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重大题材是指表现社会重大变革和重大
事件的题材，一般包括重大革命题材、重大历
史题材、重大现实题材三大类。

安康虽然历史悠久， 但在全国层面产生
重大影响的重大革命事件和历史事件并不
多，除了牛蹄岭战役、“早春惊雷”、湖广移民、
“7.31”水灾之外，也数不出几个来，重大人物
若置于全国层面也不够“重大”。 而在重大现
实题材方面， 安康经济社会也在与祖国一起
脉动，发生了前所未有的、震古烁今的巨大变
化，可以说是文学创作的一座富矿。

安康脱贫攻坚、 乡村振兴、 绿色崛起等
等，都属于重大现实题材。 重大现实题材，具
有丰富的信息量、 强烈的时代感和深刻的现
实意义。 很多作家和文学爱好者都在以此为
素材进行文学创作，也出现了很多上乘佳作，
登上了《人民日报》《中国作家》等大报大刊，
受到读者广泛好评。

重大现实题材创作， 笔者也在学习和实
践过程中，在此不揣冒昧，结合阅读作品和创
作实际简单地谈谈如何出新问题。 我将其总
结为“三大三小”。

大主题，小故事。 一滴水可以映射太阳的
光芒，重大主题不一定都要写成宏大叙事，写
出鸿篇巨制。 小故事也能写出思想张力大的
作品。 汶川大地震发生后，李春雷随中国作协
采访团第一批赶到震中地区进行采访创作。
写自然灾害对人类的肆虐？ 灾民的惨状悲情？
还是写救援救灾的“壮歌”？ 一时不知写什么。
直到进入德阳市的新农村典型———棚花村，
才有了感觉。 从日影西斜进村，到次日日升三
竿离去，在十五六个小时里，他调用“五官”，
眼看、口问、耳听、鼻嗅，高度扫描采访，与灾
民同吃同住。 乡亲们面对一片废墟， 没有绝
望，反而灾后更坚毅、顽强，他们对美好生活
的希望、期盼，重建家园的信心令人感动，在
言谈话语和具体行为中表现得真实感人。 “杯
子都砸碎了，别见怪。 ”“莫客气，莫客气，住处
已经安排了。 ”“饭锅和锅盖都砸扁了， 捏一
捏，又圆了，还能用。 ”“因了味精和花椒的多
情襄赞……”

这些家长里短的话， 李春雷觉得就是鲜
亮、生动的中华民族精神，就是震不倒、压不

垮的筋骨和脊梁。 于是，以在棚花村村委会主
任家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为主要素材， 写出
短篇报告文学《夜宿棚花村》。 这篇作品没有
山崩地裂、房倒屋塌的惨烈场景，没有生离死
别、肢断血流的悲伤情景，而是书写了大地震
之后的那份平静， 从废墟上站立起来的倔强
身影，擦干泪水之后的第一丝微笑，断壁残垣
压不灭的那一缕生命烟火， 清晨迎着朝阳向
田间走去的脚步……作家直奔生活最底层，
用独特的视角、精细的笔调，从人性底处和各
个侧面写出主人公的琐碎生活， 并融进自己
的情感和感同身受的生命体验。 这篇反映抗
震救灾、重建家园重大主题的短篇佳作，2008
年 6 月 28 日在《光明日报》发表后，荣获首届
全国短篇报告文学奖第一名， 被选入大学语
文课本。 用人性去讲故事，人性是永远不变的
创新。 人性是相通的，把人性清晰地、有温度
地讲出来，这个故事就会感人。

大变革，小典型。 改革开放后，安康和全
国一样在发生重大的社会变革。 譬如，脱贫攻
坚就是乡村的一场重大而深刻的社会变革。
作家在这场变革中不应缺席。 安康写作者受
时间、地域、熟悉程度和创作能力等因素的限
制，很难写出全国脱贫攻坚的作品。 但是可以
写一个点，写一个“小典型”，来以小见大、以
点带面。 《巨变———紫阳县脱贫攻坚纪事》所
反映的紫阳县， 是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和深
度贫困县，也是陕西省自然条件最差、贫困程
度最深、脱贫任务最重的县。 五年中，全县上
下在 2204 平方公里土地上打响了一场彪炳
史册的人民战争，规模之大前所未有，力度之
强前所未有，投入之多前所未有，进展之快前
所未有，成效之好前所未有。 因而多项工作受
到国家奖励，《通过职业技能培训让贫困劳动
者摆脱贫困》被评为“全球减贫最佳案例”，受
到联合国粮农组织等 7 个机构的表彰和推
广。 紫阳县脱贫攻坚只是全国波澜壮阔的脱
贫攻坚战的一个“小典型”，对“麻雀”的解剖
及非虚构呈现， 却是中国脱贫攻坚战的典型
样本和缩影， 对世界减贫事业也具有重要意
义和价值。 从这个意义上讲，它就“大”了，“小
典型”也能折射和说明大变革。 虽然这个“急
就章”还有不少不尽人意之处，但是西安出版

