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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江山

一声春雷呼唤
一声号角辽远
以坚定信念宣言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

你是滋养万物的大地
衣食父母的高天
你是奔腾的黄河母亲
顶天立地的巍巍泰山

你是永不干涸的大海
星火燎原的烈焰
你是真正的铜墙铁壁
推动历史车轮的力量源泉

这是真理的光辉
这是旗帜的灿烂
民心向背就是命运江山
为民所愿红色江山永远

这是如磐的宣言
这是红色的答卷
民族复兴的大路风光无限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

人民至上

让赤子心紧贴民心所想
人民如天时时向你仰望
冷暖与安康牢记心上
人民至上是誓言的担当

民心是红色江山的守望
使命在肩追寻人民向往
党心民心汇成交响合唱
人民至上是前进的力量

人民至上 人民至上
春风雨露大地昂扬
人民至上 人民至上
红色永恒山河花香

人民至上 人民至上
江山万里浩浩荡荡
人民至上 人民至上
中华民族屹立东方

人民选择

你知道鲜红的旗帜为谁血染
烈士的生命为谁奠基
你知道先锋在前为谁流血流汗
谁引领道路越走越宽

你知道谁视人民如厚土高天
谁为老百姓赤诚奉献
你知道谁与人民情深心心相连
什么样的日子越过越香甜

选择了你
就像江河奔向东方
大海拥抱起太阳
直挂云帆乘风破浪
长河当歌乾坤朗朗

选择了你
就像大地选择了雨露
家园选择了阳光
勇立潮头旗帜高扬
人间正道是沧桑

人民万岁

旭日每天东升
小草春风吹又生
可比天上星月
大地生生不息的葱茏

无垠大海的心胸
慈祥母亲的颜容
逐浪长河涛涌
播洒天地大爱恩重

啊，天下百姓
耕耘岁月
踏歌雷鸣
人民万岁
激荡长空

啊，天下百姓
托举山河
气贯长虹
人民万岁
江山永恒

（作者系十二届全国政协文史和学
习委员会副主任，内蒙古自治区政协原
主席）

人民颂歌
陈光林

喀什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喀什地
区行署所在地，是一座地处我国最西端
的边陲城市。喀什，是喀什噶尔的简称，
意为“玉石集中之地”，千年古城，95%以
上居民为维吾尔族。10多年前，因工作
两次到喀什。今年7月第三次到喀什，
真切地感受到，喀什变了，有亲和力了，
焕然一新，一派东风入律、民安物阜的
景象。不由得想起了宋人欧阳修词《浪
淘沙·把酒祝东风》中的一句：“今年花
胜去年红”。

喀什，一座焕发了生机的古老城
市。喀什三面环山，一面与我国最大的
沙漠塔克拉玛干大沙漠相连。前两次到
喀什的突出印象，天是灰蒙蒙的，树叶
上裹着一层淡淡的黄土，不多的花和草
的颜色，离不开一个基调——土黄色。
街道上、巷子里、墙角边，随处可见沙尘
和垃圾。喀什古城是我国保存较为完整
的具有典型西域风格的迷宫式城市街
区，拥有1000多年的历史，是新疆第
一座历史文化名城，民居多以土木、
砖木构成。10多年前的古城，饱经历
史的风霜，破败、式微的古城里，道
路凹凸不平，房屋杂乱无章，行商坐
贾寥寥无几。而今，蓝天白云之下的
喀什，花木扶疏，整洁有序。古城，
经国家投入巨资整修，实施危建维
修，改造水、电、路、气的安居工程
后，风格依旧，气象一新，生机盎
然；新区，逐渐扩展，道路宽敞，高
楼林立，发展有力，生气勃发。

