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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扬有两支笔，一支笔

画画，一支笔写诗。他的画

和文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

是简洁、清新、舒缓，让人心

旷神怡。

铁扬的水墨画，有一种

质朴的明艳；他的水彩画和

油 画 ，有 一 种 明 艳 的 质 朴 。

无论人物、山水、花草、树木、

庄稼，都因无拘无束的写意、

多姿多彩的斑斓，有一种强

烈的视觉冲击力。最见功力

的是，作品的色彩再明艳，视

觉冲击力再震撼，线条都是

那样的简洁流畅，构图都是

那样的舒爽和恰到好处。

很早的时候，我就读过

铁扬散文集《母亲的大碗》，

光书名，就让我赞叹。母亲

那个只有自己过生日才拿出

来的大碗，装满了她的勤劳

贤惠，装满了家庭的温馨温

情，也装满了时代的过往烟

云。作者对母亲的爱与敬、

痛与悔，有一种表面波澜不

惊 、深 处 波 涛 奔 涌 的 力 量 。

在《母亲的大碗》这部散文集

里，我读到的是人间烟火，是

温暖与情意。

在刚刚出版的散文随笔

集《大暑记事》和中短篇小说

集《美的故事》里，我依然读

到了这珍贵的人间烟火、温

暖与情意。

血脉相连的亲人、相识

相知的朋友、偶然邂逅的路

人，在铁扬的笔下化作一幅

幅 人 间 图 卷 。《大 纪 家 胡 同

123 号》中 的 那 些 邻 居 ，《那

时我在“中戏”》中的院长、老

师和同学，还有团子姐、马海

旗、秀姑、菊菊、西芹、二丫头

等人物的生活日常和人生流

年，都以各自不同的生命底

色，点染出色彩斑斓的世道

人心。

铁 扬 写 人 ，举 重 若 轻 。

寥寥几笔，就让人物的面貌、

性格和情感跃然纸上。《铁匠

山》里，当“我”问二丫头铁匠

山画得像不像时，二丫头说

太 像 了 ，铁 打 一 样 的 稳 重 。

就 这 一 句 话 ，不 但 道 出 了

“我”对一个山村姑娘艺术灵

气的赞叹，也点出了好的艺

术作品所具备的气质。在《为我烧炕的女孩》里，烧炕的西

芹指着她认为第一好的画对“我”说：“能上去，上去再……

再看水”时，也是不显山不露水地赞叹了西芹的艺术感受

力，道出了艺术“联想”和“留白”的秘密。文学作品，更多的

时候，需要这样的“四两拨千斤”。

对人的描写，铁扬更是满怀深情。无论是亲人、朋友，

还是路人、过客，作者都抱着善意和宽容。因此，他的作品

是温暖的，描述艰辛都是云淡风轻，困苦中都有光亮。比如

《卖画记》里，对那个冒充自己学生求画的人，作者也没有苛

责。而对作家、画家同行的描写，也表达出发自内心的尊重

和喜爱，发自内心的欣赏和喝彩。这是做人的品质，也是为

文的品质。

铁扬文风简洁、质朴、纯粹，就像白描和工笔画。简洁

的线条里，有精致的构思、和谐的图案。他的句式长短自

如，起伏自如，错落自如，像聊家常，极具亲和力和黏合度。

既接地气，又有着飘逸和清新的灵气，给人以心旷神怡的审

美享受。

叙述虽简洁，却看得见颜色，品得出滋味。这些作品

里，人物有形象，故事有细节，思想有意味。正如他手中

的那支画笔，狼毫是软的，笔墨是软的，落在洁白的宣纸

上 ，却 是 一 个 又 一 个 世 界 ，是 饱 满 ，是 诗 意 ，是 力 量 。 在

《面对石头》《馒头是文化》《莫奈的湖》等这些关于风物和

艺术的文章里，作者的思考，闪烁着质朴而闪亮的光泽。

《面 对 石 头》一 文 中 ，作 者 对 石 头 的 神 思 妙 想 让 人 赞 叹 。

石匠对石头的点化，石碑对历史的镌刻，各种石器对人类

生活的观照，都赋予静默的石头以鲜活的生命。特别是

人在用石头创造作品时，成功在于人对石头的尊重，败笔

在于人对石头的轻慢，人的“石格”和石的“人格”，都在对

石头的创造中得到体现。

铁扬的作品之所以温润、诗意、隽永，在于他有一颗不

曾衰老的童心，有一种生气盎然的童真。他用童心和童真

拥抱这个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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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全社会文化自信
的增强，越来越多作家艺
术家认识到博大精深的中
华文明是当代中国文艺的
根 基 ，是 文 艺 创 新 的 宝
藏。年轻一代作家开始积
极主动地深入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的“宝山”

深入生活、扎根人民，
既是态度问题，也是能力
问题。今天的写作，不仅
需要“十年磨一剑”的定
力，也需要作家下大力气、
下大功夫去深入研究这个
时代、研究我们的人民，提
炼生活、穿透生活，读懂社
会、读透社会

时代抵达的地方，思
想和文学应该抵达；而思
想和文学抵达的地方，出
版也必须抵达。只有把文
学事业的各方面力量充分
发挥出来，才能不断开创
文学新境界，铸就新时代
文学高峰

