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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准文艺在新征程中的定位
◎蒋德均

新时代，新起点，对于文
学艺术而言, 究竟意味着什
么？文学艺术在这个历史节
点上又将面临怎样的机遇与
挑战？从事文学艺术事业的
广大工作者应该具有什么样
的心态与情怀？如何在纵横
交错、复杂非凡的时代与现
实坐标体系中审视文学尤其
是审视我们自己，找准自己
的位置？

经济发展可以使我们富
裕起来，但只有文化（当然包
括文学艺术）发展才能让我们
自信起来、文明起来，因为文
化建设、文艺创作本质上是一
项系统的立德树人的灵魂工
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没
有中华文化繁荣兴盛，就没有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一个民族
的复兴需要强大的物质力量，
也需要强大的精神力量。没有
先进文化的积极引领，没有人
民精神世界的极大丰富，没有
民族精神力量的不断增强，一
个国家、一个民族不可能屹立
于世界民族之林。”

伟大的时代呼唤伟大的
作品。中外文学艺术史启示我
们，伟大的作家作品是历史合
力的结果。但凡精品力作，无
不是作者热爱生活、拥抱时
代、深入现实、广取博纳、融会
贯通，自觉地遵循艺术规律而
创造出来的心血之作、个性之
作。真正的艺术家必然是时代
和人民的真实记录者。他的创
作不为金钱和权势，也不为获
奖和名利，更不会迎合和倾慕
喧嚣的时尚。他写出来的作品
既是生活之歌、心灵之歌，也
是时代之歌、人民之歌。

我始终认为，今天我们考
量文学艺术，决不能仅仅从表
象的“产能”或“效益”来评判。
所以，文化建设与文学艺术创
作，从本质上讲，必须知常守
道，遵循文化发展和文艺创作
规律，绝不能借用或套用经济
或政治发展模式。我们积极推
动文艺的繁荣发展，旨在充分
释放文化的影响力、凝聚力和
创新力，以期提高整个民族的
素质，强大民族精神，强悍民
族灵魂。

文化建设的发展和文学
艺术的繁荣，有利于提升国民
的思考能力和创新意识，从而
塑造一个生机勃勃的国家。所
以，各地政府在制定文化发展
规划和目标时，既要高度重视
文化的市场价值和经济规律，
又要牢记文化的公益属性和
文学艺术的审美属性，绝不能
用发展经济的思维方式来建
设文化、发展文学。当下，文化
建设中应当警惕所谓“大动
作”“大手笔”“高规格”的地方
形象工程，必须反对文学艺术
创作中快出作品的应景之作
和多出作品的数字绩效。文化
建设是一项长期的沉寂的灵
魂工程、精神活动，它不仅考
验当政者的文化视野与价值
取向，而且检验文化建设者的
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更折射
出一个时代的精神品位与社
会风尚。因此，它需要用心灵
来化育，用真情来滋润，用耐
心来等待。

文艺创作尤其如此，比
如司马迁穷其一生，“究天人
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
言”，写就“史家之绝唱，无韵

之离骚”的《史记》；曹雪芹“十
年辛苦不寻常”，“批阅十载，
增删五次”，铸就不朽的《红楼
梦》；再比如歌德历六十年之
心血创作出皇皇巨著《浮士
德》，普鲁斯特耗费一生写出
世界名作《追忆似水年华》。即
使到了今天的互联网时代，写
作的工具与呈现的方式都发
生了革命性改变，但文学艺术
的审美属性不会改变，人民群
众对优秀文艺作品的渴求不
仅不变，而且需求更旺、要求
更高。文化需要沉淀，精品基
于定力。只有志存高远，持之
以恒，日积月累，披肝沥胆，精
益求精，方可集腋成裘、积沙
成塔。在时光的汰洗中，真正
的精品力作才会愈见其艺术
的魅力。

今天，我们的经济总量已
跃居世界第二，但我们的文化
力量尚不够强大，其影响力与
国家的现实发展不匹配，民众
的精神生活尚不够丰富，一些
值得我们警惕的精神现象仍
然存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

