曲高和众”的局面。

以舞蹈《只此青绿》为例，其灵感来自

北宋画家王希孟的《千里江山图》。《千里

江山图》展现的是青山绿水，大美中国，这

本身就是中国人乐山乐水、天人合一的精

神体现，能够激发当代人的情感共鸣。但

是，《只此青绿》引起强烈反响的原因还不

止于此。当青绿山水化身为一群绿袖青

裙高髻的舞者，在舞台上转身、抬手、折腰

之际，我们仿佛看到一座座青山蜿蜒起

伏，又仿佛看到一幅画卷徐徐展开。这样

的艺术创意再辅以唯美的舞台、古雅的音

效，让人们感受到强烈的视觉冲击与情感

冲击，中华文化特有的诗情、画意和神韵

扑面而来。这种清雅的设色和诗意的审

美来自近 1000 年前的宋朝，但它又和当代

中国观众的审美情趣和生活品位不谋而

合，所以才会在网络上获得超过 3 亿人次

点赞，成为爆款作品。

创作这样的节目，没有深厚的文化底

蕴不行，没有对人民群众审美品位不断提

升的真切把握也不行。只有把这两者充

分结合起来，才能实现这样灵动的文化创

意，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

化、创新性发展。

不仅是《只此青绿》，近年来很多热门

文艺作品和文化热点都是创造性转化、创

新性发展的成果。一批凝结着创意与匠

心的文艺作品和文化产品，既保留了中华

文化的鲜明底色，又体现出当今时代的鲜

明特点，闪耀着“古”与“今”交织、“美”与

“潮”交融的光辉，打动年轻人的心，兴起

“国潮”风尚，激发更多创新创造活力。年

轻人在为中华文化感到自豪的同时，也更

加积极主动地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

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富矿里汲取

创造养分，为中华文化的传承创新贡献自

己的聪明才智。

沟通世界，用心讲
好中国故事

以文化人，更能凝结心灵；以艺通心，

更易沟通世界。方方正正的汉字、脍炙人

口的唐诗、魅力无穷的戏曲，都曾经作为

文明的使者，在中国与世界的交往交流中

扮演过关键角色，展现出强大魅力。

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时代课题是，

如何通过文化艺术的方式进一步增强中

华文化传播力影响力。这既需要更高水

平的梳理与普及，进一步挖掘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

进一步提炼展示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和

文化精髓，进一步讲清楚蕴含其中的中国

美学、中国智慧、中国精神；也需要更高效

能的沟通与对话，择取最能代表中国变革

和中国精神的题材进行艺术表现，讲好中

国故事，讲出中国好故事，生动展现中国

人民的生活变迁和心灵世界。

围绕 2022 年游走在云南大地上的“野

象旅行团”的影像纪实，就是一次成功的

创作传播范例。这群大象从西双版纳自

然保护区出发，一路向北，一举一动都被

摄像头追踪记录，真实可信。通过镜头，

我们看到老象醉酒掉队、看到小象落草降

生、看到象群来到居民院子用长鼻子打开

水龙头排队喝水，也看到云南美丽的青山

绿水和淳朴的风土人情。当地政府及时

疏导，沿途村镇友好相让，象群安然经过

——这些无一不是可爱的。整个过程中

所表现出来的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价值

取向、当代中国脱贫攻坚的丰硕成果，也

让人印象深刻。

作为新时代文化艺术工作者，我将深

刻领会党的二十大精神，深入思考中华文

化的丰富内涵和时代风采，不断探索创造

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方法和路径，以“铁

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为使命，用实际行

动为文化强国建设贡献力量。

（作者为中央民族大学教授）

题图为中国国家版本馆杭州分馆。

沈周晖摄（影像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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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中华文化

绽放时代风采
蒙 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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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作品、文化产品要
和时代精神、文化风尚结合
起来，只有走入火热生活，走
入人们心灵，才能最大程度
发挥化育人心的作用。

增强中华文化传播力影
响力，既需要更高水平的梳
理与普及，也需要更高效能
的沟通与对话。

春秋者，历史也。李舫散文集

《大春秋》共收录文章 23 篇，每篇

都以一首诗词开篇，围绕着历史人

物和历史故事展开。23 首经典诗

词映现着千古名士的神韵风姿，连

缀起从春秋战国到唐宋明清，及至

现代和当下中国的宏阔历史。真

切精微的叙事描摹、酣畅淋漓的

写意抒情、条分缕析的思辨共情，

铺展开一幅雄浑壮丽的历史文化

图景。

在作者看来，正是在春秋时代，

人类文明完成了思想的第一次重大

突破。春秋何以大？这当然离不开

时代本身的丰富与博大，但作者还

赋予它一种象征的意味，“大春秋”

