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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孩子的角度去提问，去思考，去感
受，力求一步步拉近他们与先锋人物的距
离，让可敬的英雄和感人的事迹，通过优美
的文字、动人的故事、饱满的情感抵达小读
者，进而打动他们、赢得他们的喜爱。

核心阅读

童年时，经典文学作品和

文学形象在我心中播下一颗颗

金 色 的 种 子 ，它 们 深 深 扎 根 ，

开 花 结 果 。 成 为 一 名 儿 童 文

学作家后，我希望把闪耀中国

精 神 的 优 质 作 品 带 给 全 世 界

的孩子们。

中华文化底蕴深厚，向儿

童讲述传统文化之美，要借助

亲切真挚的儿童视角、鲜明可

爱的艺术形象，这是打开儿童

心灵大门的钥匙。童话《永远

玩具店》，就用这样的方法展现

童年的温暖回忆和奇妙幻想：

金鱼灯笼、草编小虫、陶制哨子

……我用传统玩具来书写属于

中国人的深厚绵长的爱、勇于

付出的爱、跨越生死的爱，让古

今 共 通 的 情 感 通 过 有 趣 的 故

事，点点滴滴滋润孩子心田。

玩具虽小，意蕴悠长。就

像《永远玩具店》中那枚用泥巴

捏出来的陶制小哨子，用了心、

动了情，最终演奏出引人共鸣

的响亮曲调。这部作品获得全

国 优 秀 儿 童 文 学 奖 、“ 中 国 好

书”等荣誉，还入选了“中国当

代作品翻译工程”“中国图书对

外推广计划”，被翻译成不同语

言，获得各国小读者喜爱。这

部 作 品 的 成 功“ 出 海 ”让 我 感

到，儿童文学作品可以成为各

国孩子们了解中国、走近中国

文化、理解中国人情感世界的

一座桥梁。

在书写传统文化之美的同

时，我也时刻关注国家的发展

和时代的进步。我创作了“中

华先锋人物故事汇”丛书中《中

国航天员：太空追梦人》《“嫦

娥”团队：月球探宝》《中国女

排 ：永 不 言 弃 的 王 者 之 师》等

分卷，讲述当代中国的英雄故

事。我从孩子的角度去提问，

去思考，去感受，力求一步步拉

近他们与先锋人物的距离，让

可敬的英雄和感人的事迹，通

过优美的文字、动人的故事、饱

满的情感抵达小读者，进而打动他们、赢得他们的喜爱。

孩子们崇拜英雄，因为英雄有梦想、有追求、有坚强意志，

也有满满的行动力。在寻找人生的前进方向时，英雄们的精

神光彩就像点亮心灵的火焰，成为孩子们的人生灯塔。讲述

英雄故事，对我来说也是一次自我教育和自我提升。创作过

程中，我一再被一位位时代先锋的事迹感动，也更加为自己身

为中国人而自豪，我把自己的感情融入故事之中，用生动鲜活

的文字传递中国精神。这一系列丛书不仅获得中国出版政府

奖、中华优秀出版物奖等多个奖项，发行量也突破了 1000 万

册，还向多个国家输出版权，把中国英雄的形象生动地展现在

世界面前。

写给儿童的文艺作品，在思想内涵上要充实饱满、有深

意，才能真正帮助孩子健康成长。比如家庭的浓浓亲情是孩

子们十分感兴趣、也特别渴望看到的内容。家庭是孩子的第

一课堂，他们在这里开始一步步认识世界，体味人与人之间的

种种情感。我担任编剧的动画电影《棉花糖和云朵妈妈 1 宝

贝“芯”计划》，讲述了可爱的小女孩棉花糖和妈妈云朵携手追

逐梦想的故事。棉花糖聪明勇敢，想象力丰富，视野开阔，她

的梦想有满满的科技感——当一名机器人科学家。这个梦想

就取材自今天的中国家庭，为的是呼应个人成长与时代进步

的同频共振。

在创作时，我根据作品“合家欢”的艺术特色，着力在主题

思想上开掘更大空间，希望给一同观影的家长们以心灵启

迪。云朵妈妈内心怀抱梦想并执着追寻，同时，她也是孝顺的

女儿、温柔的妻子、体贴的妈妈，她的忙碌透出对家庭的深爱、

对孩子的理解。整个故事体现出家庭成员的彼此支持、共同

成长，诠释“家和万事兴”的古老哲学。家人之间的爱，支撑起

一个个幸福的家庭；一个个幸福家庭，构成了我们的和谐社

会。在这个意义上，作品不仅为孩子们创作，也献给大人：孩

子们从中感受父母的爱和成长的快乐，家长从中体会亲子相

处的智慧和良好家风的营造。

为少年儿童创作责任重大，一部优秀文艺作品不仅能带

给孩子欢乐，还能带去思考和智慧。肩扛这份沉甸甸的责任，

我会在创作的道路上不懈求索，捧出更多滋润成长的作品，用

精神光彩点亮童心。

（作者为儿童文学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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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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