“文艺是铸造灵魂的工程，文
艺工作者是灵魂的工程师。好
的文艺作品就应该像蓝天上
的阳光、春季里的清风一样，能
够启迪思想、温润心灵、陶冶人
生，能够扫除颓废萎靡之风。”
一个民族的真正复兴，应该是
社会安定、经济发达、文化繁
荣、精神强大、灵魂丰盈的有机
统一。所以，有人说，一个民族，
只有当文化体现出比物质和
资本更强大的力量，才能造就
更大的文明进步。无论是对古
代文化的继承，还是对外来文
化的借鉴，我们都要怀有“各美

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
下大同”的博大情怀和海纳百
川、兼容并包的恢宏阔大气魄。

因此，生活在新时代又站
在新起点上的文艺工作者，一
定要自觉自信但不能盲目自
大。由此，我们便不会哀叹文
学艺术被边缘化了，也不会狂
妄地以为文艺万能、包治百
病。我们应该牢记文学人的初
心与使命，清醒自己的位置与
作为，为自己所生活的时代与
社会、国家与民族以及人类作
出自己应有的贡献。正如习近
平总书记所强调的，“必须把
创作生产优秀作品作为文艺
工作的中心环节，努力创作生
产更多传播当代中国价值观
念、体现中华文化精神、反映
中国人审美追求，思想性、艺
术性、观赏性有机统一的优秀
作品。”

新时代需要与之匹配的文
艺巨人和文艺巨著。实现民族
伟大复兴，需要巨大的文化力
量。因此，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

“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
国梦是长期而艰巨的伟大事
业。伟大事业需要伟大精神。实
现这个伟大事业，文艺的作用
不可替代，文艺工作者大有可
为。”从这个角度来看，文艺在
新征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文艺工作者需要强化身上的责
任感和使命感，写出反映时代
气象和人民心声的精品力作。

（摘自《文艺报》）

炳烛之光
◎王新宁

徐老师是单位的退休干
部，今年已经 82 岁了。有一
次，因为需要他的一些个人资
料，我去了一趟他家。那是我
第一次见徐老师，之前曾听同
事说起他省出医药费，上交特
殊党费支援抗疫的事迹，心里
早就对他充满了敬意。

见到徐老师时，他已经
把资料准备好了，几乎没有
耽搁时间，我就拿到了那些
资料。送我出门的时候，徐
老师拄着拐杖，颤巍巍地送
我到门口，悄声叮嘱我单位
如果有过期的《新华每日电
讯》和其他报纸杂志，帮他
带 几 份。下 午 我 去 还 资 料
时，特意给他带了几份近期
的报纸。没想到，徐老师拿
着这几份旧报纸喜出望外，
不住地向我道谢。举手之劳
让我怎么好意思接受感谢
呢，我看着徐老师好奇地问
他 ：“报纸的字这么小，您
戴老花镜能看清吗？”徐老
师呵呵笑道 ：“我眼睛做过
三次白内障手术，但还不太
行。我 看 报 读 书 都 用 放 大
镜，我有四个放大镜呢。”说
着，徐老师随手拿起一摞书
上面一个直径 10 厘米左右
的放大镜给我看。可是我分
明看到的是他放在桌子上小
药杯里，准备服用的七八种
不同形状的药片，还有挂在
门后厚厚一沓病历资料以及
一张张影像片子。

徐老师的身体状况其
实很不好，他身体里装着心
脏起搏器，还放了好几个支
架。他每年都要住好几次医
院，而且腿脚浮肿，上下楼都
很困难。从卧室到客厅短短
几米的距离，他都要拄着拐
杖一步步挪动着走，看起来
非常吃力。可是他却告诉我，
他过得充实而满足，因为他
每天都坚持阅读一到两个小
时，读到精彩之处，还要抄写

下来做笔记，这是他从年轻
时就养成的习惯。我看到了
那本翻开的笔记本上，一行
行工整字迹，整整齐齐、密密
麻麻。

我想如果是我，在这种
身体状况下，也许只会得过
且过，考虑更多的可能只是
吃什么、喝什么，熬一天算一
天，但徐老师心态平和，思路
明晰，虽疾病缠身，却仍不放
弃自己的追求和爱好，尤其
是看到他“活到老、学到老”
的态度和精神，让我感受到
了他身上的那股积极向上的
正能量。

