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5年至 2007年我在驻马店汝南县

挂职期间及以后，连续发表了十几篇与挂

职相关的小说。一个作家只有贴近人民、

贴近生活，才能创作出人民群众喜闻乐见

的作品。这不是一句空话，只有当你真正

地生活在人民群众之中，你才会挖掘到他

们鲜活的语言、生动的故事和丰富的思想

情感。

一定要学会掌握从俯视到仰视的观

察视角。刚开始下基层的时候，我们总是

有一种天然的优越感，觉得自己是上面下

来的，掌握的信息资源比下面丰富，对政

策吃得比较透，文化素养比下面的人高。

综合来看，这些都没错，可能我们处理问

题的方式方法比下面更规范、更科学、更

有推广价值。但是，毕竟我们不接地气，

真正处理基层的问题，或者相对复杂的问

题，我们的能力赶不上基层的同志。比如

处理群体性事件，面对缺乏组织的人群，

我们往往无从下手，因为大道理没用。而

基层的同志，一个眼神、一句笑话就能拉

近相互之间的距离。所以我们深入基层，

首先要解决的是自己的心态问题，先当学

生再当先生，不然的话深入基层、扎根群

众就是一句空话。

一定要学会换位思考，以人民群众的

需求和思维方式来看待问题。从上面下

去的同志，生活水准相对都比较高。但

是，基层却不是这样，虽然大部分基层群

众都解决了温饱问题，但仍有部分群众，

因为孩子上学、大病返贫等特殊问题，还

是生活在贫困线之下。所以，我们思考问

题，看待问题的方式方法，一定要从这些

有特殊需要的群众出发，以免闹出“何不

食肉糜”之类的笑话来。再一个，基层的

群众受教育程度、见识水平、卫生意识以

及逻辑思维能力的限制，看问题、办事情、

说话可能有很多可笑之处，我们一定要用同情之心、关爱

之情妥善处理。我以一个小事举例，我们下去的时候跟基

层老百姓握手，人家会迟疑半天，害怕自己的手脏，伸不出

来；如果是这些老百姓先伸出手来，我们迟疑一下，他还会

走近你吗？我觉得很难，甚至不可能。

一定要升华深入基层扎根人民活动。不能庸俗化，

也不能照搬过去老作家下基层的方法。光靠与群众同吃

同住同劳动不行，人民群众的需求已经跟过去大不一

样。过去偏重眼前实际需求，很多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具

体问题；现在偏重的是长远的精神需求，是很多看不见摸

不着的东西。我们认为只有自己懂的东西，其实人家已

经从电视、电脑、手机上了解了，我们再闭门造车，根本行

不通，人家也看不起你。怎么把老百姓的长远精神需求

反映在我们作品里，是个问题。其实，我的《明慧的圣诞》

《马兰花的等待》《木兰的城》以及《城外的小秋》等作品触

及的都是这方面的问题：城

市化不仅仅是人进城了，而

是思想怎么进城，观念怎么

进城。如果人进去了，思想

没进去，他最终还是一个住

在城市里的农民，那么，我

们的城市化就不能说完全

成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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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坎坷人生路》为作家程
树榛的自传。全书以时间为
序，从童年起叙，直到当下，
作者恳切面对自己的内心，
以平和心态叙说数十年来复
杂、丰富的人生经历。作者在
后记中说：“我这一生坎坷多
难，每每在绝望中，总有好心
的领导和师友帮助化险为
夷，我对他们充满感激之情。
我对生活的热爱依然如昨。
只要一息尚存，我仍会笔耕
不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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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1月8日电 在第十六个中国记者节

到来之际，第二十五届中国新闻奖颁奖报告会8日在京

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刘云山会

见获奖代表，对党的十八大以来新闻工作的成绩给予肯

定，向广大新闻工作者致以节日问候。他强调，新闻战线

要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聚焦

“十三五”，深化“走转改”，激发正能量，为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提供有力舆论支持、营造良好舆论氛围。

