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B3 文艺副刊 2024年5月14日 星期二 编辑 黄祎鸣 版式 龚华林 校对 李红

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文艺工作
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回答了文艺工作一系
列方向性、全局性、根本性问题。这篇讲话是
习近平关于文艺工作论述的重要篇章，是习近平
文化思想的重要载体，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在文艺领域的重要运用，成为
新时代文艺工作重要理论依归和行动指南。

十年来，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胜利实
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在中华大地上全面
建成了小康社会，开启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
代化国家，向着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新
征程。在新时代新征程中，文艺领域出现了许多
新面貌、新气象、新形态，出现了属于我们这个
时代的文艺特征。从实践看，新时代文艺有如下
四个突出特征。

第一，人民性是新时代文艺的鲜明底色。社
会主义文艺，从本质上讲，就是人民的文艺。高扬
人民性是党领导百年文艺发展道路最根本最鲜
明的特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这
一论断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指导，继承
创新中国古代文艺理论优秀遗产，批判借鉴现代
西方文艺理论，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在
文艺领域的体现，是反映当代中国文艺理论本体
论、认识论、方法论、价值论的核心观点。影视艺
术方面，新时代以来，以党的奋斗历程为着眼点，
用细腻的中国叙事、感人的家国情怀讲述中国故
事，弘扬新时代主流价值观的新主流电影展现了
独特的价值和影响力。《战狼》系列、《流浪地球》
系列、“我和我的”国庆系列三部曲、《红海行动》
《湄公河行动》《中国机长》《万里归途》等新主流
影片，在塑造人物时，无不从人性的深度来呈现
对个体生命的关注，体现以人为本的人文价值。
2024年春节档《第二十条》《热辣滚烫》《飞驰人
生2》《熊出没·逆转时空》等电影，凭借良好的口
碑和品质，八天累计总票房80.16亿元，打破了
2021年同期78.42亿元的历史纪录；观影总人次
1.63亿，同比增长26.4%，同样创造了新的国内
纪录。这些成绩最大的归因就是人民性。什么时
候文艺创作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就会走上越来越
宽的大道；什么时候文艺创作没有坚持以人民为

中心，就会误入越走越窄的歧途。人民性是新时
代文艺的底色，也是广大文艺工作者应当坚守的
文艺立场。

第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新时代文艺的丰
厚滋养。几千年来，孕育在中华文明历史长河中
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文艺创作的生命根脉
和历史源泉。文艺创作不仅要有当代生活的底
蕴，而且要有文化传统的血脉。在文化传承发展
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提出“第二个结
合”，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置于五千多年波
澜壮阔的中华文明史中，进一步铸牢了我们的
道路根基，也为文艺创作打开了更深远广阔的
理论和实践创新空间。十年来，广大文艺工作者
承接中华文明更加主动自觉，文艺创作接通了
历史的脉络，激发了深厚的文明积淀，传承了优
秀的美学传统，谱写了许多融汇古今的当代华
章。比如电视文化节目《中国诗词大会》《中国书
法大会》《典籍里的中国》，舞剧《只此青绿》《五
星出东方》《瓷影》《锦鲤》，电影《长安三万里》
《封神第一部》等等，以深厚的历史底蕴为蓝本，
融合了多种传统文化元素和民族符号，充分挖
掘、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超越时空的价值，推
动其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向世界传递着东
方文化之美。新时代文艺贯通文明根脉，并非简
单地运用传统要素，更不是机械地崇古复古，而
是反映川流不息、源源不断的中华文明在当代
的发展。新时代文艺激活了中国人蕴含于文化
基因中的深层文化心理结构，实现了中华美学
精神与当代审美追求相结合，国潮、国风、国韵
成为新时代文艺的重要表征，成为新时代文艺
的重要标识和新时代最为鲜亮的文化特征。

第三，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是新时代文艺的
核心主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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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来，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
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上，文艺工作者紧
扣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时代主题，将空前的文
化自信和高度的文化自觉熔铸于文艺创作中，
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开放
为核心的时代精神表现在各个门类的艺术作品

