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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观察

观文艺之象，发思想新声

佳作读评

品味艺境，引领审美

写作长篇报告文学《乡村造梦记》

（作家出版社 2022 年 3 月），沉洲花了

力气，用了心血。作品呈现出一幅别

开生面的农村新景象，让我感到陌生

而又兴奋。

中国农村实现脱贫攻坚伟大战略

目标后，乡村振兴、发展经济、改善民

生 ，成 为 新 的 历 史 任 务 和 时 代 主 题 。

在《乡村造梦记》里，作家以福建屏南

三个村镇为书写对象，记录了发生在

那里的新事、奇事、前所未有之事。地

处福建东部鹫峰山脉皱褶里的高山县

屏南，在实现脱贫目标后，依托古村落

厚重的文化传统，发展文化创意产业，

闯 出 了 一 条 新 路 。 原 本 空 心 化 的 村

庄，不光吸引村民回归，而且吸引众多

城里人争相奔赴这深沟大山，实现了

贫困乡村的华丽转身。

有关农村脱贫攻坚的作品，我们已

经读过不少。《乡村造梦记》则是一部别

样的作品，像是前一个战役的后传，也

更像一部重新启幕的大戏，同样精彩和

令人感动。

乡村振兴的途径有很多，除了政府

的投入扶持，农民聪明才智的发挥和主

观能动性的调动，也是重要因素。在沉

洲笔下，我们看到那些原本只会种庄稼

的朴实劳动者，打开眼界，敞开胸怀，开

始了对五颜六色梦想的追逐。在漈下

村、双溪镇、龙潭村，农民们拿起画笔，

开办起画室，那些原本握锄头、拿镰刀、

插秧苗、刨地瓜的手，竟然画出了绝妙

的画。于是，那片地方的青山绿水，落

在了他们的画布上，那些司空见惯的瓜

果梨桃，画面上比真的更生动鲜活。他

们的画笔给村前沧桑的廊桥涂抹了梦

幻的色彩，让青峰之巅的山岚云霞蒸腾

起舞。

作品记述了漈下第一家农民家庭

画室“瑞光画室”的创办，一家五口做完

农活家务活都会坐在画架前，描画着他

们眼中心中的世界。在双溪镇，一些残

障人还有身患其他疾病者，也开始作

画，文创产品不光为自己赢得收入，也

赢得了做人的尊严。龙潭村，一簇烟

树，青山雾郭，村人先祖选择了这一方

山水，注重自然与人的和谐，创造了与

自然融为一体的生息居住环境。一段

时间里，这里也曾落后于时代发展的脚

步。是新的发展理念打破僵局，文创产

业的发展，使人们认识到，创造出与自

然山水融为一体的建筑形态，用画笔再

现他们的生活实景，完全可以赋予这个

传统的古村落以现代性的气息。绘画

作为媒介，让这里变得亮眼，带来了人

气，再与文创产业相配套，对古建老厝

进行改造修缮，一下子激活了这里的经

济发展。

这一切，当然需要高人能人指点，

需要地方政府的强力支持。书中生动

地塑造了林正碌、林芬芳、张峥嵘等系

列人物形象。特别是屏南大地上乡村

振兴的造梦策动者林正碌，这是一个充

满激情的汉子，心里永远装着诗情和梦

想，勇于探索，敢于实践。正因如此，他

身上有一种人格感召力。他凭着对外

部世界的了解，凭着对乡村未来出路的

理性认知和敏锐把握，带出许多学生，

把理想变为实实在在的现实。屏南的

文创产业硕果，是敢为者、有为者大胆

探索实践的结果，这是一块乡村振兴的

试验田。

屏南的意义，绝不止于乡村经济振

兴，作者说这里的人们在“造梦”，造什

么梦？发展产业，改善民生，当然是题

中应有之义，但这个梦还要更为广大。

当今我们大力推进城镇化建设，在此过

程中，正视和解决城乡发展失衡的问

题，也是我们必须面对的一个课题。就

大部分地区来说，农村“空心化”问题还

比较严重，更为严重的是，伴随着“空心

化”和青年人的流失，伴随着现代化大

潮的冲击，一种弥足珍贵的乡村社会传

统正在被割裂、被抛弃。那些有赖于土

地的传统文化之根，在有的人心目中已

变得无足轻重。沉洲的书写，显然包括

这种忧思在内。在这一切的背后，作者

担心的是人的物化，人的个性的消失。

乡村振兴，除了发展经济之外，还要提

振和充实乡村人们的精神，为乡村文化

立心。这个心，是我们民族文化基因重

要的“核”，立了这个心，守住这个核，才

能铸造强大的民族精神之魂、民族文化

之魂。

我们欣喜地看到，在屏南，在漈下、

双溪、龙潭，在中国这些最基层的乡村，

文化自觉、文化自信已然被唤醒，一种

曾经几乎被丢失的灵魂寻找了回来。

作品反映了，随着乡村振兴之路的探

索，农民潜在的精神活力迸发出来。新

时代为他们提供了造梦的条件，而他们

也具备了一种创造新生活的内生力。

从这个角度说，这种造梦、立心、铸

魂，意义尤为重大。这是稳固中国农

村，稳固中国社会根基的长久大计。作

者的这一发现无疑是《乡村造梦记》的

一大亮点。从这里，我看到了乡村振兴

真真切切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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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平标、廖子馨创作的长篇报告文

