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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观察思考农业、农村、农民，读懂读通

读活“三农”这部大书，是中国作家讲好新时代

中国故事的重要课题。

从柳青《创业史》、周立波《山乡巨变》，到

周 克 芹《许 茂 和 他 的 女 儿 们》、陈 忠 实《白 鹿

原》，再到杨志军《雪山大地》、乔叶《宝水》，农

村题材的创作空间不断打开。社会变迁为农

村题材注入新的时代内涵的同时，也推动着文

学手法的创新。

新时代以来，农村题材创作进入一个新的

蓬勃发展时期。广大作家深入农村生产生活一

线，积极参与脱贫攻坚和乡村全面振兴，深切感

受到党和国家破解“三农”问题的坚定意志和必

胜信心，感受到人民群众对于摆脱贫困、过上好

日子的不可阻挡的向往和追求。瞄准新的山乡

巨变，描写新的生活现象，揭示新的生活关系，

讲述新的生活故事，把新时代农村题材创作推

向新高地。

敏锐感应时代变化的报告文学率先走到前

列，寻找和书写乡村故事的新亮点。何建明《那

山，那水》生动讲述浙江安吉县余村告别传统生

产方式、走上绿色生态发展道路的故事，传递出

时代进步的丰富信息。余村人守住了绿水青

山，也得到了金山银山，从中读者能看到更有活

力更加融入现代化进程的乡村之美。陈启文

《中国饭碗》以对国家粮食安全的忧患意识，诠

释了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要把饭碗牢牢端

在自己手上的道理，把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

的实施化为一则则具体生动的故事。王宏甲

《走向乡村振兴》中，贵州山区农民苦于一家一

户的个体生产难以抗击市场风险，转而以现代

经济方式重新组织起来，提高了抗风险能力，农

民的致富干劲也得到极大鼓舞。余艳《新山乡

巨变》深入描写湖南益阳智慧农业、数字乡村建

设的过程。半个世纪前，作家周立波在这里创

作《山乡巨变》时，梦想的还是农村实现机械化，

如今这片土地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程度超出

想象，展示出农业现代化的新图景。张国云《浙

里风——共同富裕浙江纪实》书写浙江建设共

同富裕示范区的诸多实践经验，描摹共同富裕

的理想怎样一步步变为现实。

这些作品的生动描述，传递给读者的是中

国农村日新月异的变化。这里有饱满的干事热

情、巨大的内生动力，也有新的生产生活方式、

新的精神风貌。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

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三农”画卷，有赖作

家带着感情的发现和倾注思考的书写。写出巨

变背后的奋斗之志、创造之力、发展之果，尤为

考验。

农村题材文学创作讲好新时代农村故事，

关键是写好农村新人物。这方面，小说创作特

别 是 长 篇 小 说 创 作 表 现 尤 为 突 出 ，发 挥 了 典

型人物塑造的独特优势。检视中国现当代小

说 人 物 画 廊 会 发 现 ，给 读 者 留 下 深 刻 印 象 的

人 物 形象以农村人物居多。新时代农村题材

小说创作在新人物新形象上持续发力，其中影

响 较 大 的 有 赵 德 发《经 山 海》、温 燕 霞《琵 琶

围》、陈毅达《海边春秋》、滕贞甫《战国红》、陈彦

《星空与半棵树》等。这些作品有一个共同的特

点，那就是把人物塑造的重点放在农村基层干

部身上。

大批党员干部下到基层，担任驻村干部，许

多 青 年 干 部 在 实 践 中 得 到 锻 炼 ，迅 速 成 长 起

来。他们是农村生活的新人物，自然也很快进

入作家们的视野，成为文学的新形象。《经山海》

中的青年干部吴小蒿到农村基层后，碰到许多

棘手事情，小说细致讲述她如何以女性特有的

细腻，成为群众的贴心人，帮助农民脱贫，在担

当尽职中成长为一名优秀干部。《海边春秋》中

的刘书雷是个文学博士，长期在省城机关工作，

下到海边村子后，他从调查研究做起，从当群众

的小学生做起，一点一滴积累工作经验，帮助乡

村找到发展文旅产业的新路子。《星空与半棵

树》中的小镇干部安北斗，酷爱仰望星空，从中

得到许多破解难题的启示与感悟。虽然每天处

理的都是小事杂事烦事难事，但他靠着帮群众

办事，找到破解难题的抓手，打开富民兴村的思

路。这些性格鲜明、经历独特、社会信息量大、

思想概括力强的人物形象，为读者理解今天的

乡村社会和时代精神提供了一把钥匙。

当 然 ，农 村 题 材 小 说 还 有 较 大 提 升 空 间

——新农民典型形象还不够多，不够有新意。

和梁生宝、陈奂生等人们耳熟能详的经典农民

形象相比，今天文学作品中的农民形象，其人生

遭际、命运故事与性格特征还可以有更独特更

生动更深刻的呈现。典型人物的高度标注着时

代的艺术高度。在智慧农业、农文旅融合、农村

电商等农村新现象新事物背后，活跃着许许多

多的新农民，写好他们，将释放出农村题材文学

创作的巨大潜力。塑造新时代农民形象，难度

很大，但没有捷径，需要作家们继续读好“三农”

