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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个文学工作者都有自己最熟悉的写作领
域，或者叫“领地”。我的“领地”在平原，是生活着几
千万人口的大平原。这里一马平川，四季分明，平均
气温 16.8℃，植物丰茂，可以说“插根棍子都可以发
芽”，是历史上中华民族世世代代赖以生存的中原腹
地，也是儒家文化浸润最深的一块土地。这里鸡犬相
闻、人口密集，几乎每一寸土地都是被后人修饰过
的，已经没有原始的东西了。在这块地域生活的人们
可以用 16 个字概括：吃苦耐劳、坚忍不拔、不择手
段、生生不息。

多年来，我一直行走在平原上，每年都会下去走
走、看看，也可以说是在研究平原。平原是我的家乡。
在文学创作上，我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平原”，就有了
一种“家”的感觉。可以说，我作品中的每一个人物，
都是我的“亲人”，当我写他们的时候，我是有痛感
的。所以，我一直是把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人们当作
我的写作方向。我是把在这块土地上生活的人们当
作“植物”来写的，写“土地与植物（人）”的关系和生
命状态。我曾经把自己数十年对这块土地的认知与
探索写在了我的 3部长篇和一些中短篇小说里，如

“平原三部曲”《羊的门》《城的灯》《生命册》等。
自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社会已发生了巨大变

化，这种高速旋转式的变化常常让人目不暇接，甚至
是目瞪口呆。思考在大变革甚至大迁徙中的中原人
的生存状态常常有力不从心的感觉，就像是前方突
然失去了目标。比如，30 年了，中国取消农业税后，
土地的承包方式发生了变化，由原有的一家一户的
承包制转向租赁制或向大户集中，由于农民一批批
地流入城市，农民的生活方式也发生了变化，乡村已
不再是原有意义上的乡村了。尤其是随着城市化进
程的飞速发展，原始意义的农耕社会正在土崩瓦解。
在平原，真正意义上的农民已逐渐演变为流动着、迁
徙中的一个个“背着土地行走的人”。他们或个体、或
家族、或群体，在大变革的潮流中被夹裹着四处奔
突，从方方面面改变着旧有的生活方式。比如，杭州、
深圳有中原农民群体组成的出租车司机群落。我出
差时了解，他们多数是豫东平原上走出的“周口帮”，

一问就说：周口的。比如：北京有经营蔬菜的乡帮（多
来自豫北）、当保姆的乡帮（多来自豫南，一问就是：
驻马店的）、搞建筑的乡帮（多是豫北、豫东的，一问
就说：林州的）；往西，新疆有大批从拾棉花开始而留
下的现在成为小商贩群体和承包土地的河南乡
帮……他们过着一个带一家，一家带一族，一族带一
村，以村为群体的、先漂泊后定居的“复制、印染式”
的生活方式。这是连根拔起的一种生活，是疼痛与憧
憬并存的一种生活。

我所居住的城市郑州30年来一直在大拆大建，
道路每天都在变化，常常从外地出差回来，就认不得
回家的路了。每当我看见坐在马路牙子上端着大碗
吃饭的民工时，心里就疼，我就觉得我是他们中的一
个，就像伊朗剧作家阿巴斯说的那样，作为一个作
家，当“车轮滚滚向前时，我们仍要关心那些趴在铁
轨上酣睡的蝴蝶”。

比如，在我住的小区里，早年曾有一个小伙子，
他每天在小区里打扫卫生也捎带着收破烂，见人就
点头。前些天，我跟他聊天，很惊讶地发现他不但已
娶妻生子，孩子已在城里上学多年，一个已读大学
了，而且还买了两套小户型房子、两个车库。进城20
多年了，农民也已开始在城里置家置业了，早已不仅
仅是打工一族了。我原以为，从农村走出来的打工族
是买不起房的，可我错了。我发现，改革开放 30 年
来，对农民来说是一个自发的大流动、大迁徙的时
期。农民已非原来意义上的农民了。由于身份的变化
带来心理的变化，由于心理的变化带来了生活方式
的变化。我在宁波遇见一个老乡，一个做生意富了以
后躲起来的人。他被老乡骗了两次后，不愿再回家
乡，也不愿见老乡、熟人。他成了一个富有的躲藏者。
对此，我的思考远远不够。