学《中国的孩子》（新蕾出版社 2022 年 4

月），对澳门同胞尤其是广大青少年的

爱国情感和历史自觉的梳理和描摹，深

入到了历史和现实的细部；从人类情感

和心理的源头出发，探讨文明传承、历

史教育、情感交流、文化浸润是如何在

漫长的时间轨迹中，建构起属于每一个

生命个体的国家和民族共同体意识的。

《中国的孩子》将叙事的笔墨聚焦于

澳门本土历史教育与爱国主义教育的深

度融合，以真实、重大的新闻事件为背景，

详细介绍了澳门爱国主义教育的相关情

况。通过濠江中学升起澳门第一面五星

红旗、《七子之歌》传唱20多年等等生动的

事例，讲述了澳门与内地在文化、教育、经

济等诸多方面的长期交流和往来。在此

基础上，作者尽量以孩子的视角切入故

事，用孩子的口吻进行叙事，从孩子的角

度对重大标志性事件进行解读，将新时代

澳门乃至整个中国社会发展进步的整体

面貌生动而立体地呈现在广大青少年读

者面前。

历史教育从来都是一份沉甸甸的责

任。培养爱国主义必须从小开始，从历

史教育开始。对于民族和国家，必须先

有认识与了解，而后才会生出情感。这

是人之常情。所以，欲使人人都爱自己

的民族和国家，必须先使人人对国家的

历史有深厚的认识与真实的了解。一直

以来，大部分澳门学校使用的教材与内

地的教材是一样的。中华文化的源流和

重大文明成就、近代中国遭受的侵略和

战乱、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国家发

展……这些都被明确列为澳门学生必须

掌握的知识点。学生们通过学习和了解

我们民族和国家的历史，在潜移默化中

增强了民族自豪感，增强了文化自信心，

增强了作为一个中国人的骨气和底色。

此外，中小学品德与教育的课程，还将介

绍国家时事政治的国情教育编入其中。

可以说，从一本教材到一堂课，从法律的

推行到教育制度的完善，爱国爱澳的种

子从这里萌芽生长。

而这恰恰是澳门的孩子有着非常

强烈的国家认同感，其背后的逻辑和原

因。正像曾平标在创作手记中所说的，

书名“中国的孩子”，包含两个层面的意

思，第一层寓意着澳门是中国的孩子，

是曾被葡萄牙掳走而离开母亲的游子；

第二层表达澳门的孩子不仅是澳门的，

也是祖国的孩子，这也是这本书着重阐

发的严肃而重大的主题。

曾平标和廖子馨用灵动而准确的文

字，讲述了许多个生动活泼的小故事，既

勾勒出澳门爱国主义教育的侧影，也为

读者提供了一个充满浓重家国情怀的爱

国教育文本。其中，很多故事让读者了

解到澳门许多学校深厚的爱国主义传

统，这些具体做法对于当下如何进行爱

国主义教育也颇具启发和借鉴意义。

澳门的学子大都听过濠江中学杜

岚校长的故事。1949 年 10 月 1 日，在新

中国成立的那天，老校长杜岚冒着生命

危险，带领全校师生升起了第一面五星

红旗。那个年代，澳门还没有回到祖国

的怀抱，杜岚校长的这种行为是有风险

的，但她不畏险阻，不顾个人安危，坚定

地 为 国 家 做 着 自 己 力 所 能 及 的 事 情 。

1949 年 10 月底，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下

进入广东，杜岚校长又组织濠江中学师

生 募 集 了 大 批 胶 鞋 、服 装 、毛 巾 等 物

资。她站在卡车上，高举五星红旗，冲

破澳葡当局的阻拦，赴中山县慰问南下

的解放军。从那时起，爱国的种子就深

深地扎根到了濠江中学每一代师生的

心中。升国旗这个仪式，为孩子们营造

出了一种浓厚的爱国主义教育的氛围。

澳门孩子也是在一个个发生在自

己身边的故事中，一点点理解国家的意

义，进而建构、形成国家民族共同体意

识的。2017 年，澳门遭遇强台风“天鸽”