是民族的精神命脉，文艺是时代的号角。”在

中华民族的悠久历史上，尤其在近代以来中

华民族追求伟大复兴的进程中，文学始终致

力于凝聚人心、推动进步、建设文化、塑造文

明，发挥着独特而不可取代的重要作用。在

新时代新征程上，怎样创作出更多精品力作、

在文化强国建设中更好地发挥文学作用、贡

献文学力量，是近年来文学界思考的关键问

题和聚焦的重点工作。

聚力攀登文学高峰

进入新时代以来，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

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我们所经历的

沧桑巨变、所见证的伟大实践，都是文学要着

力表现的“国之大者”。要写好这些，关紧了

门窗、只盯着纸笔是不行的。作家必须站到

大地上来，把手中的笔和我们这片土地的脉

搏心跳紧紧贴合在一起，真正树立大历史观、

大时代观，在关注时代、拥抱时代的过程中，

获得对社会生活的总体性思考、综合性体察。

攀登文学高峰，需要创新艺术表达。讲

好新故事需要新话语，想通新命题需要新观

念。社会发展和生活变化带来的新内容、新

感受、新想象，呼唤着与之相匹配的新的美学

风格和新的艺术语言。文学需要在学习与继

承的基础上，不断突破旧框架、探索新手法、

创立新风格。今天文学领域观念更新的频

率、艺术迭代的速度需要加快，艺术创新的空

间依然很大、需求依然很强。文学实现有效

创新，要把古代文学、现当代文学、新时代文

学的观念、手法、经验都贯通起来，把总体视

野和微观思考结合起来，聚力创造出与新时

代相适配的新的形式结构和话语方式，要能

以有意味的艺术形式，把作家对自我和他者、

个人和时代、历史和现实、民族和世界、人类

和自然等的深入思考以及人丰富的内心世界

充分表达出来，以实现人类精神情感的沟通

与交流。

攀登文学高峰，需要凝聚多方合力。文

学创作是作家的事，文学事业是大家的事。

要用好机制抓手，实现多方联动，让更多种子

长成大树，让更多高峰不断崛起。中国作协

近期推出的“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新

时代文学攀登计划”和“作家活动周”等活动，

力图将作品创作、发表出版、交流分享、评论

研究、传播转化等文学生产环节打通联动，实

现资源共享、全程追踪、优势互补、各显其能，

做到“攀登高峰一盘棋”，最大程度地整合出

版界、影视界、翻译界等多方优质资源，释放

新时代文学的巨大潜能。

努力满足人民文化需求

新时代文学要在文化强国建设中贡献文

学力量，关键要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多

层次、多方面的精神文化需求。有没有服务

人民的能力、有没有满足需求的本事，这是新

时代文学的“必答题”。要答好这道题，就必

须和人民一起与时俱进。

人民的文学需求是与时俱进的。随着经

济社会的发展、文化事业的繁荣和教育水平

的提升，人民的审美水平普遍提高，阅读期待

也越来越高。今天，人们对生活都有自己的

思考见地，接触过各种各样的文艺作品，如果

文学只是浮光掠影地表现生活，读者是不买

账的。要更好地服务人民，文学就必须在艺

术创造上下更多功夫，不能简单化、概念化、

套路化，而要不断提升创新能力、提高创作质

量；不仅要服务好依托纸媒的存量读者，还要

借助新媒体巨大的传播力不断吸引新读者，

引领读者的阅读风尚，真正发挥以文化人的

作用。

人民的生活是气象万千的。现实中有丰

富多彩的生活方式，类型多样的人物形象。

相比之下，文学创作在题材内容上还有很大

开拓空间，许多行业、许多形象、许多生活侧

面，尚未被文学书写所覆盖。有些作品只写

“乘风破浪”，没有对挫折困苦的理解和表现，

怎么能诠释出人类克服挫折、超越困境的信

心和勇气呢？没有这样的信心和勇气，文学

作品又如何能打动读者、给人力量呢？这一

切都要求新时代作家，不仅要读书架上的“有

字书”，更要读好生活这本“无字书”，多了解

人民生活，了解更多人民的生活，突破生活的

表象，切入生命的深处，不断拓宽文学表达的

覆盖面，描绘生活与心灵的深景。

与现代传媒深度融合

在新的传播格局和文化条件下，文学艺

术的接受方式和供需结构都发生了深刻变

化。人们的文化生活越来越丰富，影视、网络

文艺以及层出不穷的各类文化产品，都在分

享分流社会文化生活的“注意力”。过去年代

里，人们的文化生活选项没有这么多，文学的

“目标”很大，现象级文本相对容易出现，在今

天就难得多。不仅文学，任何文艺门类今天

要做到“洛阳纸贵”，都不是一件容易事。从

另一面看，越是如此越要坚定地守护好文学

的“根性”。只有把文学写得更像文学、提供

更富文学性的独特表达和深刻发现，文学才

有立身之本，才可能被需要、被看见、被传播，

也才能更加充分地发挥文学在各艺术门类中

的“母本”作用。

近年来，网络文学蓬勃发展，海内外传播

获得成功，表明与新媒介相结合为文学注入

了新的生机活力。在跨界传播、形态转化等

方面，文学也取得了重要成果。广受好评的

电视剧《人世间》就改编自梁晓声获茅盾文学

奖的同名长篇小说。在谈论影视作品时，网

友们常常用“故事好”“有人物”“有命运感”这

样的表述，这其实就是对作品中文学“根性”