中。为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序厅创作的大型
漆壁画《长城颂》，形象浓缩了中国共产党百年
奋斗的沧桑岁月，以映满朝霞的长城呈现这一
恢宏、壮阔、雄伟的历史意象。新时代文艺生动
反映了新时代中华儿女改革创新、勇毅前行的
奋斗历程，立体呈现了当代中国广泛而深刻的
社会变革，讴歌了中国共产党为人民谋幸福、为
民族谋复兴的伟大实践，表现了当代中国推动
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胸怀和担当。文艺工作
者们敏锐捕捉新时代的典型形象、典型意象、典
型气象，创造出属于这个时代的新文化，让新时
代文艺成为讴歌新时代、奋进新征程的嘹亮号
角，为激励亿万人民投身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作
出了重要贡献。

第四，新技术是新时代文艺的重要支撑。互
联网技术和新媒体改变了文艺形态，催生了一大
批新的文艺类型，也带来文艺观念和文艺实践的
深刻变化。信息技术的裂变式发展，为文艺提供
了裂变式的动力。数字艺术、网络文艺和跨媒介
艺术等新兴文艺形态勃然兴起，新美学、新场景、
新应用、新消费、新传播、新样式、新手段走进了
生活。比如，数字影像技术对戏剧舞台、电影屏
幕、电视节目和展览展示等进行重塑，逐渐改变
了人们的观赏方式和审美体验。2022年中国国
家博物馆的《中国历代绘画大系》成果展，以图
像、文字、视频、新媒体等多元展示手法，呈现中
国古代绘画的丰富成就，真正展现了中国传统绘
画“可行、可望、可游、可居”的美好意境。近两年
热议的人工智能写作、人工智能绘画、人工智能
音乐、人工智能视频等不断拓宽艺术的边界，不
断挑战着人类的文艺创造能力。科技之于文艺，
已从工具发展到伙伴，如今仍在进化中。

以上四点是笔者对新时代文艺特征的总结
概括。新时代中国文艺还在进一步成长发展之
中，广大文艺工作者要坚持文化自信，坚持守正
创新，坚持开放包容，进一步增强历史主动精
神，勇于担负新的文化使命，努力创造属于我们
这个时代的新文化和新文艺。

（作者系中国评协副主席兼秘书长、中国文
联文艺评论中心主任）

物质匮乏生活单调的年月，看坝坝电影便
成为村民生活中难得一遇的奢侈品。

那时的电影，无外乎《地道战》《铁道游击
队》《小兵张嘎》一类。这些黑白电影，现在看来，
老得就像出土文物；看电影时，又大多坐在冷硬
的青石坝上。尽管如此，坝坝电影并不是想看就
能看，往往要等上三五个月甚至更久，大队（村）
才会选择性的在某个生产队（社）放上一场，然
后辗转到另一个生产队。

村民们盼星星，盼月亮，终于盼来了坝坝电
影，当村口那两根竹竿上高高晃动的白色银幕，
如旗帜般猎猎飘扬，山里劳作的村民就像丢了
魂。不待太阳落山，他们便扛起锄头等农具，一
阵风似的往回跑，待胡乱扒拉完晚饭，便从屋子
某个角落翻出葵花梗（做火把用），然后大呼小
叫着，邀约着，往放映点赶。待翻山越岭赶到目
的地，偌大的院坝里，早已是黑压压的人群。

当咝咝的电流声响起，银幕上开始有人影
晃动，院坝里立时安静下来，大家都愣睛鼓眼地
盯着银幕，心里默默地研判着哪个是好人，哪个
是坏人。间或有人哈哈一笑，其他人也跟着大
笑。也有为银幕上的好人即将遭受不幸，急得拍
脚打掌的……快乐的时光一闪而过，当银幕上
出现“再见”二字时，村民们已擎着点燃的火把
往回走。一时间，狗的狂吠，人的喧嚷，似要把沉
睡的山村唤醒。

看电影的快乐是如此放肆与张扬，村民们

哪里舍得亏欠从坝下来的电影放映员？通常，队
长得到放映消息，当天便派出两个身强力壮的
年轻小伙，扛着扁担赶到十里外的坝下。他们在
公社（乡）找到早就等候着的一高一低两个放映
员，把放映机、发电机等往扁担上一系，便一前
一后挑着担子，引着空脚空手的放映员，咯吱咯
吱地往山上走。一个多小时后，四个人已赶到村
上。此时，早已恭候在大院门口的队长（社长），
叫声“王同志好”“黄同志好”，便热情地引着他
们往吃晚饭的村民家走。

