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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以来，“中老年题材微短

剧爆火”“中老年题材微短剧盯上

爸妈钱包”等话题接连引起关注。

微短剧在丰富中老年群体精神文

化生活的同时，的确出现了一些

故意制造冲突、情节夸张离谱、价

值 观 念 违 背 时 代 潮 流 的 创 作 现

象，需要加以监管和引导。

从数据来看，中老年观众已

成为微短剧主流受众。《2024 年中

国微短剧行业研究报告》显示，40
岁 至 59 岁 的 用 户 占 比 37.3%，60
岁以上用户占比 12.1%。一些微

短剧制作公司，将发力点对准中

老年题材。某微短剧头部公司的

编剧透露，中老年微短剧现在是

公司一个独立的产品线，未来近

半数作品将在此产品线布局。目

前已有的中老年题材微短剧，往

往 围 绕 中 老 年 群 体 最 为 关 注 的

子 女 、养 老 等 话 题 展 开 剧 情 ，以

满 足 受 众 情 感 交 流 和 同 龄 社 交

的需要，也注重发挥微短剧节奏

紧 凑 、反 转 密 集 的 特 色 ，增 强 观

众黏性。

为 什 么 是 中 老 年 ？ 应 该 看

到，中老年题材微短剧之所以层

出不穷，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创作

者抓住了细分市场，瞄准了题材

缺口。在当下人们精神文化生活

的多元选择中，网络文艺的分量

与日俱增。因其互联网属性，网

络文艺一直以来高度倚重年轻用

户，在类型形式和题材内容上围

绕青年人的审美偏好和文化需求

下 功 夫 做 文 章 。 微 短 剧 也 不 例

外，常常给人留下年轻态、青春化

的形象。然而，在过了与年轻观

众最初的蜜月期之后，由于制作

上的同质化、模式化，再加上大量

免费资源带来的冲击，年轻观众

流 失 已 成 为 微 短 剧 行 业 不 争 的

事实。

与之相异，中老年群体的观

剧需求却有增无减。一方面，“夕

阳红”成为新增网民的重要力量。

今年上半年，全国新增网民中 60
岁及以上群体占到 20.8％。另一

方面，相较于年轻人，中老年观众

在 资 源 搜 索 上 没 有 那 么 得 心 应

手，缺乏即时的文艺消费方式，而

微短剧不论是推荐方法、观看方

式还是付费模式，都方便快捷，适

时满足了中老年观众需要。

中老年题材微短剧为吸引眼球而剑走偏锋，在婚恋观、家庭

观、伦理观上庸俗化低俗化，甚至在付费模式上产生“歪风邪气”，

这一现象理应予以抵制，加强管理监督。但与此同时，我们要看

到，中老年群体的精神文化需求有待满足，尤其是随着日常生活和

业余消遣的日渐网络化，网上精神生活“适老化”需要更多关注。

内容优质、打开方式快捷、能提供情感共鸣和心灵慰藉的文艺产

品，为中老年群体所期盼，更多的扶持机制和创作力量也朝这一领

域倾斜。

硬件上，随着网络应用的加速普及和数字技术适老化的不断

完善，群体间数字鸿沟持续弥合。今年 8 月，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

心发布的报告显示，已有 2700 多家与老年人、残疾人生活密切相

关的网站和 APP 完成适老化及无障碍改造。一些视频网站推出

的银发剧场中，包括“大字模式”在内的界面操作更符合“银发族”

的偏好和习惯，拉近了中老年观众与网络视听的距离。

内容上，瞄准中老年观众的针对性题材创作不断加强。今年

5 月，电视剧《老家伙》登陆北京卫视、江苏卫视，收视率斐然，后续

还有老年家庭剧《老去的家》、讲述老警察故事的《三叉戟 2》等，为

观众所期待。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指导开办的“重温经典”频道自今

年 2 月开播以来，广受欢迎，累计收视规模已超 6100 万户。行业管

理方也鼓励更多视听作品塑造善良慈爱、智慧豁达、勇敢自立、老

当益壮的中老年人物形象，鼓励立足孝老爱亲、邻里互助、社会和

谐的主题，鼓励创作表现新时代中老年人老有所为，为家庭文明、

社会发展、国家进步贡献“银发力量”的故事。

截至 2023 年底，全国 65 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超 2.16 亿人，占

总人口的 15.4％。“老有所乐”，乐的不仅是富足的物质生活，更是

丰富的精神世界。互联网技术的蓬勃发展，将在丰富老年人精神

文化生活、助力养老社会建设方面发挥重要作用。这需要文艺工

作者借力科技、善用媒介，在提升文艺产品供给的数量质量上，在

实现社会属性和经济属性统一、文化价值和市场价值结合上，不断

做出新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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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老年群体的精神文化需求有待满足，尤
其是随着日常生活和业余消遣的日渐网络化，
网上精神生活“适老化”需要更多关注。