在1.57平方公里、1.2万住户、近
4万居民的古城里，吃穿用度的商铺
次第连接，特色民宿、酒吧，各领异
趣。砖雕为墙，木雕为门窗，石膏雕
作内饰，现代设施一应俱全的民宿，
一晚680元，尚且一房难求。走过夜
里11点左右古城的欢悦，再走过清晨
7点半以后古城的静谧，在拍摄景观
之余，游目骋怀，薰风扑面，遂在手
机里写下这么一段话：“喀什古城，慢
慢地收拢昨夜的欢喧，又轻轻地释放
今晨的热情。古城，用千年的胸怀，
拥抱八方宾客，温润远方游子……”

喀什，一座洋溢着祥和、欢笑的
城市。《百年喀什展》的最后是一面微

笑墙，上有 100位有老有小、有男有
女的喀什居民微笑的头像，压图标题
为“微笑是喀什人民表达幸福最直接
的方式”。诚哉斯言！第三次到喀什，感
到最大的变化之一是喀什人脸上的安
详与笑意。

行走在古城的街巷里，那翛然自得
的老人，适意地坐在自家门前，漫看过
往游客。嬉戏玩耍、追逐打闹的孩子，看
到游客注视他们时，就自然清脆地道一
声：你好！普通话讲得字正腔圆。当照相
机镜头对向他们时，则用鲜花盛开般的
笑脸迎着镜头。我抓拍在街中小花园玩
耍的4个维吾尔族小女孩时，年龄最大
的小女孩遮住脸说，别拍我，拍她们。我
问为什么？她说怕被老师看到，批评她
只知道玩不做作业。我保证不让老师看
到时，她才笑着让我拍了。同行的同事
讲他偶遇两位来自江苏的年轻游客的
故事。他问他们到喀什旅游感觉如何，
他们说感觉很好，很自在惬意。昨夜在
餐吧吃饭时，驻唱的维吾尔族歌手说，
今天有两位汉族兄弟在场，我专门为他
们唱一首汉语歌。气氛很融洽，维吾尔
族兄弟对我们很好。听完这段小故事，

“美美与共”一词，几乎让我脱口而出。
在浩罕乡中心小学，几十位维吾尔

族孩子合唱《喀什的孩子》，稚嫩的童声
直拥耳蜗，平白如话的歌词直撞心底。

“你想要走进我的心，不用太多的言语，
我想要为你的梦想，接上最美的翅膀
……天边的路汇聚着爱，成就梦想，多
年的这个愿望，被你的目光照亮。帕米
尔的山谷间，鸟语花香……我们是喀什
的孩子，沐浴着阳光，在温暖的草地上，
快乐成长。”歌声让我感动，孩子们合唱
完后，我和同行的一位走过去，说想与
孩子合个影，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孩子
们一下子簇拥上来，拉着我们直接坐在
地上，他们摆出各种表达喜悦的手势和
姿态，一张相隔一代人的即兴合影，就
这样被收入了镜头。

喀什，是一座多彩、有趣的城市。进
入古城的老街、老巷，有年头的房子、有
故事的老房子比比皆是。在那座色彩斑
斓的百年老茶馆不远，一个木雕的门上
方匾牌上写着：“爷爷泡的茶”，在爷爷

两个字的后边，还加画了一位头戴小花
帽的维吾尔族老人的头像。再走不远，
则是一个网红打卡地——有名的制馕、
卖馕的铺子。敞开的棚子，上面长长的
木板上写着“爷爷的爷爷的爸爸的馕”。
正在卖馕的是个小伙子，如此说来，是
六代人都用心、用情地做馕，是真正的
祖传手艺了。在步入餐吧、酒吧巷口
时，一溜木制的招牌让我驻足，让我莞
尔。“‘特别能吃苦’这五个字，我做到
了前面四个”，“年纪轻轻，体重不轻”，

“我想要两朵花，有钱花，随便花”，“余
生很贵，请别浪费”。在酒吧门上，则写
着：“日出到日落，晚上怎么过？此店坐
一坐，让你不寂寞”，“单身便利店，酒
到病除”。写了什么，讲了什么，甚至会
演绎出什么桥段，并不重要，重要的是
心情、心态，是人间的烟火气。“人生有

