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读书有读书有溢溢

文化文化文化信息信息

书评·艺评
2021年1月18日 星期一12 编辑/张丽 校对/胡颖 排版/孔祥佳

委员委员 说话说话说话艺界艺界 有声有声有声

评序评序评序专栏专栏

2020年开年伊始，我们便遭遇了
人类历史上又一次严峻的瘟疫，新冠
肺炎疫情的蔓延和影响深度及广度、
长期性与深刻性至今仍无法作出判
断，它对中国和世界政治、经济、军事、
外交、人民生活的重大影响至今仍在
持续。当然，2020年更是全面脱贫脱
困、决胜全面小康之年，使全体国民摆
脱贫困、走向小康，这是中国历史上也
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创举。报告文学
是时代的记录者、书写者和历史记忆
的保存者、传承者，在中国和世界发生
纷纭复杂的重大事件之时，报告文学
正应该大有作为。事实上，在2020年，
中国的报告文学作家也的确没有辜负
时代寄予的厚望，他们在各个事件现
场、实践现场都活跃着自己的身姿，都
拿起手中的笔来记录和书写，从而使
2020年度的报告文学创作形成了丰
收的景观。

抗疫叙事彰显报告文学力量

首先是关于抗疫的真实叙事。在
疫情暴发早期，报告文学作家主要采
写了一些“短平快”的短篇报告文学。
其中，尤以李春雷、李朝全、纪红建、曾
散、普玄5位活跃在武汉抗疫一线的
作家采访小分队的创作影响最为广
泛，也较为突出。这支小分队在疫情最
严峻的时期，深入到了定点收治新冠
肺炎患者的医院、隔离点，还有社区、
派出所、公交公司、超市等各个领域去
采访参与抗疫的各方面人士。

譬如，李春雷撰写的《铁人张定
宇》刻画的是武汉金银潭医院院长、渐
冻症患者张定宇，彰显了这位“人民英
雄”在非常时期的非凡作为，给人留下
深刻印象。李春雷还采写了《哭笑天
使》疫情上报第一人张继先。纪红建既
写有关于方舱医院的采访《生命之
舱》，关于警察的采访《一个武汉警察
的春天》，还有一系列关于志愿者、武
汉医护人员、援鄂医疗队的医生护士

的采访，还原了战“疫”现场严酷的场
景。普玄注重对志愿者的采访，特别是
他所写的《老唐这一路》刻画了一位来
自唐山的志愿者，冒着生命危险深入
武汉抗疫一线。曾散注重采访抗疫中
的年轻人，描写这些年轻人在这场没
有硝烟的战斗中所焕发出来的青春的
光彩，发表了《甘心》《迎风吐蕊朵朵花
开》《温暖的光》《爱和温暖的力量》等
短篇佳作。李朝全《一心赴救 无惧生
死》较为翔实地记录了武汉同济医院
在抗疫中的优异表现，《一位叫“大连”
的志愿者》采写了“误入”武汉历经各
种艰险的年轻人蒋文强的故事，《武汉
保卫战》则以翔实可信的细节、资料及
数据反映了武汉保卫战艰苦卓绝的历
程。全国各地作家也都纷纷深入抗疫
一线，采写参与疫情防控的各方面人
士。这些作品都有力地振奋了人们的
精神，凝聚了人心，鼓舞了士气，是鲜
活可贵的时代报告。

国内疫情进入相持阶段、形势趋
于缓和之后，则出现了一批长篇叙事。
包括何建明的《上海表情》《第一时间》
对上海市疫情防控的生动讲述和记
录，刘诗伟、蔡家园的《生命之证》，以
自己亲身经历，结合采访的故事，讲述
了武汉封城76天期间所发生的诸多
难忘往事。熊育群的《钟南山：苍生在
上》则是较早出版的一部刻画钟南山
院士的纪实作品，侧重讲述钟南山在
2003年抗击非典和2020年抗击新冠
肺炎疫情早期所作出的重大贡献。程
小莹的《张文宏医生》探究张文宏为什
么红、红在哪里，突出他是新冠肺炎疫
情这一突发事件的高明解题人。查琼
芳的《查医生援鄂日记》则以医者的亲
历讲述援鄂抗疫时那些难忘的日日夜
夜。这些作品都为我国抗疫历程留下
了珍贵的真实记录。

