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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日 ，中 国 作 协“ 作 家 朋 友 ，欢 迎 回 家

——作家活动周”在京举办。45 位今年新加

入中国作协的会员代表受邀参加活动。其中

“矿工作家”陈年喜、“农民作家”单小花、“外

卖诗人”王计兵等都来自基层，他们在辛勤的

工作之余，选择以文学的方式记录世间百味，

抒发真情实感。他们的人生因为文学而改

变，他们的文学又打上深深的人生烙印。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重

要讲话中指出“古今中外很多文艺名家都是

从社会和人民中产生的”，对于新的文艺群体

“我们要扩大工作覆盖面，延伸联系手臂，用

全新的眼光看待他们，用全新的政策和方法

团结、吸引他们，引导他们成为繁荣社会主义

文艺的有生力量”。

面对数量庞大的基层文学爱好者和写作

者，如何看待他们、团结他们，怎样为他们的

成长成才铺路架桥，怎样激发他们的创新创

造活力，这是新时代文学工作的重要课题。

基层的文学力量活跃、深厚、澎湃、持久，才能

更好推动新时代文学生生不息、日新又新。

把文学浇灌心灵、培铸
精神的力量传递下去

点开“外卖诗人”王计兵的微信，其头像

是他从去年以来出版的两部诗集的封面，微

信签名则是“顾客至上，送货上门”。这是他

生活的两面：一面是文学，一面是工作。

农村出身、在江苏昆山打拼多年的王计

兵，对文学的热爱始终深埋心底，不曾消退。

5 年前，他开始做外卖骑手，5 年多时间里累

计骑行 30 万里路，写了上千首诗。诗歌的短

小精练，恰如其分地填补了他生活的间隙。

去年，他的一首短诗《赶时间的人》在网络上

“刷屏”，仅在微博上就有 2000 多万人次阅

读。两部个人诗集也接连出版，登上多个畅

销书榜单，总印数已超 10 万册。

王计兵说，做了外卖员，眼中的世界更加

立体了。他在诗中写故乡生活，写父母亲情，

也写那些用双脚锤击大地、任耳边风声穿行

的外卖员，一种来自生活现场的粗粝感、一种

艰辛中不失从容平和的人生态度尤为动人。

他视文字为砂纸，用它不断打磨自己对生活

和世界的感受。与王计兵一样，近年来有越

来越多的普通劳动者拿起笔来，书写最切身

的经历和最深刻的情感，展现从劳动中淬炼

出来的意志品质，以其坦诚真切、朴实有力的

文字给读者带去精神震撼。

从宁夏的黄土地走上电视节目，再到当

选全国人大代表、走进人民大会堂，毫无疑

问，农民马慧娟因为写作改变了命运。她日

复一日耕种家里的土地，也见缝插针播种文

学的土地。6 年时间里，马慧娟用坏了 7 部手

机，用拇指“摁”出了 40 多万字作品，记录着

像她一样的西北农村妇女的酸甜苦辣。

如果说出名之后马慧娟有什么变化，那

就是在写作中更加主动地思考生活的动力，

更加自觉地给予读者战胜困难的勇气，换句

话说，她对文学有了更深的寄托。在她获评

2022 年度“中国好书”的自传体小说《出路》

里，一名西海固女性在移民搬迁政策扶持下

不懈奋斗、追逐梦想的故事，如泉水般缓缓流

淌。文学的力量不是知名作家的专利。马慧

娟们的创作，把他们领悟到的文学力量又传

递了下去。他们明白，越是在基层，越需要用

文学浇灌心灵、培铸精神，因为文学的力量正

是真善美的力量，正是改变命运、追求梦想的

力量。

把文学深入行业、描摹
时代的优势发扬下去

快递员胡安焉的写作证明了：盯住自己

的职业，能盯出怎样的深度。

他在上海当过车店营业员，在云南开过

熟食店，在广东上过理货夜班，在北京送过快

递。今年，在他出版的非虚构文集《我在北京

送快递》里，胡安焉以洗练的笔法记述过往的

工作经历，再一次确认“生活中许多平凡隽永

的时刻，要比现实困扰的方方面面对人生更

具决定意义”。他的作品清晰写出了那些平

凡隽永的时刻，写出了普通人在劳动与磨砺

中的自持自省，以及对人生意义的可贵追寻。

行业写作是中国文学的优良传统。煤

矿、公安、电力、铁路、林业等各条战线上的作

