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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重大题材创作 ， 最近几
年，很多作家进行了大胆探索和创
新，并取得了不小的收获 ，但同时
也出现了一个不容忽视的现象，即
一头沉———历史题材重于现实题
材，这类作品数量和质量都具有压
倒性优势。 仅反映重大历史题材的
电影、电视剧而论，在中国当代电
影、电视剧发展史上，可用盛况空
前、蔚为大观形容。 沉醉于历史题
材创作的作家不在少数，客观地说
他们确实写出了一批具有相当的
历史分量和文学分量的作品 ，如
《曾国藩》（唐浩明）《张居正》（熊召
政）《大秦帝国》（孙皓晖）等。 而以
史诗笔调抒写当下社会变革、直面
现实人生的长篇小说，数量就显得
相对有限了， 虽然也能数出一批，
但总体看质量不高，尚无法与八十
年代至九十年代初期的一些作品，
如 《许茂和他的女儿们》（周克芹）
《平凡的世界》（路遥）《白鹿原》（陈
忠实）《浮躁》（贾平凹）《故土》（苏
叔阳）《活着》（余华）《沉重的翅膀》
（张洁）《花园街五号》（李国文）《新
星》(柯云路)等作品比肩。

我们提倡重大现实题材的创
作，是因为我们的社会需要及时反
映道德和良心，需要及时地用文学
的方式触动人的脉搏，让美好的旋
律与我们的心跳同频共振。 但重大
现实题材写作，对作家的要求不同
于历史题材的写作，后者多来自于
自身学养和间接经验，前者则需要
真正放下身段，走出书斋，像周立
波、赵树理、柳青、路遥、陈忠实等
前辈作家那样， 融进生活底层，与
普通群众交朋友，成为他们中间的
一份子。 因此，没有生活的体念，就
无法获取第一手资料，所谓重大现

实题材，真正的聚焦点还不在“重
大”而在“现实”上，只有把握现实，
才能洞悉生活的真谛。 至于题材是
否重大， 这要看作家心胸和境界，
“有境界则自成高格”（王国维语），
所以，题材的重与轻、大与小，在大
作家眼里，自有衡量的标准。

重大现实题材创作，前提是必
须要有深厚的生活积淀，要处理好
素材与题材的关系。 体验生活是为
了发现素材、积累素材，倘若思绪
不清、东一榔头西一斧头，没有一
个相对成熟的写作规划 ， 即写什
么、怎么写都不明确，那在一开始
就走了弯路。 因此，写什么题材的
作品，这种动念一旦成熟，就要有
计划、有步骤、有目的地去实施。 素
材的选取由题材决定，题材为素材
的积累确立了一个方向，如乡村题
材、军事题材、城市养老题材等，题
材将素材锁定在一个稳定的范围
内，这样体验生活的动机就十分明
确了，自然不会瞎碰乱撞，无的放
矢。 关于重大题材的涉入，就本土
创作而言， 安康近几年缺位比较
大，除李春平创作的历史题材长的
篇小说 “盐道三部曲”（《盐道》《盐
味》《盐色》）、李茂询长篇历史小说
《西域英雄传》外，尚有曾德强的报
告文学《巨变———紫阳县脱贫攻坚
纪事》、高鸿的《时代答卷：紫阳蝶
变纪事》。 前者是历史题材的小说，
它反映了民国时期巴山盐民（盐背
子）的生存和生活状况，通过几户
平凡人家的命运轨迹，塑造了一群
血肉丰满的人物形象。 小说深刻而
生动地诠释了人性之美和人情之
美， 在表现人物的阳刚与阴柔上，
作者拿捏准确、轻重适当，写活了
人物内在的精气神。 应该说，“盐道

三部曲”， 从宏观和微观的角度对
大巴山的人文地理、民俗风情尤其
是巴山人民身上那种耿直忠厚、嫉
恶如仇、大义凛然的精神品格的描
写，演绎出了发生在巴山古盐道上
一段可歌可泣的历史，小说运笔细
腻，主题揭示旨远义丰。 《西域英雄
传》系重大历史题材长篇小说。 主
要讴歌了以张骞为代表的使节团
英雄群体在古“丝绸之路”上的开
拓精神。 它集人民性、文学性、史诗
性、民族性、艺术性于一体，全景式
地展示了中华民族坚忍不拔、不怕
牺牲、 勇于开拓的爱国主义精神，
以及海纳百川的和平外交思想。