全面小康铭记艰巨历程

脱贫攻坚是2020年最扣人心弦

的伟大壮举。在全国各个省区市，在脱贫
攻坚的各个现场，都能看到作家们的身
影，这是令人振奋和激动万分的。中国作
协组织的25位作家，沿着习近平总书记
的扶贫足迹，采访了从河北阜平、安徽金
寨、湖南十八洞村到宁夏西海固，到贵州
毕节、同仁，四川大凉山，云南鲁甸等众
多贫困地区，出版了20多部报告文学。
这些作品的陆续出版，已然形成了一个
强大的集束效应和虹吸效应。它们都是
中国作家献给这个时代的一份文学答
卷。其中有多部作品已签署对外翻译的
版权，将会在传递中国声音、讲好中国
故事过程中发挥积极的作用。这其中，
包括李迪的《十八洞村的十八个故事》、
秦岭的《高高的远古堆》、蒋巍的《国家
温度》、关仁山的《太行沃土》等，一大批
作品都各具风采、各有特性，都注重实
地的采访和第一手资料的搜集，都注重
刻画和描写脱贫攻坚战中小人物的经
历和事迹。因此，这样一个个创作场景、
创作描写对象所烘托的便是全民的脱
贫、全面的脱贫，其所表现的便是一场
全局性的、举国性的、历史性的划时代
变革，其所彰显的是一个都不能少、一
个都不落下的脱贫攻坚的恢宏抱负、梦
想与决心。

关于脱贫攻坚和全面小康主题的抒
写，对于中国作家而言一直处于正在进
行时。还有大量的题材和领域、主题和
问题亟待开掘和深挖。本年度，令人惊
喜的是出现了两部反映脱贫攻坚过程
中及后脱贫时代课题的报告文学。李琭
璐的《小康路上，因病致贫之痛》反映脱
贫攻坚中存在的因病致贫问题，丁一鹤
和毛永温的《厚土中国》聚焦脱贫以后怎
么办的问题。

关于脱贫攻坚的书写，今后除了继
续深化、深耕之外，继续聚焦全面小康、
全面过上幸福生活的话题之外，更多地
将会关注脱贫以后怎么办、脱贫以后往
何处去的重要课题，亦即后脱贫时代的
社会课题，相信我们的作家会继续本着
家国情怀和百姓情怀，关注描写数以千
万的老百姓未来的生活画卷。

国计民生传递百姓心声

热点事件、重大工程题材也是报告
文学着力的一大重点。比如王敬东、朱向
军的《“华龙”腾飞》反映中国核电发展历
程，表现了以邢继为代表的一批科研人
员刻苦攻关、自力更生、自强不息的拼搏
精神。

2020年是深圳特区建立40周年。
深圳的发展举世瞩目、激动人心，涌现出
了无数可歌可泣的人和事。陈启文的《为
什么是深圳》通过对华为、腾讯、大疆、中
兴通讯等四家深圳企业样本的解剖，揭
示深圳40年来飞速发展的秘诀。李朝全
的《到深圳去》通过讲述若干优秀人才的
深圳故事，揭示深圳人才立市的根本发
展战略。

关于“一带一路”建设，值得关注的
是高洪雷的《丝绸之路：从蓬莱到罗马》。
这部作品通过深入开掘、梳理各种历史
文献，采用独特的叙事方式，即以地理坐
标为叙事线索，选取丝绸之路沿线各国
的15座代表性城市，分别讲述发生在这
15座城市里的历史风云，具有较好的知
识性和趣味性。

在生态文明建设方面，胡平的《森林
纪》聚焦中外众多大都市对于保护森林
植被、绿色发展思想的践行，揭示了人与
生态和谐共处、人与生态是一个命运和
生命共同体的理念。任林举的《虎啸：野
生东北虎追踪与探秘》，通过探寻东北虎
的足迹及其生存状态，反映生态对于动
物生存的重要性和动物与人类如何和谐
共处的主题。

