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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类节目是文化传承创新的有效载体。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4 中秋诗会》以诗词为

媒，通过家庭之间的诗词知识问答、专家解读节

日 习 俗 等 内 容 ，展 现 中 华 文 化 历 久 弥 新 的 魅

力。诗会在西安举行，从“露从今夜白，月是故

乡明”的思乡之情，到“俱怀逸兴壮思飞，欲上青

天揽明月”的豪迈气概，寄托着华夏儿女思念与

浪漫的经典诗句，带领观众穿梭古今，唤起文化

共鸣。对赛龙舟的探讨，对“秦人汤饼”含义的

探寻，每道题都仿佛是一把钥匙，开启一座传统

文化知识宝库。“画中有诗”“心心相印”等环节

设计巧妙，选手们的精彩作答，嘉宾们的深入解

读 ，共 同 映 射 出 代 代 中 国 人 对 美 好 生 活 的 向

往。借助人工智能等新技术，诗会还将诗词与

音乐、绘画、皮影等艺术形式相结合，营造出绚

丽多彩的舞台效果。悠扬的旋律，绚丽的画面，

与诗词意境相得益彰，加深了观众对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的感受与认同。

（蔺花雨）

以诗词为媒 展文化魅力

在动画领域，“漫改真人”一直是个难题，

网络剧《时光代理人》进行了新的尝试。作品

改编自同名动画，主角程小时、陆光通过照片

了解往事原委、再临事件现场，帮助人们寻找

往昔真相、弥补内心遗憾、重拾生活希望。该

剧延续原作短线与长线并行的叙事模式，保留

剧情紧凑、悬念迭出的特色，同时也在情节和

人物背景方面，进行了较大幅度的改动与扩

充，更像是一部“前传”。作品虽以虚构的超能

力为叙事契机，但在情节中展现出明确的现实

关切：地方戏曲传承、灾后心理治疗、网络谣言

治理等，体现出一定现实深度。动漫作品真人

影视化改编，不免要面对忠实粉丝对人物形

象、故事情节、台词风格等方面的检验。对创

作者来说，充分把握两种艺术形式在创作流

程、表现手法、叙事节奏等方面的差异，实现原

作与改编各擅胜场、相得益彰，值得不断探索

和总结。

（何 按）

虚构的故事 真实的温度

近年来，现实题材网络小说

数 量 在 增 多 ，读 者 群 体 渐 成 规

模。怎样发挥网络文学特长，写

出现实生活的深度，避免“浮在生

活表面”“真实却不鲜活”，成为有

待创作者破解的一道难题。这些

年，我创作了几部工业题材网络

小说，尝试把现实质感和鲜活网

感结合起来，渐渐有了一点心得。

先要弄清网络文学有哪些吸

引人的特质。一般来说，它足够

长，容纳更大时间跨度的故事和

更多的情节内容。还具备想象力

奇瑰、强情节推动、即时互动、更

新速度快等特点，由此产生了一

系列独有的叙事模式，比如“技术

流”“逆袭”“打怪升级”“绝地求

生”……这些叙事模式让网络文

学 读 来 足 够 痛 快 ，让 人“ 手 不 释

卷”，接连“追更”。

接下来，需要找到现实题材

与网络文学特质的契合点。怎么

找？遵循文学创作规律，从自己

熟 悉 的 、感 兴 趣 的 领 域 切 入 生

活。在创作长篇小说《重卡雄风》

时，我希望带更多年轻读者了解

中国工业发展的真实情况，感受

国家发展与时代进步。我一边前

往重型卡车企业“蹲点”，观摩生

产线，采访技术专家，一边整理研

究大量文献资料。

我 越 来 越 深 地 扎 进 这 段 历

史，思路也逐渐清晰起来。重卡

发展之路堪称新中国工业史的一

个缩影：从濒临绝境到引领潮流，

从技术引进到自主研发……克服

无数艰难坎坷，实现重卡行业强

势崛起，这一过程足够曲折、足够

昂扬、足够热血，也足以令人心潮

澎湃，这不正符合网络文学“逆

袭”“升级”的叙事形式？一种“现

实在召唤”的使命感油然而生，让

我下笔万言、滔滔汩汩。