核心阅读

叙述虽简洁，却看得见颜色，品得
出滋味。这些作品里，人物有形象，故
事有细节，思想有意味。

科幻作品能把人带入一个超越现实的新

奇世界。在那里，孩子们充满兴趣地体会生

命进化的漫长，感悟宇宙的寂静与广漠，思考

科学技术与人类文明的未来。阅读科幻作

品，能保护和激发孩子的好奇心和求知欲，也

让孩子在阅读中感受语言之美和文化之美。

《超侠恐小龙》就是这样一部作品。

对 于 超 出 当 前 科 学 解 释 范 围 的 未 知 领

域，孩子们往往有着更为敏锐的感知力和想

象力。因此，许多科幻作品把少年儿童描写

成影响人类命运走向的角色，孩子被寄寓了

传承创新人类文明的希望。《超侠恐小龙》的

主角恐小龙便是一个“困难突破者”。在故事

中的未来世界，科技飞速发展之后又失落在

各地，小主人公和他的伙伴们结伴而行，在寻

找失落科技的过程中展开冒险之旅，一路惩

恶扬善，以智慧和勇气战胜各种困难和挑战。

故事里，小主人公不仅见识了传说中“来

自远古”的高科技，学到许多科学知识，还走

近悠久的传统文化，这些经历使他成长为一

个本领高强、心灵强大的小男子汉。他顽强

坚毅的品质和克服困难的勇气智慧，带给小

读者积极向上的引导。作品的情节设置在

儿童充满兴趣的领域，以贴合儿童心灵世界

的语言为小读者讲述主人公的科幻冒险旅

程。在阅读过程中，小读者跟随恐小龙一起

探索前沿科技的奥秘，感悟科幻世界的运行

法则，脑海里开始构建一个更为宏观的想象

世界。

在创作上，这部作品有两个比较突出的

特点。其一，它将绮丽精妙、天马行空的科学

幻想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书中除了科学

知识，还涉及先秦哲人的思想智慧。传统文

化与科学技术在未来能碰撞出怎样的火花？

这部作品为我们进行了推演，描绘出许多可

能的未来图景。在硬核科幻基础上，作品展

现出视野的宽阔和思考的纵深，让孩子们生

发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热爱和尊重。其

二，本书创作体现了儿童本位的原则，通过孩

子的视角看待世界，在幽默中寄寓温情与感

动，在“异想天开”中又蕴含科学的趣味和深

刻的哲思，能够打开小读者的心灵，让天真的

童心在阅读中得到舒展。

孩子的可能性是无限的。激发他们的创

造力，不仅需要科学，更需要文化。科幻文学

不是教科书，但它能够通过具有想象力的神

奇故事，培养少年儿童对科学的向往，对文化

的热爱。这种向往和热爱，是孩子们茁壮成

长的不竭动力。在充满想象与希望的世界

里，恐小龙将带领读者们展开一次奇妙的冒

险之旅。让我们跟随小主人公，一起探索未

知的科学奥秘，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共同创

造一个更加美好的未来。

（作者为科幻作家）

启迪智慧 舒展心灵
刘慈欣

《超侠恐小龙》：超侠著；黑龙江科学技

术出版社出版。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重

要讲话中指出：“衡量一个时代的文艺成就最

终要看作品。推动文艺繁荣发展，最根本的

是要创作生产出无愧于我们这个伟大民族、

伟大时代的优秀作品。”新时代文学与新时代

洪波奔涌的生动实践、丰富多彩的人民生活

相伴同行，呈现异彩纷呈的景象。创作生产

更多与伟大时代相匹配、满足人民群众更高

审美需求的高质量文学作品，是时代的热切

期盼。

近年来，围绕创作生产优秀作品这一中

心环节，面向铸就新时代文学高峰这一宏伟

目标，出现了以中国作协“新时代山乡巨变创

作计划”“新时代文学攀登计划”为代表的许

多新举措新探索，旨在调动多方力量，从作家

创作、编辑出版、宣传推广、成果转化、对外译

介等多方面促进精品力作的涌现。这些举措

探索的成效还有待时间检验，但它们引发的

关注和思考将不断丰富我们对文学高峰的理

解与认识。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是新时代文学取之不尽
的矿藏宝山

6 月 2 日，习近平总书记出席文化传承发

展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在新的起点

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

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

使命。重要讲话为文学艺术界赓续中华文

脉、从博大深厚的文化宝库中寻找创作灵感

指明了方向。

这些年，随着全社会文化自信的增强，越

来越多作家艺术家认识到博大精深的中华文

明是当代中国文艺的根基，是文艺创新的宝

藏。年轻一代作家开始积极主动地深入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的“宝山”。作家葛亮先后创作

