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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广袤无垠的中国大陆，有一方
钟灵毓秀、历史悠久之地，自古便以
濒临黄河、内揽太行的山川形胜而著
称，此即“晋国”（今山西一带）。在
先秦典籍 《左传》 中，这里被誉为

“表里山河”固若金汤。绵延八百里的
太行山，上接燕山，下衔秦岭，既是
华北平原和黄土高原的地理分界线，
同时还是京冀晋豫四省市之界山。古
语云：“太行，天下之脊也。”这气势
磅礴、巍峨挺拔的太行山，在一代代
诗人作家的吟哦与叙述中，形成了意
蕴丰赡的“太行”意象，形绘出一幅
文学太行的大写意。

巍巍太行山，浩浩中华魂！太行
山从北向南蜿蜒起伏，像一条巨龙卧
伏在华夏大地上。明 《潞安府志》 记
载：“居太行之巅，据天下之脊。自河
内观之，则山高万仞，自朝歌望之，
则如黑云在半天。”这样一种山岭纵横
的恶劣环境，一方面滋生了女娲补
天、后羿射日、精卫填海、愚公移山
等沉雄壮美的神话故事，另一方面也
锤炼了太行儿女的意志，孕育出他们
不畏艰险、勇往直前的性格。正是这
种顽强不屈的文化心理，成为太行民
众生生不息的原动力，构筑了刚毅坚
韧的太行精神，并积淀为中华民族的
文化底色。太行山也从地理意义上的

“天下之脊”被赋予文化意义上的“民
族脊梁”，“太行”意象由此进入中国
历史文化之中，成为了一个大写的文
化符号，被古往今来的文学作品反复
咏颂。

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直接以
“太行”作为咏颂对象的诗文比比皆
是，例如曹操、李白等诗人的名句

“北上太行山，艰哉何巍巍”“欲渡黄
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北上何
所苦，北上缘太行”；元好问、郝经歌
咏太行山旺盛元气和精神风骨的诗句

“太行元气老不死，上与左界分山河”
“举首见太行，逸翠蜚万丈。爽朗肝胆
张，豁达气宇旷”。这些诗歌表面上看
似多慨叹太行山之险峻，实则却表达
了一种雄豪无畏之气和坚韧不馁的精
神。由此可见，从上古英雄神话到近
古诗文创作，积淀出“太行”意象丰
富而沉郁的双重内涵：它既包含雄浑
高峻、充满艰险之意，也蕴含了不惧
困难和勇于挑战的英雄主义情怀，两
重内涵共同构成“太行”意象阳刚美
的审美特征。伴随着时代的演进，这
种“阳刚美”也在增添新质，并成为
中国现当代文学书写中的重要元素。

中国现代文学拥有强烈的红色基
因，“太行”意象也成为新文学中与人
民革命事业息息相关的核心意象。其
中最突出和震撼的，无疑是抗战文学
中对抗战前线和“太行山脊梁”的书
写。

在风雨如晦、鸡鸣不已的抗战时
期，进步作家活跃于太行山主战场，
以笔为枪，在纪实文学中对“太行”
意象在质蕴上加以艺术升华，赋予其

“新中国圣山与脊梁”的时代内涵。如
爱国将领续范亭在 《“七七”抗战六
周年寄晋西北同胞及诸同志并以自
勉》中生动地写道：“中国近代产生了
一个新的巨人，这个巨人足抵长江，
头在延安，两只巨手把握了泰山与恒
山，他的脊骨就是南北贯通两千里的
太行山。”卞之琳在《第七七二团在太
行山一带》中这样描写：“太行山，新
中国的圣山，三千里一条脊梁，你从
黄河边直伸到北平近郊，在这次空前
大规模的民族解放战争里起了支柱的
作用，华北的大厦，中国的大厦，在
将倾的时候，幸而有你这一只独木，
先来撑一撑，然后大家来，终于撑住
了。”这里都借太行山意象歌颂了筑起
新中国脊梁的英雄精神。

尤值一提的是，抗战时期，朱
德、陈毅等中共高级将领均深入山西
前线，并留下了凸显“太行”意象的
光辉诗篇。如朱德的七律 《太行春
感》：“远望春光镇日阴，太行高耸气
森森。忠肝不洒中原泪，壮志坚持北
伐心……从来燕赵多豪杰，驱逐倭儿
共一樽。”作者借太行春一抒革命豪
情，歌颂了共产党领导下抗日军民的
英雄气概。又如陈毅的 《过太行山书
怀》：“太行山似海，波澜壮天地。山
峡十九转，奇峰当面立……决策赖延
安，太行天下脊。一九四二年，苦战
破铁壁。”诗中借太行山的巍峨雄姿，
写出共产党领导下抗日根据地的豪气
干云和艰苦战斗。此外，赵树理的小
说《李家庄的变迁》《李有才板话》等
作品中，也形象地写出太行山地区开
展的抗日斗争，真实再现了“牺盟
会”发动群众参加抗战、实行减租减
息、成立自卫队、建立抗日根据地等
活动，塑造了太行民众不畏艰险、英
勇抗日的群像。