家，以生动、鲜活、真切的行业经验为时代赋

形。随着经济社会发展、科技进步和产业结

构调整升级，我国的社会职业构成发生变化，

新业态新职业不断出现。快递就是当代社会

的新事物，人们日常与快递员群体打交道，但

对他们的工作生活了解甚少。胡安焉是从业

者、亲历者，也是观察者、记录者，他将日常的

点滴和工作的甘苦化作真诚的自述，让人们

通过“工作”这个透镜去感知时代生活。有读

者评价，在网购如此普及频繁的今天，《我在

北京送快递》应该加入市民生活必读书，让更

多人了解社会运转背后各行各业的力量。

2017 年，一位熟识的基层派出所所长因

积劳成疾而牺牲，从那以后，卓牧闲走上了为

警 察 写 作 的 道 路 。 从《韩 警 官》到《朝 阳 警

事》，写的虽然都是网络文学，但卓牧闲不再

追求打怪升级的叙事刺激。身边那些扎根基

层、服务基层、一辈子都是基层警察的朋友，

让他坚定了书写平凡英雄的决心。为了写好

身边事，他把自己的工作室搬到派出所警务

室里；除了社区民警，他还开始给水警等冷门

警种作传。一系列警务小说因为说出了“哪

有什么岁月静好，只是有人在替我们负重前

行”的心声，在网络上大受欢迎。

行业百态是时代生活的一面镜子。以警

务小说为代表的网络文学，在开掘行业题材

富矿上具有先天优势。网络作家大多是兼

职写作，在作家之外他们还有着各种身份：

程序员、科学家、农创客、法医、律师、设计

师，甚至可能是电竞运营、大数据工程师等

新兴行业从业者。他们把专业背景和职业

经历融入创作中，贡献了丰满生动的职业角

色和引人入胜的“硬核”情节。一批批网络

文 学 作 品 ，就 这 样 自 发 记 录 下 了 三 百 六 十

行、行行可出彩的职业故事，生动展现出改

革创新的时代精神。

把激发文学创新创造的
时代条件利用起来

“厨房大概 4 平方米，水池、灶台和冰箱

占据了大部分空间，再也放不下一张桌子。

我坐在一张矮凳上，以另一张略高的凳子为

桌，在一沓方格稿纸上开始动笔写我们一家

人的故事。”

这是杨本芬开始写作时的场景。那时的

她 60 多岁，从江西南昌退休，来到江苏南京

帮助女儿照看孩子。厨房里，洗净的青菜晾

在篮子里，灶头炖着肉，抽油烟机轰鸣，写字

的人已经随手中的笔进入往事的长河。

完成后，足足 8 斤重的稿纸上，满是水渍

油渍。女儿帮她把作品陆陆续续贴到网络社

区，受到不少网友喜爱。2020 年，杨本芬的

手稿以《秋园》为名出版，流畅鲜活的回忆、绵

中有力的情感击中了无数读者。这本厨房里

写出来的书，一年内加印 6 次，摘得多个文学

奖项。作家叶兆言说：“我读这本书的感觉就

是，这个世界上所有人都可以、都应该去读点

书。同时，只要你愿意回忆，又能把回忆写下

来，就可以成为一名作家。”

这些成功的写作让我们重新审视文学与

生活的关系：生活是创作的源头活水，基层作

家不能只拥有生活，还要拥有对生活的持续

积累和深刻思索，如此才能写出源于生活、高

于生活的文学。基层写作的热潮也让我们重

新确认文学与读者的关系：当文学从狭小的

圈子和繁复的技巧中跨出来，回归对历史现

实的观照，对时代心灵的摹写，对真挚情感的

抒发，势必赢得读者和市场的尊重与认可。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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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育造就大批德艺双馨的文学

艺术家和规模宏大的文化文艺人才队伍。”规

模宏大的文化文艺人才队伍从哪里来？从人

民中来。

在中国作协副主席李敬泽看来，新时代

文艺的生命力突出表现为这一规模宏大的文

化文艺人才队伍。和五四时期、延安时期相

比，如今中国接受过高中甚至大学以上教育、

受过基本语文训练的人群是多么庞大，这是

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世界范围内也极为罕

见的文学读者规模。“他们不仅是文学的接受

主体，也是文学的创造主体，蕴藏着巨大的创

造力。”