这部大书。

（作者为作家出版社原总编辑）

释放新乡土新人物的文学潜力
张 陵

书写新时代山乡巨变，为波澜壮阔的乡村

变迁画像立传，成为新时代文学的创作热潮。

这一热潮在回应时代、汲取时代养分的同时，也

从农村题材创作传统中借鉴有益经验。

在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

的文坛，农村题材文学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

这不仅指创作数量和作家人数之多，也指创作

质量和文学评价之高。这一时期出现了赵树

理、周立波、柳青、孙犁等重要作家，涌现出《三

里湾》《山乡巨变》《创业史》《白洋淀纪事》等经

典作品，也形成了山西、湖南、陕西、河北等地域

性作家群。新中国成立之初，以土地革命、农业

合作化运动为重心开展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

这个历史阶段的特点决定了农村题材的重要性

和作家创作的经验基础。农村社会与传统文化

的密切关联，更使得农村题材中的优秀作品呈

现出深厚的人文内涵。

总 结 新 中 国 农 村 题 材 文 学 创 作 的 历 史 经

验，主要在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古今相融的文学特色。

相比于古代文学的田园山水书写

和 20 世纪上半叶的乡土书写，新中

国 农 村 题 材 文 学 表 现 出 独 有 特

点。它所接续的是《在延安文

艺 座 谈 会 上 的 讲 话》指 引

下的解放区文学，以“新

的 题 材 、新 的 人 物 ”

为 鲜 明 追 求 。 通

过题材这一概

念 对 文 学

所表现的社会生活进行分类，文学创作与社会

实 践 的 关 系 更 加 紧 密 ，创 作 者 自 觉 站 到 国 家

建 设 的 高 度 推 进 创 作 ，由 此 文 学 不 再 仅 仅 是

自我表达，也是再现和参与社会生活的一种有

效途径。这构成了新中国农村题材文学的重要

特点。

新中国农村题材文学创造出一种有别于以

往的乡村形象。一些作品深入乡村历史传统和

生活现场，以时代主题为主导，同时注重对传统

的借用，融入民间形式、地方形式、方言土语等

传统元素，形成新的乡村形象和文学表达，带来

文学的中国风格与中国气派。

其二，从生活出发讲好“生活的故事”。

新中国农村题材文学所创造的文学世界，

较多表现为经济、政治、文化、生活实践的统一

体。《三里湾》《山乡巨变》《创业史》等经典之作，

情节的安排、人物的设置、叙事逻辑的推动，有

着坚实的社会与文化依据。今天的人们要了解

新中国建设的历史面貌，可以从优秀的农村题

材文学中读到丰富的历史内涵。这不是说文学

是社会学的史料，而是文学世界深刻地植根于

现实实践之中，并用文学的方式生动演绎了社

会发展的历史逻辑。

文 学 世 界 的 特 性 最 终 要 呈 现 为 文 学 性 的

“生活的故事”。从日常生活、婚姻家庭、乡村伦

理与民情风俗等角度表现时代变革，是新中国

农村题材优秀作品共有的特征。《三里湾》以秋

收、开渠、扩社的“大事”与六位年轻人婚恋、三

个家庭分合的“小事”交织而展开叙事。家长里

短被摆在了叙事的前台，合作化运动故事就在

一夜、一天、一月的时间节奏中展开。《创业史》

从梁家草棚院的生活出发，围绕梁生宝的父子、

恋人、同伴、上下级等关系展开“中国向何处去”

这样的大叙事。正是从日常生活出发的情感、

伦理、故事，使作品具备了文学世界的真实质

感。这是与现实社会密切相关但更为完整的

艺术世界。人们从中不仅对象化地看到

了自己生活的现实世界，同时也能看

到乡村生活的过去与未来。

其三，对创作者修养提出的

综合性要求。

作家不仅仅是文学家，更是深刻理解生活

与时代的思想家。上世纪 60 年代，柳青在一次

创作座谈中提出了作家的“三所学校”的说法，

即生活、思想、艺术。这三种素养，也是当时作

家们共同提出的话题。

其中，艺术显然是作家最为基本的素养和

能力。傅雷曾夸赞《三里湾》借鉴传统戏剧创造

出新的小说叙述结构，上下文的衔接“像行云流

水一般的顺畅”。柳青四易其稿最终完成的《创

业史》第一部，用人物的主观视角书写现实并推

进叙事，文学创作成为主观世界与客观世界的

交互。《山乡巨变》借鉴中国传统小说的叙事结

构和山水画的表现层次，将山乡日常生活和时

代变化描绘成一幅浓郁的地方风情画。这些文

学经典取得的艺术突破，仍然值得今天的作家

借鉴。

在对生活经验的重视方面，柳青的“长安十

四年”堪称一段佳话。这里的“生活”不是宽泛

意义上的日常生活，而是能表征时代变化的社

会生活。其中包含双重过程，作家既作为普通

人直接参与社会实践，也要用文学的眼光对经

验展开思考、判断和提炼。柳青曾说：“如何从

生活和艺术的实际出发，而不是从名词和定义

出发，使两个具体事物结合得恰当，其实这是一

个马克思主义作家的毕生事业”。作家缺少生

活经验，固然无法展开创作，但生活经验也需要

经由作家的思考和判断，从中提炼规律性本质

性因素，并将其转化为文学艺术形态。在这个

从生活到创作的过程中，作家的思想能力是关

键。思想能力的高低，不仅决定作品的艺术成

色，也将决定着作家表现和创造一个“新世界”