报告文学是一种食人间烟火的文
学，涉及人间冷暖、百姓生存、国计民生
的主题，一直是报告文学作家发力的一
个重点。这方面，比如像彭名燕《其实我
一直没走远》《用爱吻你的痛》对于流浪
者收容救助工作的描写，李燕燕《无声之
辩》讲述了一位为盲人和残障者提供法
律援助的律师唐帅的故事。

传记文学领域，也出现了一批优秀
作品，譬如描写张伯礼、张定宇这样的人
民英雄的故事，反映“共和国勋章”获得
者的感人事迹如钟法权的《张富清传》，
还有关于时代楷模、最美奋斗者等英雄
榜样的书写。这些都旨在弘扬社会的主
流价值观，为人们提供一个个理想信念
的范本。这其中，备受关注的是科学家传
记，尤其注重倡导科学家及其身上所具
备的科学精神，呼唤科技兴国、科技强
国，召唤人们更多地关注科研，更多地具
备科学精神，真正将科学技术作为第一
生产力，依靠人才驱动创新驱动战略来
提升国家经济和综合国力。近期尤其值
得关注的是涌现出了一批城市传。包括
邱华栋的《北京传》、叶兆言的《南京传》、
叶曙明的《广州传》、胡野秋的《深圳传：
未来的世界之城》。这其中，由新星出版
社组织推出的“丝路百城传”值得特别关
注。孔见的《海南岛传》，还原这座孤悬大
海的海岛的千年历史沧桑，人文气息浓
郁，是城市地域传的重要收获。

报告文学是一种记忆文学、民生文
学，特别注重聚焦热点重点事件。譬如，
2020年是抗美援朝战争70周年，除了
一些相关题材的优秀纪实文学再版之
外，也出现了如王龙撰写的《迟到的勋
章》这样揭示鲜为人知的历史人物的纪
实作品。

纵观2020年的报告文学创作，作家
们在创作的技巧、手法上有一些新的开
拓，在创作理念上显得更为开阔，特别是
对于文体交融方面，注意运用小说化、散
文化和诗化的笔墨来撰写报告文学，在
文体上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取得了良好
的实绩。

（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创研部副主
任、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副会长）

与时代同频共振
——2020年中国报告文学创作综述

李朝全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打造的首档台
网互动国风少年创演节目《上线吧！
华彩少年》（以 下 简 称 《华 彩 少
年 》 ） 最 近 在 央 视 综 合 频 道
（CCTV-1）热播，并在央视频、西
瓜视频同步上线。播出后，《华彩少
年》以其鲜明的价值立场、饱满的内
容内涵、独特的创新表达、新颖的形
态样式，引发观众的高度关注与全民
的网络热议，应该说这是中央广播电
视总台成立以来在内容生产、品牌塑
造方面推出的颇具本土原创价值的节
目之一，值得关注与探讨。那么，
《华彩少年》原创价值的核心要义在
哪里？我认为最大亮点在于它对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实现了创造性转化、创
新性发展、创新性传播。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指
出，要高度重视并“推动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这是当前弘扬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的基本方针,也是发挥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时代价值的必然要求,具有极为
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近年

来，全国文化各条战线围绕着“创造
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做了大量工
作，取得了不少成绩。中央广播电视
总台在这方面努力与探索更是亮眼，
如 《中国诗词大会》《中国地名大
会》等文化类综艺节目就是其中的典
范代表。我认为，《华彩少年》创新
性传承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努力
与探索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创造性转化”。《华彩少
年》 要求选手的竞演内容必须是传
统文化艺术，如京剧、民族舞、古
典舞、民族乐器、武术、山歌、快
板、木偶戏等。“传统”并不意味着
先天“优势”，如果处理不好，反倒
会背上“陈旧”的包袱，因此 《华
彩少年》 对参与竞演的所有传统文
化艺术形式都进行了视听升级和荧
屏化改造，让传统文化插上了年轻
而潮流的“翅膀”，使之更加适合舞
台表演与荧屏传播。比如说，曾以
京剧唱腔改编 《青花瓷》 而在抖音
出圈的“华彩少年”张晓涵，她在
京剧唱段 《打虎上山》 中融合了说