的袭击，暴风骤雨和海水倒灌导致树木

倾倒、民宅商铺被淹、垃圾杂物堆积。

不少学生义务参与到救灾工作中，但台

风造成的损害实在太严重了，就在人们

一筹莫展之时，应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

请求，经中央人民政府批准，解放军驻

澳门部队根据中央军委命令，协助特区

政府救灾。驻澳门部队官兵连续奋战，

清理受灾的街区。学生们看到解放军，

就像看到了希望，他们是最可靠的人。

“祖国是澳门的坚强后盾”，那时候，学

生们真正明白了这句话的意义。澳门

孩子对祖国的爱，就是在这些爱国故事

的教育中，在浓厚的爱国传统中，在升

旗 仪 式 的 庄 严 氛 围 中 ，慢 慢 生 长 出 来

的。这种感情是朴素的、自觉的，是无

比珍贵的，需要外界持续而耐心地呵护

和守望。

作者在书中饱蘸深情地写下一个核

心的意象——中国的孩子们像一片春风

吹绿了的小树苗。这春风是什么？当是

我们的祖国。《中国的孩子》通过书写澳

门孩子的教育和发展情况，折射出的是

生长在新时代的中国孩子的精神风貌和

爱国热情。年轻一代人站在前人奋斗和

积累筑起的物质和精神之基上，重新诠

释和理解中国的历史与文明。在经济发

展、社会进步成就认同的基础上，还将延

伸出文明特质和制度自信层面的深度认

同，这也是《中国的孩子》叙事的深层逻

辑所在。

爱国精神的浸润与深化
■郑茂琦 张若冲

80 年前，毛泽东同志发表了著名的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8 年前，

习主席主持召开文艺工作座谈会并发表

重要讲话，之后又多次就文艺工作作出

了重要论述。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

座谈会上的讲话》和习主席系列重要论

述，从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践等多个维

度，标定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文艺工

作建设发展的方向，匡正了文艺工作中

出现的倾向性问题，对繁荣和发展新时

代军事文艺，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

历史意义。

吹响军事文艺的战
斗号角

我们党始终把文化事业和文艺工作

摆在突出位置。毛泽东同志提出，要使

文艺工作很好地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

个组成部分，作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

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的武器，帮助

人民同心同德地和敌人作斗争是其重要

目的。面对当前复杂的斗争形势，新时

代军事文艺工作使命光荣、责任重大，必

须继承传统，发挥好应有作用。

当好党的创新理论的“宣传队”。回

顾历史，军事文艺之所以能够如号角般

指引方向、鼓舞士气，就是因为其始终以

党的旗帜为旗帜、以党的方向为方向、以

党的使命为使命。一部《白毛女》激发

“推翻三座大山”的斗志、一首《志愿军战

歌》点燃保家卫国的豪情……战争年代

的军事文艺作品，或蕴含着党的政策方

针、或传递着革命的理想信念，凝聚起强

大的战斗力。面对当今更为复杂的斗争

形势，军事文艺更要坚决贯彻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习近平强

军思想，发挥价值引导力、文化凝聚力、

精神推动力，通过文艺作品和文化服务

铸魂育人，坚定官兵忠诚维护核心、矢志

奋斗强军的理想信念。

当好认知斗争的“排头兵”。在延安

文艺座谈会上，毛泽东同志深入分析了

文艺工作者如何开展“歌颂”和“暴露”工

作。其中的“暴露”，一个重要方面，就是

暴露日本帝国主义和一切人民的敌人的

残暴和欺骗，并指出他们必然要失败的

趋势，鼓励抗日军民同心同德，坚决地打

倒他们。当前，认知领域斗争十分复杂

激烈，敌对势力妄图让我们的国家“变

色”、军队“变质”、人民“变心”。作为军

队思想战线的尖兵，军事文艺尤其要做