塑造真实鲜活的人物是小说

写出深意的关键。这一创作的挑战在于，怎样把人物的真实

质感与网络小说既有叙事模式相结合。“模式”是经过千千万

万读者检验证明了的网络文学吸引力的重要来源，如果抛弃

这一模式，读者必然觉得“变味”。而人物一旦彻底模式化，

就失去了真实的质感，违背了我的创作初衷。让真实人物

既真实可信，又具有吸引读者的网感，尤其考验创作者的叙

事能力。

基于多年对工业发展进程的关注，我发现无论是生产一

个产品，还是革新一项技术，最终要靠技术工人来落实。在技

术工人身上，有没有文章可做？这便是小说《金牌学徒》的缘

起。我走进工厂，仔细观察技术工人的工作生活日常，了解他

们的人生经历。我发现，他们成长成才的故事，天然契合网络

文学的叙事模式：很多高级技术工人的人生都是“低开高走”，

他们有过考学或求职的失意，而后发愤立志、拼搏笃行，最后

成长为大国工匠。此外，工业“新八级工”制度，成为许多工匠

职业上升的阶梯，与“升级叙事”异曲同工。对网文读者来说，

这样的“逆袭”“升级”故事足够有代入感，足够带劲。

“每名出色的技工，都是自己的鲁班！”真实的事迹比网文

故事更传奇，我一边感慨，一边动笔。小说中，主人公历经挫

折却永不言败，在老师傅传帮带下钻研铣、磨、镗、焊等机械加

工技术，掌握数控机床等先进手段，沉潜多年后成为全能高

手。人物一路走来，故事跌宕起伏，风雨过后终见彩虹。

为现实题材增添网络文学的味道，必然要运用类型化写

作技巧。我尝试使用生动活泼的个性化语言，塑造不同人物

形象。同时，在故事中融入大量诸如机械修理等技术细节，发

挥网络文学细节充沛的特色，让读者通过“墨香”感受车间里

的钢铁韵律。我还将采访获得的大量鲜活细节，比如人物在

参加技能竞赛时的所思所想、所作所为融入故事，让读者在一

次次峰回路转中感受紧张的氛围，享受胜利的喜悦。

人物故事写得生动，时代气象就能浮出文本。在和工人

朋友们聊天时，大家经常提到“时代给了我机会”。技术工人

的励志故事，植根于中国的工业现代化进程。大国工匠自强

不息、奋斗不辍的成长之路，为小说探讨职业教育的重要意

义、彰显技术工人的担当奉献，打开了广阔的艺术空间。我通

过讲述不同人物的故事，让读者感受当代技术工人的呼吸与

情感，了解他们在中国工业现代化进程中作出的重要贡献，体

会到在新时代只要勤奋拼搏，人人都能出彩。

现实题材网络小说创作，有许多值得书写的素材，也有许

多值得尝试的写法。写作者需要敞开胸怀，沉下心来，扎进生

活里“打捞”，与人物同呼吸共命运，也需要用好网络小说行之

有效的叙事方法和文学技巧，写出人物的光彩、时代的光彩，

写出新时代催人奋进的力量。

（作者为网络文学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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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通过讲述不同人物的故事，让读者
感受当代技术工人的呼吸与情感，了解他
们在中国工业现代化进程中作出的重要贡
献，体会到在新时代只要勤奋拼搏，人人都
能出彩。

核心阅读核心阅读

中国正发生着日新月异
的变化，人民的创造远远大于
文学的想象。只有依靠人民，
服务人民，心怀“国之大者”，
努力回答好时代命题，才能实
现新时代文学的高质量发展

新时代文学的繁荣离不
开优秀文学人才。中国作协
坚持出成果和出人才相结合、
抓作品和抓环境相贯通，紧扣

“做人的工作”这一任务，创新
方式方法，团结和引领广大作
家胸怀大局、立志高远，在创
作上追求精益求精，在境界上
力求德艺双馨

时代的巨变正在发生，精
彩的故事不断上演，多样的话
语交织互动，文化的元素碰撞
融合，无数的人们、无穷的远
方、无尽的未来期待着作家更
好担负起新时代新的文化使
命，努力创作更多精品力作，
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文学
力量