味是清欢”。自嘲、幽默和放松、放下，
可以说是开心快乐、多彩生活的一种
表达方式。

喀什，是歌舞之乡。都说维吾尔族
的孩子，会走路就会跳舞，会说话就会
唱歌。傍晚的吐曼河畔，处处可见唱
歌、跳舞的人。喀什是瓜果之乡、美食之
乡，喀什美味，竟被有意写成“喀食美
味”。《诗经》讲“七月食瓜”，7月初虽然
尚早些，但却是瓜果之香飘全城了。仅
就做馕一项，喀什就有4大类70多个品
种，日产馕260万个，年产值25亿元，利
润9.72亿元。馕成为喀什一张靓丽的名
片。与当地维吾尔族兄弟聊天时，他说，
在喀什搞餐饮的人，在喀什干不下去
了，就到外地去发展。他还怕我听不明
白，进一步解释说，一流的留在喀什，二
流的到外地去了。喀什古城还有油画一

条街，虽然难以媲美当年深圳的油画一条
街，与北京的“798”也不可同日而语，但确
有西域的风格特点。买一幅带回家中，可藏
储一份喀什的记忆。

当地人讲，不到喀什，不算到新疆，不
到古城，不算到喀什。我真心想说，喀什，
你的别名叫“古城”。喀什，是我国太阳最
晚落山的地方，是居民与游人歇息最晚的
地方。盱衡喀什，千年古城，岁婉心和，天
地清宁，洋溢着吉祥与安康；千年古城，历
史风貌、风土人情与现代的物质文化，茹
古涵今，相融共荣。吐曼河水辉映着的喀
什风貌、情景、变化、发展，“花开不语，芳
华烁烁；花落不言，余香阵阵。”“耳闻之，
不如目见之；目见之，不如足践之”。谓余
不信，可亲往之。

（作者系全国政协委员、教科卫体委
员会副主任）

“今年花胜去年红”
—— 喀 什 散 记

常荣军

7月 1日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大会在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我
有幸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
话，既欢欣鼓舞，精神振奋，同时作为一名
共产党员，又深感责任重大。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过去一百年，中
国共产党向人民、向历史交出了一份优异
的答卷。我们要继续“践行初心，担当使
命”，“自信自强，守正创新”。作为新时代
文艺工作者，我们的“不忘初心”就是要坚
守艺术理想，远离浮躁，耐住寂寞，勤奋努
力，创造精品。我们的“守正创新”就是要
善于从中华文化宝库中吸取精华，在继承
中转化，在学习中超越。守正创新也应该
是我们每个书法艺术工作者和创作者的
重要课题和光荣使命。“守正”要求我们坚
守中华民族最正宗的书法文化根脉。如果
没有这种坚守，就失去根，失去了魂，将来
的所谓创作必然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守正就要正本清源。

习近平总书记曾经指出，要“自我净
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这就
意味着先要正本。在书法的学习与创作
中，我们同样需要这样。虽然改革开放以
来，我们国家在文化艺术领域取得了丰硕
的成果，但当下的艺术界包括书法界，仍
然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比如有的创
作者不愿在学业上下苦功，而是经常琢磨
着如何通过捷径入展获奖；有的不注重自
身综合修养的提升，却热衷于包装炒作；
有的不重视对优秀传统的深入挖掘，要么
跟风追星，要么信手涂鸦；也有的不愿谋
发展，不敢谈创新，而是以完全模仿古人
为最高追求；还有的取得了一点成绩就沾
沾自喜，甚至骄傲自满，缺乏精品意识和
进取精神。这些都有悖于对先贤们的高雅
传承，同时也亵渎了广大书法追随者的审
美情趣。