了《北鸢》《燕食记》等与家国情怀、民族文化

密切相关的长篇小说。作家徐则臣的《北上》

以京杭大运河为书写对象，借一条大河的新

生写民族的顽强奋进，让读者看到“一条河活

起来，一段历史就有了逆流而上的可能”。

当然，进入“宝山”与满载而归并不存在

必然联系，重要的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

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这就要求作家

全身心浸润到传统文化的内核之中，把握其

精髓，并且能够与新时代的生活节奏与审美

风尚完美融合。在这一点上，艺术领域里国

风国潮的创新创造对新时代文学有借鉴意

义。朱秀海长篇小说《远去的白马》，就体现

了作家对传统文化与其审美资源的当代转

化。作家在作品中巧妙融入中国文学史上书

写白马的名篇，写出了相关英雄人物的儒雅

之气，更重要的是借奔驰不息、视死如归的白

马彰显主人公的革命情怀。古老的比兴手法

在新时代文学的英雄书写中焕发了新意。

人民生活是新时代
文学激荡人心的源头活水

经典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面世 30 余

年，现在每年的销量还在 300 万册左右。其强

大的生命力和影响力源自哪里？对此，路遥

的创作谈《早晨从中午开始》堪称现实主义创

作的教科书，值得每一位写作者潜心细读。

为了创作《平凡的世界》，路遥以惊人的

毅力读完 1975—1985 十余年间的《人民日报》

《光明日报》《参考消息》等报纸，提着一个装

满书籍资料的大箱子到处奔波。他说：“在占

有具体生活方面，我是十分贪婪的。我知道

占有的生活越充分，表现生活就越自信，自由

度也就会越大”。在路遥体验生活的小本子

上，详细记录着陕西某高校食堂的饭菜价格，

记录着某水文站的水情数据。《平凡的世界》

之所以长盛不衰，成为影响万千青年的经典，

背后的诀窍就在这里。

深入生活、扎根人民才能写出好作品，这

已经成为当代作家的共识。深入生活、扎根

人民，不能是蜻蜓点水，“叶上初阳干宿雨”，

很快不留痕迹。作家只有如盐入水一样化入

生活，才能写出丰富的生活纹理与复杂的人

物内心，写出人物与历史的细密纠葛。《宝水》

是作家乔叶书写新农村建设和乡村振兴的一

部长篇小说。为写这部作品，作家构思七八

年，大的思路变动了三四次，易稿足有十来

回。她既广泛地“跑村”，了解面上的广度，也

有针对性地“泡村”，追求点上的深度。在与

村庄人物和生活贴心贴肺、声气相通之后，才

有写作的熟稔与从容，才能把浓烈的情感投

射到细致的描写中。

头顶矿灯、掘进前行的作家刘庆邦，书写

了许多精彩的矿工生活小说。他将作家比作

蜜蜂，认为“蜜蜂只有飞到野外，飞到百花丛

中，在很多花朵中进进出出，才能酿出蜂蜜和

王浆”。他还将作家比作树：“只有把根须深

深扎进土地里，一年四季不断从土地里汲取

营养，才能保证每年都开花、结果。”说到底，

提升创作的办法就是飞出去和扎下根，持续

从生活和人民群众中汲取创作养分。刘庆邦