多年相处，队长对村民们都很熟悉。哪家热
情好客，哪家讲究卫生，哪家媳妇厨艺高超，他
都了如指掌。放映员还未到，他已在反复掂量中
将食宿安排好。

能被队长选中，无疑很光荣，可如何招待好
客人，却成了难题。那个年代，大家都穷，要办出
一顿像模像样的饭菜，实在是赶鸭子上架。

那年夏天，我家有幸被队长挑中。母亲高兴了
半天，又愁苦了半天。她先是翻箱倒柜，找出几小
块腊豆干，一小瓶花生米，洗了一小块黑黢黢的腊
肉，又狠心取下过年都没舍得吃的腊猪舌。待饭菜
摆上桌，总觉得少了什么，猛然间看见切成块的西
红柿，才恍然想起西红柿蛋汤还没有着落，可家里
早没了鸡蛋，她只好催促父亲去大院借。

其实，两位放映员吃东西一点不挑剔，待人也
随和。那位白净国字脸上常挂着笑的王同志，身高
超过一米七五，体形魁梧，容貌俊秀。加上白衬衣，

熨得笔挺的蓝色裤子，一尘不染的黄布胶鞋，许多
人都误以为他是公社干部，可他不过是临时工，听
说以前在部队放过电影。饭桌上，这个文静的男
人，说话轻言细语，夹菜只夹靠近面前盘里的，即
使好吃的腊舌头，也只夹那么一小片。相反，他的
搭档黄同志，个子不高，一张脸干瘦得就像用纸包
裹着，一双一笑便眯成一条缝的小眼，不时眨巴
着，像是随时在思考问题。倒是一张嘴，那不时蹦
出的俏皮话、方言俚语，逗得前来看电影的村民，
笑得捂住嘴直往一边跑。饭桌上的黄同志，同样不
安分，他的筷子，时不时翻山越岭，美味佳肴便源
源不断地钻进他嘴巴。咀嚼的间隙，他还会不时晃
动着脑袋，夸赞某盘菜好吃，某碗汤好喝，甚或低
头跺脚，驱赶那些猫狗。他做得那么随意，就像在
自己家。

就这么两个长相有别、性格迥异的放映员，
工作上却配合默契，他们放电影，发电机、放映
机基本不出故障，银幕上很少出现黑线与黑点，
更听不到沙沙的电流声。即使换带（一个胶带放
完换上另一胶带），一个人取，一个人装，动作也
麻利得让人感受不到情节断片。

苦寒的年月，坝坝电影成了山里人的精神
救赎，放映员自然备受欢迎与尊重。他们享受着
别样的荣光，跋涉于崎岖的山路，穿行于各个村
庄，把欢乐送进村民的心田，从此苦寒中也有了
期盼；把笑声送进千家万户，沉寂的村庄便多了
一份烟火味。

户外徒步多年，野花野菜见过不少，初识
鹿耳韭还是最近的事情。

“呦呦鹿鸣，食野之苹”，提及鹿耳韭，头
脑里总会出现《诗经·小雅》中，这两句清新优
美的诗句，尽管这两句诗与鹿耳韭并没有什
么直接的关系。近几年里，每到春天踏青时
节，徒友们的口口相传、朋友圈的各种热议，
让人有些应接不暇，太多太多鹿耳韭的传说，
更是不断撩拨起我的兴趣来。

鹿耳韭又名山韭菜，色泽鲜绿，美味可
口，号称“野菜中的天花板”，多生长在海拔
2000米左右大山河谷的阴湿陡坡、林缘沟
边。距成都不远，崇州鸡冠山琉璃坝一带的高
山上，就多见鹿耳韭。

周末去琉璃坝采摘鹿耳韭，本以为会是
天清气朗的好日子，却不料一场春雨从头晚
下到清晨，追随我们一路来到了琉璃坝。好
吧，就在淅沥春雨中登山攀高，与鹿耳韭来一
场久违的初见。