在新时代文学现场，活跃着这样一批少数民族作家：他们或扎根边疆高原，或行走山林村落，把

壮阔丰饶的大地风景带进文学世界；他们聆听传统回响，追寻现代化进程，留下时代的风俗史和心灵

史；他们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见证者，也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故事的记录者。

各民族作家深入交流、多民族文学交融共进，共同推动着文学事业的发展。在此，我们邀请获得

第十三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的两位作家撰文，从他们扎根生活、用心书写的经历体会中，

感受民族文学的多姿多彩，感受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不竭动力。

——编   者   

从发表处女作《凌晨脱逃》开始，我一直把公

安题材创作视为自己的主攻方向，把关注的目光

投向工作生活在基层的人民警察群体。我以为，

从与社会接触的广度和深度而言，从探究人性幽

微和心理的复杂性来说，公安工作是一扇很好的

观察窗口，也是一座文学富矿。

长期以来，警察群体因为代表着国家形象，时

刻牵引着人们的目光。在大众朴素的认知里，警

察有着耀眼的光环和神秘色彩。人们看到的大多

是他们光鲜亮丽的一面，对他们职业生活中遭遇

的困难、挫折与困惑知之甚少。作为警营中人，我

长期从事公安宣传工作，自以为对身边同事的工

作生活有真切体验和准确理解，也自觉有责任用

文学的笔触，深入他们的灵魂深处，歌吟他们的生

命万象，把生活中警察的真实状貌还原出来。

10 多年来，我创作发表了警察题材中短篇小

说 100 多篇，累计 200 余万字。小说中的故事和主

人公原型，大多来自那厚厚一沓的新闻剪贴本。

那是我随着同事跋山涉水为群众办事过程中的收

获。每每翻阅，我仿佛又回到了采访现场，一个个

感人的故事和一幕幕难忘的场景历历在目，令我

心潮澎湃，也为我的创作增添了底气与活力。我

涌动的情感世界里，无时不回响着高举右手时的

铮铮誓言。

在两省交界的崇山峻岭之间，风能发电引发

村民的利益纷争，驻村民警会怎么处理这一棘

手难题？我驱车数日，在两省之间的大山

里采访，写成了中篇小说《偷风》。随

着刑事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网

络警察成为一个新兴警种，

他 们 侦 破 案 件 的 技 术

手 段 可 谓 超 出 想

象 ，怎 样 用 文

学的形式呈现网警的神勇？我随他们一同出警，

在感受、体验、请教后，写出了《网友蓝捉影》。

我深知，与警察有关的故事自带戏剧冲突，而

且人设鲜明，写作者只要稍作艺术处理就可满足

大众胃口。但我志不在此，写作中故事只是外壳，

我关注的是事件背后的世情人心，是掩盖于事物

表象之下深层的、复杂的社会原因。

写作中，我尽量贴近时代，贴近生活，贴近人

物，写出基层警察与人民群众守望相助的生活日

常和烟火气息。我想通过笔下的故事告诉读者朋

友，警察也是有血有肉、有情有义的平凡人，他们

就是你身边的朋友，就是你的兄弟姐妹。要说这

些年警察工作生活状态有变化，那应该就是治安

好了，需要警察服务的事务多了；是随着我国法治

建设的不断完善，人民群众对警察的职业素养要

求更高了；是老百姓的法律意识不断提高，警察对

自身的执法行为更加自觉规范了。但始终不变的

是人民警察为人民的责任担当，在危难之际，他们

选择挺身而出，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我出生在湘鄂交界的土家族山村，骨子里融

入了土家族人民勤劳勇敢、善良纯朴的基因。我

的创作和家乡的土地以及生活在那片土地上的父

老乡亲血脉相连，情感相通。那里是我的精神家

园，也是我的文学原乡，为我的作品增添了地域

风情和民族底色。我的警察同事们把心血

和汗水浸润在那片土地上，他们的故事

照亮的不仅是安宁祥和的山水，更

有边地人民的世情人心，后者

也 成 了 我 绕 不 开 的 文 学

主题。

民族文学的

繁 荣 发 展 ，

我 既 是

亲历者，也是受益者。我深深体会到，文运与国运

同兴衰，文学创作与祖国的强大、民族的复兴相连

通。写作中，我没有把兴奋点和关注度放在那些

民族性的表象上，不搞资料照搬式的民族知识的

普及和风土人情的罗列，而是努力把握主人公内

在的、独特的精神气韵和贯穿于现实生活的民族

文化传承，追求民族生活表现和人物形象塑造的

有机融合，使民族文化叙事、地方性叙事和警察故

事融为一体。

短篇小说集《月光紧追不舍》荣获骏马奖，让

我很受鼓舞。长期生活在边远地区的我，有幸参

加颁奖活动，与来自各地的作家们相聚相亲，真

切感受到了新时代民族文学繁荣发展的强

大气场和蓬勃力量。在荣誉的聚光灯

下，我也看到自己与优秀作家的

差距。我把这次获奖当成自

己文学长跑中的一次助

力，坚信奔向前方才

会 收 获 更 美 的

风景。

写不尽那片土地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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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从事文学创作的人，会自然而然地将故