社却看中此书， 将其推荐参加第八届鲁迅文
学奖评选。

大群体，小代表。 一种普遍现象，一个很
大的群体，怎么写这些人物？ 怎么选择创作对
象？ 创作中怎么出新？ 选择代表性人物，聚焦
写好“这一个”是最佳办法。 安康是欠发达地
区，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后，多数农民的经济
来源主要是外出务工收入， 大约百分之七八
十的精壮劳力都到东南沿海企业或外地矿
山、建筑公司打工创业了。 文学怎么反映外出
务工的时代大潮？ 怎么刻画这个庞大群体的
形象？应该选择代表性人物。 “紫阳修脚师，走
向全中国”的现象，最适宜用报告文学形式来
记录和表现。 我选择 14 岁就外出闯荡、从摆
地摊修脚起步的郑远元作为这个群体的代
表。 首先创作出中篇报告文学《一位修脚工的
创业梦》，参加“感悟变迁 书写梦想———安康
市重大现实题材文艺创作大赛”， 荣获一等
奖；继而应作品主人公之邀写成一部长篇《路
在脚上》，由西安出版社出版；随即压缩到近 8
万字，自由投稿“碰运气”，被《中国作家》纪实
版 2015 年第 3 期头条以《脚上有路———一个
修脚工的中国梦》为题发表，文艺报社、中国
作家杂志社联合在京举行作品研讨会。 作品
触及诸多社会问题： 农村青年的成才之路在
哪里？创业成功者如何实现可持续发展？农村
人进城后怎样实现精神升华？ 怎样打造劳务
品牌……这些问题都能从字里行间找到答
案。 作品生动地反映了改革开放取得的巨大
成就，以及对中国社会进步产生的深刻影响。
对人们读懂当代青年、 当今社会及中国当下
农村的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具有启迪和导向
作用。 不仅励志，而且具有相当的思想深度和
丰富的精神内涵， 给人们以广阔的思考空间
和巨大的思想穿透力。 “小人物”的故事就是
“中国故事”，“小人物” 身上揭示出了宏大主
题。

重大现实题材创作， 要牢牢把握作品的
政治方向、 舆论导向和价值取向， 弘扬主旋
律、倡导正能量，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
导向，守正创新，打造和聚焦新时代亮点，推
出史诗性的作品，努力留下真实鲜活、振奋人
心的历史备忘录和时代影像志。

重大现实题材创作如何出新
市直 曾德强

我的散文观———散文创作大家谈

05总第172期文化周末 2022 年 7 月 22 日 责任编辑 陈曦 邮箱 akrbwhzm@163.com

在清华大学 1997 年一次校友毕
业四十周年聚会前夕， 一住在新疆某
建工集团当总工的孙勤悟， 向牵头的
同学复信说：“我已三十七年与同学们
没有联系，很想参加同学聚会，但我的
收入使我买不起往返机票， 坐火车时
间又太长，单位假期难批。”结果，同学
们募捐， 解决了他的机票问题。 宴会
上，同学们推选他坐在正中主席位上。
因为，当年同班二十多位同学，没有一
个人留在北京，而今天，留在边疆的，
只有他一个。

读白俄罗斯女作家，2015 诺贝尔
文学奖得主阿列克谢耶维奇的作品，
为《他害怕回头看一眼……》感动。 散
文写到战争爆发， 父亲走向战场前向
妻子告别，妈妈紧紧搂着父亲的脖子，
不放他走。 当时我也大声呼唤着，“爸
爸！爸爸！”妹妹弟弟也在大声叫着“爸
爸！ 爸爸！ ”父亲双手抱住头，转身走
了，几乎是小跑着走了。他害怕回头看
一眼……

读优秀的经典的散文， 是一次精
神洗礼。与其说是读文学作品，不如说
是读精神。 在普遍缺乏精神的这个时
代读有精神质地的作品， 读有忧患意
识的散文，是有意义的。

忧患意识植根于担当精神， 植根
于坚定的信仰。 忧患意识是散文的灵
魂， 是人文情怀、 家园情怀的集中体
现。

我相信“文以载道”的中国散文传
统。位卑未敢忘忧国，是陆游的忧患意
识发出的强音，而“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已
成为共产党人的千古绝唱。 忧国忧民，悲天悯人
是一种情怀，是散文家思想的结晶，是对人类命
运，生存生活意识的思考。 强烈的忧患意识，能使
散文精神气象充沛，刘云先生称之为富含钙质的
散文。

