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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习近平主席文艺工作
座谈会讲话精神感召下，广
大文艺工作者深入到社会生
活中，身沉下去，情融进去。

《北上》是“70 后”作家徐则
臣历时 4 年完成的作品，作
品涉及大运河从 1901 年至
今的 100 多年历史，作者为
写这部作品，走遍了1797公
里长运河沿线的重要地方，
包括18个地级市、4个省、2
个直辖市，阅读了六七十本
有关的资料书，了解运河沿
线的经济、文化、历史变迁。

“只有做了这些功课，你才有
可能真实地把这条河写出
来。”徐则臣说。

白烨认为，“五年来文艺
的另一个突出变化是‘以人
民为中心’的理念普遍深入
人心，成为文学艺术家从事
创作和文学艺术界开展工作
的轴心与重心。”

基于“以人民为中心”的
基本认知，五年来，作家艺术
家们把深入人民生活，阅读
当下时代，作为创作的必修
课，纷纷到基层兼职和下乡
挂职，深入了解和切实触摸
正在“进行时”的时代生活。
在此基础上，从报告文学到
长篇小说，都出现了一批反
映生活新变化，富有时代新
气息的优秀作品。这样的作
品，报告文学有何建明的《浦
东史诗》、纪红建的《乡村国
是》、宁肯的《中关村笔记》、
徐剑的《大国重器》等，长篇
小说有关仁山的《金谷银
山》、陈毅达的《海边春秋》、
老藤的《战国红》、赵德发的

《经山海》等。这些作品都跟
“新史诗”有关，是“以人民为
中心”的文学新成果。

“我们面对着一个波澜
壮阔的时代，生活为文艺创
作 提 供 着 无 比 丰 富 的 源
泉。同时，审美观念和审美
需求的变化对文艺创新提
出了更高要求。真正做到
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
必须拿出与时代发展相匹
配，与人民要求相适应，与
新的审美要求相呼应的精
品力作。”阎晶明说。

据《人民日报》（海外
版）作者：杨鸥

作为中华文明的表现方式之一，日历
一直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如今，除了
安放时间，以《故宫日历》等为代表的日历
书已衍变为集实用、阅读、审美和收藏于
一身的艺术品。

将传统文化元素融入公众生活
在当下名目繁多的日历中，《故宫日

历》算得上是开创者和先导者，其资历最
早可追溯到 1933 年，至今已累计发行
300万册。

不久前，《故宫日历2020》面市，包括
定制版、汉英对照版、限量典藏版等九
个版本。该书图片既有宏观展示故宫
古建筑的摄影图、老照片、测绘图等，以
不同角度呈现紫禁城之美、历史之厚
重；又能带领读者发现不被关注的细
节，包括坤宁宫前的索伦杆底座、长春
宫游廊壁上的《红楼梦》壁画、翊坤宫廊
下的秋千环等。

《故宫日历》不但为我国出版业开拓
了一种独特的形式，同时也被看作是唤醒
藏品资源、传播传统文化的重要典型。正
如故宫博物院院长王旭东所言，其成功在
于“充分发掘文物背后蕴含的价值，将传
统文化元素融入公众生活”。

《故宫日历》并非从中国传统文化中

汲取养分的个案。
《国家宝藏日历》聚焦 366 件国宝文

物，每日一张文物图片，配以有趣的文物
介绍，历代书画和器物穿插，展示古人生
活的方方面面。在每日一点积累中，文物
得以走进人们的生活，真正“活过来”。

在以传统文化为主题的日历书中，
古典诗词也是一种表现形式。《飞花令
里读诗词日历》将 365 首诗词按照“飞
花令”的形式进行编排，贯穿于一年 365
天；网络红人六神磊磊带来的《唐诗日
历》，通过每日一佳句，带着读者领略唐
诗之美。六神磊磊同时还以现代人的视
角对这些唐诗作了精心解读，让人不但
能了解每一首诗背后的故事，还能领悟
一定的生活哲理。