迄今为止， 安康文学中反映当
下现实生活， 带有史诗性的长篇小
说尚未出现，这样说，有人也许会不
服气， 甚至会列出新近出版的作品
清单予以反驳，但我要言明的是，这
里不是对作品多少的盘点， 而是就
作品的深度和广度进行的一次称
量。 我眼里的有价值的作品（长篇小
说），必须具备三个条件：一是能否
进入学术研究视野， 二是有无普世
价值，三是能否带给大众审美愉悦。
强调长篇小说创作的重要性， 是因
为在重大的现实题材写作上， 安康
一直是缺位的，有题材没有人才（主
要是年轻的小说创作人才），这是摆
在眼前的一个现实。 就拿上面提到
的两部报告文学来说， 单就题材而
论， 这可以算作是一个重大的现实
题材，而在如何表现这个题材上，不
只是报告文学一种，如诗歌、散文，
当然我个人更看好长篇小说，诗歌、
散文主要偏重于抒情， 在重大题材
的深度揭示上， 这两种文学形式皆
不占优势。 长篇小说以叙事为主体，
在创作的空间和时间上可以无限开

拓， 文学虚构是没有任何绑缚的思
维， 它为作家的主体想象插上了翱
翔的翅膀。 脱贫攻坚这一重大现实
题材，经过时间的沉淀以后，很多史
料的虚假性被剥离掉， 一些漂浮的
东西被时光逐渐淘洗和荡涤， 这时
介入长篇创作才是最佳时候， 但作
为重大题材的驾驭， 不是每个人都
能担起来的， 这又考验着我们自身
的“本钱”，这个“本钱”就是艺术功
底、思想境界，两者均具备了，这样
就可以完全进入创作状态。

题材从素材中选取， 而重大现
实题材都有其相似性， 毫无疑问创
作首先要避开相似性： 共性是普遍
的、共有的，个性才是独特的，不可
复制的。 因此，题材不论多大，关键
是它的躯壳里是否安放了作者的思
想和灵魂。 好作品不是教科书，而是
能让人陶醉的音乐。 文学的功能就
是塑造美、唤醒美，同时还要延续、
拓展美……“文学不仅要写人世，它
还要写人世里有天道， 有高远的心
灵，有渴望实现的希望与梦想。 有了
这些， 人世才堪称是可珍重的人
世。”（谢有顺《小说的心事》），重大现
实题材创作， 它在本质上就是要透
彻地、深刻地表现现实世界里的“天
道”，正义、良善、博爱，这是文学的温
度，也是大文学观的确立。 这里我还
必须强调，所谓“重大现实题材”创
作， 它不是一根绑缚我们思维的绳
索，现实中有很多琐细的、轻灵的、
飘逸的东西，它们很美、很鲜活，但
却很小、很轻，对待这类题材，我们
不能机械地、教条地用“重大”这个
标准去衡量，所谓“一滴水可以折射
太阳的光辉”，只要我们写出了一种
站立的价值、一种高远的情怀、一种
震撼人心的旋律，这就足够了。

当当代代视视野野下下的的宏宏大大叙叙事事
——————安安康康重重大大现现实实题题材材创创作作浅浅论论

□□ 紫紫阳阳 叶叶松松成成

写真事 绘真景 抒真情
———散文创作要做到“三真”

□□ 汉汉滨滨�张朝林

我有个习惯，把自己写好的文
字反复修改后存入空间，然后在微
信朋友圈里晒一晒，恳切广大文友
们给我指正 “挑刺”。 好文章就是
“挑刺” 出来的， 是反复修改出来
的。

我不看好这样的文字：匆匆忙
忙写完文章， 也不修改和校对，就
急忙晒出去，朋友给他们私下提出
缺点和错误 ， 他们便脸红脖子
粗地狡辩，慢慢地他们的文字就没
人看了。