日新月异、波澜壮阔的社会生活激荡着

人们的创作热情与创作灵感，互联网的普及

和新媒介的应用、文学传播和出版的日渐便

捷多元，又给予文学创意和文学才华更多施

展空间，让新时代文学的根扎向广阔大地。

我们相信，在越来越多基层作家的笔下，新时

代中国的生动故事将会讲出新意、讲出精彩，

新时代文学将会绽放无穷生机与无限光彩。

制图：沈亦伶

不久前，我的中篇小说《时空画师》在成都世界科幻大会

上获得 2023 雨果奖最佳短中篇小说奖。从前辈刘慈欣手中

接过奖杯，对我来说是莫大的鼓励。

一步步走上科幻创作的道路源自心底的热爱。小时候，

我喜欢到家附近的新华书店读书，不经意间读到了小说《海底

两万里》《神秘岛》《古峡迷雾》等科幻作品。读中学时，我开始

有意识地找科幻小说来读，同学们也争相传阅科幻杂志，这种

阅读氛围让我更加钟情于科幻。科幻的迷人之处，在于通过

科学幻想的方式，创造与现实不同的世界，带人们体验想象的

奇观。对于科幻迷来讲，动笔写小说是很自然的选择。当你

反复在小说营造的奇观里翱翔，总有一天会想亲手创造自己

的文学世界。

将热爱的种子浇灌成花朵，需要不懈耕耘。科幻是我的

业余爱好，我无法将自己的全部精力投入其中，但可以把休息

娱乐的时间用于写作。写作过程充满艰辛甚至煎熬，因为热

爱，我坚持了下来。大学期间，在经历了多次退稿以后，我创

作的小说《惊情喀纳斯》在杂志《今古传奇》上发表。这让我收

获了继续创作的信心，也让我与文学编辑建立起联系，不断从

他们那里获取专业中肯的意见和建议。时光飞逝，我的科幻

创作终于“走上正轨”，每年发表两三部中短篇小说，吸引了一

批读者。

科幻创作的一个普遍难题是，作者常常用长篇累牍的深

奥术语解释科幻设定，这不仅提高了接受门槛，也打乱了叙事

节奏，因此难以获得广泛的阅读和传播。刘慈欣的《三体》《吞

食者》等作品既有突出的科幻元素，又讲述曲折新奇的故事，

引人深思，令人着迷。这些作品启发我，无论“硬科幻”还是

“软科幻”，讲好故事才是好科幻。在创作中，我始终坚持故事

为先的理念，格外注意科幻元素是否易于读者接受，也渐渐学

会在情节推演中自然带出科幻设定，把作品营造的科幻世界

逐步展现给读者。《时空画师》开篇并没有很多科幻要素，反

而更像一个悬疑故事，随着情节发展，科幻设定开始浮出水

面。从结果来看，这样的创作理念使我的作品受到更多读

者的喜爱。

获奖后，不少人问我《时空画师》“科幻+传统文化”的设

定 很 新 颖 ，灵 感 源 自 哪 里 ？ 直 接 灵 感 来 自 古 画《千 里 江 山

图》。北宋画家王希孟留下传世名作，其人其事在史书中却只

有寥寥数字记载，这为发挥文学想象力留下了巨大空间。小

时候，我曾反复阅读一本白话版的《资治通鉴》，其中的精彩内

容至今难忘，不少悬念也让我意犹未尽。一个历史细节展开

来，就可能成为一部优秀的文艺作品。我的《走蛟》等一系列

“历史科幻小说”，都由历史的留白而来。

每个作家的创作都有历史文化烙印，科幻也是这样。中

华文明源远流长，赓续传承未曾中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

为庞大的创作“数据库”，从中取材并进行创新转化，就会源源

不断推出新的文学作品、影视节目、旅游项目、文创产品。我

们生于斯、长于斯，在传统文化的浸润中成长，从中汲取素材

再正常不过，取材于此的故事也会更容易赢得读者共鸣。放

眼当前文艺创作，越来越多创作者主动投入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大潮，从我们的古老文明中寻