对中国乡村来说，改革开放带来的变化是方方
面面的。一种是走出去的，另一种则是由生产方式的
改革而实现城镇化。

比如，早年我曾经采访过一个村庄，这个村子原
来做“枪杆”，就是那种长矛的杆。后来枪杆作为武器
不让做了，他们就改做杆秤。祖祖辈辈都是一边种田

一边做杆秤为生。解放后有一段时间“割资本主义尾
巴”，杆秤也不让做了，只有个别人家偷偷做。改革开
放后，他们有一段时间又开始做杆秤了。可没过多
久，这种旧式的杆秤就没人要了。后来一些在外打工
的年轻人带回一些新式的弹簧秤、电子秤，一些头脑
灵活的就学着做，结果生意很好，一村人都做。于是，
这里由一个村子逐渐地演变成了一个镇的规模了。

再比如，前不久我又去信阳看了一个名叫郝堂
的村子。这是一个美丽的小山村，这里的一切都按自
然形态发展，山村、瓦舍、荷塘、稻田……现在已成了
全省有名的旅游景点。当地政府的一个乡长讲了一
个很好的观点，那就是郝堂的发展要尊重自然环境，
尊重村庄的原始肌理，尊重群众的意愿。郝堂村的建
设，从某种意义上讲，是对中国乡村重新认识的新的
视角，也是一个真正关注民生民意的视角。

中国在变化中，中国的农民在变化中，中国的乡
村在变化中。在城市化进程中，一部分农民虽然进了
城，但仍然是精神上的流浪者、漂泊者。一部分留守
者也已丧失了再造精神家园的可能。在这样一个时
期，文学已落在了后边。文学是时代的声音，也是人
类生活的先导，时代在呼唤文学的黄钟大吕。作家更
应该顺应时代的发展，贴近生活，贴近人民，与时代
同呼吸共命运。然而，这又是一个变化中的时代，是
一个多元的、无序的、行进中的时代，是希望与绝望
并存的时代，是高歌猛进而又物欲横流的时代，陌生
化已成为这个时代的特征。可我们被时代裹挟着，被
互联网裹挟着，我们就像是背着土地行走，却步履艰
难。看见了高山，可我们丢失了“金色的麦田”，我们
自己的麦田。这一切正是我们要重新思考的。

总之，在这样一个特定的时期里，习近平总书记
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非常重要、及时、温暖。
对每一个文学艺术工作者都显得语重心长，发人深
省。由此，作为一名文学工作者，通过学习讲话精神，
我更愿意踏踏实实做一个坚守文学品格和文学创新
精神的探索者，做一个为人民写作的“麦田的守望
者”。

（作者系河南省作家协会主席）

10月 15日，文艺工作座谈会在北京召开，习近
平总书记发表了重要讲话。习总书记的讲话，是对
72年前延安文艺座谈会的继承和发展，是新的历史
条件下极其重要的、事关我国文艺事业发展繁荣的
纲领性文件，是新中国文艺发展的一座新的里程碑。
10月 22日，全国公安文联、全国公安作协联合召开
了全国公安文艺工作者座谈会，认真学习了习近平
同志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座谈心得体会，交
流工作经验，探讨公安文艺创作的发展和繁荣。与会
代表重新学习了习总书记的讲话，纷纷踊跃发言，畅
谈学习体会，一致认为：习总书记的讲话令人振奋，
发人深省，给人鼓舞。我们一定要认真学习，坚决贯
彻落实，努力开创公安文学创作的新局面。

