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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短剧的成长速度是惊人的，这种
快速“拔节”也带来“成长的烦恼”。用户
规模的剧增，为微短剧创作拓展题材、创
新表达提供了更大空间，也为其精品化
发展提供了难得契机。

柳青关注现实生活柳青关注现实生活，，书书
写现实生活写现实生活，，力求从中揭示力求从中揭示
一些问题一些问题，，给人以启发给人以启发、、影响影响
和引导和引导、、教育教育，，使人们更深刻使人们更深刻
地认识生活地认识生活

倾心书写新人和新生活倾心书写新人和新生活
的交互创造的交互创造，，是柳青小说的是柳青小说的
重要特征重要特征。《。《在旷野里在旷野里》》1010余余
个人物所面临的现实问题个人物所面临的现实问题，，
可以约略归结为可以约略归结为““新生活新生活””和和

““旧观念旧观念（（经验经验）”）”之间的冲之间的冲
突突，，高远的生活理想与具体高远的生活理想与具体
的现实情况的冲突的现实情况的冲突

柳青的创作精神和文学柳青的创作精神和文学
遗产启发我们遗产启发我们，，小说家要有小说家要有
宏阔的历史观和清醒的现实宏阔的历史观和清醒的现实
关怀关怀，，要在密切关注现实中要在密切关注现实中
充分发挥文学的经世功能和充分发挥文学的经世功能和
现实意义现实意义