当抗战的硝烟散去，经解放战
争，中国人民终于迎来了中华人民共
和国的成立，文学家也自然将笔墨聚
焦于新中国建设上。太行人民所创造
的业绩和“太行”意象，再一次进入
作家的视界。如人大代表申纪兰率先
实践和倡导男女“同工同酬”，提案被
写进宪法；劳模李顺达的农村合作化
实践在全国产生广泛影响，他们的故
事和形象很快出现在文学作品中。这

方面有青稞的 《甩掉扁担》《武侯
梨》、长青的《入党那年》等作品，再
现了新中国建设者的奋进精神。而独
具特点的是，“太行”意象总是贯穿于
这些作品的人物形象体系中，借文学
化手法彰显劳模们的英雄本色和顽强
精神。如《甩掉扁担》，写申纪兰所住
的平顺西沟自然条件恶劣，“连条正经
道儿也没有”“一到送粪、收秋的时
节，全靠一条扁担担去又担回。过去
会编山歌的人唱道：‘住在太行山，扁
担不离肩。腰板儿成弓，脚板长满
茧’。”面对恶劣的生存条件，申纪兰
硬是带领“十二姐妹”不畏艰难，靠
人力修通了上山的路。作品巧妙地借

“太行扁担”的意象，歌颂了社会主义
主人翁精神和改天换地的创造精神。
再如《入党那年》，也以“太行”意象
为底色：“一九三六年简直就是鬼门
关，打入夏起，山沟里就没见上一丝
阳光，黑压压云像座大山，压得人们
喘不上气来”，而“就在这年，八路军
在太行山建立了抗日政府，让穷苦农
民重新升起生活的希望”。我们看到了

“太行山”山沟之苦、交租之苦，也看
到觉悟了的农民建设新中国的干劲和
扬眉吐气的精神状态，而这样一种新
旧对比的艺术效果无疑与“太行”意
象的审美营造有关。

新时期以来，女作家葛水平的长
篇小说《活水》，以太行地区山神凹村
为中心写出了改革开放40年的历史变
化。这是个典型的太行山村庄，“在向
阳的陡坡圪梁上，零零散散的窑洞错
落有致铺排开，有住在山圪崂里的，
有凸显在土堆堆上的，有些是独门独
院，有些是几户一起。眼面处，码在
崖畔上的柴火垛子搭晒着这家人的衣
裳铺盖，便知道那里藏着人家”。作家
写当初人们川流不息，从山里走向山
外的世界，多年后他们因“根”在故
乡又回到村子。尤其是年轻一代的返
乡创业，开启了乡村新的希望，就像
小说中描写的：“当山神凹大面积土地
种植了旱地西红柿时，申小屠明白了，
拥有土地的人才能理解生活的美好。”

除了小说，纪实文学方面，蒋殊
的 《重回 1937》《沁源 1942》 等，将
视野倾注于太行太岳革命老区，记述
了当年老兵们的烽火岁月。其中，《重
回 1937》 更以口述实录的独特方式，
再现地处太行山腹地的武乡抗日前
线，形象而逼真地呈现了“一寸山河
一寸血，一抔热土一抔魂”的武乡全
民抗战史。上述文学作品的书写，让

“太行老兵”“太行人民”这样一些群
像跃然而出，形象地阐释了“人民就
是江山，江山就是人民”的理念，也
将不泯的太行精神传递于今，为新时代
民族精神提供了红色基因和血脉滋养。

（侯文宜系山西大学文学院教授，
杨丽系山西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

本报电 （陈劲松） 青年诗人、中华诗词
雏凤奖获得者楚颜的个人词集 《朝颜集》 近
日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收录了楚颜近两
年创作的140首词作。楚颜幼承庭训，研习传
统诗词，饱读经典词集，她的作品缘情而
发，融内心领悟与世事感怀于一炉，有生活
积淀，有自然意趣。