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深刻

地影响着国家和民族的未来。党的十八大

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文化

建设摆在治国理政的突出位置，高度重视文

艺事业的发展。 2014 年 10 月 15 日，习近平

总书记主持召开文艺工作座谈会并发表重要

讲话，讲话高屋建瓴、指引方向。广大作家和

文学工作者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特

别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工作的重要论述

精神，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以丰富多彩的艺

术创造，生动记录时代前进步伐，有力展现民

族奋进精神，推出了一批思想精深、艺术精湛

的文学作品，共同绘就了新时代文学的灿烂

图景。

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

2023 年 5 月，参加中国作协“作家活动

周”的作家们来到湖南第一师范学院。墙壁

上，“做人民的学生”几个大字让他们驻足深

思，这也是活动周的主题。1950 年，毛泽东

同志为母校题写了校名，并题词“要做人民的

先生，先做人民的学生”。历史的声响汇入了

新时代的黄钟大吕。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

作座谈会上指出，人民既是历史的创造者、也

是历史的见证者，既是历史的“剧中人”、也是

历史的“剧作者”。文艺要反映好人民心声，

就要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这个

根本方向。

中国正发生着日新月异的变化，人民的

创造远远大于文学的想象。只有依靠人民，

服务人民，心怀“国之大者”，努力回答好时代

命题，才能实现新时代文学的高质量发展。

人民在生产生活实践中形成的伟大智慧，是

文学创作的宝贵财富，只有以人民为师，才

能不断进步，攀登文学高峰。中国作协发出

“作家要做人民的学生”的号召，号召广大作

家真正沉潜到人民中去，倾听人民心声，密切

与人民的情感联系，将个人小我与人民大我

融为一体，让自己的艺术生命同广大人民真

正联结在一起，做到语出一人之口，呼出万众

之声。

“做人民的学生”在新时代语境下获得崭

新的生命力，成为广大作家内在的自觉的追

求。思想引领观念，观念推动实践。在田间

地头、社区工厂、校园课堂，在脱贫攻坚、乡村

全面振兴现场，在热气腾腾的百姓生活日常，

在重大科技攻坚一线，广袤的祖国大地上留

下了作家风雨兼程的足迹。广大作家在同人

民呼吸与共、情感与共、命运与共的充实与

丰饶中，不断自我建设、自我成长，将自己的

一滴水，融入时代和人民的奔腾江河。广大

作家在向人民学习中，倾情书写新时代的沧

桑巨变，将精神力量传递给更多人。

从人民中来的作品，必然要到人民中去，

接受人民的检验。人民是文学接受和评判的

主体。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把人民放在心

中最高位置，把人民满意不满意作为检验艺

术的最高标准”。只有让人民满意的文学作

品，才能经得起时间的检验。人民的口碑是

作品的最高荣誉。中国作协组织开展“人民

阅卷”行动，让文学工作在人民的检阅中，发

现问题，改进方法，校正目标，激发活力，推动

新时代文学高质量发展。

回应时代重大命题

在面向广大青年作家、文学爱好者的课

堂上，鲐背之年的王蒙表达了他对文学的挚

爱和永不停歇的创造决心。他说：“在我的有

生之年，能写一天就写一天，能写一个小时就

写一个小时。我愿意为文学、为写作，做我力

所能及的一切。”这正是作家的职责和使命之

所在：竭尽所能创作出无愧于我们伟大民族、

伟大时代的优秀文学作品。

作品是作家的立身之本，有赖于作家艰

苦卓绝的心灵劳动与孜孜不倦的创新创造。

基于对时代生活的思考与把握，中国作协在

第十次作代会上明确提出“新时代文学”并作

出系统阐述，对文学工作谋篇布局，推动文学

向“高峰”迈进。近年来，中国作协组织实施

了“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号召广大作

家深入乡村全面振兴的火热现场，用手中的

笔描绘动人心魄的时代场面，记录真切宝贵

的时代经验，书写生生不息的人民史诗。组

织实施“新时代文学攀登计划”，整合文学出

版资源，充分激发行业产业活力，为催生精

品力作创造条件。“两个计划”是中国作协推

动新时代文学高质量发展的破题之举，也是

团结引领广大作家奋力攀登文学高峰的攻

坚之举。通过“两个计划”，团结引领广大作

家回应时代重大命题，开创中国文学事业崭

新局面。

广大作家以饱满的激情、昂扬的精神创

作出一批反映时代生活、彰显时代精神、充满

艺术探索勇气的精品力作。作家们的创作题

材更为丰富，主题开掘更为深刻，美学风格更