灵感、找素材已经成为一种创作共识。对我来说，“科幻+传

统文化”并不是刻意的组合，而是在“两创”大潮中的顺势而

为。我相信，即便没有《时空画师》，其他作家也会做出同样

的选择。

科技的春天才能造就科幻的春天。无论哪种科幻，都来

源于科学，科技发展蒸蒸日上，不断取得新的突破，这让人们

对科学充满向往与好奇，吸引人们去阅读科幻作品，也因此造

就了科幻产业的生机活力。可以说，当今中国科技的繁荣，是

科幻创作最大的底气。而作为一名金融工作者，我常常从产

业角度思考中国科幻的未来，希望中国科幻真正强起来。我

认为要实现这一愿景，需要更完备的产业链要素，补齐产业发

展的短板。同时要抓好影视改编等关键环节，发挥提纲挈领

的作用。比如，《流浪地球》《独行月球》《三体》等优秀影视作

品的成功，对科幻产业的整体提升作用就十分明显。他们一

方面让科幻作品广泛传播，拉动了科幻作品的市场需求，另一

方面细化产业分工，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进而夯实了文

化 工 业 体 系 和 行 业 基 础 。 发 展 科 幻 产 业 不 是 一 朝 一 夕 之

事，需要文学创作、版权交易、影视改编等各环节共同努力、

形成合力。

在成都参加世界科幻大会时，我有一个感受：国外的科幻

迷、科幻作者大多已上了年纪，但中国的科幻迷、科幻作者却

很年轻，我们有越来越多十几、二十几岁甚至年龄更小的科幻

迷。这昭示着中国科幻朝气蓬勃的未来，只要付出真心和努

力，我们一定能打造出文脉悠长、感动世界的中国科幻。

（作者为科幻作家，本报记者张明瑟采访整理）

海 漄

发展科幻产业
需要形成合力

制造业是国家经济命脉所系。近年来，

我国制造业综合实力不断迈上新台阶，重点

领域创新持续取得突破，多个重点产业跻身

国际前列，一大批高端品牌走向世界，不断取

得世人瞩目的辉煌成就，围绕中国制造的报

告文学作品也随之不断涌现。纪红建《大国

制造》将专业性、时代性和文学性有机融合，

聚焦湖南工业发展成果，深入浅出地勾勒制

造业发展史和工业文明进化史脉络，讲述中

国制造的精彩故事。

这是一部具有史诗风格的作品。就报告

文学创作而言，题材越“大”就越难驾驭。《大

国制造》将着墨点放在湖南长沙、株洲等工业

集群，连接起现实与历史、地域与全国、中国

与世界的一个个时空交汇点，以敏锐的时代

感聚焦实景、瞭望全景，赋予了作品以题材的

典型性和主题的时代性。

在时间维度上，作品将时光轴延伸到近

代实业的起源与发展，梳理出近代实业的发

展愿景，提炼出“实业救国”的精神内涵。而

那些镌刻在早期工业化进程中的一个个待

解 的 难 题 ，则 又 似 一 张 张 抛 向 当 代 的 问

卷。在《大国制造》中，我们可以清晰看到，

湖南制造业的崛起并非一蹴而就。自晚清

洋 务 运 动 以 来 ，湖 南 便 开 始 在 制 造 业 领 域

有 所 探 索 。 新 中 国 成 立 后 ，我 国 制 造 业 迎

来新生，逐渐实现从小到大、由弱到强的跨

越 式 发 展 。 进 入 新 时 代 ，湖 南 更 是 乘 风 顺

势 ，形 成 了 工 程 机 械 、轨 道 交 通 装 备 、中 小

航空发动机及航空航天装备三大世界级产

业 集 群 ，这 成 为 湖 南 制 造 业 强 力 崛 起 的 重

要标志。

在空间维度上，作品着眼于中国制造业

发展全景，在世界工业发展格局中定位中国

制造，以湖南为切入点又跳出湖南一域，通过

讲述大飞机 C919 等一系列中国制造背后的

精彩故事，让我们在中国工业发展徐徐展开

的画卷中，看到一代代中国工业人的筚路蓝

缕和艰苦奋斗，进而解读中国制造迅速崛起

的“密码”。

文学是人学，报告文学要在事中见人，写

活人物形象，写出人物精神。《大国制造》涉及

人物众多，这也带来了叙事的难度，使作品容

易写成“见事不见人”的行业发展报告。面对

这一挑战，作者以娴熟的文学技巧，将群像巧

妙编织进中国制造业的浩瀚发展进程。全文

展现 100 多位人物，有历史名人，有当代车间

工人、工程师、科学家等，构成了一部五彩斑

斓的人物画卷。这些人物与中国制造业的改

革创新、爬沟过坎密切相关，他们的人生行

旅、心路历程也映照出中国制造勇攀高峰的

奋斗征程，使我们感受到中国制造所蕴含的

情感温度和精神高度。

《大国制造》以文学的方式揭示制造业在

国家繁荣富强中的重要地位，展现出中国制

造内蕴的磅礴力量和改革创新、勇攀高峰的

奋斗精神；提出了“何以中国制造”的命题与

思考，为中国制造业的转型升级和国际化发

展提供了有价值的经验总结，颇具知识性与

启发性。

佟 鑫

用文学方式解读“中国制造”

新时代文学的根扎向广阔大地新时代文学的根扎向广阔大地
胡妍妍胡妍妍

对我来说，“科幻+传统文化”并不是
刻意的组合，而是在“两创”大潮中的顺势
而为。我相信，即便没有《时空画师》，其他
作家也会做出同样的选择。

核心阅读核心阅读

越是在基层，越需要用文
学浇灌心灵、培铸精神，因为
文学的力量正是真善美的力
量，正是改变命运、追求梦想
的力量

行业百态是时代生活的
一面镜子。网络作家把专业
背景和职业经历融入创作中，
贡献了丰满生动的职业角色
和引人入胜的“硬核”情节

基层写作的热潮也让我
们重新确认文学与读者的关
系：当文学从狭小的圈子和繁
复的技巧中跨出来，回归对历
史现实的观照，对时代心灵的
摹写，对真挚情感的抒发，势
必赢得读者和市场的尊重与
认可

《大国制造》：纪红建著；湖南人民

出版社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