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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时期文学多样化格局中，陕西
作家队伍是一支重要力量。陕西文学是
现实主义文学一个重要的地域性分支。
陕西这片广漠旷远的黄土地，为作家提
供了一个丰饶、充满激情与活力的创作
富矿。源远流长的人文传统和深厚的文
化积淀，与作家的审美情感、审美理想
和艺术实践熔铸为一体，形成了特定的
文化认同与文学精神，最大限度地发挥
了作家的创作激情与才华。先有以柳
青、杜鹏程、王汶石、李若冰为代表的
作家群，后又涌现了路遥、陈忠实、贾
平凹、叶广芩、红柯等一大批阵容整齐
的作家方阵，彼此呼应。他们苦心耕
耘，共同铸就了陕西文学的辉煌，见证
了共和国改天换地、改革开放和现代化
建设的历史进程。陕西文学以其深厚的
底蕴、突出的成就，呈现出波澜壮阔的
创作景观，从而确立了陕西作为中国文
学重镇和文学大省的地位，在中国当代
文学史上占据了重要的位置。

从柳青的 《创业史》、路遥的 《平凡
的世界》、陈忠实的 《白鹿原》 到贾平凹
的 《秦腔》，陕西 4 位土生土长的作家，
以洋溢着秦风秦韵的陕西制造，以人民
的劳动和奋斗所具有的实践品格和美学
价值书写中国故事、陕西故事，荣耀了
陕西文学的辉煌，构成了当代中国文学
版图上持久、绚烂的一道风景。

《创业史》带给时代触动与感动

柳青的 《创业史》 全面深刻地表现
了农业合作化这场引发中国乡村大变革
的进程中我国北方农村的历史风貌和农
民的心理、思想和情感，以鲜明的民族
色彩和浓郁的乡土气息勾勒出了一幅无
与伦比的关中渭河平原农村的社会风俗
画。小说艺术地揭示了农民走社会主义
道路的现实需求和历史发展的必然性，成
功地塑造了梁生宝、梁三老汉、郭世富、郭
士杰、郭振山等一批血肉丰满、栩栩如生
的艺术形象，丰富了当代文学的人物画
廊，成为一个时代的经典。《创业史》 先
后翻译成俄、英、德、日、西班牙、朝
鲜和越南等十多种文字出版。

柳青的笔每每伸进广阔的农村生活
场景，坚持未来光明的信念，执著于对
本土文化资源的深层开掘，用小说烛照
了农民在合作化进程中的生存状态、心
理变迁和精神困境，充盈着生活的质感
和光泽，洋溢着生活的清新和激情。柳
青始终保持自己的敏锐、执著和丰富，
努力挖掘出隐藏在人物内心深处的鲜活
和坚韧，写作纯粹而彻底。小说让读者
对乡土中国的农民有了新的认识和发现。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
发表重要讲话，对柳青“深入到农民群
众中去，同农民群众打成一片”给予高
度评价。习近平指出：“因为他对陕西关
中农民生活有深入了解，所以笔下的人
物才那样栩栩如生。柳青熟知乡亲们的
喜怒哀乐，中央出台一项涉及农村农民

的政策，他脑子里立即就能想象出农民
群众是高兴还是不高兴。”一部 《创业
史》，蕴藏着柳青丰厚的农村生活积累，
带给时代的触动与感动永远让我们难以
忘怀。今天我们仍能从 《创业史》 中感
受到浓厚的生活气息以及柳青对土地、
对人民的赤子之情。1953 年，柳青带着
家人离开北京，落户皇甫村的 14 年，和
一群庄稼汉摸爬滚打在一起。皇甫村人
都把柳青当皇甫村民看待。心为民所
想，情为民所系，柳青鲜活真实地捕捉
到来自社会底层的心灵的内在冲突、情
绪变化，再现民众真实的生存境遇和生
命冲动，让我们触摸到农村在中国社会
变迁发展中艰难前行的轨迹。