刘云山说，“十三五”时期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的关键时期，事关国家发展、民族振兴、人民福祉。新闻

工作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就要聚焦“十三五”，围绕

党中央的战略部署，着眼促进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

发展、开放发展、共享发展，弘扬新的发展理念，展示新

的奋斗实践，讲好新的中国故事，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贡献智慧和力量。

刘云山指出，“十三五”发展最生动的场景在基层，

好新闻的富矿也在基层。要继续深化走基层、转作风、改

文风活动，深入基层报道中央部署的落实情况，深入群

众感受奔小康的生动景象，使“走转改”真正走进老百姓

心里，转出对群众的真感情，改出新闻队伍的好形象，使

我们的新闻报道接地气有朝气。希望新闻工作者树立正

确的新闻理想，保持我们的文化自信和价值观自信，恪

守职业道德，坚守社会责任，多做凝聚共识、提振士气的

工作，推出更多激发正能量的好新闻，更好凝聚广大干

部群众奋发进取、干事创业的精气神。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参加会

见。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刘奇葆参加会

见，出席报告会并讲话，就新闻工作者的社会责任问题

同大家进行交流。他强调，自觉履行社会责任是党和人

民对新闻工作者的基本要求。要在服务改革发展中彰显

社会责任，做改革发展的见证者、记录者和参与者、建设

者，积极投身实现民族复兴中国梦的壮阔征程。要在积

极引导舆论中彰显社会责任，增强引导意识，坚持正确

导向，提高引导水平，巩固壮大积极健康向上的主流舆

论。要在引领先进文化中彰显社会责任，高扬社会主义

先进文化的旗帜，传播文化精髓，推崇高尚精神，加强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宣传，在全社会激发和凝聚正能量。

要带头遵守公序良俗、保持高尚情操，以自己的模范行

动影响和带动全社会，在履行社会责任中实现新闻工作

者的价值。

中国记协主席田聪明在会上致辞。新华社、中央电

视台、吉林日报、北京电视台获奖代表先后发言。中央有

关部门、中央新闻单位负责同志和新闻工作者代表约

400人参加会议。

中国新闻奖颁奖报告会举行
刘云山会见获奖代表

本报讯（记者 黄尚恩） 10月 26日，由中共宁波市委宣传

部、宁波市文联主办，以“梦想照亮现实，文学走进大众”为主题的

第三届宁波文学周拉开帷幕。在为期10天的时间里，包括文学颁

奖、作品研讨、高峰论坛、作家讲座等活动如期举行。中国作协副

主席吉狄马加，浙江省作协主席麦家、党组书记臧军，以及数十位

作家评论家参加活动。

吉狄马加在开幕式上谈到，宁波以举办文学周的形式发现、奖

掖新人新作，让作家走进普通读者之中，这会有利于促进当地文学

事业的发展。此次活动还举行网络文学颁奖和网络文学论坛，让

网络文学得到更多作家、评论家的关注。提升网络文学创作，需要

网络作家相互鼓励相互促进，创作出体现现实关怀和担当精神的

作品，而评论家要建构新的评价体系。

为了集中推介宁波的青年作家，文学周期间举办了多场作品

研讨会、推介会。与会作家评论家分别对西维、陈慧燕、韩文建、赵

挺的小说，金黄的老虎、应诗虔、宇文珏的诗歌，干亚群、李九伟的

散文等作家作品进行有针对性的点评。大家谈到，青年作家的作

品应该充满锐气，不能太轻易就妥协于生活现实。他们在修辞和

技巧上没有太大的问题，但缺乏对时代和社会的宏观把握和深入

思考。

除了关注新人新作，文学周还举办了一系列主题鲜明的开放

式活动，为普通读者提供了与文学界人士直接对话的机会。金宇

澄和走走进行了主题为“讲故事的人”的文学对话；汪政与文学爱

好者交流了关于“价值、知识与话语”的思考；多位儿童文学作家走

进社区和中小学，与小朋友们进行互动交流。

文学周期间还揭晓了2015年度《文学港》杂志“储吉旺文学

奖”，东君和胡弦分别凭借短篇小说《约伯记·第廿四章十八节》和

组诗《定风波》获奖。而在首届网络文学双年奖评选中，猫腻的《将

夜》获得金奖，海宴的《琅琊榜》、沧月的《听雪楼之忘川》、烽火戏诸

侯的《雪中悍刀行》获得银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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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李晓晨） “有位画家曾经