好“暴露”的工作，把自身化作“匕首和投

枪”，通过文艺作品揭批敌对势力险恶用

心，在国内外“舆论场”坚决斗争，运用先

进文化争夺话语权、塑造价值观，捍卫认

知阵地。

当 好 官 兵 思 想 防 线 的“ 守 护 者 ”。

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提出，

要通过文艺工作长期地耐心地教育人

民，帮他们摆脱背上的包袱，同自己的缺

点错误作斗争，使他们能够大踏步地前

进。青年官兵在面对多元价值冲击时，

容易出现方向模糊、立场不稳，甚至有蜕

化变质的危险。军事文艺肩负着守卫认

知阵地、改造精神世界的重要使命，必须

坚持用党的文化建设成果帮助官兵构筑

思想防线，用优秀作品针砭时弊、激浊扬

清，成风化人、凝心聚力，引领官兵同心

同德、团结进步。

校准军事文艺的战
斗坐标

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指

出：“我们要战胜敌人，首先要依靠手里

拿枪的军队。但是仅仅有这种军队是不

够的，我们还要有文化的军队，这是团结

自己、战胜敌人必不可少的一支军队。”

习主席也深刻指出：“我们的军旅文艺工

作者，应该主要围绕强军目标做自己该

做的事情。”回顾我军 95 年的光辉历程，

军事文艺正是因为时刻不忘为强军服

务、为官兵服务，才能不断迸发新的生

机，成为催生部队战斗力的激昂战鼓。

为强军服务、为官兵服务体现了党

的文艺方针。习主席把“为人民服务、为

社会主义服务”当作决定我国文艺事业

前途命运的关键。这一论断有着深刻的

历史渊源，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毛泽东

同志就曾指出：“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

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人民子弟

兵来自人民，他们是强军事业的主要践

行者，也是军事文艺的服务对象。因此，

军事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

务”，首要的就是为强军服务、为官兵服

务，这既是党的文艺方针在军队的具体

落实，也是人民军队“听党指挥”不变军

魂的根本要求。

为强军服务、为官兵服务蕴含了历

史的赓续传承。“跟着枪声走、围着战场

转”是我军军事文艺的优良传统。从活

跃在前线的“抗敌剧社”，到枪林弹雨中

的战地记者，血与火的实践铸就了军事

文艺鲜明的战斗属性。面对和平积弊，

习主席发出了三个“能不能”的胜战之

问，军队文艺工作者闻令而动，不仅把文

艺服务送到一线，更直接参与到抗击新

冠肺炎疫情、边防斗争等重大任务中，推

动了为强军服务、为官兵服务优良传统

的回归，为新时代军事文艺转型发展立

起了标杆。

为强军服务、为官兵服务指明了军

事文艺的发展方向。实现党在新时代的

强军目标，离不开强军文化的引领和鼓

舞。作为强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军

事文艺必须紧盯强军目标，把服务备战

打仗作为根本着力点，在传播党的意志

主张、举旗铸魂上积极作为，在浓厚军味

战味、树立战场导向上积极作为，在融入

作战链条、服务战斗力生成上积极作为，

在弘扬革命英雄主义、培育战斗精神上

积极作为，在倡导思想解放、助推改革创

新上积极作为，在激浊扬清、劲吹新风正

气上积极作为，演绎好强军兴军的“风花

雪月”。

砥砺军事文艺的战
斗本领

习主席指出：“推动文艺繁荣发展，

最根本的是要创作生产出无愧于我们这

个伟大民族、伟大时代的优秀作品。”强

军事业同样呼唤精品力作，这是军事文

艺必须直面的使命课题，也是军队文艺

工作者必须具备的看家本领。

聚焦使命强化责任担当。习主席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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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艺引领时代之风，文艺工作者就