的重视和认可。诸多案例表明，艺术门类再

多、表现形式再新，都需要“内容”。文学只有

更专注、更坚定地做好自己的事，不断输出更

好的内容，拿出更硬的内核，才能为各类艺术

提供有效支撑，才能将文学的创造力转化为

更加强劲的文艺合力、精神动力，让文学始终

活跃在时代文化生活之中。

与世界文明深度交流

文学自古以来就是中华文化的“优势项

目”。中国文学具有浓厚的天下意识，密切关

注人类共同命运和共通议题。歌德受到中国

古典文学作品的震撼，提出“世界文学”的概

念。唐诗对西方现代主义诗歌的发展，也产

生了很大影响。近年来“网文出海”取得突出

成绩，充分说明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以中华美学精神讲述中国故事之于文明

交流互鉴的重要意义和巨大潜力。与此同

时，近现代以来我国的新文学如五四新文学、

新时期文学等，也从世界文学中汲取了很多

能量。

托尔斯泰说：“并不是对艺术的热爱，而

是对人类的热爱，构成了一切真正使命的前

提；只有充满这种爱的人，才能指望在艺术上

作出宝贵的贡献。”这种博大的人类意识和世

界情怀，是今天文学创作者需要秉承的宝贵

品质。同时，新时代文学在拥抱世界的过程

中，要强化主体意识。对于一切优秀的外来

成果和外部经验，应当以我为主地转化吸收，

进而为文学创新创造蓄积更大能量。中华文

明具有突出的包容性和持续的创造力，能够

海纳百川，融汇万象。司马迁《史记》以其大

历史观和精微细密的表现手法，成为文学创

作的典范；吴承恩的丰富想象、蒲松龄的力透

纸背……这一切都滋养着我们对生活经验的

创造性表达。杰出作家总能打通世界经验和

民族传统，融会贯通并为我所用。

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促进外来

文化本土化，推进文化自信自强，进而以中国

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文学

是这一伟大征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我

们应充分展现时代精神的磅礴气象，秉持开

放包容，赓续中华文脉，力争创造与中华民族

现代文明相匹配的新时代文学经典，为人类

文明留下中国文学的绚烂篇章和中华文化的

鲜明印记。

（作者为作家）

题图为浙江杭州西湖风景。

蔡成才摄（影像中国）

制图：张丹峰

在文化强国建设中贡献文学力量在文化强国建设中贡献文学力量
陈陈 彦彦

文物是以小见大展现中华文明的巧妙

切口。微纪录片《国宝里的中国故事》选取

西周到五代时期的 6 组国宝文物，探寻背

后的历史故事。该片每集以一件文物为中

心，从小切口进入大历史，横向关联其他文

物，纵向梳理历史脉络，探寻文物蕴藏的时

代气象，呈现其中跨越时空的精神内核。

青铜器日己觥反映西周礼仪制度，绵延不

绝的中华文明始终包含一个“礼”字；秦始

皇陵跪射俑坚毅的表情，透露着沉着英勇；

唐代镶金兽首玛瑙杯别具风情，折射开放