写作是个苦差事， 不读书、不
积累、不深思、不跑腿、不洞察、不
沉淀，是难写出好东西的。 这是我
自己总结出来的经验。 拙作《幸福
花》 在 《人民日报》“大地副刊”刊
登，就是文友陪我三次探访安康的
大小花卉市场， 我个人又去过五
次，和花卉行家里手交流，搜集大
量的材料。 又经过一段时间的沉淀
才动笔写就了拙作。 我写月河，多
次在早晨、傍晚游走月河，欣赏月
河的水鸟翩跹，与朝阳和晚霞在一
起，聆听月河的水声，静看月河的
鲤鱼跳跃。 热浪滚滚的下午，我又
一次带照相机走月河，爬上爬下两
个多小时，汗水模糊了镜头，也模
糊了我的眼睛， 看着夕阳偏西，看
着一大片晚霞落入月河， 我被吸
引、被震撼，一边拍照，一边构思散
文框架，就是在走动中、拍照中、美
景中找寻 “切入点”， 激发创作灵
感。 几头老黄牛从月河下游蹚着河
水走上来。 月河、夕阳、黄牛、老人、
月河桥，构成了一幅美丽的风景画
卷。 突然我的灵感来了。 我拍下最
后的一抹夕阳， 就急切地赶回家，
在电脑上敲文字，敲打出一幅幅画
面。 经过几遍的修改，散文《黄昏的
月河》草稿落成了，喜悦涌上心头，
我又晒到朋友圈中，希望大家评判
指导。 我尊敬的一位散文家转发并
写下了一段文字：“写景散文，当然
不是为了写景，是借景生情，借景
写人，景就是人，人就是景。 人与景
融 ，不动声色 ，所喜所忧 ，全在景
中。 景是此景，景非斯景，景入诗

意，景是意境。 ”
这一段话对我触动很深，似乎

吹散了多年朦胧的写作迷雾，让我
看到散文的写作方向，那就是散文
写作要“写真事、绘真景、抒真情”。

“写真事” 是散文创作的基本
要求。 广东的身子浙江的头，上海
的鼻子天津的脚， 这是小说的写
作，小说是可以虚构的。 但散文不
能，必须是真真实实的写作。 真人
真事的写作， 就是真散文的写作，
这样写出来的散文， 才有独特性。
当然还需要生活的提炼和艺术的
升华。 有些散文作品，把它放在任
何一个地方都行，这显然是空泛的
散文。 没有个性的散文是没有生命
力的。 我的散文人物和故事，不会
杜撰的，必须是真实的，只是在表
现手法上灵活多样。 最近《安康日
报》发表的《乡情好似家乡水》中的
人物、故事是这样的：

“我想起来了。 当年的忠银爷，
是村里有名的‘大力士 '，一百二十
斤重的‘锁子石 ' 他像耍气球一样抡
上接下的。 忠银爷风趣幽默，总爱在
我面前脱掉上衣， 展示他磁疙瘩胸
肌和三角肌， 还让我瘦弱的拳头用
力击打他的胸肌，我一拳挥过去，他
稳如泰山，我的拳头生疼，险些一个
背仰跌倒，乐得忠银爷哈哈笑。 忠银
爷总爱给村里的孤寡老人挑粪、担
水、收拾庄稼，是村子里公认的大好
人。 忠银爷爱打抱不平，记得一次一
位穿着毛毛领大衣的小伙子欺负一
位老人，忠银爷一声吼，吓得‘毛毛
领 '傻了，只见忠银爷抓起他的毛毛
领，轻轻一提，就提上了坎，毛毛领
也哗啦一声撕裂了， 吓得小伙子赶
快给老人家赔礼道歉。 ”

这段文字的描写，忠银爷个性
独特、为人忠厚、打抱不平的形象
出来了，饱满起来了。

“绘真景”是我一贯坚持的写作
风格。 我的散文是以乡愁为主的写
作， 我爱家乡的一草一木、 一溪一
河、一山一岭，都是真真实实家乡景
致，是我的原材料，我善用自己美的
眼光去发现和捕捉家乡的美景，再

用准确的文字呈现出来， 这样描绘
出来的“真景”才能打动读者。

“一条小河，赶牛山脚下来，从
村前穿过。 小河边是一条笔直的水
泥路，两边是一排排紫荆、垂柳、香
樟， 此时的紫荆树， 花繁叶茂，红
的、粉的、黄的、白的紫荆花 ，开在
垂柳间，摇在香樟下。 路西是开发
的新村，一座座崭新的楼房拔地而
起。 ”《乡情好似家乡水》的一段文
字，是对家乡小河及小河两岸的真
实写照，读这样的文字，就是一种
美的享受。 但是，写景不只为了写
景，写景是为了你要表达的主旨服
务，我的这段写景，就是要写出新
的乡愁，写出新时代下乡村振兴带
来的新变化，景为主旨服务、为抒
情服务。 我不喜欢那种泛泛而谈空
洞的写景，即使把所有美丽的辞藻
堆砌起来，也打动不了读者。 我的
写景，把我在小桥上遇到乡亲们与
他们聊天、写他们的故事服务的。