必须具备强烈的使命感、责任感，绝不能

成为“娱乐至死”的工具和“金钱至上”的

傀儡。对军事文艺工作者而言，强化责

任担当，更是适应军事斗争准备需要的

必然选项。只有这样，才能正确理解强

军兴军伟大使命；才能敢于到军事斗争

准备第一线搏击风浪；才能心无旁骛地

扎根火热军营，创作符合官兵期望和时

代需求的精品力作。

面向战场磨砺业务素质。军事文艺

的本质是战斗文艺。革命战争年代，我

军文艺工作者和官兵一起冲锋陷阵，发

挥了团结自己、瓦解敌人的作用。当今

世界，战争形态日新月异，军事文艺工作

者必须紧盯战场之变，锻造过硬本领，加

强对文艺力量运用、文化产品创作的思

考筹划，主动融入作战链条；在内容上，

要聚焦思想交锋、舆论斗争、价值传播等

任务需求，制造输送“文化弹药”；在形式

上，要着眼新媒介、新技术、新形态、新语

言，提升文化产品的传播力和感染力。

精益求精弘扬工匠精神。习主席在

文艺工作座谈会上指出：“文艺工作者应

该牢记，创作是自己的中心任务，作品是

自己的立身之本，要静下心来、精益求精

搞 创 作 ，把 最 好 的 精 神 食 粮 奉 献 给 人

民。”文艺创作是艰苦的过程，但近年来，

赚大钱、赚快钱的错误思想严重影响了

文艺作品质量。在军事文艺领域，这一

现象损害的不仅是口碑和市场，更影响

了军队形象，甚至会成为“低级红、高级

黑”的素材，在服务作战中“掉链子、拖后

腿”。因此，军事文艺工作者必须始终牢

记“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要

求，拿出“板凳甘坐十年冷”的艺术定力、

“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执着追求，自觉远

离名利场，把创作演出当作备战打仗的

具体行动，创作经得起战场和时代检验

的作品。

培塑军事文艺的战
斗作风

文艺工作的作风，对文艺领域乃至

整个社会的风气都会产生重要影响。党

中央历来高度重视这一问题，毛泽东同

志就曾深刻指出“文艺界中还严重地存

在着作风不正的东西”，习主席也曾一针

见血地指出，文艺工作者存在“浮躁”“铜

臭”等问题。文艺工作的作风，最直接反

映在文艺工作者的一言一行上，因此，广

大文艺工作者必须加强自我反思和自我

锤炼，用行动扬起文艺工作的清风正气。

坚强的党性是作风之魂。中国共产

党是中国先进文化的积极引领者和践行

者，文艺工作者坚持党性原则，既反映了

阶级属性，又体现了使命需求。军事文

艺有着更加鲜明的政治属性，军事文艺

工作者首先是党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工作

者，必须把听党指挥作为最根本的政治

品格，才能在传播党的意志主张时立得

住、叫得响，才能当好官兵思想的塑造

者、引领者。

鲜明的群众性是作风之根。文艺作

品要从群众中来，文艺工作者必须要到

群众中去。战争年代，广大文艺工作者

把自己当作群众的忠实代言人，深入战

斗一线，创作了一大批经久不衰的红色

经典。进入新时代，文艺工作者要“身

入、心入、情入”，靠“眼力、脑力、脚力”创

作好作品。近年来，一支支文艺轻骑队

上高山、下海岛、走边防，歌曲《强军有

我》、宣传片《深蓝！深蓝！》等作品引发

如潮好评，掀起了从军热、拥军热。实践

一次次证明，只有扎根火热军营、讲好官

兵故事，军事文艺工作才能触摸到强军

兴军的时代脉搏，获得永不枯竭的源头

活水。

崇高的道德性是作风之源。立德树

人的人，必先立己；铸魂培根的人，必先

铸己。文艺塑造着精神风貌、引领着社

会价值，文艺工作者要想当好灵魂工程

师，就必须先塑造好自己的灵魂。在我

党我军文艺工作的历史上，涌现过一批

批德艺双馨的艺术家，他们以高尚的人

格，赋予作品强大的吸引力和感召力。

新时代军事文艺工作者要想打动人、鼓

舞人，就必须向老一辈文艺工作者看齐，

学习他们忠诚的品格、战斗的作风、奉献

的情怀，把崇德尚艺作为毕生追求，以深

厚的文化修养、高尚的人格魅力、文质兼

美的作品赢得官兵的欢迎和信赖。

（作者单位：国防大学军事文化学

院）

擦亮军事文艺的战斗底色
——纪念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 80 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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