词学专家认为，楚颜的词追求雅正，立
意正，基调正，在人生意义的表达上，具有
士大夫兼济天下的追求；词作意境宏阔幽
邈，其辞俊，其字清，时有清新之句。

楚颜在自序中说：“我想追求的，是用古
调写出自己的生命节律，证明我所生活的时
代，还有许多温柔刚毅的世风，值得被古风
继续书写；还有许多看似寻常的奇景，古人
尚未曲尽其妙。”

胡平的纪实文学 《景德气
象》 提到一个很有意思的问
题：一个行业为什么能够让一
个城市繁盛一千年？这个问
题，贯穿了全书。

在我看来，景德气象背后
有三个逻辑。

一是需求的逻辑。按照学
者马斯洛的说法，人有五个层
次的需求，包括“生理”“安
全”“社交”“尊重”“自我实
现”。令人吃惊的是：几乎每
个层面的需求，都可以 （是

“可以”而不是“必须”） 通
过陶瓷行业得到满足。对普通
百姓而言，瓷质的杯盘碗盆既
便于餐饮使用，亦益于卫生防
病；谈情说爱，“瓷”订终生
的故事亦有；送什么东西给美
国总统克林顿？国家相关部门
会找到景德镇；像原研哉这样
伟大的设计家，在 《设计家的
设计》 中，同样对景德镇的瓷
器青眼相加。对五个层次的需
求都有价值的物件，不多。

景德气象的第二个逻辑是
时间。空间有三个维度，加上
时间，就有了四个维度。正如
马克思所言：时间是人类发展
的空间。西方的方尖碑和中国
的日晷，都是利用日影来测量
时间。时间是人类生存的最大
秘密。长生一直是整个人类的
梦想。如果说，第一个逻辑是
从需求者的角度谈的，那么，
时间，是从生产者的角度表
达。当长生不可得，自己在人
间留下一些什么，成为时间、
成为记忆，一直是人类的追

求。金属会生锈，纸张会腐
烂，财富会转移。不是每个人
都有才气，可以写出“但愿人
长久，千里共婵娟”这样的名
句。尽管烧制瓷器有 72 道工
艺，玩泥巴，还是比玩玉石更
易得。当生命已经腐朽，而你
的瓷器，还保留着你的温度，
向世界问候。曾经有这样一句
话说埃及的金字塔：你就是过
去、现在、将来！借用在瓷器
上面，也可以。

景德气象的第三个逻辑，
是普适性，是具有激发每个人
创造性的可能。承接上面关于
玉石的话题：玉石发展经历了
神玉、王玉、民玉几个阶段，
但是，玉石还是带着贵族气。
瓷器尽管有高岭土、温度、釉
三大基本条件，但相对于玉，
仍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普适性存
在。瓷器上可以有诗书画印，
可以有形状的千变万化，其适
万物，玉石弗比。当然，这不
是要分出二者的高下，好比玄
奘的法相宗和慧能的禅宗，好
比八大山人的雄奇隽永和齐白
石的红花墨叶。但我们也要承
认：对于大众，“禅宗”“红花
墨叶”有更广阔的空间。如果
将人生比喻为一场修行，在景
德镇玩泥巴，应该是一个非常
有诗意的修行方式。我想，这
也是“景漂”大量存在的根本
原因。

因为需求、时间、普适性
这三个逻辑，景德气象已延续
千年，我们有理由相信，景德
气象，还将延续下去！

本报电 （胡志） 近日，青年作家流潋紫
首部散文小说集 《久悦记》 由作家出版社出
版。该书由散文篇和小说篇组成，散文篇
中，作者以灵动娟秀的文字记录对生活的细
腻观察与体悟，用真诚的笔触，写出了对日
常生活的“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小说篇
收录了 《小姨太》《去你向往的世界》 等 9个
故事，行文简洁明快，语言犀利透彻，精准
传达不同关系中的男女情感，直抵人心。

《久悦记》 是流潋紫继 《甄嬛传》《如懿
传》 之后的新作。她表示，在经历过前作的
成功后，近年来沉淀自我，这部 《久悦记》
是自己在现实和想象的世界中，为忙碌着、
疲惫着、重复着的日常，累积起的小小欢悦。