以写景为主的散文，也需要有
人物走进来，有景无人，景是空寂
的，落寞的，寂寥的；有人无景，人
是单薄的、平面的、死板的；人和景
的照应，散文才会灵动起来。 譬如
《乡情好似家乡水》 就有这样一段
写人的镜头进入：“小桥上立着几
个人，是乘凉的乡亲们，第一眼认
出的是立顶爹和立保爹。 我在村里
辈分低， 小时候我们是同班同学，
现在他俩是村支委委员，配合着村
支书张山爹的工作，弟兄俩是张山
爹左膀右臂， 三个皮匠赛个诸葛
亮， 他们把张营村的村容村貌、脱
贫攻坚和新民风建设等工作，搞得
风生水起、红红火火，今年刚刚扛
回来省级乡村振兴示范村的牌子。
立顶爹和立保爹，拉住我的左手右
手，嘘寒问暖，浓浓的乡情如同小
河水，纯亮、甘甜、可口，在我心中
哗哗流淌。 斜靠在小桥栏杆上咂着
香烟的老者，拍拍我的肩膀：‘这不
就是咱们朝林嘛！ '”人物的出现，
让家乡的小河也一起灵动起来 ，
景、人入画而来，文章就有嚼头了。

“抒真情” 是我不可动摇的笔

力。真情从哪里来？从景中来，从故
事中来，从细节中来，这种情，是自
然的、真诚的、水到渠成的流露。 只
有真情，才能打动读者。 以我《乡情
好似家乡水》为例。 “哗啦一声，一
道亮亮的清水从小桥地的河滩里
飞上来：‘孙娃子， 我是你莲婆，把
我忘记了吧？ ' 一位戴着白色遮阳
帽的老太婆立在河滩边。

“‘咋会忘记莲婆您哩，我人小
时身体瘦弱，还吃过您的奶水哩。 '
我的眼睛模糊了，清楚记得 ，莲婆
的小儿子被我小几岁，为了不让我
吃莲婆的奶水， 把我的脸挠破了，
莲婆一巴掌把她小儿子扇得大哭，
把我搂在她的怀里。 桥上桥下，我
们都哈哈大笑开了。 ”

不知道读者读到这里是什么
感受， 我写到这里心里很难受了，
禁不住流下了泪水。 童年时代，体
弱多病的我吃过嫂子的、 婶娘的、
婆婆的“百家奶”，这种浓浓的情让
我终生难忘。

抒真情的时候，不能一股脑地
全部流露出来 ， 要给读者留足空
白，让读者自己去品味、去感悟，这
样才能共鸣 。 贾平凹先生与父亲
《喝酒》的散文，就是先抑后扬的写
作手法，景、故事和细节都写得十
分感人，用细节打动人 ，用故事感
染人，用真景说服人，恰到好处地
抒情后戛然而止，给读者留下了很
大的空白，我读一次，流一次泪。 这
就是真情留白的魅力所在。

新时代的到来，城镇化的农村
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作为散文
作者，要站在时代的前列 ，抒写好
新时代的变化和新的乡愁。 安康的
散文领域， 需要一批散文作家，深
入生活，深入社会，写出有真景，有
真情，有真人，有真故事，有高度的
散文来，相信安康的散文在新时代
的环境中，一定能够出现散文的高
原与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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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散文观 ———散文创作大家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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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树勇，1964 年 7 月出生于紫阳县蒿坪
集镇。 受父亲及老师等影响， 喜爱写作及书
法、绘画、摄影等艺术。 1982 年中专毕业后参
加工作， 有通讯和专业论文发表于 《陕西气
象》《陕西林业科技》等杂志并获奖。 1988 年 8
月，参加公开招考，自此进入石泉新闻通讯及
基层电视宣传工作行列。

他的第一篇散文于 1987 年发表于《安康日
报》副刊，自此一发不可收。 第一本散文集《江汉
清音》2001年 12月由陕西旅游出版社出版。 此
后，他在《美文》《散文百家》《粤海散文》《散文视
野》《中外文摘》《华商报》《陕西日报》 等文学副
刊发表散文和报告文学，在《中国摄影报》《中国
有线电视》《先秦史研究动态》《新闻知识》《光明
日报》《农民日报》发表评论及照片。