这些问题需要我们深刻认识守正创
新的重要性，并不断探索实现守正创新。坚守优秀传统并不是简单地照搬前人
外在的形式，发展与创新才是根本，才是硬道理，才是书法艺术的生命所在。如
果没有了发展与创新，我们也就失去作为书法艺术工作者及创作者的真正意
义。历史在前进，社会在进步，任何事物都在发展中展现新的面貌。习近平总书
记曾在一系列重要讲话中提出“创新性发展”的思想，我们应时刻牢记。但创新
并非写得越离奇、越古怪、人们越看不懂就越高明。创新性发展必须是在深厚
传统基础上不断对其赋予新的时代内涵，使之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时代审美
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适应。我始终认为，越是谈创新就越要谈继承，“惟善用
古者方能变古”，不忘历史才能开创未来。可以说，继承越深入越扎实，创新也
就越自由越持久。只有深刻研究了传统，才有资格谈突破传统，也才有可能突
破传统。同时我们还要真正认识到，创新不仅仅是技法技巧问题，它还要求我
们具备较为全面的综合修养和高尚的精神追求。

同时我们还要以实际行动践行习近平总书记“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始
终坚持艺术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这个根本方向，永远和人民群众融
为一体。一方面真诚地向广大人民群众学习，从生活中悟得创作灵感；另一
方面，力争以高雅的作品奉献给社会，奉献给人民！

（作者系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书法家协会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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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李迪离开我们已经一年了。他
生前曾五下黄河岸边的山西省永和县，
深扎这片土地68天，饱含深情地创作了
近30万字的长篇报告文学《永和人家的
故事》，生动展现了在脱贫攻坚中永和普
通百姓的真善美。为了纪念这位把人民
放在心上，把故事讲到人心里去的作家，
永和人民在永和第一高级中学校园内建
立李迪广场，为李迪立塑像，创设李迪事
迹陈列馆。一个为人民书写、为人民放歌
的作家，人民就不会忘记他。

在所有朋友的印象中，李迪和同样
已过古稀的作家蒋巍一样，喜欢穿红色。
或许，上了年纪的人都喜红，红色喜庆、
热情，也像他们俩的性格。他俩也因此常
被朋友们戏称为“红衣少年”。

每次见到李迪，或是同他微信交流，
他永远都是那么谦逊，热情，开朗。这是
一位练达、通透之人，始终像一团扑不灭
的火焰。他喜欢热闹，有他在的场合，从
不必担心冷场，不必担心有尴尬、为难或
困窘。他是热情的，又总是诙谐幽默的。

他似乎永远年轻，因为他总是“没大
没小”。平时，他时常把新近发表的作品
转发给我。每次当我肯定和赞美他的成
绩时，他总是说，“贤弟”我这是在鼓励
他，我的鼓励永远是他前进的动力。无论
是当面，还是在微信上，他对我都只用一
个称呼：“贤弟”。——这，或许是因为我
俩都姓李吧。尽管我比他小差不多 20
岁，但他显然是真心把我当作可信任的
本家兄弟看待。

斯人已逝。现在回头重读他和我的
微信对话，感觉他确实酷爱文学，视文学
如命；他确实很在乎我这个“贤弟”对其
作品的看法和评价。

事实上，他的作品不断地被改编成
影视剧，在受访对象和普通读者那里一
直都拥有很好的口碑。——这一切，便足
以证明他的作品的影响力和成就了，根
本无需像我这样的专业读者“锦上添花”
置喙肯定赞美。

从 2009年采访撰写长篇报告文学
《丹东看守所的故事》始，李迪便被树为
中国作家深入生活的典型。他自己说：

“生活是口井，靠着井有水喝。”为了写好

丹东看守所的故事，他7赴丹东，甚至有
3年的春节都是在看守所里度过的。为
了近距离地接触和采访关押在看守所的
嫌犯，他主动要求吃住在看守所里。他的
宿舍就在审讯室隔壁，与嫌犯的“牢房”
几乎紧挨着。这样，他就可以随时找嫌犯
和看守所的管教来采访交流。有一次，采
访结束时已近深夜，当他在看守所院内
背着手，微驼着背，慢慢踱回宿舍时，高
墙之上的哨兵将探照灯照射向他，李迪
赶紧大声喊道：“别开枪！别开枪！我是好
人！”哨兵得知这是来看守所采访的作家
后，每天深夜，当李迪踱回宿舍时，他都
特意打开探照灯，照亮李迪脚下的路。

