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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化

人民是创作的

源头活水，只有扎根

人民，创作才能获得

取之不尽、用之不竭

的源泉。市书协主席

李晔表示，通过此次

的学习和培训，要始

终坚持以人民为中

心的创作导向，深入

生活，扎根人民，才

能创作出更多更好

的精神食粮。

日 前，我 市 召

开的“增强文化自信 

推动文艺繁荣”座

谈会，让李晔收获良

多。他说，副省长、宝

鸡市委书记徐启方，

市长惠进才的讲话，

让他感受到市委、市

政府对宝鸡文艺事

业发展的深邃思考，

及切实做好新时期

文艺工作的信心和

决心，使人振奋。

宝鸡书协应充

分发挥引领作用，

讲 政 治、守 规 矩，

始终把培养人才队

伍、繁荣文艺创作、

推动文艺创新摆在

更加突出的位置。

带领广大书法家深

入生活，扎根人民，

以“铁肩担道义”的

社会责任感，不断

提高自己的学养、

涵养和修养，着力

抓创作、推人才、出

精品，继续打造“翰

墨石鼓”书法文化

品牌，形成宝鸡地

域书风，服务宝鸡

文化名城建设。

“以根植本土、根植时代为基础，提升

作品的精神高度、文化内涵。”李晔认为，

艺术家要深入挖掘宝鸡周秦文化的优势，

真正做到对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创新

发展。不断创作出思想精深、艺术精湛、作

品精良的艺术产业，传播正能量、弘扬真

善美，努力培育一批讲政治、敢担当、有影

响的行业领军人物。

书法不应该是一种远离群众、高高

在上的“云端”艺术。书法艺术在我市有

着广泛而深厚的群众基础，李晔说，要加

强对宝鸡书法家的素质修养教育，积极

倡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深化行业

服务、行业管理、行业自律，引导大家树

立正确的历史观、国家观、文化观。

对于市书协未来的发展，李晔表示，

宝鸡书法人要敢于担当、强化社会责任

意识和奉献意识，加强团结交流，为人民

书写，为人民抒怀 ；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

创作导向，努力做到德艺双馨 ；继承和发

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断攀登文艺新

高峰。

用心用情用功为人民抒写
——宝鸡文艺界学习贯彻“增强文化自信 推动文艺繁荣”座谈会精神第四期培训班活动侧记

本报记者 王星

3 月 26 日，注定要在宝鸡文艺

工作发展史册上，留下充满温情和

张力的一页。这一天，我市召开“增

强文化自信 推动文艺繁荣”座谈

会。副省长、宝鸡市委书记徐启方，

市长惠进才参加会议并讲话。会议

强调，全市广大文艺工作者要深入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

工作的系列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

神，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以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为引领，把我市的文化

事业传承好、建设好、发展好。

“文艺是时代前进的号角！”

我市文艺人迅速行动，于 4 月 1 日

起开展宝鸡市文艺界学习贯彻“增

强文化自信 推动文艺繁荣”座谈会

精神培训班，通过学习辅导、座谈讨

论、创作笔会、采风采访等形式，引

导宝鸡广大艺术家把握文艺工作正

确方向，积极深入宝鸡项目建设、脱

贫攻坚、乡村振兴、复工复产一线，

掀起宝鸡文艺界加快建设“彰显华

夏文明的历史文化名城”，助力宝鸡

经济社会发展的热潮。4 月 13 日至

14 日，我市文艺界第四期培训班在

麟游开班并为九成宫艺术家创作基

地揭牌，全市文艺界代表一道集思

广益，共同谋划新形势下我市文艺

事业发展，共同描绘宝鸡文艺百花

齐放、姹紫嫣红的美丽画卷。

文艺的温度 暖入百姓心田
麟游的春天乍暖还寒，但九

成宫宾馆的会议室里却是暖意

融融。4 月 13 日，市文联党组书

记、主席吕向阳为我市文艺界代

表，作了一场“走心”的辅导报告，

他畅谈宝鸡文艺事业繁荣发展新

思路，与文艺家交心，不时脱开讲

稿 ；短短几个小时的座谈，大家意

犹未尽，整个会场始终洋溢着喜

悦热烈的气氛。

座谈会上，“以人民为中心”