专为高考学子定制的
功能性日历

除了传统文化，同样跟我们生活息息
相关的还有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以及通过
各种经典沉淀下来的审美趣味。

《传家日历》包括传家新语、节气生活
和四季风物等。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则大打海派文
化中的怀旧招牌，在《庚子千人历》中，通

过发掘其连环画宝藏，将经典作品中的人
物提炼出来，集结成400页的日历，每日
一个人物，并注明其绘制作者和连环画出
处，向老一辈创作者致敬。

说到底，日历就是生活的一部分，作
为一种很平常的生活物件，其功能性仍是
主要要素。

作为一本倒计时日历，《高考这一年》
每天会预留出计划表区域和总结区域，每
个月结束还有月总结和下月学习计划的
专区。同时，每日金句也是专为学生们加
油的励志语。

除了学习，健康减肥也是人们日常生
活的核心内容。一本减肥打卡日历，每日
会列出三餐、喝水、体重、步数等空格待
填。 《健康日历 2020》则选出 365 条人
们在日常生活中经常遇到却又经常误解
的健康常识，这些常识渗入我们生活的方
方面面，从头发、牙齿到皮肤，再到我们的
消化系统和呼吸系统，无不涉及，几乎各
个年龄段的人，都能从中找到适配自己的
健康指导。

让日历书有独特审美
多接地气

《开卷》执行主编子聪认为，二十世纪

八九十年代各种百科知识台历一时盛行，
相比起当时对台历实用性的需求，现在可
能更注重日历书艺术性的展现。精美而
独具匠心的装帧设计，让日历书具有了一
定的收藏价值。

据了解，2010 年版的《故宫日历》一
度被炒到了 2000 元左右，身价翻了 30
倍。那一年正是《故宫日历》“复活”年，被
复刻后的首版印量不到 2 万册。正因如
此，一套12本的《故宫日历》回顾装也在
计划出版当中。

此外，由于日历书所带来的巨大获利
空间，让国内众多出版机构趋之若鹜，使
得日历书在内容方面出现比较严重的同
质化现象。

据业内人士介绍，仅2018 年出版的
日历书就有60多种，今年出版的日历书
不会比去年少。他同时指出，在日历书的
图书市场，《故宫日历》等占据了大头份
额，每年都有新人登场，也有人黯然离开。

那么，未来日历书的突破口又在哪里
呢？子聪则建议，不要只做高端的、印制
精美的、制作成本高的日历书，“也要开发
一些接地气的、轻便的、成本不是那么高
的，有独特审美价值，融知识性、艺术性以
及个性化较强的日历书”。

（据《南京日报》作者：王峰）

观好的景致如闻空山妙语，转瞬即逝。赏好的诗
文如听空谷足音，难寻难遇。好山水如能遇到好诗
句，可谓高山流水知音一场。葛晓音先生的《山水有
清音——古代山水田园诗鉴要》则于此境界之上又加
一层——澄怀观道，静照忘求。有学者对此书评价“踵
武前贤且能拓出新境”。

在以“田园、隐居、游览、行旅”为题的四个篇章下，
葛晓音先生对南北朝到宋代的田园诗名作进行了逐篇
赏析，囊括了陶渊明、孟浩然、王维、陆游等一众大家，
不仅在微观上对诗作和诗人进行了品评，更在宏观上
对中国古典诗歌的鉴赏理论展开了讨论，知其然更知
其所以然。静穆观照与旷达意境两相映照，构成了具
有中国独有韵味的生命写照。

所谓“澄怀观道”，是将意念清澈，摒除杂质，体悟
山水自然之道，体会存在变化之道。

所谓“静照忘求”，是指在静默深沉之间浑然忘我，
除却欲求，心灵与万物浑然一体。心地澄明，超然忘
我，趋入空净之境。

于外，山水开阔，于内，心境空灵。在当下人心的
浮躁困顿之中，这样的状态更显珍贵。

在葛晓音先生笔下，诗作皆化美文，美不胜收。
既是审美方式，又有精神旨趣。论述陶渊明的诗
作，是“因为心远而导致地偏，而不是因为地偏才使
心远”。在详述山气、夕阳、归鸟的意味之后，指出