公安题材文学是社会主义文学阵营中一支不可
忽视的力量，一种不容轻视的文学样式。它以英雄文
学、忠诚文学、法制文学的特色为标志，坚持现实主
义创作，坚持弘扬社会主义主旋律和中国精神，坚持
法治中国、法治文化建设，素来以昂扬向上、激情充
沛、爱憎分明的特色而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欢迎。在
公安部党委和中国作协的正确领导下，全国公安作
协自成立以来，始终坚持正确导向，抵制不正之风，
引导公安系统作家沿着正确的创作方向前行，组织
创作出了一批优秀的公安题材文学作品。如在2013
年的全国公安系统“清网行动”中，我们在中国作协
的支持和配合下，组织了一批优秀作家深入公安一
线采风，亲身感受基层公安民警的火热斗争生活，创
作出一大批贴近生活、贴近民警的文学佳作。天津市
作协副主席王松为此创作的长篇小说《流淌在刀尖
上的月光》，刚刚获得了全国金盾文学奖。近年来，我
们的文学培训工作也有了跨越性的飞速发展，和鲁
迅文学院密切合作，先后成功举办了 3期公安作家
班，培养了队伍，形成了气候，掀起了公安文学、公安
文艺的创作热潮。我们的工作与创作实践，充分证明
了习总书记所说的，一部好的作品，应该是把社会效
益放在首位，同时也应该是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
统一的作品。优秀的文艺作品，最好是既能在思想

上、艺术上取得成功，又能在市场上受到欢迎。习总
书记的讲话，极大地鼓舞了我们所有的公安文学创
作者，正如刚刚以长篇小说《女子中队》荣获中宣部

“五个一工程”奖的公安作家、吉林省梅河口市公安
局政委李春良在座谈会上所说，过去我们写主旋律
的公安题材作品，总被一些人看不起，认为不入流。
习总书记的讲话鼓舞了我们，使我们有一种拨云见
日的感觉，坚定了我们为人民警察写作、为人民群众
写作的决心。

习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讲，文艺不能在
市场经济大潮中迷失方向，不能在为什么人的问题
上发生偏差。习总书记的讲话，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当
前文艺创作中存在的某些严重问题。习总书记的讲
有很强的针对性，是对文学界、影视界的诸多不合理
现象的批判。习总书记讲，低俗不是通俗，欲望不代
表希望，单纯感官娱乐不等于精神快乐。文艺不能当
市场的奴隶，不要沾染了铜臭气。这样的见解振聋发
聩，指出了问题的根本，非常值得我们深思。在全国
公安文艺工作者座谈会上，公安文艺工作者纷纷表
示：要认真学习习总书记的讲话精神，坚定自己的信
念，努力抓好公安文学的组织和创作，不断推出优秀
的公安题材文学作品，既要坚持自己做到德艺双馨，
更要坚持整个公安文学创作的导向。

当然，我们也清醒地看到，公安题材文学创作目
前也确实存在着诸多的不足和缺陷。中央政法委书
记孟建柱同志在任公安部长时曾说过一句话：公安
战线不缺一流的故事，但缺一流的表达。这是对公安
文学创作现状的中肯的批评，也是对我们从事公安
文学工作的同志们的勉励。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
要求：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创作更多无
愧于时代的优秀作品。学习习总书记的讲话，我们体
会颇深。在全国公安文艺工作者座谈会上，大家结合
自己的创作体会，很多同志谈到作为受党教育多年
的公安文艺工作者，应该有担当有责任，有良知有自
觉。要切忌浮躁，要有在艺术上精益求精的追求。大
家说，任何文艺创作都离不开生活，一个人在艺术上

的追求，是自己的努力也是生活的恩赐。公安战线，
波澜壮阔，血雨腥风，生与死的考验随时伴随着我们
每一名民警，我们每年会有400至500名人民警察牺
牲，几乎是天天有牺牲，时时有流血。我们新疆兵团
公安局一位优秀的散文作家告诉我，他写作时，办公
桌上放着的是一支冲锋枪和一支手枪。这样的生活，
才能激发出最振奋人心最惊心动魄的作品，才能最
好地诠释正能量的真正意义。习总书记在文艺工作
座谈会上提出，文艺是时代前进的号角，最能代表一
个时代的风貌，最能引领一个时代的风气。实现“两
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
国梦，文艺的作用不可替代，文艺工作者大有可为。
这样的勉励，我们感到深受鼓舞。公安文学大有可
为，公安文化大有可为，我们要继续为公安题材文学
的发展而努力，不仅要有“高原”，还要有“高峰”，要
努力拿出最好的公安题材文学作品。