核心阅读核心阅读

1952 年 5 月，在《和人民一道前进——

纪念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

讲话〉十周年》一文中，柳青认识到，高尔

基、鲁迅等作家之所以有其“独到的思想和

独创的风格”，就在于“他们是拿自己的生

活经验为基础创作的”。“到生活中去”，成

为这一时期柳青思考并实践的方向。在他

看来，“我们伟大祖国就要开始的建设，不

仅仅是社会经济的建设，而且是社会意识

的建设”。

约一年以后，柳青创作了长篇小说《在

旷野里》（未完）。《在旷野里》是一部描述新

中国社会经济建设和思想文化建设交互成

就的重要作品。人民的

伟大实践不仅包含着新

生活的持续创造，还意

味着拥有新思想、新情

感的社会主义新人的培

育。它们紧密地联系在

一起，构成这部篇幅不

长但内涵丰富的作品的

主要内容。

以小说叙
事开掘和回应
现实课题

起初，柳青打算写

作一部“反映农民出身

的老干部在新形势下面临的新问题、新心理

和新表现”的作品，起因是“一些老熟人、老

同志在战争年代出生入死，不畏艰险，优秀

卓绝，但在新形势下，因为一点物质享受或

爱人子女问题，经不住考验，在自己光荣奋

斗的历史上抹了一把黑”。柳青为这些干部

思想的滑坡感到惋惜，也深切意识到“干部

队伍的建设对国家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如

果不能在工作中持续学习，掌握应对新问题

的能力，新中国的建设事业就会

受到影响。如何转变干部的工

作作风，正是小说《在旷野里》主

人公、新任县委书记朱明山面临

的紧迫问题。

作品首先讲述了县里集中

各 方 力 量 消 灭 棉 铃 虫 的 工 作 。

这一工作包含双重意义：它既是

保证人民群众正常生产生活的

举措，也是校验基层干部思想观

念和工作作风的契机。县委书

记朱明山和县长梁斌、县委组织

部部长冯光祥、县委宣传部部长

吴生亮，以及机关干部白生玉、

李瑛，区领导张志谦、崔浩田，携

带着既往的经验，投入全新的工作

之中，一场不同观念和工作作风的复杂博

弈就此展开。初入新环境，朱明山并不急于

表态，而是先充分了解干部心理和群众生产

生活面临的具体问题，然后谨慎地开展工

作。他明白，不能再用战争年代暴风骤雨式

的方法面对和平时期的建设问题，要教育农

民走社会主义道路，党员干部先得完成自我

教育。不仅从老区过来的工农干部需要学

习，年轻的新干部也需要学习，学习新的观

念、新的知识，在具体的事上磨练。

柳青关注现实生活，书写现实生活，力

求从中揭示一些问题，给人以启发、影响和

引导、教育，使人们更深刻地认识生活。在

柳青看来，“真正进步的作家，在每个时代

里，都是为推动社会前进而拿起笔来的”“他

们光荣的任务是努力通过尽可能生动、尽可

能美好、尽可能感人的形象，把他经过社会

实践获得的知识和理想传达给人民，帮助人

民和祖国达到更高的境界”。《在旷野里》聚

焦具体的生活实践，刻画人物思想转变的过

程，回应时代的思想文化课题，展现出文学

作品对经世致用的追求。

塑造与新生活相应
的新人形象

新的思想文化建设的关键，是“新人”的

塑造。“新人”不仅是文艺作品召唤和形塑的

对象，更是建设新中国、开辟新境界的关键。

从《保卫延安》到《在旷野里》，革命战争时期

与和平年代不同，“新人”所秉有的观念、情

感和行为存在差异，因此需要持续的自我革

命。不断创造与新的社会生活相适应的“新

人”形象，也是社会主义文学题中应有之义。

倾心书写新人和新生活的交互创造，是

柳青小说的重要特征。《在旷野里》10 余个人

物所面临的现实问题，可以约略归结为“新

生活”和“旧观念（经验）”之间的冲突，高远

的生活理想与具体的现实情况的冲突。赵

振国、白生玉均属老干部，有着在战争年代

积累的丰富工作经验。步入新生活，他们不

仅面临着旧经验无从解决新问题的困惑，还

面对着工作和生活之间难以调和的矛盾。

促进不同人物观念、情感转变的关键人

物，正是朱明山。他来到基层，立志在人民

创造新生活的伟大实践中有所作为。他站

在革命工作的全局考虑利害得失，即便发觉

梁斌工作方法不当，也不埋怨排挤对方，而

是努力帮助梁斌改变观念，携手并进。这样

的新人，无疑在全书中具有提纲挈领的重要

作用。在他的引导和感召下，梁斌、赵振国、

白生玉等人物原本落后的观念逐渐转变，那

些尚处于思想形成期的如李瑛、崔浩田等年

轻干部，也因为有了可以学习的榜样，内心

愈发笃定。

表现人民群众中涌现出来的新人形象，

也是《在旷野里》一个重点。书中塑造的种

棉能手蔡治良善于思考，颇具创造力。他从

生产实践中总结出的除虫新方法，避免了旧

方法的弊端，大幅提高了除害效率。蔡治良

可被视为具有新的思想、心理、情感的新人

——如《创业史》里梁生宝般能够引领农村

新生活的典范人物。依照全书的基本格局，

可以想见，在完成棉铃虫歼灭战、促进基层

干部思想转变后，《在旷野里》接下来可能要

述及的便是群众观念的转变。这一课题在

《创业史》中得到了更为细致、充分的展开。

实现现实主义与浪
漫主义的“化合”