《平凡的世界》展示人性
光芒和信念力量

《平凡的世界》 在 1975 年到 1985 年
10 年间广阔背景上，以陕北黄土高原双
水村孙、田、金三姓人家父子两代人的
人生遭遇为主线，表现了社会转型给中
国农村带来的震荡和以及人民生活的升
降沉浮，展现了农民艰辛的大义和宽阔
的悲悯情怀，全景式、深层次地探索了
在改革艰难曲折的历史进程中农民的人
格、人性以及农民精神困境的出路和命
运走向，真实表现了在生活变迁中农民
的劳动与爱情、挫折与追求、痛苦与欢
乐。小说充满了对农民以艰辛的汗水浇
铸理想家园的深刻同情，热情讴歌张扬
了在困难、挫折中不甘沉沦的意志和坚
强的韧性。主人公孙少安在遭遇人生挫
折和困难时紧紧扼住命运咽喉的勇气，
自强自信、奋斗拼搏的魄力，执著、隐
忍、善良的个性，对我们起着深远的精
神鼓舞作用。

《平凡的世界》 使我们领略了路遥那
博大、苦难、忧郁、善良的灵魂以及他
贯穿于文字和生命中的憧憬、理想与坚
强。随着时间的流逝，社会生活发生了

翻天覆地的变化。《平凡的世界》 里反映
的那个时代、那些人和事，已经离我们
而去。但是，有些东西永远不会过时。
在一代人的阅读记忆中，那种感觉和记
忆在我们心灵上留下的烙印太深了，一
辈子都挥之不去。

《平凡的世界》 能具有如此广泛而持
续的生命力和影响力，源于路遥在小说
中灌注了强烈深沉的生命意识和深厚的
人性意蕴，专注于对生命意识的追寻和
发掘，对人生价值和生命尊严的叩问和
探索，把创造精神和理想精神作为人的
生命价值来追求。当世俗物欲不断吞噬
我们生命的尊严和人性的芬芳时，《平凡
的世界》 充分展示出了人性的光芒和信
念的力量，让我们感受、体味、领悟、
认识到一种真实的精神力量。让无力者
有力，让悲观者在艰辛中自强，这就是

《平凡的世界》无法抗拒的魅力。

《白鹿原》写出历史厚重
感和生活原生态

注目南原觅白鹿，怅望千秋一洒
泪。陈忠实躲开城市的繁华和喧嚣，蛰
居乡下的老屋，苦心孤诣，静心创作。

“春来寒去复重重，惯下笔时，桃正红。
独自掩卷默无声，却想笑，鼻涩泪不通。
单是图名利？怎堪这四载，煎熬情！注目
南原觅白鹿，绿无涯，似闻呦呦鸣。”陈忠
实填的这首 《小重山》 词可以说是他写

《白鹿原》 时情景的真实写照，这其中的
艰辛和磨难只有他本人才能体会。

《白鹿原》 带给读者的那种强烈的艺
术震撼力和冲击力迄今在很多人的记忆
里挥之不去，陈忠实写出他心目中历史
的真实和人物的心灵真实，写出了历史
的厚重感和生活的原生态。

小说故事化，故事情节化，情节细
节化，细节人物化，人物性格化。《白鹿
原》 显示了这一创作原则的生命力，雅
俗共赏、曲高和众。《白鹿原》 是一本在

读者中广为流传的大众读物。经典与流
行、艺术性和可读性在这部作品上达到
了高度的统一。可以说 《白鹿原》 以其
鲜明的民族化、大众化的中国作风与中
国气派而具有恒久的艺术价值。