一直是我市文艺家强调的重点。吕

向阳认为，文艺的最大正能量是什

么？是铸魂。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

能没有灵魂。文艺工作者不能忘记

“初心”，要始终坚持与时代同步伐，

以人民为中心，以精品奉献人民，用

明德引领时尚。

人民，正是所有文艺作品创作的

源头活水，生长的肥沃土壤。吕向阳

说，人民是“剧中人”也是“剧作者”。

他们写的作品是让人民看的，艺术是

属于人民的，热爱人民才能写出受人

民欢迎的作品，好的作品以人民评价

为唯一标准。路遥的《人生》写出来后

并未受到评论家注目，路遥甚至一度

很苦闷，但在市场上是发行量最大的

书籍。为人民书写，就要扎根人民，热

爱生活，像柳青、路遥、杜鹏程一样为

人民而歌。

文艺创作的方法有一百条、

一千条，但最根本、最关键、最牢靠

的办法是扎根群众、扎根生活。我市

文艺界代表纷纷表示，叶茂是因树

大，树大依靠根深。艺术家必须深入

生活、扎根人民，别无捷径可走。只

有关注脚下这片土地，才能创作出

有温度、有力量的作品。

文艺的厚度 深挖本土“富矿”
宝鸡是一座历史文化“富矿”：

有 2770 多年建城史的古老“陈仓”，

因唐肃宗夜宿凤翔闻“神鸡鸣瑞”而

改名为“宝鸡”，至今已有 1263 年的

历史……文化，是宝鸡这座城市最

大的软实力和最强的自信心。

座谈会上，我市书法家协会代

表结合学习体会与自身工作实际，

围绕当前我市的文艺事业发展畅所

欲言、各抒己见。

市书协副主席、秘书长周宝良

说：“我市召开的‘增强文化自信 推

动文艺繁荣’座谈会，让人备受鼓舞。

会议特别提到要坚定文化自信，充分

发挥宝鸡历史人文、红色文化、自然

山水等优势，深化文化交流互动，加

快建设区域文化中心城市。我们文艺

工作者就是要接地气，深挖本土文化

资源，创作更多优秀作品。”

来到了麟游，在感受秀丽景色

的同时，《九成宫醴泉铭碑》所蕴含

的书法真谛，也是书家们为之探究

和学习的地方。市书协副主席符浩

认为，去年，万众瞩目的全国第十二

届书法篆刻展在宝鸡拉开帷幕，许

多书法爱好者专程赶到宝鸡，在欣

赏展览的同时感受宝鸡文化魅力 ；

作为一名书法文艺工作者，今后要

深入挖掘优秀的本土历史文化，并

善于用好这些资源，通过精益求精、

形式多样的文艺作品，讲好宝鸡故

事，让这方水土上的文化大放异彩。 　

文艺的广度 凝聚创新力量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文化自

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

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

量。”中华文化源远流长，传承创新

重任在肩。文艺工作者要当好守护

者、传承者、践行者，推动优秀传统

文化创新性发展。

创新是文艺的生命。什么是优

秀作品 ：就是思想精深、艺术精湛、

制作精良。市书法家协会主席团成

员孙振刚说，要始终牢记“笔下有

乾坤”，坚持守正创新，以优秀的作

品传承书写新时代奋斗篇章。作为

一名书画工作者，他们一定要保持

“板凳坐得十年冷”的定力，耐得住

寂寞，不为名利，要善于运用创新的

思路、手段和形态，反映时代的新变

化、人民群众的新面貌，为创作有筋

骨、有道德、有温度的精品力作贡献

自己的力量。

在这次活动中，艺术家一行先

后前往华盛绿能麟游县光伏农业科

技示范园区、陕果麟游公司苹果产

业扶贫基地、麟北发电厂、园子沟

煤矿等地，在实地了解麟游县优美

的自然风光和丰富的历史文化的同

时，就当地脱贫攻坚、复工复产等工

作进行采风。

艺术家通过细致入微的观察，

激发创作灵感。市书协副主席何俊

峰表示，文艺工作者不仅要成为优

秀传统文化的继承者，更要成为优

秀传统文化的弘扬者。通过此次培

训，今后他一定要学思并重，秉持

一颗“工匠心”，进行有深度、全方

位的创意、创新、创造，打磨出更多

精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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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为炎帝故里的品牌贡献力量！” 
——访《神农炎帝在宝鸡》主笔张维新