我们要从现实和历史的高度充分认识和学习习
总书记重要讲话的伟大意义，要看到文学在深化改
革，在实现伟大中国梦的历史进程中的重要地位和
作用，特别要深刻认识公安文学、公安文艺在依法
治国的进程中的重要作用，认识自己所担负的历史
使命和责任。习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使我们每一个
从事文艺工作的同志都倍感兴奋和鼓舞。作为公安
文学创作队伍的成员，作为从事着有英雄文化、忠
诚文化、法制文化特色的公安文化事业，为公安工
作和公安队伍建设、肩负文化强警职责的公安文学
工作者，我们更是倍感振奋。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
讲话如春风化雨，给全国的文化艺术界带来了一股
清新的空气，端正文艺方向，澄清文艺思想，指明
前进道路，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指引着我们
的文艺工作健康发展。我们在深受鼓舞的同时，更要
有决心，努力学习领会习总书记的讲话内涵，并在实
际工作中贯彻落实，繁荣公安文学创作，创作出更多
的优秀作品。

（作者系全国公安文联秘书长、全国公安作协副
主席）

做一个“麦田的守望者”
□李佩甫

创造更多的“一流表达”
□张 策

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 推动文学事业大发展大繁荣推动文学事业大发展大繁荣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对文学艺术论述的核
心，是以人民为本位的文艺观，是关于社会主义时代的美和文艺
本质的观点，以及关于社会主义文艺的审美特征和美学规律的
论述。习近平总书记尊重艺术规律，倡导按照文艺的特征和规
律办事，这些见解极大地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美学和文艺学的理
论宝库。

对社会主义时代的美的规定
在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中，涉及了“信仰之美”、“崇高之

美”、“文质之美”、“自然之美”、“生活之美”、“心灵之美”、“美的
发现”、“美的创造”等许多美学范畴和概念，提出了“传承和弘扬
中华美学精神”的重要命题。在这里，没有对美的本质及其范畴
作专门的论述，其丰富的美学思想主要表现在他有关社会理想
和审美理想的论述之中。而社会理想与审美理想的统一，通过
社会理想来阐述审美理想，这恰恰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们对
美的本质研究的基本途径和方法。因为在马克思看来，共产主
义是一个自由的世界，也是人类梦寐以求的美的世界。而这种
自由、这种美，则是人类实践对世界改造的结果。人与自然历史
地具体地通过人的社会实践活动对立而统一起来，人在能动地
改造客观世界中，展现了自己的本质力量，发展和完善了人类的
本质力量。美是人的本质力量在实践中对世界改造的标志，美
就在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和谐自由的关系当中。马克思对美
的本质的规定，为马克思主义美学理解美的一般本质，特别是社
会主义时代美的本质，开辟了一条无比广阔的道路。

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正是在马克思的这一基本思想的基础
上，来理解社会主义时代的美的本质的。他明确把“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为广大文艺工作者所担负的历史使命
和所追求的崇高理想。在习近平总书记看来，社会主义的本质
不只表现在它的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和社会生产力方面，而且还
表现在它的时代精神方面，所以他说：“广大文艺工作者要高扬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旗帜，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生动活泼、
活灵活现地体现在文艺创作之中”。而体现这种时代精神的尺
度，就是“要把爱国主义作为文艺创作的主旋律，引导人民树立
和坚持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增强做中国人的
骨气和底气”，“只要中华民族一代接着一代追求真善美的道德
境界，我们的民族就永远健康向上、永远充满希望”。这里的真
善美的道德境界，也正是马克思所说的“是人与自然之间和人与人之间对立冲突的真正
解决，也就是存在与本质、对象化与自我肯定、自由与必然、个体与物种之间的纠纷的真
正解决”。习近平总书记对这种真善美的道德境界，对这种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自
由关系的论述，从美学的角度看就是对社会主义时代美的本质的理解。习近平总书记
是在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社会理想的论述中规定社会主义的本质
的，又是在对社会主义时代精神的论述中，阐述他的社会理想和审美理想的。他的社会
理想与审美理想就是这样得到完美的统一。