《秦腔》是对乡土中国最
后的苍凉回眸

《秦腔》 是贾平凹对乡土中国最后的
苍凉回眸，表现了贾平凹从传统到现代
的过程中传统与现代的结合状态，呈现
了中国农村作为现代化进程中一个不容
忽视的客观存在。《秦腔》是乡土废墟上无
可奈何花落去的黯然神伤，又是对农民生
存本相的强烈的逼视和灵魂追问。贾平
凹完全打破了传统乡土小说单一的叙事
模式，重新开启了一扇乡土小说通向未来
的门，走出一条更为自由的乡土叙述之
路，用更直接、更纯粹、更鲜活的叙述方
式，使我们对隐伏在生活表层后面多重
挤压下的真实，有一种新的理解和认识。

在 《秦腔》 里，贾平凹的智慧体现
在他对生活细节如数家珍的滔滔不绝叙
述中，叙述始终笼罩在一片悲凉之雾
中，字里行间掩藏不住乡土挽歌般的迷
茫与怆然。贾平凹目睹清风街上大量农
民离开农村，一步步从土地上消失，丰
饶的精神家园正走向荒芜和衰败，已经
没有了自己精神的“故乡”。面对现代文
明的不可逆转和行将消失的诗意乡土，
在都市的万家灯火阑珊处，贾平凹陡然
梦醒：多年来所熟悉的一切正在失去，
往日的田园牧歌正在一去不复返，故乡
的熟稔亲切的面孔逐渐模糊。贾平凹带
着无奈和迷茫书写着故乡的记忆与苍凉。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文艺
工作者要想有成就，就必须自觉与人民
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欢乐着人民
的欢乐，忧患着人民的忧患，做人民的
孺子牛。”路遥当年在茅盾文学奖颁奖仪
式上的发言可以为我们解释这一切：“人
民生活的大树万古常青，我们栖息于它
的枝头就会情不自禁地为此而歌唱。只
有不丧失普通劳动者的感觉，我们才有
可能把握社会历史进程的主流，才有可
能创造出真正有价值的艺术品。”

陕西是文学大省，又是 《在延安文
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发表所在地。继往
开来的陕西文学，凝聚着优秀的汉唐文
化的血脉基因，传承着延安革命文艺传
统的思想精神。陕西具有充分的魄力、
决心和元气来涵养、经营自己的文学的
大家风范和大省气象。柳青、路遥、陈
忠实、贾平凹4位作家尽管风格各异，但
都有相同的地方，就是坚持以人民为中
心的创作导向，坚持现实主义精神，致
力于文学对国家发展、时代进步的关注
与见证，与人民同心，与时代同行，拥
抱现实生活，反映时代风貌。他们坚
守、传递的是真正的陕西文学精神和文
学理想。

（作者为陕西宝鸡文理学院教授）

习近平总书记在
中共十九大报告中指
出：“深入挖掘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
想 观 念 、 人 文 精 神 、
道德规范，结合时代
要求继承创新，让中
华文化展现出永久魅
力和时代风采。”中华
诗词是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的重要内容，诗
教工作是促进中华诗
词繁荣发展的重要方
面。

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中央高度重视优秀中华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弘扬，
中华传统文化的回归已成为新时代的文化需求和
国家文化发展的大战略。这5年来，在中共十八大
精神指引下，适应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形势要
求，中华诗词事业及全国诗教工作，也有了长足
的发展和进步。尤其应当指出的是，各级党委和
政府，对中华诗词事业以及诗教工作的认识高度
和重视程度，对创建诗词之市、诗词之乡、诗教
先进单位的追求与热情，对诗词文化和诗词组织
的关注与扶持，都是前所未有的。将诗教推向社
会的诗词之市、诗词之乡、诗教先进单位创建活
动，规模不断扩大，质量日益提高，影响逐渐增
强，成为中华诗词走向社会、亲和大众的一个有
效途径。在推进诗教的过程中，各级诗词组织得
到了锻炼，诗词创作领域得到了拓展，诗人队伍
储备力量得到了充分补给，诗词刊物也充实了崭
新的内容。可以说，以创先活动为载体的诗教活
动，使社会受到了传统文化的熏陶，感受到中华
诗词的魅力，更让中华诗词从社会中汲取了充分
养料，获得了走向繁荣的能源。