少而好学，如日出之阳 ；
老而好学，如炳烛之明。徐老
师人到暮年仍不忘学习，就
像燃烛照明一般在闪闪发
光。学习能使人保持活力，不
管多大年龄，只要热爱学习，
那他的内心一定是丰盈、充
实、快乐的，他的人生也一定
更有价值和意义。

徐老师不仅让自己的生
命熠熠生辉，也成为我学习
的榜样。在他的影响下，我也
成了读书的受益者。生活节
奏快、工作压力大，难免有时
会让人产生焦虑、烦躁、抱怨
等负面情绪。每当这时我都
会想起徐老师告诉我的方
法——读读书或看看报。“试
验”几次之后，我发现一个

“秘密”——不管是读书还
是看报，尤其是纸质的阅读，
总能使人很快平静下来，还
更容易激发写作的灵感。有
时，我在阅读之后还不由得
陷入沉思，不断回味，正是这
个品读思索的过程让我收获
颇丰。

人这一生，总要历经生
活的千锤百炼，愿我们都能
像徐老师那般不忘初心，自
始至终坚持着自己的热爱，
并让它成为自己幸福和快乐
的源泉。

做个爱书人
◎王卉

岁末年终，看着书架上
2022 届的新成员，我有些失
落。当初它们新来时，我也心
潮澎湃，也曾信誓旦旦，那些
豪言壮语似乎还在耳畔回响
着，可时间却默默向我做了
告别后，头也不回地走了。

过去一年中，我将它们
从书架上取出又放回的次数
屈指可数。因为我的耐心不
够，很少能长时间地专注于
一本书，所以每次阅读它们
往往是两本同时看，一本看
段时间，就换另一本，哪怕遇
到喜欢的章节，也不过是多
读几页，把精彩部分的瘾过
了，再开始移情别恋。我深知
这种读书方式有很多弊端，
因此对能够一心一意读完一
本书的人，总是投以满满的
敬佩之情。而这其中就有我
的同学“李三好”。

上学的时候，老师提醒
我们对学习的用心程度将区
分日后的生活状态。出了校
园，十年、二十年很快过去，
我们的生活状态自然也是千
差万别。爱读书的“李三好”
印证了老师的话，事业成功、
生活美满，成为令人羡慕的
人生赢家。他保持着每日与
书朝夕相伴，不仅自己读，尤
其还热心地把自己喜欢的
书推荐给周围的人。我常照
着他的书单，来充盈我的书
架。常有上市的新书，靠着营
销的噱头让人眼前一亮，细

读过后却不尽如人意。可他
“背书”过的书，一般都口碑
不错，是品质的保证，不会让
人误入歧途。我的书架常有
新成员加入，不少是源自他
的力荐，甚至还有几本是他
割爱给我的。拿到手时的感
动，至今记忆犹新，但喜爱却
随着新鲜感的退去而退去，
有了几个充分的理由后，我
最终还是辜负了原主人的期
望，它们被束之高阁，并没有
享受到应有的宠爱。

我常羡慕“李三好”，想像
他那样坚持去做一件事，这对
我来说是不容易的，我自认为
没达到他那份热爱。他若不是
真心喜欢读书，恐怕早就被五
花八门的新事物吸引而去喜
欢别的了。这份多年来的习惯
与坚持，应该是书带给他的。
他早早就听从老师的话，找到
了这条正确的路，从书中收获
了成熟的思想、眼界与见识，
也深知一直坚持读书的好处。
那看似水到渠成的成功人生，
不正是无数的努力与坚持得
来的吗？

我要用充实的阅读生
活，替代拿手机刷视频，我要
用与书的亲近，回报时间曾
给予我的偏爱和机会，我要
用实际行动，去交换对美好、
对成功的向往。新的一年里，
当该读书的时候，我要用这
些话提醒自己，也学着做个
爱书人。