唱形式，让传统文化增添了色彩斑斓
的现代因子。从节目效果来看，美轮
美奂的荧屏效果显然没有辜负“华
彩”二字。

二是“创新性发展”。《华彩少年》
对传统文化的改造与呈现具有“创新性
发展”的意义。这主要体现在：一是将
传统文化融入高科技元素，如第二期
新媒体端节目推出了国内首个国风超
现实虚拟人物翎，她美轮美奂的长绸
舞动与纤毫毕现的唯美表演，很传神
地再现了梅兰芳先生 《天女散花》 中
的唱段。节目组的良苦用心成功地打
造了一个能够展现“创新与传承”的
舞台。二是将传统文化注入时尚青春
元素。比如说，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
木偶表演专业的徐一航，他在歌曲
《将进酒》中融入了杖头木偶表演，创
新力爆表，在传承中创新非遗文化。
传统文化之所以能够被代代传承，关键
就在于青少年群体的接受与认可，《华
彩少年》以大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让青少
年深度参与其中，让青少年精神气质得
以升华、文化品位得以涵养的同时，推

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青年一代中扎根
发芽，这既是对传统文化的充分尊重，
更是推动传统文化代代传承、流传不息
的不懈努力。

三是“创新性传播”。《华彩少
年》 可以视为引领传统文化走向主流
化传播的最新尝试。近年来，国风、
国潮、国货等越来越为国人所称道，
这些都体现出中国老百姓越来越饱满
的文化自信。在这种潮流趋势下，《华
彩少年》 以“国风”为创演内容和表
现对象，积极宣传国风、全方位表现
国风，这既是文化自信更加坚定的深
刻诠释，更是推进社会主义主流文化
建设的迫切需要。所以说，《华彩少
年》 这种积极的建构性文化策略，对
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塑造与传播
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华彩少年》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心准备的“国家
舞台”，社会各界应该珍惜这个难得的

“高光时刻”。
（作者系中国传媒大学教授，文艺

评论家）

创新传播优秀传统文化
——谈《上线吧!华彩少年》

张国涛

在出差途中读完了于丹的《人间
有味是清欢》。这本书是2015年出版
的，到 2017 年已经印刷了 17 次，可
见其受欢迎的程度。曾经听好几位朋
友说，于丹的讲演和著作都是“心灵
鸡汤”，不够深刻，甚至还有一些错
误等。对此，我有一些不同的看法。

首先，我认为于丹做了一件把传
统文化和古代经典大众化的大事情。
这是许多老一辈学者想做而没有做到
的事情。于丹的讲演面对的往往是大
众，她的使命是把经典变成大众喜爱
的方式所接受。至于有人说她这里那
里讲错了，其实也是仁者见仁、智者
见智。因为所有的经典诠释都是诠释
者 眼 中 的 经 典 ， 要 么 是 “ 我 注 六
经”，要么是“六经注我”。她的《论
语心得》能够发行600万册，国外版
权 30余种，销售 40余万册，相信读
者自有基本的辨别力。

于丹在书中讲述了她与金开诚
先生交往的故事，可以让我们重新
审视于丹著述的价值。金开诚先生
在 看 完 她 在 央 视 百 家 讲 坛 的 《论
语》 心 得 和 《庄 子》 心 得 后 对 她
说：“你做了一件让我们这些老头子
一辈子梦寐以求的事情，让老百姓
亲近传统文化。我这把老骨头愿意
给你站场子，你要是有什么地方用
得着我，你就招呼。”从这个意义上
讲，于丹是一座重要的桥梁，架起
了经典与大众之间的桥梁。

其 次 ， 于 丹 书 中 的 “ 心 灵 鸡
汤”是有营养的，满满的正能量，
对青少年成长是有所帮助的。她没
有板起脸孔居高临下，而更像一个
邻家大姐讲自己亲身经历的故事，
善于用小事情引出大道理。她用台
湾夫妇制作一碗面的故事，告诉我
们如何将寻常岁月变成难忘节日。
她用自己的主治医生意外去世的故
事，告诉我们“来日方长并不长”。
她用父亲为她买蛋糕的故事，告诉
我们什么是“血脉里的眷恋”。在这
本书中，她讲人生，讲幸福，讲成
长，讲读书，讲行走遇见的风景，
讲生活的闲情逸致，没有太多的引
经据典，但处处感觉到孔子和庄子
的智慧。“你在意什么，生活就给你
什么”“学会爱，更要超越爱”“无
论如何，心怀希望”“有些爱，要留
给自己”“心灵上闲适了，才能让文
化融进骨子里”，这样的话语散见书
中，充满了人生哲理。

