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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如何回应新时代乡村的召唤？7月15日，中国作协
召开“全国新时代乡村题材创作会议”，来自全国各地的作
家评论家在北京中国作协主会场和 31 个省、自治区、直辖
市作协分会场，以现场及视频方式参加了会议。中国作协主
席铁凝，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吴义勤，书记处书记邱华栋
出席会议，会议由中国作协党组成员、副主席李敬泽主持。
阿来、欧阳黔森、蒋巍、孟繁华、赵德发、施战军、纪红
建、刘大先、贾平凹等9位作家、评论家先后发言。

本次会议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举行的第一次全国性乡村题
材创作会议，围绕“积极推进决胜全面小康、决战脱贫攻坚
主题创作”“提高站位，深入生活，充分认识党的十八大以
来中国乡村的历史性变化和新时代中国乡村的发展前景”

“发扬乡村题材写作的优秀传统，在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
展中塑造新人，书写新史诗”三个主要议题进行。

铁凝说，中国的根在乡村。文学作品里的一个个乡村，
其实就是中国的缩影，不懂得中国农民就不懂得中国。一种
新的乡村正在这个时代形成和崛起，决胜全面小康、决战脱
贫攻坚是一场改变中国乡村面貌的伟大社会实践，对中国、
对全人类都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一个作家要对这个时代的
乡村有更深刻、更准确的认知把握，就必须真正做到深入生
活、扎根人民，在这个过程中锤炼“四力”。新时代的新乡
村，召唤着我们迈开双脚走进去，在这个过程中更新我们的
知觉结构，要像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那样，不断掌握新知
识、熟悉新领域、开拓新视野，用不断更新的眼力、脑力重

新认识乡村，写出巨变。
贾平凹总结了陕西两代作家乡村书写的经验，他认为，

今天的作家即使不能像柳青那样在乡村一呆 13 年，也要尽
可能多地到乡村去蹲点、去走访，多渠道建立与乡村的联
系。他举了一个例子，当年因为创作 《带灯》 到乡村走访，
结识了一名乡镇干部，之后与她保持了 10 多年的密切联
系。这位乡镇干部每天给贾平凹发一两条手机短信，告诉他
自己的具体工作和精神状况。贾平凹说：“她和她的工作短
信就是我在乡村的线人和认识新乡村的窗口。”他认为，新
时代乡村题材写作需要作家具备大的情怀、大的意识、大的
勇气、大的真情、大的热忱、大的艺术能力，不能仅仅奔着
收集创作素材的任务和目的去农村。

作家老滕认为，史诗性的文学创作一般具有庄严背景、
英雄人物和时间跨度的特征，新时代中华大地实施的脱贫攻
坚工程和乡村振兴战略为作家书写新时代新农村新史诗提供
了可能。响应时代呼唤，感受当下新农村生活，激发创作灵感
的问题是有规律可循的，可以归纳为“四个一点”，即让心再柔
软一点，让眼再远望一点，让根再深扎一点，让笔再灵动一点。

评论家白烨认为，乡村文学面临乡村全面脱贫进而不断
振兴的社会新现实，需要履行新的使命，回应新的挑战，解
决新的课题。这无疑是新的乡村文学安身立命和谋求新发展
的关键所在。结合乡土写作的已有状况，新时代的乡村文学
写作需要在三个方面认真探掘。第一，深入乡村变革新生
活，阅读乡村振兴新现实。这要求作家吃透生活，而不能依

靠儿时的记忆写作。第二，辩证地看待城乡新变，整体地把
握现实，尤其是如何处理城乡之间过渡地带、交叉地带的文
化景观，如何处理新时代农村精神的变动。第三，精心塑造时
代新人，努力打造典型形象。作家要把镜头瞄准体现着时代精
神的新人物，写出他们的新作为、新担当、新风采、新气度。

施战军说，创作者要深入生活做知情者，扎根人民做知
心人，先做亲人，再做文人。在乡村带着任务肩负使命日夜
辛苦的基层干部、对口支援投资合作的各方人士、乡村支教
教师、产业园上班族、乡村文旅行业从业者、从事电商微商
工作的新群体等，使乡村故事素材和可讲述角度空前扩容，
形成了区别于既往以农耕叙事为边界的新的乡村视域。做新
时代乡村的知情者，就意味着要从习惯性预设的对农村的批
判性想象中走出来，触摸生活跳动的脉搏。