乡视为创作的重要源泉或重要依托。但对非专业

写作者而言，这却是一件令人感到困惑的事情。

他们会想，世界如此广大，生活如此丰富多彩，为

什么作家老是盯着自己的故乡写？

事实上，人的一生中，哪一段记忆、哪一段经

历在心底留存得最久最深？我想，即使是非写作

人群，也会有共识——故乡与童年。故乡给了一

个人最初也是最重要的成长记忆和经历，相当程

度 上 ，它 塑 造 了 一 个 人 的 世 界 观 、心 灵 和 性 格 。

故乡的童年记忆，更是储藏了一个作家生命中最

纯 真 、最 深 沉 的 情 感 ，奠 定 了 一 个 作 家 的 审 美

基因。

这次获得骏马奖的长篇小说《阿娜河畔》，就

是我回望故乡的产物，也是我献给故乡的一份文

学礼物。“阿娜河”是塔里木河的古称，我出生在新

疆塔里木河下游的一个戈壁小镇，《阿娜河畔》所

写的茂盛农场即以此为原型。小说的故事背景来

自我整整 18 年的农场生活经历。

拥有一个与众不同的具备独特地理、历史和

文化特点的故乡，是身为作家的幸运。我的故乡

确实有它独特的魅力和深邃的内涵。它遥远，对

某些人来说，远得如同天边。它的地理风貌更不

用说，尤其当年未被开垦时，放眼望去，四处尽为

荒漠、戈壁和盐碱滩，无法想象第一批拓荒者是怎

样生存下来的。

自 然 环 境 之 外 ，我 的 故 乡 的 独 特 性 更 在 于

——人在这里创造的历史。新中国成立后，10 余

万参与新疆解放的官兵就地转业进入大生产，紧

接着，一批又一批青壮年受到国家的号召、时代的

感召，怀抱建设祖国边疆的赤诚之心来到这里，与

当地各族群众一起，参与农场的兴建。他们不吝

啬自己的青春，不怀疑心中的理想，凭着一腔热血

在这片土地上建设起新的家园。他们并没有因为

地处偏远而被时代所遗忘，相反，他们的人生始终

紧密地系附在社会变革之上。

我希望通过两代农垦人的人生故事来展现这

段历史，同时，在人物身上，也寄托了我对当下现

实、对自我、对他人的一些观察和思索。历史在发

展，时代在前进，无论是我的故乡，还是整个外部

世界，都在半个多世纪里发生了巨大改变。与外

部世界变化相对应，人们心灵深处有哪些变化？

在这些变化之外，还有哪些不变的东西？我想写

出那些不变，那些始终带给人们温暖与力量的东

西 ，那 些 足 以 支 撑 人 们 心 怀 希 望 、相 信 未 来 的

东西。

因此，有了《阿娜河畔》里那样一群人物，他们

和普通人一样并不完美，但每个人身上，都有闪烁

着人性之光的珍贵品质。我敬重并相信，正是这

些美好的品质，作为时间里恒久的不变，为时刻身

处变化中的人们，带去稳固的信念与慰藉。我希

望通过故事和人物，呈现并呵护那些明净顽强的

心灵。

这次写作实践也使我对民族文学创作的意义

有了更深的理解。文学本就是一件帮助生活在不

同时代和地区、彼此并不相识的人们增进了解、 
理解和尊重的善举。民族文学创作首先体现了文

学的这一功用。我国各民族作家的创作携带着天

然的民族文化基因，这些绚烂多彩、极富特色的文

化基因，不仅表现在服装、饮食、风俗等外部形态

上，更指向他们感受世界、认识自然、看待生命的

方式和观念上，这些都构成了有价值的文学表达，

当这些表达汇入当代中国的整体文化格局，就形

成了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文化形态。与此同时，

一个中国作家，无论来自哪个民族，书写的几乎都

是中国故事。在创作中，我会跳出本民族题材与

特征，也是想借此表达民族作家的创作路径能够

突破自身局限，可以展现出更宽广、更深厚的文学

面貌。

11 月 16 日 ，“2024 中 国 文 学 盛 典·骏 马 奖 之

夜”在广西南宁举办，凸显了国家对民族文学的关

怀和重视。如此高规格的颁奖典礼让我深感荣

幸，也备受激励，这份荣誉必然会延伸至我未来的

创作，勉励我继续扎实、诚实地对待自己今后的每

一部作品。我将从更细微、更新颖、更深入的角度

与层面上彰显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将继续葆有

一颗向生活学习的好学之心，继续探索会通个体、

时代、土地三者关系的文学表达方式。

在时间的长河中写下真挚的文字，把文学坚

定温暖的力量传递给更多的人，这是每一位文学

创作者的愿望，也是我永远的追求。

传递文学坚定温暖的力量
阿   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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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①：贵州黔东南苗族侗

族自治州雷山县苗寨一角。  
李银华摄（影像中国）  

    图②：广西桂林市龙胜各

族自治县梯田风光。

梁   杰摄（影像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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