《在旷野里》描述的灭虫战斗可谓惊心

动魄，少数干部思想的滑坡也得到深入刻

画，但全书仍然洋溢着人民创造美好新生活

的喜悦之情。作品甫一开篇，朱明山在车上

满怀热情地畅想新生活。这种热情也是身

边乘客们的共同情感：“人们谈论着土地改

革以后的新气象”“谈论着缴纳公粮的迅速

和整齐”。不难想见，在他去往的地方，在旷

野里，在田间地头，新的生活就是在这种情

感氛围中徐徐展开，人们的生活因与宏阔的

社会实践密切关联而充满意义。良好的党

性修养，使得朱明山从容应对棘手的现实问

题，也能够妥当处理复杂的人际关系。他有

充分理解现实情境的能力，也具备对未来生

活全新可能的想象力。正因如此，全书在对

现实生活复杂细致的描画之外，洋溢着乐观

的精神和浪漫的情怀。

相较于《创业史》对风景描写的节制以

及偏于史诗的凝重风格，《在旷野里》颇多抒

情之笔，不仅自然风物足以感发人物的情

志，书中主要人物对未来愿景的想象更具浪

漫色彩。朱明山对即将展开的新生活的设

想、对可能改善的家庭生活的希望，李瑛对

美好爱情的憧憬、崔浩田对个人事业的追求

等，皆有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这些憧憬与

想象，并非凌空蹈虚的空想，而是扎根于具

体的、正在展开的新生活的现实语境之中。

在柳青看来，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不是简单

的结合，而是“化合”。朱明山们正在从事的

是未曾有过的全新创造，一切尚在未定状

态，有待攻坚克难、化为现实。这是共产党

人初心使命的真实写照，是以愿景为指引、

有力推进时代车轮滚滚向前的精神力量所

在。表现在文学上，就是永远关注现实，始

终向美好生活的创造敞开。

柳青佚作《在旷野里》并未完成，也未达

到后来《创业史》那样叙事上的完整和成熟，

但它的现实感、真诚劲儿清新扑面，思考的

深度和笔力的遒劲都带着典型的柳青范儿。

从米脂 3 年到长安 14 年，从《种谷记》《在旷

野里》到《创业史》，柳青走出了一条扎根人

民、扎根生活，以文学叙事充分参与社会实

践的创作道路。柳青的创作精神和文学遗

产启发我们，小说家要有宏阔的历史观和清

醒的现实关怀，要在密切关注现实中充分发

挥文学的经世功能和现实意义。新时代，人

民创造美好生活的伟大实践生生不息，书写

人民史诗的文学实践有待我们接续奋斗、再

谱华章！

（作者为陕西师范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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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微短剧的人，比点外

卖的人还多。”中国网络视听

协会不久前发布的《中国微

短 剧 行 业 发 展 白 皮 书

（2024）》（以 下 简 称《白 皮

书》）显示：截至 2024 年 6 月，

我 国 微 短 剧 用 户 规 模 已 达

5.76 亿 人 ，占 整 体 网 民 的

52.4%，超过网络外卖 、网络

文学和网约车用户数量，快

速跃居数字生活榜单前列。

微短剧的火热是观众和

创作者共同创造的。先是数

以亿计的网民用手指刷出了

短视频“泼天的流量”。创作

者们敏锐感知到短视频已经

改变了人们的接受习惯，为

“微短剧”这一新媒体文艺形

式跑通了赛道。再是微短剧

几分钟、多反转、强情绪的呈

现形式，实时嵌入用户碎片

化时间，满足快速获得审美

愉悦的需要。由此，微短剧

逐渐覆盖老中青各年龄层，

成 为 人 们 指 尖 上 的“ 精 神

食粮”。

与普通短视频不同，微

短 剧 不 是 生 活 的“ 复 制 粘

贴”，“造梦”是它吸引观众的

法宝。微短剧正是抓住并放

大了这一点，善用快节奏叙

事，讲述曲折人生故事。小

人物“逆袭”、互相奔赴的爱

情、正义会迟到但不会缺席

…… 综 观 几 种 典 型 叙 事 模

式，它们的共通之处，就在于

制造梦想成真的“爽点”，让

观众体验不同人生圆梦的快

乐。据《白皮书》统计，微短

剧用户的观剧诉求中，“开阔

眼界”“体验不同人生”位居

前列。《大妈的世界》通过日

常小事里的笑点、泪点、反转

点，带年轻观众走近老年人

的精神世界，理解他们的喜

怒哀乐；《开局一座山》讲述

主角进入游戏世界、经营连

锁火锅店的“创业史”，给人

以“走上人生巅峰”的极致体

验……无论青年成长、老年

生活，还是创业故事、婆媳关

系，每个用户都能从中看见自己，看见生活的可能。

《白皮书》显示：今年我国微短剧市场规模将达 504.4 亿

元，同比增长 34.90%；在海外，来自中国的微短剧应用，包

揽同类别下载量前三，为中国文娱产品开辟了广阔的海外

市场。作为新生事物，微短剧的成长速度是惊人的，这种快

速“拔节”也带来“成长的烦恼”。在流量追求下，格调不高、

千篇一律，过度强化二元对立、非黑即白，这样的作品屡见

不鲜。这也说明微短剧实现艺术张力的手段还很有限，在

题材和主题上仍然缺少开拓。用户规模的剧增，为微短剧

创作拓展题材、创新表达提供了更大空间，也为其精品化发

展提供了难得契机。

微短剧走好精品化之路，首先应保持特色。精品化不

意味着横屏化、长时化，不是照搬其他视听形式。开门见山

的“6 秒原则”，几组镜头、几个场景、几句台词的紧凑叙事，

让观众津津乐道，这类微短剧独特的艺术特性，应当保持下

去。其次要增加营养。注意力是这个时代的稀缺资源，每

天面对互联网海量信息，用户容易被带有强烈情感和鲜明

立场的内容所吸引。微短剧抓住了这样的用户心理，但不

能只做问题和情绪的“放大器”，还要用艺术的方式解答问

题、升华情感。在国家广播电视总局“跟着微短剧去旅行”