刘大先说，现当代文学中乡村题材有三条隐然可见的美
学传统：一条是诗化与抒情的浪漫主义，夹杂着怀旧与恋慕
情绪，将乡村树立为一种葆有了纯洁、道德与生命力的洁净
处所，从而也隐含着一种有别于城市现代化的自然人性观
念，接近于古典文学中的“悯农”、隐逸与田园牧歌想象；
第二条是冷静甚至严峻的现实主义，三农题材被作为问题进
行社会剖析与国民性批判，进而确立启蒙式的现代价值观与
行动议程；第三条则是社会主义的“人民文艺”传统，个人
与集体、个性与共性融合在一起，新人、新文化与社会、国
家之间彼此交融、合而为一，倾向于积极、乐观、昂扬的未
来与理想。塑造新时代乡村美学应该是古典、现代、革命与
当代美学的辩证统一，需要作家找到当下的表述方式。

李敬泽总结说：本次会议既是一次交流会，也是一次动
员会、推进会。各地作协在下一阶段的工作中，要进一步加
强对创作的组织、服务工作，支持作家全力以赴、精益求
精，高质量地完成计划中的主题创作，并积极向社会宣传、
推广优秀作品。

会后，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作协分别在分会场举行了
新时代乡村题材创作座谈会。

走进中国丝绸博物馆修复馆工作室，与其他区域的
熙攘热闹截然相反，这里静得仿佛空气凝固一般。几位
纺织品修复师正专注地伏在工作台上，用于固定文物的
磁铁片在手中拿起落下，时而发出轻轻的“嗒嗒”声。
在她们的巧手缝补间，时光如同倒转一般，千年文物得
以“化腐朽为神奇”。

量身定制，文物修复学问大

乍一看，修复师“全副武装”，身穿白大褂，戴着
口罩、手套，工作台旁还架着如手术灯般的照明设备。

“感觉像在做手术”，记者对中国丝绸博物馆技术部副主
任王淑娟打趣道。她笑着回应说：“在这里修复的文物
出土于全国各地，修复前的第一件事就是要检查‘病
害’。有时候我也觉得自己很像医生，只不过患者都是
古老的纺织文物。”

为文物进行消毒、除尘清洁、平整……文物修复前
有大量的准备工作。王淑娟说：“团队秉持‘科学诊
断、精准治疗’的修复理念。就像治病前要先确诊，文
物修复前的分析研究环节必不可少。”她告诉记者，每
件文物都得“量身定制”修复方案。

在王淑娟看来，比起其他文物，纺织品文物修复难
度更大。“就拿出土的丝织品来说，因为是蛋白质纤维
织物，大多有腐烂、霉变、脆化等问题，稍微一碰就容
易变成碎片。若文物还有花边等装饰工艺，修复过程则
会更复杂。”用她的话说，“这些宝贝要更‘娇气’一些。”

前不久，王淑娟和团队成员一起成功修复了南宋黄
昇墓中出土的丝织品。从业 15 年，修复过的文物数不
清，但她对这次修复经历印象最深。“墓中出土的一件

紫褐色罗印金彩绘花边单衣实在太脆了，很多部分已经
变成一绺绺的状态，修复起来特别难。”团队动了不少
心思，下方垫着一块背衬，上面盖着一层薄如蝉翼的绉
丝纱，文物就夹在两者中间，才固定住。这块绉丝纱可
是大有来头，王淑娟介绍说：“这是由我们科研团队自
主研发的，不仅薄，透光度还极好，有时候缝补久了根
本感觉不到它的存在。”得益于修复辅助材料的研发创
新，纺织品修复效果更好了。科研团队还研发了丝蛋白
加固喷雾，修复时可以物理、化学两种方式“双管齐下”。

工作虽苦，一颗匠心盼传承

说话间，一旁正在平整文物的老师傅楼淑琦直呼
“指甲生疼”。她告诉记者，平整文物时需要借助磁铁固
定，磁铁片很薄，拿起放下要靠指甲抠，摆弄了一天，
手指可不就抠得生疼嘛！不仅如此，修复纺织品少则几
个月，多则几年，需要长时间保持同一个姿势，大多数
修复师也因此患上了颈椎病、肩周炎这样的职业病。

“有时出土的文物散发着恶臭，这也需要慢慢适应。”王
淑娟说。

如此说来，文物修复可真是个苦差事。王淑娟淡淡
一笑，“只要足够专注就不会觉得苦。”她说，这份工作
需要耐得住性子，静得下心来，但最重要的还是要热
爱，有好态度才能去谈技术。“工作室虽也来过不少实
习生，但大多数都被这种寂寞‘吓跑’了。”说罢，她
无奈地摇摇头。团队20多人，清一色“娘子军”，平均
年龄已超过35岁，她说自己偶尔也会“恐慌”，担心后
备力量不足，这份“匠心”又该如何传承？