寄寓着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正

是得益于这种文化精神的滋养与

浸润，中华民族始终怀揣理想与信

念，虽历经劫难，却顽强坚韧、不屈

不挠。由此，“春秋”不再只是历史

时间范畴，对中华民族文化精神的

追寻与阐释，是支撑作者以历史笔

记的形式进行梳理、致敬和文学书

写的根本动力所在。

大春秋，像一座巍峨的山峰，

吸引着作者去攀登。作者的视角

不拘于一时一地，思辨也不停留在

一人一事，而是打通古今中外，以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开阔视野，重新

回 望 历 史 。 整 部 文 集 通 过“ 士 ”

“脉”“道”三辑文章，一步步展开对

历史的回溯、探寻和思辨。

“士”一辑中，作者凭借对历史

场景的重建和日常经验的复现，塑

造“士”的形象并拉近读者与他们

的距离。作者写扬雄，在丰富生动

的日常生活细节中，为创作《长杨

赋》耗尽心血、力竭而病的人物形

象跃然纸上；作者笔下的陈子昂，

不仅又一次登上了幽州台，更是将

那一腔热血和深情也一并烙进读

者心里。此外还有韩愈、苏轼、李

贽和王夫之等，这些人物除了留下

已成经典的诗词文章，他们的胸襟

与担当同样闪耀在历史的天空。

“脉”一辑中，作者展开对历史

文脉的追索。一个民族历史的延

续与文化的发展，体现在诸多物质

的与非物质的遗产之中，它有如血

脉一样滋养生命、涵育精神。血脉

之中，刻印着一个文明古国不断创

新、焕发创造活力的密码。比如，

有着 2000 多年历史的《诗经》，是

中国诗歌的古老开篇，吟唱着中国

人民自古以来追索“小康”的朴素

梦想；而今，穿越数千年风雨沧桑，

这梦想在中国大地变为现实。文

脉赓续中，有铿锵的现实律动，有

嘹亮的时代回响。

“道”在中国历史中无疑是一

个复杂博大的概念与理想。它吸

引无数仁人志士、思想哲人与文化

巨匠不懈求索。在“道”一辑中，作

者书写那些在历史变迁中探索国

家民族出路的人物形象，书写理想

之崇高、英雄之精魂、家国之情怀，

全书最后以“苟利国家生死以”作

结，显示出作者对家国大义的深切

思考和自觉认同。

《大春秋》笔触没有止于古代，

而是延续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

革命历史，及至新时代脱贫攻坚的

壮阔画卷。从雪域高原的西昌、悬

崖峭壁的凉山、千沟万壑的固原到

武陵河畔的湘西、七省通衢的襄

阳，作者在中国农村行走记录，山

乡巨变中的亲历和见闻让她深受

震撼。无数人的命运在改变，无数

人的梦想在实现，脱贫攻坚将历史

与现实紧密地关联起来。

历 史 川 流 不 息 ，精 神 代 代 相

传。烽火岁月中，革命历史所蕴含

的思想文化精神与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一脉相承；奋斗拼搏的当下，

改革创新的时代精神正激发中华

文化的蓬勃生命力。归根结底，对

中华民族文化精神的赓续，也是对

当 下 中 国 社 会 现 实 的 关 切 与 回

应。在中国文学传统里，历史写作

从来都不囿于事件或故事，作家的

思想观念总归要与现实观照紧密

相关。

在《大春秋》一书序言中，作者

论及文学家笔下的历史何以不同，

并且给出了自己的回答：“文学的

书写在历史的深处，更在岁月的留

白处。文学家书写的是人之所以

为人的部分，说到底，就是人的明

知不可为而为之的信念和勇气。”

《大春秋》通过对历史人物内心情

感和命运的真切把握，让读者看

到，在历史苍穹的璀璨星河中，中

国风骨熠熠生辉；也通过历史与现

实的交相辉映，让读者看到，一个

国家一个民族，什么时候都不能缺

少理想和信念，并进而去思索如何

才能长久葆有理想和信念。

《大春秋》的写作，时间和地理

跨度大，知识和信息含量高，仿佛

一次穿越时空的思想碰撞、精神对

话。正如第八届鲁迅文学奖散文

杂文奖授奖辞所言，它“穿越古今，

气势雄强，以寻根和守望确证中华

文化的磅礴力量”。作品承载着丰

盈厚重的精神内涵和人文情怀，也

彰显了以文学方式书写历史的独

特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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