农家乐的何大哥足蹬雨靴，肩挎背囊，腰
别砍刀，带领身着红绿雨衣的我们上后山去。
看到何大哥这身打头，我知道，这趟鹿耳韭之
旅一定不会轻松。

雨中的琉璃坝很美，青翠葱茏，山岚萦
回，云遮雾罩，空气清冽，犹如仙境一般。一路
上，道窄陡峭，坡高险峻，一多半登山道都是
嶙峋的乱石块、稀溜的泥泞道，很多路段实难
称之为路，登攀之难显露无遗。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
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行走
在乱石嶙峋、灌草丛生的羊肠小道，似闻得东
坡先生《定风波》的吟咏声缓缓飘来，脚下可
是有些趔趄乱步了。

头顶上传来同伴们的欢呼声。抹去额际的
汗水雨水，抓住身边藤蔓、枝干，奋力登上几个

“龇牙咧嘴”的石头磴子，来到一条狭窄细长的
山垭口。垭口两侧，陡峭的崖壁青葱郁茂，满目
蓬勃青绿里，哪里看得到鹿耳韭的踪影？

前队一众徒友四散开来，有的手把树兜，
爬上陡坡采摘，有的攀伏崖壁，伸长手臂挖
菜，欢声笑语，不绝于耳。

天上的雨点又开始密集了。我一边时刻
小心着脚下的滑溜，一边拨开密密丛生的植
物，仔细寻找鹿耳韭。眼看周边上下徒友们手
里的袋子渐渐充盈起来，沟壑里飘散起似韭
似葱的浓烈香味，我却连鹿耳韭的影子都还
没找着。

垭口里吹过来一阵山风，满坡满崖的灌
草在雨中随风起舞，像是摇头晃脑嘲笑我的
笨拙。蓦地，灌草丛里几抹清亮的嫩绿一闪而
过，好啊，鹿耳韭，我来了！

那是峭壁边一处斜度很大的陡坡。抓住
灌木根兜，我小心翼翼挪过去，脚下的软土早
已成了一片泥浆，想要站稳都很费力。走到近
前定睛细看，那片鹿耳韭正在高过头顶的土
坡上向我招手，经过了雨水的冲刷，形似鹿耳
的硕大叶片绿油油清纯可爱，白嫩纤细的茎
秆圆润饱满，活像一群圆睁双眼的小鹿同我
痴痴对视，惊诧兮兮的那般惹人怜爱，一时间
竟有些不忍采摘了。

我伏下身子紧贴沟沿，绷直双腿尽量不
往下滑，尽量伸长了手臂，一株一株掐断有些
滑腻的根茎，汇成一把装入随身的袋子里，不
一会儿，也是小有收获了。

“下山了，下山了”，领队开始不住声地呼
唤散布四野、还醉心于采摘中的同伴们。大伙儿
恋恋不舍、意犹未尽整理好装满鹿耳韭的大包
小袋，肩背手提，沿着来时的小路向山下返回。

春雨中，泥泞山道、陡坡险隘制造了不少
麻烦，不时有发出惊呼的同伴滑倒在地，细窄
小道上的稀泥被划出一道道印痕，起身的狼
狈又引发出山谷里阵阵欢笑。三国时的文人
曹丕在《善哉行·其一》中写道，“上山采薇，薄
暮苦饥。溪谷多风，霜露沾衣”，那景象想来也
莫过于此了。下山的路虽是艰辛，但与大山的
亲近却是乐在其中，内心里满满的都是快意。

其实，陆游与岳池的交集并不多。至于陆
游在岳池待了多长时间，活动的线路是怎样
的，具体去过哪些地方，见过哪些人，做过哪
些事，有哪些细节等，现在已无从查考。但交
集不多并不等于交集不深——岳池给陆游留
下过深刻印象，他想见的景象在岳池见到了，
他饱经动荡、屡受挫折、劳神费思的心灵在岳
池得到了暂时的抚慰，他心中的积郁和期冀
在岳池找到了喷发的宣泄口。无论出于何种
目的，在触景生情后，他挥毫写下了流传至今
的《岳池农家》。

全诗如下：
春深农家耕未足，原头叱叱两黄犊，泥融

无块水初浑，雨细有痕秧正绿。
绿秧分时风日美，时平未有差科起，买花

西舍喜成婚，持酒东邻贺生子。
谁言农家不入时，小姑画得城中眉，一双

素手无人识，空村相唤看缫丝。
农家农家乐复乐，不比市朝争夺恶。宦游

所得真几何，我已三年废东作。
全诗明白晓畅，所绘景象、人物自然亲

切，所表达的感情朴素、真挚，正所谓“诗以言
志”。或许，循着诗的轨迹，在时隔800余年的
今天，我们由诗及人，由表及里，知人论世，能
打开陆游与岳池的一段隐秘关系。我隐隐地
觉得，这首看似简单的七言古诗，或许承载和
寄托着陆游的很多东西，或许也是我们走进
陆游内心世界和他所生活的那个时代那个社
会的一张导引图。