优秀的散文，如魏巍的《谁是最可爱的人》，
如周涛的散文，其崇高性、理想主义色彩和英雄
主义色彩，以及革命的红色质地，使他们的散文，
精神气象慑人，在阅读过程中，每每被这样的思
想锋芒所逼，促使读者跳出文本，看到历史和现
实，令人难以释卷，掩卷沉思。

读马克思的《资本论》，读黑格尔、尼采、叔本
华的作品，你不会觉得它们是理论专著，你会觉
得它们是文采绝佳的好散文， 语言风格非常迷
人，忧患意识渗透在字里行间。

具有忧患意识的散文家，应该站在时代潮流
的潮头 ，应该 “先天下之忧而忧 ，后天下之乐而

乐”，应该唤起民众。
《李双双》《大河奔流》的作者，著

名作家李淮说过这样一番话，“作家
不是省委书记， 但是思想认识水平，
理论水平要像省委书记一样，甚至要
超越他们。 ”我理解，这就是精神境
界，思想高度。

忧患意识决定了散文家创作题
材的真实性，决定了艺术风格的独创
性。 柳宗元的《永州八记》，归有光的
《项脊轩志》，之所以历经数百年沧桑
岁月，至今感人至深，凭借的就是这
种亲历亲闻的真实性。

屈原的爱国主义情怀，深刻的忧
患意识， 不因个人命运的坎坷多难，
丧失民族气节， 丧失知识分子的信
念。 伟大的思想，伟大的情怀，产生出
伟大的作品，伟大的动力来自伟大的
目标。

好文章不是数字的增加，而是思
想深度的不断挖掘。

有位挪威传教士尤约翰，父母在
安康生下他，现在每年都要在安康待
一段时间。 有一天，他与我交流。 我
说：“你信仰基督教， 我信仰共产主
义， 信仰不同， 不妨碍我们成为朋
友。 ”尤约翰专注地听着，然后哈哈大
笑。

我又说 ： “我们也有共同的地
方。 ”

他说：“是什么？ ”
我说：“人在做，天在看。 这个天，

我们也信呀！ ”
其实，知识分子也好，草根也罢，对人类命运

的情怀，对人性的思考，对战争与和平的评判，都
有共同的地方，都有人性的光辉照耀。

一座高山，顶上有针叶松，山腰是落叶乔木，
山沟山谷里是野玫瑰杜鹃花，散文园地犹如这物
种丰富的天地。 具有忧患意识，虚怀若谷的人，抒
发的是大情怀，笔下描绘的是大画卷，即使描写
对象是一束野艾，一棵兰草，意境也是高远的，情
怀也是博大的。

作家高红 1979 年写过一篇散文《丝瓜累累的
季节》， 写抑郁不得志的老干部， 赋闲在家种丝
瓜，无所事事，每天数着丝瓜，历史的荒唐观 ，时
代的悲剧感力透纸背。

文学创作中，我记住一句话，功夫在诗外，这
个诗外恰恰就是一个作家地做人情怀。 历史、时
代、人民、个体，相融一体，是对作家的大考验。

散文家，首先是具有忧患意识的正直的知识
分子。

说起来，与李小明认识交往也有七八年光景了。
虽然不住在一个城市，单独交往很少。 但由于同为铁
路书协理事，每年在一起活动至少也有一两次。展览、
笔会，彼此的作品，彼此写字的情况，都是清楚的。 况
且每次活动，同吃同住同行，彼此聊天交流，观点碰撞
也不少，怎么写一篇评论李小明书艺的文章会如此艰
难呢？ 也许，问题确实出在我要评论的对象———李小
明身上。 李小明虽然只有四十五六岁年纪，按书界的
公认标准，甚至可以称为青年，但这小老弟却是一位
见识颇广、眼界颇高、技艺颇全、个性颇强，而且对书
法艺术具有宗教情结，丝毫不愿苟且的十分严肃的书
法家。对这样一位书家做评论，能有丝毫马虎，能不感
觉困难吗？ 但揽下的瓷器活，再难也得做。 怎么做呢？
庞杂的事情先从易处着手。

先说李小明的画吧。 因为小明虽是书画印兼
治，作画，只作文人小品，一盏油灯，两尾游鱼，三五
棵蔬果，一两头黄牛什么的，写心遣兴而已，看来小
明并不以此为职志的。 但寥寥数笔，却显现着作者
孤寂高雅的心境， 且因为具有较深厚书法功底，笔
墨到位，所画之物或憨态可掬，或调皮可爱，或空寂
安娴……总之皆神情毕现，且出尘脱俗。 这些画作
看似简单，但如果没有高韬儒雅的情怀，是断然作
不出的。