说过，艺术家就像一根蜡烛，点燃他的只能是

生活。生活非常宽泛，点燃你的应该是那些细

节。”11月5日，画家、作家铁扬在他的散文集

《母亲的大碗》研讨会上这样说道。几个月前，

他再次前往《通往水库的路》里写到的村子，

“姑娘”西芹已老态龙钟，一点都不记得当年的

往事。铁扬一次次提醒，最后问，“还记得你鼓

起腮帮，帮我吹炕洞里的火吗？”西芹停了停，

记起了当年来写生的那个画家。“她过得很辛

苦，重病的父亲拖累她离了几次婚，贫穷，苍

老。”铁扬说着，再也说不下去了，想想，又问：

“如果这样的细节都不能打动你，点燃你，我们

是不是也太迟钝了？”

在《母亲的大碗》里，这样的细节很多：微

妙的婆媳关系，一只大碗道尽了中国家庭复杂

的情感；铁匠山下，二丫头耿耿于怀“我”到最

后都没有画她；那些在河滩上、玉米地里戏水、

打闹的姑娘们，她们如庄稼一般生长、旺盛

着……铁扬的散文写出了冀中平原农村文明

的变迁。东西方文化的碰撞使他下笔不俗，而

其作品大都具有现代感和人文意识。《美术》主

编尚辉认为，铁扬的作品具有丰富的意蕴，人

物具有复杂的人性和性格。他创造了一种不

同于中国传统山水画的新的诗情画意，着眼于

悲怆情感和哲思性表达，具有强烈的表现性，

艺术家通过乡村女性揭示的是人性，是对人的

本能的描述。

画家李明久与铁扬相交多年，他觉得，铁

扬用画家的笔触写散文，写的是陈年旧事，打

着岁月留痕，这些素材粘附在他的调色板上，

散文就具有了绘画性和画面感。这与他画家

的身份有关系，生活的底子构成了他的人生底

色，赐予了他纯净的心灵。

在这些散文中，博杂的知识趣味建构起一

个属于铁扬自己的艺术世界。汪惠仁觉得，铁

扬追忆过往的散文最值得重视，对本土生活的

细致描摹、对风物人情的刻画出人意料，在记

叙中插入的戏剧式对话给作品平添了新的意

蕴。人遭遇时代的大变革时，铁扬关注的还是

人本身，时代隐退为一种情境。

“散文是老人的艺术吧，有过那么多经历，

看了那么多，才能写出这种节制、结实的文

字。”谢有顺谈到，铁扬的散文信手拈来，不受

限制。那些写于70岁之后的作品，是没有火气

的沉潜。东西方文化的相遇激发了艺术家生

命中的另一部分潜能，这些散文情感非常节

制，作家对时代的观察、对人物命运的认知体

现出了一种特殊的散文品格；没有失去生活和

土地的底色，又以宽大的内心超越过往。

温暖和美好，是很多人读完这本集子的感

受。关仁山说，这是因为铁扬回到了真善美的

艺术本质，小处着笔，充满大美和真实。他的

很多作品超越了时空和地域，是在人性层面上

的考量。农业文明逐渐远去，未来变得模糊，

笨花村、铁匠山却绽放着生命的尊严，作家以

普通劳动者的姿态面对艺术，完成了创造性的

表达。

铁扬认同“散文艺术是老年人的艺术”，他

在研讨会的最后表示，感谢年龄给予的积淀，

但自己常常苦恼怎样梳理积攒的那些故事。

后来觉得，还是要写出中国人的美德、幽默、狡

黠，反映这个民族的生存状态，给这个时代和

社会增添点新的意思。他说，“如果说描写大

时代的大作品就像一架架大飞机，那么，我的

乐趣就在于隔三差五地糊个风筝罢了。”