据查证有关资料，《岳池农家》写于宋孝
宗乾道八年（公元1172年）。这一年，陆游卸
任夔州（今重庆奉节）通判，应四川宣抚使王
炎的聘请，前往南郑（今陕西汉中）担任宣抚
使司干办公事兼检法官，途经岳池县境时被
当地农村春耕景象所吸引，遂作此诗。

分析全诗，有四层意思：
开篇四句为第一层，开门见山写眼前

景，描绘出一幅非常优美的春日田园风光
图：春深时节，辛劳的农民还高声吆喝着耕
牛在田间劳作，闲置一冬的稻田经过翻垦耕
耘，泥土匀细松软，水面泛着浑浊的波纹，细
雨中的秧苗更加翠绿撩人。这一层，侧重写
农耕中的春耕。

承接的四句为第二层，写农家生活的美
好：风和日美，无灾无祸，连徭役也没有。西舍
成婚，东邻生子，喜事一桩接一桩，众乡亲买鲜
花、携美酒前去庆贺。也是一幅人间美景。这一
层，侧重写农村世俗生活和农家关系。

接下来的四句为第三层，聚焦描述农家

女的美好，相当于镜头特写：乡村虽然偏远，
但农家少女眉毛仍是按照城里最时兴式样描
画的。人不仅漂亮，还有一双洁白的巧手，缫
丝技术很高，竟使全村的人相互召唤着来观
看。这一层，侧重写女织生活。

最后四句为第四层，应用对举手法，揭示
出农家与市朝、宦游与东作的隔阂，抒发心中的
议论和感慨：农家乐，农家乐，哪像市场官场喧
嚣恶争夺。历年游宦所得究竟知多少?整整三年
远离家乡未农作。这一层，侧重写个人情绪和要
集中表达的主题思想，也是诗眼所在。

在陆游笔下，岳池如此美好，简直就是一
处“世外桃源”。我们不禁纳闷：陆游走了那么
多地方，经历了那么多苦难，见多识广，见惯
不惊，为何偏偏把岳池写得如此美好？是他照
实呈现，还是另有所图，想借“岳池农家”表达
些什么？

从历史的角度分析，当时的岳池到底是什
么情况呢？陆游生于1125年，南宋建于1127
年。南宋时的岳池，当时的外部环境是，宋金对
峙，兵祸连连，但对于处于天府之国、偏安一隅
的岳池来说，算得上是南宋的安全“大后方”；
战争和社会动荡尚未波及这里偏僻的农村，也
未破坏这里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岳池一直是
传统的鱼米之乡、水稻的主产区，遇到风调雨
顺，“农家农家乐复乐”是有存在的客观条件
的。因此，我们可以这样理解，1172年的岳池，
应该是相对偏僻、相对封闭、相对安定祥和、相
对富庶文明的。这些，对于饱经战乱动荡和颠
沛流离之苦的陆游，或许就是眼里、心中渴望
已久期盼已久的“桃花源”，此情此景就如同

“久旱逢甘霖”。
当主客观条件一结合，当岳池农家的景

象与诗人内心的愿景一交互，双向奔赴的结
果就是一段幸福经历和美好时光的诞生。是
岳池，让陆游找到了快乐和情感表达的依托；
是陆游，让岳池农家从此名扬天下。

让诗人陆游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他念兹
在兹的“农家农家乐复乐”，现在已变成常态
化的寻常景致。在乡村振兴的时代进程中，在
农文旅融合的发展大潮中，岳池已建成农家
生态文化旅游区、4A级景区、国家现代农业
产业园区。今年“五一”小长假期间，岳池农家
生态文化旅游区推出了亲子乐园、柴云振生
平事迹展陈、郑家山上风日美房车露营、湖山
云影、稻田酒店体验、大力湖游船等系列活
动。如果时空可以穿越，我相信，一幅现代版
的岳池乡村图景，一定会让陆游欣喜若狂，彻
底释怀，叹为真正的乐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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