网络文学为冬奥喝彩！
张富丽

﹃
太
行
﹄
意
象
在
山
西

侯
文
宜

杨

丽

◎

新
作
评
介

﹃
景
德
气
象
﹄
的
三
个
逻
辑

姜
革
文

◎

新
作
评
介

﹃
景
德
气
象
﹄
的
三
个
逻
辑

姜
革
文

楚颜词集《朝颜集》出版

流潋紫《久悦记》——

记录日常生活的小欢悦

冬奥主题创作渐热

出生在北京的唐家三少、出生
在张家口的知更，对即将在家门口
举办的第24届冬奥会兴奋不已，早
早开始创作。

唐家三少的《冰雪恋熊猫》讲
述了一个北京厨神与一个滑雪教
练产生交集的故事。男主人公叶星
川了解到由于全球气候变暖，滑雪
运动正面临威胁，遂决定举办一期
冰雪主题的美食邀请会，扩大冰雪
运动的影响。为了寻找灵感，他克
服心理障碍，努力学习滑雪，与滑
雪教练、女主人公乐言相识。在
2022年北京冬奥会召开前夕，两人
携手为大众奉献了一场“冰雪盛
宴”。这部小说将炫酷刺激的滑雪
运动与源远流长的美食文化相结
合，运用现代网络语言，讲述了一
个温馨有爱的冬奥故事。

得知北京冬奥会申办成功之
时，正在英国留学的知更对家乡多
了一分牵挂和思念。毕业后，她回
到张家口，真切感受到家乡因冬奥
带来的巨大变化。她决定用网络文
学的形式记录下小城的“高光时
刻”，展现人们对冬奥会的热情和
期待。《幸福在家理》 正是这样一
部作品，它以冬奥会为背景，讲述
女主人公从北京回到张家口，借助
冬奥契机，将老家的农家院经营成
网红客栈，将家乡小镇打造成冬奥
特色小镇，并在追梦途中重拾幸福
的励志故事。作品将“家之小愿”
与“国之大梦”紧密相连，被中国
作家协会网络文学中心列为2021年
网络文学重点扶持作品。

除了将冬奥会作为故事背景
外，许多作品还着力刻画冰雪运动
员的成长与拼搏，表现他们在赛场
之上一往无前、永不言败的勇气与
坚韧。乱世狂刀的作品 《闪光吧，
冰球少年》讲述了一队少年冰球运
动员向着冠军梦想不断奋进的故
事；寒璧生花的《冰雪映象》三部
曲用近 100 万字的体量描绘了女主
角宋颜宁从初出茅庐到成长为中国
第一位冬奥花滑女单冠军的奋斗历
程。此外，过关斩将的作品《全能

运动员》融入轻幻想元素，将短道
速滑、田径、篮球等各大体育项目
融合，为读者带来一场体育竞技的
文字盛宴。

由于冬奥会男女运动员搭配的
双人比赛项目多，更符合网络文学
人物角色设置的特点，“体育与爱
情”主题的作品占到了冬奥题材网
络文学作品的半数以上。《冰之华
舞》 讲述了 16 岁的慕雪和 17 岁的
陆冰因缘成为双人滑搭档，在艰苦
的训练中互相扶持、共同成长，最
终登上冬奥会双人滑舞台，成为赛
场上传奇伉俪的故事。《冰上无
双》讲述了“单人滑女皇”在冲击
冬奥金牌时重伤跌入职业生涯谷
底，毅然改练双人滑，与新搭档克
服重重阻碍，最终实现自我蜕变并
收获爱情的故事。《花滑之燃冰》
作者望楼兰表示，作品的创作灵感
来源于早年观看的申雪、赵宏博的
经典夺冠曲目 《图兰朵》，两位运
动员娴熟的技巧、默契的合作、深
厚的感情以及追求卓越的体育精神
令她为之动容。这些作品内容虚实
结合，语言轻松幽默，讲求细节的
真实性、专业性，表现男女主人公
取长补短、相互学习，既竞争又合
作的关系，生活气息浓郁，吸引了
不少青少年读者关注。

塑造多元鲜活的新人形象

围绕冬奥会的方方面面，网络
文学作品集中展示了运动员、教练
员、陪练、场馆建设者、志愿者等
冬奥会赛场内外各行各业的人物群
像，塑造了多元立体、生动可感、
贴近生活的新奥运人物形象。

其中，光是运动员形象就不下
百种：《华丽的冰上》 里以“刀尖
上的人生”为荣的速滑、花滑青年
运动员；《今生有热风》 里重回赛
场的25岁“高龄运动员”；《花滑之
国宝天后》 里传承父母体育精神，
成长为“花滑天后”的青年一代运
动员；《壶里乾坤只少年》 里组建
学校冰壶队的体育特长生，不一而
足。除了赛场上的主角，网络作家
们还以独特的视角关注到“退役运
动员”这一群体。寒雪悠创作的

《来自冰上的小王子》，女主人公是
一位因伤退役的运动员，退役后作
为教练继续为花样滑冰事业奉献自
我。作品表达了对“退役运动员”
的关怀与敬意，彰显了奥运精神的
接续传递、生生不息。此外，《风
里有你的声音》 中的裁判员、《冰
锋》中的冰刀制作手艺人等，也为
网络文学人物画廊增添了新形象。