本次研讨会由《美术》杂志社、《长城》杂志

社、《燕赵都市报》社共同主办。魏平、王力平、

李延青、郁葱、刘小放、陈坚、方李莉、赵贵德、

徐福厚、葛一敏等与会。

“点燃我的是生活的细节”
铁扬散文集《母亲的大碗》研讨会在石家庄举行

袁运甫是我
国当代画家、美术
教育家，也是公共
艺术的推动者和
践行者。11月3日，
由中国国家博物
馆、中国美术家协
会和清华大学共
同主办的“袁运甫
画 展 ”在 国 博 开
幕。展览为期一个
月，展出袁运甫不
同时期创作的水
粉画、水彩画、油
画、彩墨画、水墨
画和以壁画为主
的公共艺术作品
共计 180 余件。展
览开幕式上，袁运
甫将自己的一批
重要作品捐赠给
国博。图为袁运甫
1977 年创作的作
品《胶 东 落 凤 渔
村》。（王 觅）

本报讯（记者 黄尚恩） 长期以来，中国作协不断探索帮助作家深入现

实生活的形式，鼓励作家以定点深入生活、挂职锻炼、参加志愿活动等方式

下基层，以积累创作的素材。广大作家积极响应，扎扎实实地深入到人民群

众之中，写出了一批优秀作品。云南“70后”作家沈洋就是其中的一分子，他

从2009年开始深入昭通市永丰镇三甲村体验生活，2012年被任命为永丰

镇新农村建设工作队队长，一直持续到2014年初。在这5年里，他走村串

户，遍访农家，成了村民们的朋友。他根据自己的经历和见闻，创作了反映新

农村建设情况的长篇小说《万物生》，由作家出版社推出。它被列入2012年

中国作协作家定点深入生活创作扶持选题和2013年云南省委宣传部文艺

精品扶持项目。

11月5日，由中国作协作家定点深入生活办公室、作家出版社主办的

“沈洋长篇小说《万物生》研讨会”在京举行。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白庚胜说，

沈洋通过长期深入生活，获得了对农村发展的深切认识。他的作品写出了一

个村庄在挣扎中蜕变的轨迹，张扬了中国农民百折不挠、敢于创造的拼搏精

神。希望有更多的作家朋友深入基层生活，从广大群众的生活中汲取营养，

以优秀作品回报时代、奉献人民。与会专家谈到，这部作品全景式地展现了

年轻基层干部带领村民共建美丽乡村的绚丽画卷。作者把工作队队长文雅

琪的形象塑造得尤为生动、可信，她既理想又务实、既有原则又不死板，勇敢

而智慧地与村民们一同面对村庄发展过程中遇到的重重困难。这样接地气

的作品必须有作家的深切体会作为基础。但是，小说也存在一些问题，比如

有些部分的叙事节奏过于平稳、语言不够节制等。

沈洋长篇小说《万物生》:

绘制农村建设的新图景

11 月 6 日晚，由文化部
组织复排的新版歌剧《白毛
女》在延安举行全国巡演的
第一场演出，此后还将赴太
原、石家庄、广州、长沙、上
海、杭州、济南、长春巡演，12
月 15 日回到北京中国剧院
连演 3 场，总演出场次 19
场。《白毛女》是延安鲁艺在
新秧歌运动中创作出的中
国第一部新歌剧，也是民族
歌剧的里程碑，2015年是歌
剧《白毛女》在延安首演 70
周年。

图为扮演喜儿的雷佳
（左）表演新版歌剧《白毛
女》。新华社记者 陶明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