“意境和景物的人格化”是陶诗的鲜明特色之一，入
情入理。

对于“农务各自归，闲暇辄相思。相思则披衣，言
笑无厌时”的解说，既从村中人与人之间关系着眼，又
从句子之间的语意连贯展开，有回环，有顶针，韵味与
技巧交织，诗情与哲理相融，将“文气畅达而用意宛转
深厚，看似平淡散缓而实极浑然天成”的主旨描写得淋
漓尽致。

葛晓音先生对孟浩然的评价是，“盛世气象”，少了
陶诗的理想与批判，多的是盛唐文人的平和与理想。
对王维的赏析，葛晓音先生则笔锋一转，大开大合，宛
若泼墨山水，缘于王维精通绘画与诗歌，《新晴野望》

“画出了一幅层次分明的田园新晴图”。对于全诗的
描述，葛晓音先生仿佛也用自己的妙笔画了一幅山
水，笔笔勾勒，丝丝描摹。“白水明”“碧峰出”直若近
在眼前，呼之欲出。王维是诗中有画，葛晓音先生是
文中有诗画。

此外，说陆游“另铸新词，自成面目”，说“拖着玄言
尾巴”的谢灵运“确立了山水题材的独立地位”，皆见解
精准，论述得当。

附录两篇，一是《中国山水诗的审美观照方式》，一
是《中国古典诗词的阅读和欣赏》，皆为精要之言。“在
深沉静默的观照中坐忘”“从虚明处映照天地万物”，与
自然合一，将心灵澄澈。读到此间，欸乃一声山水绿，
刹那间，眼前、心里全都亮了起来。

（据《中国纪检监察报》作者：姚莉）

——读《山水有清音》

文中有诗画

日历书：将文化之美融入日常生活

文艺创作从高原走向高峰
10月15日颁奖的第十届茅盾文学奖5部获奖作品从不同侧面反映了

近年来我国长篇小说创作的思想高度、艺术水准，体现出文艺工作者坚持以
人民为中心，深入生活，潜心创作，弘扬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从“高原”迈向

“高峰”的努力和成就。
近年，中国作家频频走向国际领奖台，刘慈欣的《三体》2015年获国际

科幻文学最高奖“雨果奖”。曹文轩2016年获国际儿童文学最高奖“安徒生
奖”，中国当代文学的成就受到世界瞩目。蓬勃发展的中国网络文学也在海
外引起热烈反响。

习近平主席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五周年以来，在讲话精神
的鼓舞下，广大文艺工作者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努力创作出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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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文艺创作从高原迈向高峰。当代文艺
界形成了前所少有的活跃而丰繁的局面。

“五年来文艺的一个突出变化就是
创作无愧于时代的优秀作品，进而构筑
我们时代的文艺高峰，成为作家艺术家
的自觉追求，‘打造精品’与‘构筑高峰’
成为当下文学艺术领域的共同奋斗的
目标与追求。”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会
长白烨指出。更多的作家开始注重精
益求精，使作品尽可能接近“思想精深，
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标高。这在
2018 年长篇小说创作中表现尤为突
出。这一年先后出版的梁晓声的《人世
间》、徐怀中的《牵风记》、徐则臣的《北
上》、陈彦的《主角》、李洱的《应物兄》，
同时荣获第十届茅盾文学奖，是近年来
文学创作精品意识增强、精品力作增多
的有力证明。

90 岁的老作家徐怀中早在 1962
年就动笔写《牵风记》，因故中途不得不
忍痛将原稿付之一炬。直至耄耋之年，
重又开笔打磨。其间经历了半个多世
纪之久，作者汲取了新时期以来多种创