“百川汇作黄河曲，时代强音在合弦”，繁荣
发展中华诗词事业、搞好全国的诗教工作，要靠
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来实现。中华诗词学会和全
国各地诗词组织，是繁荣传统诗词文化的响应
者、支持者和领跑者。让中华诗词这个民族文化
的瑰宝，在新时代大放异彩，我们责无旁贷。各
地诗词组织和广大诗人词家，要凝聚力量，继往
开来，砥砺前行，以高度的文化自觉性和责任
心，提高对诗教地位作用的认识，主动为地方政
府出谋献策，进而推动中华诗词事业发展，为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为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

“何处望神州？满眼风光北固楼”。在因辛弃疾的
词而闻名的江苏镇江北固楼下，中华诗词学会举办的
全国诗教工作会议对 4 位中华诗教模范人物、60 多家
中华诗教先进单位和41名中华诗教先进个人进行了表
彰。江苏的凌启鸿、湖南的赵焱森、广西的钟家左、
福建的王赎回获得中华诗教模范人物奖，他们全身心
地投入中华诗词事业，运用自己的智慧，宣传诗教，
呼吁当地政府和社会开展、支持、推动诗教工作，带
领诗词组织搞创作和自身建设，为中华诗教工作做出
了重要贡献。

中华诗词学会常务副会长李文朝指出，大力弘扬
传承优秀传统文化，尤其是传承中华诗词这一流淌在
中华民族血脉里的“基因”，已成为各地诗词组织、广
大词家和诗词爱好者的共同认识。近5年来，全国诗教
工作呈现出蓬勃发展的趋势，“着眼国民诗教，着手校
园诗教，着力社会诗教”的当代中华诗教总体架构，
已在更加广阔的范围内基本确立，诗词进学校、进机
关、进社区、进企业、进农村、进景区的诗教“六
进”活动得到了较好落实。

“诗教”本意就是“以诗教人”，即用诗中所蕴含
的道德、意志、情感等人民易于接受的美学力量，来
教化人心，提高人们的素质。从 1995年开始，中华诗
词学会开展诗教创先活动至今已有22年，共批准了670
多个诗教先进单位，特别是近 5 年来，批准了 10 个诗
词之市，2 个诗词之州，1 个中华诗城，171 个诗词之
乡，1 个散曲之乡，284 个诗教先进单位，不仅数量
多，在形式、内容上都有所拓展。

江苏镇江成为全国第一个所属市区县全部是中华
诗词之乡的诗教“满堂红”市。镇江在开展诗教“六
进”活动方面走出自己的路子。为帮助学生提高背诗
量，镇江丹阳埤城小学创造了集体做“诗操”的方
法，从小学一年级做起，每天做课间操时，由老师带
领一边做操，一边连续背诗 20 首。一个学年能背 40
首，至六年级时，就能背240首。镇江新区姚桥镇儒里
村以“朱氏祠堂”为阵地，展示先祖朱熹的诗词；将
村民休闲长廊打造成诗词苑，展示老一辈革命家诗词
和廉政法制等诗词；在村里道路两侧民宅的山墙上，
用诗书画的形式，向村民宣扬中华美德，普及法律知
识；通过“儒里诗词沙龙”“儒里诗堂”，举办诗词吟
唱会等，培养了一大批农民诗词爱好者。在北固山景
点，悬挂着一张张写着诗词的条幅。当地近年来恢复
建设了以诗词驰名于世的北固楼、多景楼，并沿北固
山至焦山的江边，建设了长达 3000多米的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诗廊，努力将北固山打造成诗词之山，

我对曹文芳作品比较熟悉，她是最
近几年涌现出的一个很有才华的儿童文
学作家。我相信她受到的哥哥曹文轩的
影响会慢慢淡化，慢慢显示出自己独立
的创作风格。

曹文芳有一部散文集名叫《被水洗涤
过的记忆》，在书中几乎每一页都能看到
她回望家乡小溪、河、船、芦苇、落日以及
诸多的人物，作者在书里这样表达：她的
记忆如被水洗涤过，总是那么清澈、那么
透明，一幕幕显现在眼前。从这些散文中
可以清晰地发现曹文芳的写作姿态。