对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艺术创作原则的继承和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对社会主义时代美的本质的规定，同时也是对社会主义文艺本质的

规定，因为社会主义时代的艺术，从本质上讲就是社会主义时代美的反映。习近平总书
记把社会主义时代的美规定为是真善美的道德境界的全面展现，是新型的人与人之间
的和谐自由的关系，这就决定了社会主义的文艺应该通过引导人们“增强道德判断力和
道德荣誉感，向往和追求讲道德、尊道德、守道德的生活”，来表现改革开放的现实与追
求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统一。这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对社会主义文艺所要求
的：“艺术可以放飞想象的翅膀，但一定要脚踩坚实的大地……用现实主义精神和浪漫
主义情怀观照现实生活，用光明驱散黑暗，用美善战胜丑恶，让人们看到美好、看到希
望、看到梦想就在前方。”在这里，习近平总书记是把理智与情感、理智与意志、现实与
理想的统一作为社会主义文艺的基本形态，作为社会主义文艺创作的基本方法论原则
来加以肯定的。

习近平总书记把现实与理想的统一、现实主义精神与浪漫主义情怀的结合，作为一
种创作精神，这就必然地使社会主义文艺的创作方法成为了一个多样统一的结构整
体。它并不限定只能用一种方法来表现它，而是要求创作方法和表现形式的多样化，以
便于具体生动地表现社会主义时代的美的理想。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要坚持百花齐
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发扬学术民主、艺术民主，营造积极健康、宽松和谐的氛围，提倡不
同观点和学派充分讨论，提倡体裁、题材、形式、手段充分发展，推动观念、内容、风格、流
派切磋互鉴。”的根本意义，就在于此。

另一方面，这种社会主义文艺的基本形态和创作精神规范和制约着人们对创作方
法的选择，它要求人们依据社会主义时代的审美理想和中国的特殊国情，去选择所发挥
自身艺术个性的艺术创作方法。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用光明驱散黑暗，用美善战胜丑
恶”这一新时期文艺创作最根本的思想原则，应成为我们正确处理社会主义文艺创作精
神与创作方法关系的基本准则。

以人民为本位的文艺观
习近平总书记对社会主义时代的美和艺术的本质规定，始终是围绕着文艺为什么

人的问题，围绕着社会主义时代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个核心问题进行的。因为在习
近平总书记看来，“社会主义文艺，从本质上讲，就是人民的文艺。文艺要反映好人民心
声，就要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这个根本方向。”这既是社会主义时代对属于
它的文艺所提出的必然要求，也是人类文学艺术发展的基本规律在社会主义文艺身上
的具体表现。

以人的活动为中心反映特定的社会生活，这是文学艺术的基本规律。马克思主义
的经典作家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考察文艺，规定文艺属于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是经
济基础的反映。习近平总书记对文学艺术的考察，也是从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学说
入手来揭示文学艺术的本质特性的。但习近平总书记对文艺意识形态本性的揭示又与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有所不同。他认为文艺反映和作用于经济基础，实际上就是反映
以人民为主体的社会生活实践，文艺为经济基础服务,说到底就是为人民服务，并以此
为核心贯穿和解决其他一切文艺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对文艺本质特性的认识，由文艺
的意识形态性深化为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确立了“人民的文艺”这一以人民为本位的
文艺观，这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一个创举，也是对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一个
创新。这不但使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意识形态理论更加具体化和现实化，更重要的是使
整个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社会客体结构的基础上转向人与人的主体结构，理论的科
学内容从社会学延伸到人学、心理学、政治学，从而全面而又深刻地揭示了文艺与现实
生活的关系，赋予了马克思主义文艺意识形态理论以新的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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