《丹东看守所的故事》发表和出版
后，获得了文学界和社会各界的广泛好
评，又被迅速地改编成电视连续剧播出，
产生了很好的社会反响。

后来，李迪应公安部门邀请，采访了
江苏扬州、徐州、无锡，浙江湖州和广东
深圳等地的公安干警，撰写了一系列的
警察故事，产生了很大反响。他又参与了
对沙漠公路守护者、加油站员工、山西永
和脱贫工作的采访，2019年9月起，应邀
参加中国作协脱贫攻坚题材报告文学创
作工程，负责采访湘西十八洞村。

应该说，这项任务颇具挑战性。因为
在此之前，已有多位作家采写过十八洞
村的故事而且产生了较大反响，再去采
写而且要写出新意写出彩来殊为不易。

在作协举行的动员会上，我对他说：
“您这是老将出马，我们完全信任您！”

——这句简单的话，竟然给了他很
大的激励。他后来几次三番对我表示：

“绝不会辜负贤弟的期望！”让我感佩至
今。

当年11月，李迪开始前往十八洞村
采访。为了拉近距离，李迪还和采访对象
一起干活、烧火，聊天。村民们都觉得这
位北京来的作家很亲近，一点儿架子都
没有。山区寒凉，李迪后来说，他在湘西
时受了寒腰疼犯了。后遵医嘱静养了两
个月。然而，他一直惦记着作协的这项创
作工程，始终心心念念耿耿于怀。

2020 年 3 月至 5 月，他强忍着身体
的病痛与不适，硬是在病榻上写完了《十

八洞村十八个故事》。这部书稿或许还会有
一些不够完美的地方，但是，它的确是李迪
的心血之作、生命之作，是他用生命的最后
精力和火力吐出的最后一根丝，发出的最
后一点光和热！——这部书，连同他此前刚
刚完稿的《永和人家的故事》，如今竟然成
了他的绝笔之作！这，能不令人扼腕叹喟，
唏嘘不已！

在采写十八洞村过程中，李迪偶尔也
给我发来微信。因为他毕竟已年过古稀，我
一再叮嘱他要保重身体，别太累着了。后
来，得知他受寒生病，我更是再三劝慰他注
意休养，不要着急，身体最要紧。

但是，他显然丝毫没有忘记自己的“承
诺”。因为按照协议，作者须在6月底之前
完稿。5月下旬的一天，他在给我的微信上
录音留言：“贤弟，我终于完成了作协的任
务！我生病了，要去住院了。”声音很轻，如
释重负。

我很吃惊，但是以为他这只是作家和
老年人常见的一些腰椎颈椎之类的毛病，
应该很快就能治愈出院。没想到不久后便
听说李迪病危，我大为震惊。经历了病情的
反复，李迪，这位热爱生活，热爱文学，热爱
亲友，始终乐观而且坚强的人，终于在2020
年6月29日上午9时永远地告别了他所热
爱的人们和这个时代。

李迪原先以小说出名，年届花甲之后，
他突然发现，注重真实性的报告文学更适
合自己对时代的理解与表达。从此，他便一
发不可收拾，从《丹东看守所的故事》《警官
王快乐》《004号水井房》《听李迪讲中国警
察的故事》《深圳警察故事》，到《加油站的
故事》《永和人家的故事》《十八洞村的十八
个故事》……他的创作如汩汩泉涌，滔滔江
水，接二连三地推出了一部又一部令人叫
好的报告文学。他喜欢讲故事，擅长讲故
事，讲属于这个时代的平常百姓的故事。他
是真正理解了作家要把故事讲到人心里去
的创作要旨，这些故事全都采撷自鲜活的
生活，接地气、带露珠、有温度，因此，他的
作品总是特别受普通读者的欢迎和喜爱。
怀念这个酷爱讲故事的“红衣少年”，这个
把作品写在人民心上的作家。

（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创研部副主
任、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副主席）

怀念那个讲故事的人
李朝全

艺文艺文艺文 丛谈丛谈

喀什掠影
常荣军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