读曹文芳作品，我认为要从读她的散
文开始，因为在她的小说和散文之间有时

很难划分严格的界限，她的散文常常有很
生动的人物塑造、很有趣的细节，而她的
小说突出更多细节、情调，所以有时候我
把她的散文和小说混在一起，有相似感。

我想曹文芳在写作时，经常沉浸在
记忆当中。进入这种状态之后，灵感像
泉水一样喷涌而出，记忆浇灌她的感
觉，让她的生命回归自然。这是儿童文
学作家特有的状态，不是怀旧童年，而
是复活童年。读 《曹文芳水乡童年书
系》 散文时，我眼前常常出现一个意
象，书中一个叫阿航的男孩雕刻一艘小
船，把小船放在水里。后来二妈怀念
他，把小船拿上来。这个意象象征着二

妈对孩子的怀念之情。不仅这男孩形象
生动，这个意象也久久印在我的脑子里。

曹文芳的文字活脱脱地描绘家乡的
味道，她的书也扬帆远航，像小木船一样，
越写越多，越写越好。这些散文被她称为

“细碎的记忆”。细碎的记忆其实是一种
生命的体验，它有温暖、有寒冷；有喜悦、
也有悲伤；有朴素的本真、也有严肃的思
考；这些细碎的记忆像春雨一般洒下来，
浇灌着许许多多不期而至的灵感。

散文的写作最接近诗意的表达，最
重要的表现就是情调。诗意其实是一种
情调，情调的表述关系到作品的品位。
曹文芳写声音，“声音像被水洗涤过清澈

明朗”，她写灯光，“孩子拎着马灯走在
田野上，远远看见一盏盏灯光犹如天上
落下来的星星，明星散落田野上”。这是
一幅画、一首诗，我小时候的农村就是
这样。散文的写作达到审美的高度，它
是诗。诗意是内在自发的东西，作家把
内心的深情深意写出来才感觉满足。

读曹文芳的作品，有一种流动的声
音之美，这也是她作品突出的特点。儿
童文学在某种意义上说是声音的艺术，
经得住朗读的艺术才经得住考验。

我曾在一篇写胡同的文章里说：“胡
同是北京文化的根，四合院是北京文化
的魂。”胡同这个词儿产生于元代，老北
京人已经在胡同生活了 800 多年，这 800
多年积累下的胡同文化，您说有多厚实
吧？这么厚实的文化底蕴能没“范儿”？

胡同是文化的承载者，也是京城历
史的见证者。受过各种政治风云洗礼的
胡同人，经历过朝代更迭、时局动荡、城池
沦陷、异族侵扰、变法维新、翻身解放、
改革开放，眼界自然开放，心胸自然豁
达，心态自然淡定，性格自然爽快。

毫无疑问，胡同文化是世界上独有
的文化。当然，“胡同范儿”也有其唯一
性。胡同文化虽然很老，但它又是那么
年轻。因为它的深厚文化底蕴，让年轻
一代总是感到那么新奇。

一座城市，不能没有根儿；一座历

史悠久的城市，不能没有魂。是的，胡
同就是北京这座城市的根儿！所以，树
砍了，只要有根儿，依然有一天会长成
参天大树。即便有一天，京城的胡同彻
底消失了，但是您放心，“胡同范儿”也
会存在，因为北京人不会消失，北京文化
的根儿也不会消失。这就是胡同文化的
魅力，换句话说，这就是胡同的“范儿”。

本书是笔者在胡同生活了几十年留
下的记忆印痕。这些印痕随着岁月的流
逝，愈加让人感到弥足珍贵。触摸这些印
痕，您会深切感受到什么是“胡同范儿。”

《胡同范儿》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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