“现在主要是依靠‘传帮带’。”王淑娟说，一件文
物由经验丰富的老师傅带着修，新人也能得到快速成
长。“我们有一件馆藏的辽代鸽子纹锦袍，就是由楼淑
琦老师带领7位年轻姑娘耗时3个多月修复完成的。”这
件文物残损严重，80%的面积需要使用铺针工艺，缝线
行距仅为 4 毫米。王淑娟说，修复这件文物称得上是

“魔鬼训练”，也为新人进行了一次严格甚至苛刻的针法
锻炼，“想要提高修复技艺没有捷径可走，只有耐住性
子‘磨’才能让技艺不断提高。”经历过这次“魔鬼训
练”，姑娘们的水平突飞猛进。

亦患亦友，文物故事进万家

如今，不仅在馆内“传帮带”，中国丝绸博物馆在
馆外也设立了许多工作站，指导当地文物工作者学习修
复。“从2011年起最早设立新疆工作站，我们的纺织品
文物保护国家文物局重点科研基地已在海内外设立了6
个工作站，为当地培养了50余名纺织品修复人才。”

“培养了这么多人才，有没有算过目前为止成功修

复了多少件？”面对记者的提问，王淑娟却显得不以为
意。她坦言，每年虽也有过统计，但这样的量化数据意
义不大。“数字不如这一针一线的修补来得实在啊！”她
感叹道。

和这些几百、上千年的丝织品待在一起久了，在王
淑娟眼里，它们早已不是冷冰冰的出土文物了。记者注
意到，王淑娟看丝织品的眼神会不经意间流露出爱意。
她说，这些文物对自己而言不仅是“患者”，更是“朋
友”。“对于那些‘病入膏肓’的文物，首先要让它们

‘活下去’，然后再‘活起来’。”
为了配合中国丝绸博物馆“2020 丝绸之路周”活

动，王淑娟与修复团队还在今年6月尝试了一场“我为
丝路修文物”的线上直播。头回当主播，她有些紧张，
也做了许多准备。“提到文物修复，许多人总觉得既神
秘又遥远，我们希望能通过直播，把修复的每个步骤展
示给大家。”王淑娟说：“如果说修复能让文物‘活下
去’，那么，利用直播等新媒介手段让更多人走近文物
修复，了解文物背后的历史，让文物的文化价值、科普
价值充分发挥出来，这就是让文物‘活起来’。”

（本文配图由中国丝绸博物馆提供）

本报电（记者苗春） 7月
18 日，第 30 届中国电视金鹰
奖网络投票正式开启。

为顺应新时代电视和网
络视听节目的发展，本届金
鹰 奖 对 奖 项 设 置 进 行 了 调
整，电视作品奖除设置最佳
电 视 剧 奖 、 优 秀 电 视 剧 奖
外，增设了最佳电视综艺节
目奖、最佳电视纪录片奖、
最佳电视动画片奖，而且全
部面向网络视听作品。在电
视剧创作单项奖中，保留了
最佳编剧奖、最佳导演奖、
最佳摄像奖，增设了最佳原
创主题歌曲奖；观众喜爱的
男、女演员奖从原来的各 2
个，改为观众喜爱的男、女
演员奖各1个和最佳男、女演
员奖各1个。

据悉，共有529部作品正
式参评，其中电视剧159部、电
视纪录片 181 部、电视综艺节
目130部、电视动画片59部。

本届金鹰奖第一轮网络
投票于 7 月 18 日晚 8 时开启，
至 8 月 18 日结束。广大观众
和中国视协会员可通过第 30
届中国电视金鹰奖官网或中
国文艺网、新华社客户端、
爱奇艺、优酷、腾讯视频、
芒果 TV、哔哩哔哩、抖音、
微 博 、 新 浪 娱 乐 、 今 日 头
条、西瓜视频、喜马拉雅等
网站平台设置的投票跳转通
道，为自己喜爱的电视作品
投票。在为期1个月的投票时
间里，所有参评作品将在中
国文艺网进行展播，观众可
以在此期间登录网站免费观
看。组委会将在观众和中国