为多元，艺术质量更为精湛。他们深入生活，

用心书写党和国家的非凡成就，有力回应时

代发展的铿锵足音。他们回溯历史，重温党

带领中华儿女矢志不渝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光辉历程，揭示百年大党的人间正道。

他们回望传统，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

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赓续中华文脉，厚植文

化自信，凝聚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他们面

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弘扬中华美学精神，实

现中国文化的主体性表达，提升中华文化影

响力。《人世间》《牵风记》《北上》《主角》《应物

兄》《雪山大地》《宝水》《本巴》《千里江山图》

《回响》等一批具有思想深度、时代高度、艺术

精度的优秀作品问世。从小说、诗歌到散文、

报告文学，从儿童文学、少数民族文学到网络

文学、影视文学，不同题材、不同体裁、不同载

体的文学创作百花竞放，向时代和人民交上

文学答卷。

新时代文学的繁荣离不开优秀文学人

才。中国作协坚持出成果和出人才相结合、

抓作品和抓环境相贯通，紧扣“做人的工作”

这一任务，创新方式方法，团结和引领广大作

家胸怀大局、立志高远，在创作上追求精益求

精，在境界上力求德艺双馨。不断加大对青

年作家的发现培养力度，加强对新文学组织、

新文学群体的引领，积极为作家的成长成才

铺路架桥。不断拓宽视野，不拘一格选拔人

才，在不同行业、不同领域发现文学潜在力

量，激发全社会的创作热情，不断壮大中国文

学的有生力量。开展“作家回家”活动，让祖

国各地的写作者，尤其是身处基层的作家朋

友，能够走进作协，了解作协，让广大作家的

心紧密连接在一起，相互激励、彼此启发，凝

聚起“文学一家人”的情感力量，共同营造团

结奋进的文学氛围。

为中国式现代化贡献文学力量

在湖南益阳清溪村，“中国文学之乡”6
个字格外醒目，这里是著名作家周立波的家

乡。70 年前，周立波回到家乡与村民同吃同

住 同 劳 动 ，创 作 出 了 文 学 史 名 篇《山 乡 巨

变》。70 年后，在当地政府和中国作协的支

持下，中国当代作家签名版图书珍藏馆建成

开放，在村民现有民居基础上改造而成 21 家

清溪书屋，以中国当代作家命名，一屋一景，

各有特色，成为动人的文学风景线。这里是

中国作家“深入生活、扎根人民”新时代文学

实践点，文学助力乡村全面振兴在此显现出

强劲能量。文学赋能文化产业，激发产业活

力，展现出深度介入现实、深刻改变生活的巨

大能量。

铸就新时代文艺高峰，要有在继承传统

的基础上敢于迭代的创造力、在融合人类经

验前提下坚持主体地位的自信力，也要有在

冲破固化和束缚后敢于标新立异的想象力、

在百舸争流的新型文化业态中敢于标示方位

的引领力。中国作协不断拓宽文学空间，持

续扩大优质文学资源的辐射效应，全力打造

以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全国少数民族文

学创作骏马奖、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等颁奖

典礼为平台的“中国文学盛典”，展现新时代

文学的成就与风采，推动优秀作家作品以更

丰富的形态、更新颖的方式走进大众视野。

积极推动文学融入现代传播格局，先后与多

家文化单位、影视机构、互联网平台形成密

切合作，推动优秀文学作品向影视剧、舞台

艺术等形式转化，以“好本”打造“好剧”“好

片”。不久前，联手中国科协举办“《哥德巴

赫猜想》之后——科幻科普作家活动周”活

动，探寻文学与科学更好携手共助新质生产

力发展的新途径。充分发挥文学作为人文交

流、文明互鉴美好场域的积极作用。今年 7
月，“首届国际青春诗会——金砖国家专场”

在杭州和北京举行。来自金砖十国的 72 位

诗人以青春的名义跨越山海赴诗歌之约，在

交流互鉴中丰富彼此、发现美好，以诗的语言

架起互相尊重理解的桥梁，构筑文化交融、文

明辉映的世界。

新时代为文学创作敞开了广阔的空间。

时代的巨变正在发生，精彩的故事不断上演，

多样的话语交织互动，文化的元素碰撞融合，

无数的人们、无穷的远方、无尽的未来期待着

作家更好担负起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努力

创作更多精品力作，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

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文学力量。

（作者为中国作协党组书记、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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