能够持续不断地保持写作的激情与活力，与

他对待生活的激情与活力是一致的。

诚如刘庆邦所言，深入生活、扎根人民，

既是态度问题，也是能力问题。相较于路遥

的时代，我们的社会结构与生活节奏等都发

生了很大变化。今天的写作，不仅需要“十年

磨一剑”的定力，也需要作家下大力气、下大

功夫去深入研究这个时代、研究我们的人民，

提炼生活、穿透生活，读懂社会、读透社会。

只有主动融入时代主旋律与人民生活的洪

流，才能真正肩负起我们的文学责任。

发挥编辑的力量，助
推文学从高原向高峰迈进

一部部精品力作固然是作家呕心沥血的

创作成果，其面世与传播往往也凝结着编辑

的专业奉献。长篇小说《人世间》的策划编辑

李师东回忆，自拿到小说第一部起，编辑就和

作家梁晓声密切互动，作家写作与编辑工作

有条不紊地并行推进。“《人世间》从上世纪 70
年代初写起，涉及许多社会生活细节。‘三八

红旗手’的说法是哪年有的，我们要查资料；

《悲 惨 世 界》在 当 时 出 过 几 卷 ，我 们 要 去 核

实。”正是凭借作家与编辑之间深度、高效、充

满信任的合作，才有后来优异的出版成绩。

徐则臣《北上》的创意构思来自他与编辑的聊

天。写作过程中，编辑与作家不仅一起研读

史料，而且一起沿着运河做田野调查。从这

些事例中，可以清晰看到编辑的力量对文学

精品的促进作用。

文学精品的诞生是合力的结果。新时代

文学编辑与出版人理应继承前辈编辑的敬业

精神，以更加高超的编辑水平与作家一道丰

富主题、完善文本，实现文学价值的增值，推

动当代文学从高原向高峰迈进。这考验着一

个文学编辑对时代的领悟力、对生活的观察

力，与文本“零距离”的细读研判能力，与作者

以文会友、同行共进的能力，以及最重要的，

终身践行、须臾都不放松的学习能力。唯有

如此，才能合力推出一部部反映这个时代的

杰出作品。

文学是对人类审美经验独具个性的表达

与书写，反映一个民族文化创造的活力。唐

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一代有一代的文学

标识，表现了所处时代的文化原创力。时代

抵达的地方，思想和文学应该抵达；而思想和

文学抵达的地方，出版也必须抵达。只有把

文学事业的各方面力量充分发挥出来，才能

不断开创文学新境界，铸就新时代文学高峰。

（作者为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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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大以来，文艺界呈现可喜

变化，文艺创作取得丰硕成果，新时代文

艺成为社会关注热点。本版推出“坚持

‘两创’·关注新时代文艺”专栏，约请优

秀作家、优秀艺术家、艺术创作者、评论

家、翻译家等从不同角度探讨文艺新现

象新趋势，总结有益经验启示，为繁荣发

展文艺事业建言献策。

——编 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