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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

重要讲话中指出：“文艺创作方法有一百条、

一千条，但最根本、最关键、最牢靠的办法是

扎根人民、扎根生活。”新时代文学传承赓续

着深入生活、到广阔的人民生活中去的文艺

传统。与此同时，时代潮流、媒介形式和审美

旨趣的变迁，也给深入生活、书写生活带来新

的机遇与挑战。

作家本就在生活之中，如何再深入生活？

网络时代，生活已经搬到了网上，深入生活是

否也能采取线上的形式？生活变化如此之

大，怎样才能把握大气象又带着细露珠？“生

活”，这个人们耳熟能详的日常词语，正以其

丰富的思想内涵和美学意蕴，引发当代作家

不断思考实践。如何扎根生活深处，提炼时

代精神，写出和时代同频共振的文学佳作，依

然是摆在当代作家面前的重要课题。

写出时代生活的蓬
勃生机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生活，一个时代

有一个时代的文学。没有任何一种文学可以

先验地、一劳永逸地提供对生活的认知，没有

任何作家作品能提供关于生活的永恒答案。

我们不能靠沿袭过往生活经验和文学配方来

写作，那种刻舟求剑式的书写无法显影生活，

也骗不了时间和读者。

作 家 迟 子 建 在 哈 尔 滨 生 活 30 年 ，从 最

初的隔膜到后来的水乳交融，这座城市的历

史、文化、风俗渐次在她的内心生根。在长

篇小说《烟火漫卷》中，作家的城市书写既站

在城市内部，讲述哈尔滨的日常和历史，也

站在城市外部，引入自然的、精神的书写维

度。几十年壮阔的城镇化进程，人们在城市

中的扎根奋斗，正在给城市注入新的精神内

涵，让城市展现不同的精神气质。深入城市

肌理，聚焦城与人的交融交织、共生互促，这

样的城市书写还有广阔空间。

除了城市生活，新时代还以其方方面面

的社会风貌和生活经验，让作家身有所感、

心有所悟，召唤作家去深入勘探，写出时代

的蓬勃生机。一方面，从科技、工业、金融到

乡村、海洋、生态，新时代文学呈现更强的书

写现实自觉，乡村振兴、人才强国、创新驱动

等 国 家 重 大 战 略 更 是 引 发 作 家 集 中 关 注 。

另一方面，作家也一再把目光投向普通人日

常而又不平凡的生活经验。非虚构文学在

新时代得到极大发展。尤其近年颇受关注

的农民作家、快递诗人等基层写作现象，其

作品之所以广受欢迎，不仅因为书写了普通

劳动者的生活经验，更因为这种生活的底色

是奋斗和尊严。这其中包含着一种朴素的

启示：即使在基层的人民生活中，劳动者也

依 靠 着 真 诚 、坚 韧 和 智 慧 创 造 着 生 命 的

诗意。

从个人生活走向广
阔的人民生活

每个作家都拥有一份自己的生活，但这

份个人生活并不是作品成功的充分保障。文

学写作的要义在于将作家的个人生活与社会

的、人民的生活产生对焦，开掘生活的广阔。

任何作家的生活经验都有其边界和限

度，走向广阔的生活必须实现双重突破：其一

是突破自我经验的有限性，从个体的走向人

民的；其二是突破感性经验的表象化，从生活

表层进入时代本质。好的文学作品当然包含

着活泼泼的个人感性经验，包含着大量鲜活

细节，但这些经验与细节一定蕴含着深层的、

总体性的意涵，为读者提供深入理解时代现

实和社会历史的入口。梁晓声的《人世间》

中，有不少细节描述了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人

们的生活用度、人情往来，让读者津津乐道。

这些细节不仅展示了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

也深刻折射了那个年代的生活结构和社会特

征，具有典型意义。

这也意味着，深入生活不是说让创作与

生活一一对应，而是对作家认识生活本质、把