本报记者 麻雪

他，曾经不知在天台山上下山

的道路上跑过多少个来回，只为探

寻那些遥远的故事 ；

他，不只在宝鸡，还上过甘肃、

下过四川、去过山西，笔录下了一百

多个七千到五千年前的传说……

他叫张维新，如今已经年过七

旬，是我市一名退休干部。凭借兴

趣和爱好，从 1982 年开始，他利用

业余时间搜寻有关炎帝在宝鸡的故

事，退休后，更是把这件事作为“第

二职业”来做。

不久前，带着浓浓墨香的《神

农炎帝在宝鸡》一书付梓。这本书

由宝鸡天台山风景名胜区管理委

员会编撰，中国文艺出版社正式出

版。张维新作为这本书的主笔，欣

喜异常！

书中的一百多个炎帝故事来

源于他 30 多年的搜索和整理，这

其中的艰辛和喜悦也是一个个精

彩的故事——

《降牛耕田》背后的故事

“1982 年，我和朋友夏国祥在

天台山上发现了一块明代残碑，碑

上记载着炎帝尝百草中毒殁于天台

山的事情。当时，我们就觉得咱宝鸡

和炎帝关系不一般。”张维新说道。

这块残碑引发了他们探索天台

山炎帝文化的兴趣，在渭滨区文博

馆的支持下，张维新他们十多个人

组成了一支民间义务“天台山文保

小组”，开始系统搜寻“炎帝与宝鸡”

的史料记载和民间故事。张维新当

时的分工就是搜集民间故事，从此

开始了他长途跋涉的找寻。

《神农炎帝在宝鸡》一书中有

一个故事，名为《降牛耕田》，张维新

说 ：“当时，我听说咱们关中人如今

耕种用的秦川牛，来自凤县黄牛沟

中，相传是炎帝在那里驯服了野牛，

供人耕种。我便坐班车、搭拖拉机加

步行，一路到了凤县黄牛沟。在那里

遇到一个叫田三民的老乡。他是个

有一肚子故事的人，恰好，我是爱听

故事、记录故事的人。”

凤县的山里人热情。那一夜，田

三民邀请张维新住在自己家，吃住

全都不要钱，两个人在热炕上整整

说了一夜的故事。第二天，张维新拿

着满满是字的记录本，满载而归。

《降牛耕田》这个故事便是来

源于此！

关于“小人参与生姜”的来历

《神农炎帝在宝鸡》一书中有一

个故事，名为《宝鸡小人参与生姜的

来历》，讲的是炎帝把野生的萝卜和

生姜进行农业化种植的传说。

“这个故事是当年姜城堡的王

金宝给我讲的。”张维新说道，“现

在的宝鸡姜城堡一带，据传曾经是

炎帝后人的聚居地。所以，我在那里

收集了很多故事。记得，当年王金宝

还给我说过，很久以前，宝鸡的萝卜

（当地人叫‘小人参’）、生姜都很好，

食用和药用价值很高，后来慢慢推

广种植起来了。”

张维新还远涉甘肃，在天水伏

羲庙、秦安县以及大地湾遗址，探寻

伏羲文化与炎帝文化的关系，由此，

他结识了研究伏羲文化的学者王山

俊，这本书中多篇记载伏羲与炎帝

的故事，来自于王山俊的讲述 ；他

还清楚地记得，《娃娃鱼的传说》这

篇故事，是一位乡村教师陈生泰告

诉自己的；他还去过杨凌的揉谷镇，

那里的多位老乡告诉他“神农爷如

何改变用手揉搓谷子的落后办法，

发明出了打谷脱粒用的连枷”，当年

记录那几位老乡名字的笔记本，他

依然保留着……

为自己的城市文化喝彩

张维新是执着的！ 30 多年的

收集，他骑坏了两辆自行车，在外的

吃饭、住宿、车费等等，他清算了一

下，花费了自己四万多元。

张维新也是认真、较劲的！从

开始收集宝鸡与炎帝的故事以来，

他仔细记录每一次采风、采访内

容，所以，即便 30 多年过去了，依

然记得当年那些给他讲故事的人

的姓名。

张维新是有收获的！一本本崭

新、带着浓浓墨香的《神农炎帝在宝

鸡》的图书，是这位七旬老人三十多

年来结出的“文墨之花”，为“炎帝故

里宝鸡”的品牌添柴加薪。

“我是一个老宝鸡人，我热爱自

己的城市，尤其是自己城市深厚的

历史文化。”张维新动情地说，“能为

‘炎帝故里宝鸡’的品牌贡献自己的

力量，我很欣喜！”
张维新欣喜地展示由他主笔的《神农炎帝在宝鸡》

艺术家们在陕西能源麟北发电有限公司参观采风

座谈会现场

李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