再说篆刻。 我私下认为， 真正把书法作职事
的，大都书印兼治。而且小明于篆刻一艺用功颇勤，
成就可观，有数篇评论文章对此作了肯定。 尤其篆
刻名家赵熊先生还对此有专门分析。而我手头也有
一方小明刻的印章。 毋庸置疑，小明的篆刻不仅是
成熟的，而且是高格不俗、意味清雅、颇堪玩味的。
我常想，篆刻讲究方寸之间气象万千。胸中无丘壑，
印面何来气象万千？且以刀代笔，没有过硬的功夫，
线条自不免疲软稚嫩。 而小明的印，显然已是相当
老到，可以不逊于当代一些篆刻名家了。

至于书法，应该算是小明的主攻了，既是主攻，
当然就需着意经营。 而着意经营，小明不但数十年
不辍地勤苦临习经典法贴，而且十分注重书法理论
的研究，所能搜寻到的优秀作品，他一定反复解读
琢磨，对其笔法、墨法、线性变化、章法构成，包括落
款用印等各种因素都力求知其用、明其理，务求穷

通。 为了穷通书理，他特意到大学进修了书法史论
研究生课程。 理论的穷通和长期笔墨功夫的锤炼，
使小明书法创作不仅显得左右逢源， 游刃有余，而
且落笔即具较高的格调。

小明的书法创作不仅真草隶篆行兼修，而且各
体都具不同流俗的审美层次。各体都十分讲究个人
的语言风格， 坚决不让它混同于熟见的古贤时俊。
而小明这种不同他人的艺术语言风格，还呈现着审
美取向上的多元复杂和融合，就像西安名吃羊肉泡
馍，鲜香辛辣厚重浓郁，让人舌根生津，满口含涎，
却难以说清究竟什么滋味。尤其小明的篆隶和行草
书，更是神出鬼没不可端倪。

笔会时，我多次留心了小明写字的状态，这位
平时交往中沉默寡言，谦谨甚至略显羞涩，个头也
不算高大的年轻人，一旦执笔立于案前，立刻像一
位统领千军万马攻城掠阵的大将军。书法所讲究的
各种构成形式，各种笔法、墨法、章法；线条的各种
质感形态，美学上的各种意味情致，此时会全部聚
集在他胸腹之内， 一任他循自己的情绪安排调遣。
笔下流泻而出的线条，往往出人意料，气象万千。如
果你只是一位恪守传统经典，或只习惯于整饬雅致
传统观念的书法同道，也许会觉得不可思议，甚至
会觉得粗野； 而如果你同样接受现代书法的理念，
就会发现，小明是在一幅作品里，尽可能丰富地融
合进各种审美情趣，尽可能多样地使用阴阳虚实等
矛盾构成，从而增强作品审美上的浓厚深邃感。

不可否认，持这样一种书法理念，这样一种创
作态度，既需要书家具有高迈的情操，开阔的胸襟，
更需要书家能积淀起足够深厚的学养。林散老说他
的字不是写出来的，而是“养出来的”。 相信应是我
们有志书法者置之座右的醒世格言。

徐悲鸿先生说：“好的画家，一定要一意孤行。”
小明先生既已做了“书法圣徒”，但愿一意孤行走下
去。目前的创作，虽清迈高格意韵不俗，但我感觉仍
时有突兀不顺之嫌；山林气虽重，但含蓄儒雅不足。
这肯定与小明年纪尚轻有关。 依小明的灵慧、依小
明的虔诚、依小明的勤苦，人书俱老，终成大器，当
不会是我等妄念吧。

李小明，号石鱼、砺堂。 中国书法家协会
会员、中国铁道印社副社长、陕西省书法家
协会草书委员会副主任、陕西省美术家协会
会员、终南印社理事、陕西省职工书法家协
会副主席、中国铁路西安局集团公司书协主
席，现于安康铁路系统任职。 曾于 1998 年在
陕西美术馆举办“李小明书法篆刻作品展”，
2017 年随终南印社出访日本、台湾地区进行
篆刻艺术交流活动。 其书法作品屡获大奖，
被陕西省美术博物馆、陕西省图书馆、陕西
历史博物馆、西安碑林博物馆、西安中国书
法艺术博物馆、汉阳陵博物馆等众多机构收
藏。 出版有 《中国篆刻百家———李小明卷》
《李小明书法篆刻作品选》《中国当代艺术家
精品藏书票———李小明 》《听禅谒月———李
小明书中秋诗词百首》等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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