握时代精神的能力提出要求。要能从生活的

表面碎片深入到时代的深层结构，从个体深

入到社会，从衣食住行的世俗生活深入到一

个民族的文化精神及其伦理情感。深入生活

不是瞪着眼睛去找生活，而是通过真善美的

发现与艺术的提炼，去照亮人们的生活。

文学对生活的捕捉，见时代，见历史，还

要见人心。写不出对时代和历史的独特洞

察，作品便缺乏论世断史的深度；描不出心灵

世界内在的张力，作品便缺乏直抵人心的力

量。好的作品，都是既能观史，也能入心。《人

世间》之所以触动人心，不仅因为它写出了时

代起伏，更因为它写出了百姓生活内部的情

义。杨志军的《雪山大地》中，青藏高原牧民

在大地上扎根、与自然搏斗、在逆境中互助的

故事之所以让人感慨，一个重要原因也在于

它写出了父辈的精神信仰，激荡起读者心中

的理想主义激情。

直面信息时代给深
入 生 活 带 来 的 机 遇 与
挑战

生活是文艺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和

宝藏。打开生活宝库需要作家拿出真诚的态

度和持久的努力，勇敢地将自我融入时代，在

搏击现实风浪的过程中熔铸新的自我。

今天，创作与生活的关系因技术的巨大

变化而改变。在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技术的

加持下，作家想要了解远方的生活、陌生的人

们，具备前所未有的便利条件。短视频、直播

等新兴形式，让形形色色、丰富多彩的个体生

活浮出水面：乡村新农人、传统技艺匠人、急

诊科医生……如此迅速便捷地抵达鲜活的生

活现场，赋予作家发掘新题

材、开辟新领域的底气，也让

新时代文学的触角抵达更多之

前少有人关注的角落。

耐人寻味的是，在信息爆炸时

代，日常生活正在逐渐故事化，而文

学叙事却日渐模式化。读者在一些作

品中读到的是似曾相识的场景，似曾相

识的人物，似曾相识的情节。一些作品

对现实生活的取材有特别的角度，却缺乏

有力的呈现；有填补空白的素材，却没有独

树一帜的表达。“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

要躬行”，海量信息、便捷检索、远程体验，未

必能真正拉近作家与生活之间的距离。只有

真实感受、真切记录、真情书写，才能走出写

作同质化的误区。

深入生活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优良传

统。采风、调研、挂职、定点同吃同住同劳动

等形式，曾经让很多作家受益，开掘出属于

自己的生活深井，拿出一部部有生活厚度、

有时代分量的优秀作品。今天，有许许多多

的作家正行走在路上，也有许许多多的作家

在某一主题、题材、素材中长时间浸泡，一次

次提纯，耐心酿造着生活之酒。继承和发扬

社会主义文学深入生活的传统，在新的时代

条件下拓宽关注视野，将丰富多元的知识素

养融会贯通，相信会带来新时代文学的气象

万千。

归根结底，深入生活必须成为作家内心

的主动诉求，而非被动地接受任务。只有深

怀对新时代生活的热爱，对认识生活、表现

生活的激情，才会有无穷无尽的方式去抵

达生活深处。我们常说一个作家“有生

活”，这种“有”意味着生活不只在作家

采风、采访搜罗的材料上，而是要化入

作家的经验甚至血液之中。生活只

有形塑了作家的精神之树，才能在

作 家 的 笔 下 开 花 。 这 也 是 作 品

源 于 生 活 、高 于 生 活 的 要 义

所在。

    （作者为福建师范大学

教授）  

深怀热爱  深深扎根
陈培浩

在纪录片的制作中，创

作者始终在探寻如何通过作

品给予观众正向价值引导。

正如我们创作《闪闪的儿科

医生》系列，这一探索之旅既

充满机遇，也面临挑战。两

季作品上线后，在哔哩哔哩

平台累计播放量超 3.6 亿，网

友们热烈讨论，还分享着自

己身边的医患故事，这对我

们来说是莫大鼓励。