的视野和格局。

新时代以来，中国农村社会面貌发生了巨

大变化。总结并发扬新中国农村题材文学创作

的历史经验，同时探索乡土书写的新手段新形

式，新时代农村题材创作将大有可为。

（作者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上图为浙江安吉县溪龙乡黄杜村风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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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挥农村题材创作优势
贺桂梅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

近推出的 AI 动画片《千秋

诗颂》，综合运用可控图像

生成、人物动态生成、文生

视频等新技术成果，把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奔涌的

诗情转化成国风动画，唤

起观众的文化乡愁。除了

屏端，大银幕上国风动画

也不断斩获佳绩。最近 5
年，我国动画电影总票房

榜 前 3 位 均 为 国 风 动 画 。

国风动画凭借质量、口碑

和 影 响 力 迅 速崛起，既为

文化自信增添了底气，又为

文艺创新提供了有益启示。

国风动画带给观众既

熟悉又新奇的观看体验，

这是因为创作者一方面有

意识地发掘古典，一方面

又自觉融入青年文化和流

行文化。他们在诗词、器

物、建筑以及礼仪、规制等

传统文化中，寻找那些具

有深厚人文内涵的元素，

同时又把这些元素有机融

合在跟当代观众对话的人

物、故事和画面中。如此

融合而成的视听作品，在

艺术气质上既蕴含传统旨

趣，又合乎当下审美。

“期待看到一个成长

型叙事，把哪吒的孤勇者

形象延续下去。”《哪吒之

魔童降世》上映 4 年多来，

网友还惦记着这个似曾相

识 又 别 具 新 意 的 哪 吒 形

象。无论哪吒、孙悟空还

是李白、杜甫，观众对这些

沉潜在脑海中的经典形象

和他们的故事有天然的亲

近感，对依托这些经典形

象 创 作 的 国 风 题 材 作 品

“有备而来”，既期待着与

“老朋友”的久别重逢，也

期待着重新讲述与创新演

绎带来的眼前一亮。

通过“思想+艺术+技

术”的跨界融合，拓展观众

的想象边界，又能以纤毫

毕见的细节让观众感受想

象世界的逼真质感。开年

热播的动画片《敦煌的故

事》巧借敦煌壁画中的造

型与色彩，运用数字化手

段将水墨动画、皮影戏等

元素融入其中，让大美敦煌生动起来，带给观众身临其境、亦

真亦幻的“穿越感”。这种“穿越感”，其实就是把我们熟悉的

传统文化题材置入当代情境，借助新技术的影像深描，激发

触动心灵的化学反应，使传统文化元素跃然眼前，也让中华

美学精神浸润心田。

正如《中国奇谭》总导演陈廖宇所说：“技术最终是为了

表达人们最真实的情感需求服务的。”从人物之美到风物之

美，从画面之美到观念之美，传统文化意象在影片中得以延

展的同时，创作者“以古人之规矩，开自己之生面”，回应当

下话题，观照现代人的生活和心理。《深海》以水墨为创意载

体，讲述一个自卑的小女孩怎样变得勇敢无畏，鼓励也慰藉

着生活中的我们；《白蛇：缘起》一改《白蛇传》中许仙懦弱的

形象，塑造了用情至深的许宣，赢得年轻人的情感共鸣。这

些作品依托原有情节和人物关系，同时敢于跳出固有人物

特征，并通过角色金句和名场面得以更广泛传播。

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我们的生活和情感水乳交融，

要诀就在于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国风动画在符码转

换和视觉营造的基础上，力求实现对传统价值理念的现代

诠释，打通与观众之间的情感通道，在唤起人们集体记忆的

同时也塑造着新的集体记忆。一旦这样的故事和角色立住

了，观众就愿意相信他、跟随他，并顺着人物的生命旅程找寻

自己的答案。

国风动画的探索和收获启示我们，守正创新讲好中国

故事，既是文化传承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行业的自觉追

求。新时代文艺创作者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富有生命力

的因子不断激活、转化，以新的叙事唤醒人们的生命体验，用

新的表达与当下观众形成情感共振，让人们的精神世界得到

传统文化源源不断的滋养，也让中华经典在创造性转化、创

新性发展中更加生生不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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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风动画凭借质量、口碑和影响力
迅速崛起，既为文化自信增添了底气，又
为文艺创新提供了有益启示。

乡土书写是中国文学成就斐然的一脉。今天，继承和发扬这一

创作优势，进一步开掘农村题材的广度和深度，是攀登新时代文学高

峰的必由之路。倾听大地上的脉动，记录乡土里的中国，时代召唤着

农村题材文学创作繁荣发展。

——编 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