文艺漫评

本版投稿邮箱：bjrbwxzkpl@163.com

书外
书里

我当像鸟，飞往我的山
◎李柴青

恐惧来源于未知，当你对
一件事感到陌生或生疏时，你
就会产生恐惧。但当你一旦了
解了事物本来的面目的时候，
你便能坦然面对了。每个人都
是如此，只要未知都会恐惧。
所以，消除恐惧的最好方法，
就是去经历、去了解。当你有
了丰富的经历，你便拥有了勇
气去面对、去成长、去蜕变。

在我看来，生活应像饭菜
那样有滋有味。酸、甜、苦、辣、
咸，都体验一番，才能找出自
己最喜欢的风味。若每天都是
一种饭菜、一个口味，从不尝
试新品种，也不换换新花样，
这样既不利于健康，也可能永
远不知道什么才是自己最喜
欢的，什么才是最适合自己
的。在食物上，我们常听说“吃
伤了”，就是因为一段时间高
频次地吃某一种食物，导致再
也不愿吃，甚至到厌恶的地
步。食物尚且如此，更何况我
们的生活？如果你不去经历、
不去尝试，又如何能找到自己
最喜欢、最适合的方式呢？只
有不断经历更多不同的事情，
丰富我们的阅历，不断创新，
才能过上理想的生活。就像多
买不同的衣服，才能找到最适
合你的颜色和款式。

也许你会说喜欢现在的
生活稳定、平淡，但是你从未体
验过其他生活方式，又从何而
来的喜欢？我认为这更多是一
种适应和习惯罢了。就像《你当
像鸟飞往你的山》中的塔拉，她
生活在一个垃圾回收厂里。她
的童年就是由破铜烂铁和打骂
构成的，她甚至不能确定她的

出生日期。在她离开那个“家”
之后，她才真正找到了自己的
人生方向。她去经历与她以前
生活完全背道而驰的观念，开
始知道 ：上完厕所无论有没有
尿到手上都要洗手 ；去医院看
病救治也不是亵渎天主 ；父亲
的偏执强烈控制欲，是因为严
重的心理疾病……正因为她拥
有与自己以往完全不同的经
历，才创造了如今的历史学家
塔拉·韦斯特弗博士。又如《楚
门的世界》中的楚门，他从小活
在别人的安排之下。他生活中
的每一件事都是剧本，但他本
人却对此一无所知。正是他厌
倦了这种像玻璃罐中的蝴蝶
生活，毅然决然放弃了如今安
定的生活，逃离海岛镇才追求
到属于自己把控的生活。我们
当像鸟飞往我们的山，去感受、
去尝试、去追求。反正我们都终
将逝去，何不大胆一点，爱一个
人，攀一座山，追一个梦。

我很喜欢王尔德说的 ：

“你拥有青春的时候，就要感
受它。不要虚掷你的黄金时
代，不要去倾听枯燥乏味的东
西，不要设法去挽留无望的失
败，不要把你的生命献给无
知、平庸和低俗。”这句话常激
励我去感受生活的美好，热爱
我们所处的世界。也正是因为
我不甘平庸，所以我抓住每一
个机会，不放弃任何一个能展
示自己的机会和提高自己的
机会。我不甘于平凡，不安于
现状。山中的风景与未知，总
要亲自去看看。我始终相信只
有不断经历才能不断成长，当
我阅过世间百态后，我想我一
定能成为我想成为的那种人。

“经历”可拆为“经过”“历
史”两个词语。经过是指通过
一段时间，历史则是过去的事
件及记忆。一个是沉淀，一个
是馈赠。经过一些事或人，我
们的见识更广了。历史是一堆
灰烬，但灰烬深处仍有余温。
正是因为有经历才有眼界有

格局。它是一个个烙印，让我
们更清晰地认识自己，也让我
们有所收获。遇事处变不惊，
沉着冷静，包容性强。享受孤
独，也不拒绝狂欢。这就是属
于我独一无二的礼物。

我们像一本书，经历则是
我们为自己书写的内容。经历
越丰富，可读性就越强。愿我
们都可以有足够的精力、足够
的时间，去看看世界，去感受
生活 ；也希望我们都有足够
的勇气走出舒适圈，去尝试，
去经历，去成长，去改变。

人生那么短，我当像鸟，
飞往我的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