纪录片不应只是记录现

实，创作前想明白“我们要表

达什么”非常重要。在思考

医疗题材如何向社会传递正

能量时，我们意识到一部优

秀的医疗类纪录片，不仅仅

是纪录医护工作，更承载着

人类朴素而真实的情感，在

对生老病死的关注中，给观

众 带 去“ 治 愈 与 自 愈 ”的 力

量。观众透过发生在医院里

的故事，看到人与人之间的

温情，看到社会的进步，看到

普通人不惧艰难、向阳生长。

故事讲述是传递价值的

重 要 手 段 。 第 一 季 开 门 见

山，用 1 岁幼儿恩希绝处逢

生的故事，展现家人和医生

对幼小生命无私的爱。恩希

患有先天性心脏病，且因早

产导致支气管肺发育不良，

自 出 生 便 几 乎 与 呼 吸 机 相

伴，但她的父母从未放弃，四

处奔走求医。医生凭借着专

业知识、敬业精神以及对生

命 的 敬 畏 ，突 破 重 重 难 关 。

一句铿锵有力的“交给我，我

保证她活”，让许多观众潸然

泪下。最终，医生们兑现了

这一承诺。这些情节如同灯

火，摇曳着温暖的光芒，让观

众感受到希望的力量在默默

涌动。

这样坎坷却有爱的故事

还有很多。第二季中，有一

名 8 岁男孩，扩张性心肌病

让他处于危险边缘。上海儿

童医学中心的医生们得知数千里之外有适配的心脏供

体，旋即起程，开始一场与死神争分夺秒的残酷赛跑。

在 6 小时的极限时间里，医生们成功完成心脏移植手

术，让男孩重获新生。我们记录下这些故事，是想证

明，即使病痛令我们身处困境，即使生活并不是一帆风

顺，但仍然有人在把爱的火种传递。

创作中，我们力求塑造立体、真实的医生形象。医

院就像一个微缩的社会，尽显人间百态。医生们性格

不同，言语犀利、衣角带风是他们，眼神温柔、不疾不徐

也是他们。他们专业技术高超，但也面临着压力与挑

战。我们希望观众能通过这些故事，深入理解医生这

个职业的真实情况，从而在情感上拉近医患距离。

纪录片对治疗过程的展示，也是对医学科学的有

力诠释。医生们深知医学并非总能创造奇迹，只能在

尊重科学的基础上，尽最大努力去挽救孩子们的生

命。并不是每一次救治都可以顺利完成，命运的骰子

也不会总是掷向幸运的一面。一个患有严重先天性心

脏病的孩子，经医生全力救治，还是敌不过无情的病魔

……在悲痛之余，父母做出决定，捐赠孩子器官，让生

命以另一种形式延续——两个孩子因此重见光明，三

个孩子重获生的希望。比起“医学创造奇迹”，观众更

加体会到医学既是一门科学，也充满着人文关怀。

纪录片是以真实见长的艺术。近些年来，这一艺

术形式深受欢迎，各类题材作品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在

人们的文艺生活中大放异彩。身为从业者，观众的信

任与喜爱，让我们更加珍视纪录片的艺术特色，更加自

觉地去思索纪录片的功能与价值。纪录片不仅是对某

个具体事件或人物的记录，更是对人性、对生命、对社

会关系的一种思考和诠释。从观众的期待中，我们能

看到，优秀纪录片在记录现实的基础上，要能巧妙融入

价值观和正能量，就像盐溶于水，看似无形却能给观众

潜移默化的影响，让观众在情感上受到触动的同时，在

思想上也有所收获。

不啻微芒，造炬成阳。每一个积极的举动、每一份

被唤起的希望，最初可能只是微不足道的一点光亮，但

这样的光亮聚集起来，就能形成巨大的能量。感悟生

命意义，汲取向上向善的精神力量，这是我们创作的原

动力，也是纪录片应该承担起的社会责任。

（作者为纪录片导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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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悟生命意义，汲取向上向
善的精神力量，这是我们创作的
原动力，也是纪录片应该承担起
的社会责任。