作思想的营养，厚积薄发，完全放开手
脚作最后一搏！《牵风记》以革命浪漫主
义手法书写波澜壮阔、艰苦卓绝的革命
战争，是战争史也是人性录，显示了作
者在艺术上的探索创新。徐怀中说：

“希望自己作品充满对人民大众悲
欢的关切，努力彰显深厚的人民情
怀。”在中国作家协会办公厅主任李
一鸣看来，以获得第十届茅盾文学
奖的 5 部长篇小说为代表的许多精
品佳作，维护了长篇小说作为一个
民族秘史和国家社会生活传记的尊
严。这些长篇小说将历史和时代作
为小说的发生背景、矛盾场景、生活
情景，既庄严无畏，敏锐把握历史风
云 ，摹 写 历 史 真 实 本 相 ，又 尖 锐 透
彻，揳入时代生活内里，探入人物内
心世界，在时代洪流中书写人物故
事，达到时代思维的新高度，揭示历史
发展的大逻辑，体现出追求史诗的境界
和品格。

“打造精品”与“构筑高峰”

据中国作协网络文学中心研究
员肖惊鸿介绍，近年，中国网络文学
创作呈现繁荣景象。截至 2018 年 12
月，中国网络文学用户规模达 4.32
亿，主要文学网站作者数量超过百
万，作品总数超 2000 万部。越来越
多的网络作家把社会价值放在首位，
更加注重提升创作品质，优秀作家作
品不断涌现。

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阎晶明谈
道：“近年，在文学创作中，我们欣喜地
看到既植根于深厚的中国文化土壤，
生动讲述中国故事，又能够调用多种
艺术表现方法，实现艺术突破的优秀
作品。比如在小说创作领域，不少活

跃的作家坚持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又
能够自觉地在艺术上打开格局，把具
有时代特征，让当代读者接受的艺术
元素、创作手法融入其中。同时，发挥
文学是其他艺术创作母本作用，以新
的艺术形式扩大优秀作品社会影响的
成功例证也有很多。近期，一些在观
众中引起热烈反响的影视作品，如电
视剧《平凡的世界》《大江大河》等，都
是由优秀文学作品改编而来。可以预
想，这种创作上实现突破的自觉，多种
艺术形式的融合，必将催生更多无愧
于时代的文艺精品，中国作家艺术家
攀登文艺高峰的勇气与努力，必将带
来文艺创作的崭新境界。”

打开格局，融入时代特征

深入生活扎根人民

本版转载文章作者，请联系编辑（电子邮箱：lyrbshb@163.com）告知地址，以奉稿酬。

本报讯（记者 常书香 通讯员 婧婷）17日，洛阳
文学院重点作家推介会举行。应邀而来的省内四家文
学期刊的社长、主编及副主编对部分签约作家进行面
对面创作指导。

《莽原》主编王安琪，《散文选刊》主编葛一敏，《大
观》社长张晓林、副主编周婷，《躬耕》主编李大旭等，对
洛阳文学院推介的十位作家作品进行面对面点评。这
些作品包括小说、散文、诗歌近二十篇（首），其中有马
勇的中篇小说一篇，王星超的短篇小说一篇，沫儿诗歌
六首，刘惠霞、李毅诗歌各一组，汪天钊、秦晗、张宝峰
等散文六篇。此次推介的作家多为洛阳文学院第四届
签约作家和特约创作员，部分往届签约作家也参与了
本次推介会的交流活动。会上，受邀嘉宾分别对作品
进行了一一点评，并给予现场指导。

此次推介会是洛阳文学院针对重点作家举办的
第二届交流推介活动。通过“请进来”和“走出去”
战略，推动洛阳青年作家出精品、出佳作、出影响力
大的作品。

洛阳文学院举行
重点作家推介会

好 书 推 介

这是一部由细节构成的新中国史，资料丰富、图文
并茂。从成立新中国，到开启新时代，通过新中国历史
上的“大事件”中的“小细节”，以独特视角深刻剖析中
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历尽千难万险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
的成功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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