近 20 年来，胡树勇先后出版个人散文集
《江汉清音 》《鸟倦知还 》《守一不惑 》《博写 》
《范》《光影涟漪》《心地》《艺术之韧》、 摄影集
《图说汉水文化》《陕南老照片》及《风流石泉》
11 部，参与出版《石泉文学作品选》等书籍 50
多种。 其个人著作被中国国家图书馆等机构
收藏，入选《中国散文家代表作集》《中国当代
散文精选》《散文百家十年精选》《中国优秀摄
影家 》《中国散文家大词典 》《中国摄影家全
集》等书。 他的散文《得道》获中国散文学会中
国当代散文奖。 散文集《江汉清音》获中国国
土资源作家协会第三届宝石文学奖提名奖 。
2014 年 2 月摄影论文《南怀谦摄影综述》入选
中国摄影家协会第 11 届全国摄影理论研讨
会文集。 摄影作品《抢救羚牛》获中宣部、国家
环保总部、 国家广电总局环境警示教育图片
展优秀奖， 被中国艺术研究院摄影艺术研究
中心、中国摄影家杂志社、中国摄影艺术学会
评为中国优秀摄影家，作品《山里娃》获中国
优秀摄影作品奖。 电视消息获省有线电视新
闻一等奖、陕西新闻奖二等奖，电视片《蚕桑
魂》获陕西电教片观摩评比三等奖。 2014 年 1
月， 被省委宣传部评为全省基层宣传思想文
化工作先进工作者。

他先后加入了中国摄影家协会、 中国散
文学会、中国报告文学学会、省作家协会、省
摄影家协会。 树勇先生说文学一直是他的心
爱！ 他谈到沈从文、汪曾祺、黄裳对他的影响
很大。 三位大家的著作经常陈放在自己床头。
他认为散文作家就要写当代、写现实，因此在
散文作品中融入当下内容是自己的重要审美
取向，也是自己散文的“这一个”特质。 他爱石
泉，写石泉十美，他大量的写作都是围绕着本土
石泉开展的。 渐渐地，胡树勇成了石泉的一张文
化名片。 许多人是从他的文字中， 开始了解石
泉、认识石泉，进而喜欢石泉的。

谈到胡树勇的散文， 著名作家王宗仁先生

曾说：“他的散文贴近大众，贴
近现实，亲切而随和，不唱高
调，不虚张声势，有一种真挚
情意与心灵颤动之思。 他的散
文就是他的脚印，就是他真情
的流露。 ”当记者期间，胡树勇
用脚丈量石泉，几乎跑遍了石
泉的山山水水，并把触角延伸
到陕南周边和全国各地。 前陕
西作协副主席王蓬先生说 ：
“胡树勇的散文很有特色，篇
幅无论长短， 描写无论对象，
皆隐含着诗情， 洋溢着画意，
所出文字不空泛、 不做作，有
金石相击之声，无轻佻卖弄之嫌。 ”

胡树勇的写作、摄影、书法皆有造诣，他的
才情，洋溢在脸上的阳光，给众多来石泉的文化
人留下了十分美好的印象。 他的文艺创作对石
泉来说是一件幸运的事， 他是石泉标志性的文
化人物之一。

除文学创作之外，胡树勇还是一个多面手。
他在新闻、摄影、摄像、电视编导、书法等领域，
多年来都做出了令人瞩目的成绩，获奖多多。

胡树勇有自己的散文观， 他认为：“我向来
以为写文章有话则长，无话则短。 好的散文作家
显得孤傲不驯，不喜同流，更不用说合污，他们
在自觉或不自觉地努力保持自己的个性及本
色。 我一向写文章有这样的追求：最好一篇文章
整篇完美无憾，其次一篇文章有部分精彩，再次
一篇文章有一个段落很好 （这样还有人看），最
后一篇文章有一句几句闪亮的语言 （至少这篇
文章还不是一文不值）。 一个时候有一个时候的
兴趣，这应该是正常的事情，变化是规律，不变
是反规律。 人的感情也会随着时间的脚步变化，
不过真正珍视感情的人总是会抓住主心骨的。
改革初期文学繁荣， 但那时中青年作家大多读
书少，古文基础不厚，故那时的散文少文气，少
厚度。 现今如依旧，则学养表现仍薄。 散文的内
容多种多样，但我观察，记者出身的散文家有自
己的特点， 他们的散文更贴近生活贴近自我贴
近判别，也就是更贴近当下贴近时代，故而他们
的散文有明显的时代特色， 不同于写自然界写
内心无由头感伤等所谓的抒情散文， 我们认识
前人的时代往往从贴近时代之文感受所得，但
记者之散文常犯艺术性浅显之毛病。 ”

现在，胡树勇建立了自己的微信公众号，经
常在自己的公众号上晒自己的散文新作。 他说：
朋友圈可以不天天发， 但自己的微信公众号坚
持了经常发，因为总会有喜欢的人阅读，并且读
者可能在世界遥远的某个地方关注， 希望和美
文就在远方和未来。

（梁真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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