在庆祝新中国成立 75 周年之际，中国科

技馆携手中国煤矿文工团推出沉浸式戏剧《华

夏之光：文明的烛火》，10 天内观看人次超过

1.5 万，成为科学与艺术融合的一次有益探索。

该剧从蟹状星云的天文观测切入，运用古今交

融的叙事手法，展示中国古代天文学成就和当

下科技工作者的不懈探索，激发观众对中华文

明的自豪感和对科技发展的无限憧憬。

在灿若星河的中华文明中，科学文化是重

要一支。创作团队开掘传统文化宝库，在巨大

的时间跨度中，找到了古代科学研究传承至今

的珍贵素材——蟹状星云观测。7500 多年前，

宇宙中的一颗超新星爆发，这束光经过 6500
多年来到地球。公元 1054 年，中国古人在天

关区附近目睹到这一天文奇观，称之为“天关

客星”，并在《宋会要》等多部典籍中留下了对

其连续观测的记录。20 世纪初，中外科学家通

过进一步观察和研究中国典籍，明确了“天关

客星”就是超新星爆发演化形成的蟹状星云，

并给出蟹状星云的肇始和演变规律，用现代科

技验证了中国古代天文学的重要成就。2021
年 ，中 国 高 海 拔 宇 宙 线 观 测 站“ 拉 索 ”

（LHAASO）捕捉到一束来自蟹状星云的超高

能光子信号，精准测量了高能天文学标准烛光

的亮度，进一步将蟹状星云研究推向世界级水

平。这是人类在大尺度时空演变中，通过接力

观测研究，共同推动科技文明发展的生动案

例。作品紧紧围绕这一线索展开情节，演绎跨

越时空的求真之旅。

如何将科学探索的历程搬上艺术舞台？

如何用舞台剧形式传播科学文化？主创团队

综合运用数字技术手段，在科艺融合中创新表

现方式。该剧创造性地在中国科技馆展厅开

辟一方沉浸式舞台，让观众多角度感受光影切

换、场景流转。观剧之后，观众还可以移步“华

夏之光”主题展厅，现场展开一次“延伸阅读”，

领略天文学家的思想碰撞和科学文化的异彩

纷呈。声、光、电等现代技术结合产生的沉浸

氛围，给观众带来难忘的视听体验。

在思想内涵上，作品不止于科技史讲述，

更在对科学探索的深情观照中，传递和弘扬科

学精神，体现出科普创作厚植思想价值的努

力。剧中，古代水运仪象台里的报时小人和今

天的科技辅导员并肩破解科学之谜，北宋科学

家苏颂与当代大学生展开跨时空对话，中国古

人和外国天文学家哈勃“梦幻联动”……作品

以“说书人”的方式带观众徜徉其间，时空交

错、移步换景，古今中外科学家共同守护“文明

的烛火”故事，让观众产生“热爱穿越千年，可

抵岁月漫长”的精神共鸣。

科 学 文 化 戏 剧 是 一 种 文 艺 新 样 态 。《华

夏之光：文明的烛火》将科普与戏剧结合，不

仅表达了跨越古今严谨的科研历程，也让人

们 看 到 科 学 的 浪 漫 、科 学 家 的 坚 守 ，有 助 于

科学文化更好走进大众视野。当然，初次尝

试 ，作 品 在 剧 情 编 排 、舞 台 设 计 和 沉 浸 式 体

验打造方面仍有提升空间。未来，发挥科学

文化戏剧在提升公民科学素养、弘扬科学家

精 神 、增 强 文 化 自 信 等 方 面 的 作 用 ，有 待 更

多创作实践。

艺术再现古今“接力”的科学探索
柯   冠

核心阅读

新时代文学传承赓续
着深入生活、到广阔的人
民生活中去的文艺传统。
与此同时，时代潮流、媒介
形式和审美旨趣的变迁，
也给深入生活、书写生活
带来新的机遇与挑战

要能从生活的表面碎
片深入到时代的深层结
构，从个体深入到社会，从
衣食住行的世俗生活深入
到一个民族的文化精神及
其伦理情感

好的作品，都是既能
观史，也能入心

海量信息、便捷检索、
远程体验，未必能真正拉
近作家与生活之间的距
离。只有真实感受、真切
记录、真情书写，才能走出
写作同质化的误区

图为沉浸式戏剧《华夏之光：

文明的烛火》海报。

制图：蔡华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