创作计划等的引导下，《我的归途有风》《你的岛屿已抵达》

《恋恋茶园》《东坡先生赶考记》等作品，从厚植内涵、传递向

上向善力量方面作出探索，赢得大量关注和点赞。这也充

分证明，传递温暖和希望，微短剧大有可为。同时要保持丰

富性。“都往一个题材上挤”，叙事手法“路径依赖”，是“劝

退”观众的毒药。丰富微短剧的素材库是繁荣创作的必然

要求，更是观众群体更加细分的切实需求。

作为百姓喜爱的新文艺形式，微短剧塑造了一种不同

以往的文化新业态，激发着文化产业的创新活力。现在，编

剧人才扶持、人工智能赋能、IP 培育运营等产业新貌令人

欣喜，相关支持措施落地生根，都为微短剧高质量发展注入

了能量。微短剧如同一位翩翩少年，朝气蓬勃和不够成熟

是其两面，在观众的陪伴和反馈中成长，会拥有广阔的发展

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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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 年 10 月，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

“东方巨响”震惊了世界，提高了我国的国际地

位。三集广播剧《惊天动地》以中国核试验基地首

位司令员张蕴钰的视角，带听众走近 60 年前的马

兰基地，再现我国核事业筚路蓝缕的发展历程，展

现隐姓埋名、把青春甚至生命献给祖国的英雄群

体。许多鲜为人知的真实故事，通过现场原声和

拟声音效，转化为丰富的听觉体验，让人“声临其

境”。几位配音演员的精彩演绎，高度还原大众熟

知的历史人物的声音形象，让观众虽不见其影，却

能够产生亲近感。除了第三人称讲述，作品还穿

插了几位主人公后人的采访口述，翔实又感人肺

腑，为故事讲述增添了不少真实细节。几首原创

音乐旋律动人，升华了剧情和英雄形象。不过，声

音形式难以直观展开科学内容，制约了听众对核

试验之难的体认。广播剧呈现此类题材，在艺术

表达上还有创新空间。

（孔泽明）  

声音还原壮阔历史

广播剧《惊天动地》海报

近来，围绕“微短剧+非遗文旅”，不少作品进

行了有益尝试。《一梦枕星河》把镜头对准文化底

蕴深厚、经济较为发达的苏州，讲述古城保护与更

新故事。多线叙事交叉并进，突出了微短剧快节

奏特质。女主角朱依然修复桐叶扇，重振扇坊，是

“非遗线”；男主角沈枫采集古城民居信息、推进古

城数字化修复，是“古城线”；两人的沟通交往，则

为“情感线”。几条线索共同指向传统文化的当代

焕新，带观众领略中式生活美学。主创团队与非

遗传承人深度对话、实地调研文保单位，辅以制作

上的用心打磨，使作品画面精美、细节充沛，在服

化道和镜头调度上，具备了长剧甚至纪录电影的

质感。苏绣、昆曲、传统美食频频亮相，盘门景区、

唐寅故居、畅园不时入镜，体现出创作者塑造“打

卡点”的用心构思。更巧妙地将戏剧矛盾冲突与

文旅深厚内涵相融合，使作品兼备精彩故事与精

美画面，是这类题材微短剧可以提升的地方。

（刘蔚萍）  

多线叙事突出特色

微短剧《一梦枕星河》海报

左图为小说《在旷野里》封面。

版式设计：张丹峰   

作家柳青长篇小说佚作《在旷野

里》近 期 出 版 发 行 。 作 品 写 于 1953
年，其展现出来的思考现实的深度、书

写生活的笔力，今天依然值得我们关

注和思索。

——编   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