栩栩如生、生动可感的人物形
象来自于网络文学作家深扎一线、
脚踏实地的采风调研。网络作家梧
桐私语2017年进驻齐齐哈尔体育局
驻点创作，她敏锐地发现，花样滑
冰运动的发展，与冰刀制造技术的
改进紧密相关。她以冰刀厂的实地
采访为基础，创作了冬奥题材网络
小说 《冰锋》，受到网友好评。多
年来，她用仅能控制的三根手指累
计创作了 800 余万字作品。网络作
家桥凝宁2021年注册成为花样滑冰
国家级数据输入、上海市冰雪项目
竞赛一级裁判员，这使她能够在创
作中让运动员和教练员外的另一个
重要的角色——裁判，从幕后走到
台前。在评论区，经常可以看到网
友这样评价她的作品：“仿佛在看
真的比赛”“是我见到的第一本写
冰舞的花滑文，而且专业性也太赞
了”。《冰上角斗士》的作者七夏倾
寒是网络文学领域的一名新人，同
时也是体育竞技领域的“专业人
士”。作为武汉体育学院 2018 级运
动康复专业的学生，他更多关注的
是体育运动和人体机体的相互关系
和规律，作品具有很强的专业性。
而《池医生他没我不行》的作者柠
檬羽嫣是在读医学博士，作品中除
了描绘体育竞技的热血和励志，更
通过对男主人公“池医生”的塑造，
表现出医学科技对冬奥会的助力。

IP改编助推冬奥文化传播

网络文学是汪洋大海，也是影
视、游戏、动漫、有声读物等行业
发展的源头活水。目前，中国网络
文学数字阅读产值 300 亿元左右，
而 IP 改编的总产值超过 1 万亿元，
冬奥题材的网络文学作品在IP改编
方面也可圈可点。

《冰糖炖雪梨》 是由酒小七创
作的同名原著改编的电视剧，讲述
了“速滑少女”棠雪在大学校园里
重逢“冰球男神”黎语冰，两人在
追逐冰上梦想的过程中收获真挚爱
情的故事。该剧由短道速滑世界冠
军武大靖客串出演，在国内电视台
和视频平台播出后，目前已发行至
俄罗斯、日本、泰国、韩国、美
国、西班牙、新加坡等国。

一团小布丁创作的《冰刀不言
败》已改编为有声读物，在各大影
音APP热播。真树乃创作的《冰上
无双》、容光创作的《今生有热风》，
电影和电视剧改编正在酝酿之中。
唐家三少的《冰雪恋熊猫》的影视
策划也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有网友
评论：小说里惊险刺激的长白山西
坡野雪道，阿尔泰山上图瓦人的原
始滑雪板，北极圈内狗拉雪橇的高
山俯冲……希望把这些冰雪运动中
精彩纷呈的画面早日搬上荧屏。

近年来，各网络文学平台不仅
推出了冬奥作品征文，也自觉加强
冬奥题材作品的IP转化工作。晋江
文学城推出“冰雪冬奥——原创现
代言情作品征集活动”；纵横文学
把旗下作品 《闪光吧，冰球少年》
与冬奥运动相结合，以“纵横雪
境”为场馆主题搭建“冬奥体验
馆”，未来还将开展“2022 年冬奥
会 和 冬 残 奥 会 全 民 有 奖 竞 猜 ”

“2022 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作品征
文优秀作品作者访谈”等活动，推
动冬奥题材网络文学作品走进更多
读者视野。

随着2022年冬奥会的临近，作
为广受大众欢迎的文学样式，网络
文学正以自己独特的方式为冬奥呐
喊喝彩。

（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网络文
学中心传播处负责人）

经过20多年发展，网络文学在传统的玄幻、仙侠、历史、
穿越等题材类型之外，近年来更在现实题材领域取得了亮眼的
成绩。随着2022年北京冬奥会的临近，一些网络作家突破以往
创作题材的束缚，投身到相对冷门的体育领域，创作出30多部
叫好又叫座的冬奥题材网络文学佳作。创作者中，既有唐家三
少、乱世狂刀这样的知名网络作家，也有第一次接触网络文学
的体校学生。白雪皑皑的壮美冬景、生动鲜活的运动员形象、
紧张刺激的竞技情节、拼搏进取的体育精神……冬奥题材网络
文学既是一首献给冬奥的冰雪赞歌，也是一场奉献给读者的文
学盛宴。

吴建陵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