好几次与于丹同台讲演交流，
一直感佩她睿智机敏的思维和出口
成章的才华，没有丰厚的学养，是
不可能达到如此炉火纯青的。也有
机会和她小聚，她豪放浪漫、乐于
助人的侠女风范，也给朋友们留下
了深刻印象。

人间有味是清欢。在追寻理想
的 旅 程 中 ， 我 们 不 妨 也 像 于 丹 那

样，经常停下来看看四时风雨，读读
心爱之书，用心去听，用心去感，用
心去写，把自己变成一个有味的人。

（作者系全国政协副秘书长、民进
中央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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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青年作家江映烛的长篇小说
《无杭》 由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无
杭》是一部着重刻画情绪的成长类长篇
小说，讲述了“少年江川絮的理想国从
建立到崩塌”的故事。该书以江川絮的
成长为主线，涵盖了故乡、家庭、校
园、友谊及少年内心等各个领域。书中
借助大量戏剧性的掌故及隐喻，将梦境
与现实相糅杂，精心营造出贯通始终又
层层递进的意象，将成长路上的彷徨与
求索刻画得入木三分，带有浓重的浪漫

主义色彩和寓言特征。作家曹文轩评价
该书：“一个如寓言般看似荒诞不经的
故事读来却如同镜像，真实得让人觉得
有些触目惊心。‘讥讽瞳’明显是个隐
喻的符号，就这样半真半假、半醉半醒
间冷眼打量着世间的芸芸众生相。天马
行空、神驰八荒、嬉笑怒骂、玩世不恭
的背后却掩藏不住竭力勘破人生迷障的
纯真与想象、浮世中的坚守，这多少让
这部作品有了一丝悲壮的意味。”

（王菡娟）

长篇小说《无杭》出版

日前，中国编译出版社正式出版
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系教授萧延中的

《中国思维的根系》。该书是一本关于
中国古代思维特质的研究笔记，从整
体的认知论域出发，探寻中国思维的
基本特征和呈现形态，力图在与西方
汉学的对话中，在新的视角下，重新透
视中国先人的历史境况和思想逻辑，
以此唤醒、重现中国思维的“语法”。萧
延中认为，中国思维是形塑中国精神
特质的重要历史能量，而中国思维的

“第二域”，即中国古代思想者论证具

体问题时所持有的一般性认知规则、推理
形式和思维路径，是规定“中国之所以为
中国”的关键要素。该书由两大部分构成，
第一部分以论说为主，主要阐述中国政治
思想“第二域”的基本特征，讨论中国思维

“分类”的独特路径、隐喻性逻辑推理方式
和“有机整体论”的思维建构，分析中国传
统思维中“身体认知”的主要内容和基本
功能，提出中国思维的象征与仪式意义。
第二部分则聚象于中国政治思想“第二
域”的呈现形态，进一步对以上宏观问题
展开考察。 （张丽）

中央编译出版社推出《中国思维的根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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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 12 日，作家出版社 2020 年度
好书终评结果在京揭晓。据悉，为向
广大读者展示 2020 年度优秀图书作品
及在文学出版领域取得的优异成果，
作家出版社成立年度好书评选工作小
组，从该社 2020 年 1 月至 12 月出版的
图书中初评出了 32 种年度好书候选图
书，并于 2020 年 12 月 29 日至 2021 年 1
月 4 日进行了网络投票，得到了读者
朋友的踊跃参与。本届年度好书终评

评委阵容强大，由著名文学评论家、
知名文学期刊主编等组成。最终，经
过专家评委评选，并综合读者网络投
票情况，评出了作家出版社 2020 年年
度好书 20 种，张平的 《生死守护》、
刘庆邦的 《女工绘》、张之路的 《吉祥
的天空》、聂震宁的 《阅读的艺术》、
王 蒙 的 《笑 的 风》、 贾 平 凹 的 《暂
坐》 以及 《脱贫攻坚题材报告文学丛
书》等一批名家名作获选。 （谢颖）

作家出版社公布2020年度好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