视协会员网络投票后，组织业界专家对参
评作品进行遴选，之后进行包括观众喜爱
的男、女演员奖等在内的第二轮网络投票
和专家终评。最终评选结果将于今年 10月
在长沙举办的第 13届中国金鹰电视艺术节
上揭晓。

中国电视金鹰奖是经中央批准，由中
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中国电视艺术家协
会共同主办，唯一以专家评审、中国视协
会员、观众投票相结合评选产生的常设全
国性电视艺术大奖，创办于 1983 年，至今
已经成功举办29届。

不久前，视频网站 B 站
上架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拍
摄 的 四 大 名 著 电 视 剧 ——
1998年版《水浒传》、1994年
版 《三国演义》、1987 年版

《红楼梦》 和 1986 版 《西游
记》，受到用户热评，评分飙
升至 9.9分。一时间，对年轻
观众何以突破“代沟”、“追
捧起比自己年龄还大的经典
电 视 剧 ” 的 讨 论 充 盈 于 媒
体。其中固然有对当下影视
剧的反思，但更重要的似乎
是，这一现象从一个侧面反
映出经典之为经典的价值：
四大名著的叙事艺术有着丰
富的内涵可供解读，在其核
心元素保留不变的前提下，
随着一代代人的不断阐释，
叠加了不同时代内涵。这种
经典的反复式演化可以称之
为一种回旋式文化现象。

“四大名著”的盛名延续
至今，是一代代读者予以解
读的结果。《红楼梦》虽然是
作家创作，但各种点评、续
写使其形成一道独特的“红
学”景观；另外三部名著，
都是从民间传说开始，经说
书、文人加工、戏曲改编、
电影电视剧制作、电子游戏
开发……形成了“名著”IP
丰 富 的 文 化 内 涵 。 作 为 经
典，它们如圭臬一般，供后
来 者 景 仰 ， 供 他 们 汲 取 元
素，进行新的创作。从 《大
话西游》到 《三国杀》，经典
化身为人物、桥段、服饰、
台词等元素，融合进新的流
行文化之中。而时代越向前，
这种文化融合的潮流就越浩
大，后来者创新的资源与基础
就越丰厚。

从这个角度来理解四大名著的当代传播可以发
现，它们代表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高峰，吸引着
不同时代的人们前往“攀登”；而不同时代的人们也
携带着自己的文化基因，将属于他们的旗帜插在这
些高峰之上。早先 《百家讲坛》 解读四大名著即有
此感，而这一次插在其上的旗帜则是在年轻观众中
风行的“弹幕”。

B 站以弹幕闻名。从感慨女儿国国王“好有
趣”，到把“桃园三结义”理解成超级创业者与天使
投资人一并合伙出道；从悟空出海求法“回来就是
海归”，到刘姥姥进大观园是单口相声的“伦理
梗”，一种“以今格古”的融合文化形态得到了十足
的体现。它如同一阵旋风，回溯式地将过往的文本
卷入当代潮流之中，从中激发出属于当代观众的集
体认同。譬如《三国演义》“智收姜维”一集中，诸
葛亮直斥“我从未见过如此厚颜无耻之人”的画面
成为社交表情包的一时之选，B站剧集播放到此处，
大量网友涌入，以“全体起立”式的弹幕进行“打
卡”，形成彼此认同。

这种回旋还反映着当代观众对经典的尊重与认
可，对个人情感和情绪的促发，从而形成一种新的
经典认知。比如有网友对 《红楼梦》 中 《枉凝眉》
词的使用，有的打趣，有的深情，恰为经典与当代
文化生活的双向介入，提供了例证。

经典之所以为经典，就是能够被不同时代赋予
不同的含义。融合时代，这种回旋式的文化景观可
以给予人们更多的想象，同时也提示着文艺创作要
有更深切的精品意识，以求无愧于未来年轻观众那
一次次“回眸”。

（作者系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副教授）

纺织品修复师：

针线缝岁月 妙手还光华
本报记者 窦瀚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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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写新时代“创业史”
——“全国新时代乡村题材创作会议”侧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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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紫褐色罗印金彩绘花边单衣修复前后对比图

楼淑琦 （左一） 和同事正在修复南宋黄昇墓
出土的紫褐色罗印金彩绘花边单衣

7 月 19 日 ， 内
蒙古自治区孪井滩
税务局深入旅游景
区开展“爱我家乡
服务基层”主题摄
影展，助力当地旅
游复苏。图为工作
人员正在布展。

韩颖群摄
（人民图片）

图 片 道道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