包容的大唐气度……作为一档面向少年

儿童的文博科普纪录片，作品充分考虑受

众接受程度，通过有趣的旁白和俏皮的动

画特效让文物生动可感，将文化内涵娓娓

道来，深入浅出、举重若轻。同时，作品视

听语言的专业程度不因受众年龄而有所

下降，无论是画面质感还是内容架构，都

可圈可点。

（乔 雅）

讲述国宝故事

解读中华文化

近年来，派出所等基层单位日常工作

成为纪录片青睐的热门题材。其中的优秀

之作，往往具有“原汁原味”的艺术特色，给

观众贴近现场的视听体验。网络纪录片

《火焰蓝·只为你着迷》就主打沉浸式“第一

现场”，聚焦江苏常州府东消防救援站，展

示消防指战员工作生活。要想真实记录，

就得扎得够深。创作团队与消防员同吃

住、同出警，在朝夕相处中，用运动相机、无

人机、记录仪等设备，多机位、多角度记录

下消防救援工作。片中大量使用消防员第

一人称影像，无论是拿起水枪在火场给煤

气罐降温，还是穿上厚重的防护服处理马

蜂窝，抑或扛起梯子在比武中竞跑，刻苦训

练、奔赴火场、守护生命的过程清晰呈现，

营造出身临其境的感觉。作品不设旁白，

消防员们自己分析救援过程的生动细节，

科普实用知识，也借由他们的讲述，展现社

会的温情与暖意。

（刘向禹）

记录第一现场

反映平安中国

二十四节气是中国人特有的时间知识

体系，敦煌莫高窟是中华文明博大精深的

典范，两者相遇会擦出怎样的火花？敦煌

研究院推出的网络纪录片《敦煌岁时节令·
二十四节气》以新颖形式给出答案，让人眼

前一亮。纪录片每集以一个节气为主题，

撷取敦煌壁画中的人物和场景，细致生动

又充满诗意地解说其中的风土人情。在各

集片首，敦煌壁画动了起来，中国古人的生

活场景栩栩如生：芒种时节抢收晒粮，小暑

时节打出清凉的井水，立秋时节分享美食

“贴秋膘”……随后画面一转，实景记录，现

代化农机穿梭在金黄的田野，夜市上人来

人往享受夏夜的舒爽，当今生活景象生机

勃勃。春生、夏长、秋收、冬藏，作品在敦煌

壁画营造的艺术时空里，讲述古老的东方

智慧如何影响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将赓

续至今的思想情感传递出来，启迪人们从

文化宝库中汲取、转化、创造。

（张佳莹）

趣说节气内涵

描绘情感纽带

图为微纪录片《国宝里的中国

故事》海报。

作家必须站到大地上来，
把手中的笔和我们这片土地
的脉搏心跳紧紧贴合在一起，
真正树立大历史观、大时代
观，在关注时代、拥抱时代的
过程中，获得对社会生活的总
体性思考、综合性体察

要更好地服务人民，文学
就必须在艺术创造上下更多
功夫，不能简单化、概念化、套
路化，而要不断提升创新能
力、提高创作质量，引领读者
的阅读风尚，真正发挥以文化
人的作用

文学只有更专注、更坚定
地做好自己的事，不断输出更
好的内容，拿出更硬的内核，
才能为各类艺术提供有效支
撑，才能将文学的创造力转化
为更加强劲的文艺合力、精神
动力，让文学始终活跃在时代
文化生活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