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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作品诚然可以帮助读者观众坚定文化自信，但是
否还能有更多帮助呢？党的二十大报告发出了“推进文化
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的号召，这与党的十
九大报告提出的“坚定文化自信，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
兴盛”相比，在“文化自信”基础上引人注目地新增了“文化
自强”的意涵，形成“文化自信自强”这一新话语方式。这
一新话语方式的提出显然富有深意：让“文化自信”与“文
化自强”紧密交融，汇合成为推动文艺发展的新动力或新
路径，其目标直指“铸就社会主义文艺新辉煌”。

这确实是对于新时代新征程文艺发展动力或路径的一
次重要的话语调整。文化自信，按照相关论述，意味着文
艺工作者自觉地返身从中华文化传统中吸取资源，对自身
文化理想、文化价值及其生命力和创造力保持高度信心，
并且努力使自己的作品成为增强广大人民文化自信的精
神力量。而文化自强则代表依托文化自信但又指向更高
层级的要求：文艺工作者应当使自己的作品成为激励广大
人民奋发图强，增强自身的尊严感、强大感和完满感等强
大精神力量。将文化自信与文化自强相并提，表明这两件
事现在已经到了需要密切结合起来予以统筹规划的时候
了。在新时代新征程，文艺创作不仅要激励人民对自身文
化保持高度信心，更要激励人民提升或增强其自我的强
健、强盛或强大之感。如果说，文化自信主要要求文艺作
品产生增强读者和观众自信心的精神力量，让个体从自我
怀疑的犹豫状态走向自我信念的确定状态，那么，文化自
强主要是要求文艺作品激励观众在精神上变得更加强健、
强盛或强大，促使个体带着确定的信念投身于让自身变得

更加强大的扎实行动或实践之中。前者是后者的基础，后
者是前者的提升；前者重在内在意志力的确定，后者重在
向外展开的实践力或行动力及其实际效果的持续增强。
因此，文化自信与文化自强的交融，会对文艺创作提供更
加强劲而又厚实的新动力或新路径。

应当看到，在刚刚过去的新时代十年间，文艺工作者
自觉地遵循“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为坚定文化自信
而创作，奉献出一批批精品力作，确实起到了树立文化自
信的作用。展望当前和未来，文艺工作者将面临新的使
命，这就是在文化自信基础上锐意推进文化自强，努力让
文艺作品真正成为增强观众的文化自信心和文化自强力
的精神力量。具体地看，优秀的文艺作品有可能以多种不
同方式去造就文化自信与文化自强之间的交融格局和相
互增强态势。

首先，不少作品能以文化自信心为文化自强力奠定基
础。有的作品在运用多媒体、融媒体等大众媒介方式实现
文化传统的通俗化表达方面走出新路，有的运用非凡想象
力而让古代文化遗产“活”在当代人的心坎里，既可以帮助
读者和观众树立对于本民族文化传统的自信心，也可以促
进他们释放出文化自强的新动力——我们是否可以像祖
先创造辉煌的文化传统那样，创造出属于当代中国富于魅
力的新型文化？

其次，有的作品可以由文化自强的提升而返身夯实文
化自信。影片《长津湖》《长津湖之水门桥》等战争大片，在
全景式战争巨制中刻画中国人民志愿军“悲歌慷慨”“气韵
沉雄”的英雄群像，突出我军英雄主义气概和乐观主义精

神 ，熔 铸 出 现 代 中 国 人 民 家 国 同 构 、军 民 同 心 的 强 盛 形
象。这可以让观众在获得文化自强力的同时，对本民族文
化传统的现代转化形态有着更深沉而坚定的自信心。

最后，还有的作品可以让文化自信心与文化自强力之
间形成互动共生的局面。从电视剧《觉醒年代》中为寻求
救国真理而东奔西走的艺术典型人物身上，当代观众可以
同时获得走向未来的自信心和自强力。透过《山海情》中
成功的闽宁帮扶脱贫攻坚范例，观众在品味“彪炳史册的
人间奇迹”的同时，可以产生出实现当代乡村振兴的强大
驱动力。

应当看到，提出“文化自信自强”的真正着眼点正如党
的二十大报告指出的那样，在于在“增强文化自信”的基础
上进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也就是说让文艺作品成为广
大人民投身“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以中国式现
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的精神动力。当
然，文艺作品不过是人类创造的感性符号、表意形式，它不
可能直接推动历史车轮前进，但毕竟可以通过感动正在历
史洪流中前进的人们，为他们提供可以产生自信心和激发
自强力的不竭动力源。从这个特定的意义上说，文艺作品
产生的精神力量是可以通过影响人的精神状态而间接地
转化为影响历史进程的物质力量的。观赏英模人物传记
作品，如话剧《谷文昌》《桂梅老师》，电影《我的父亲焦裕
禄》《守岛人》，电视剧《功勋》《大山的女儿》《高山清渠》等，
观众可以从这些感动人心的艺术典型身上获取坚定的自
信心和沉厚的自强力，并且自觉地携带它们，更加意志坚
定、意气风发地行进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征程中。

在文化自信自强中推动文艺发展
王一川

近年来，不少主旋律电影以精良的制作水平和鲜
明的价值导向，赢得口碑和市场，为主流文化传播和
主流价值引领起到了良好示范效应。正在各网络平
台播出的网络电影《特级英雄黄继光》，以精致光影再
现红色经典，以真挚情感致敬英雄先烈，正是对这一
题材、类型的延续和接力。影片入选国家广播电视总
局网络视听节目精品创作传播工程扶持项目。

对于创作者来说，战争片有着很高的行业门槛。
一方面，这一题材、类型的影片往往需要兼顾多个叙
事角度，如敌我双方、大小人物等，在多数情况下叙事
结构庞大、线索纷繁。另一方面，相关战争场面的拍
摄在技术上有相当难度。同时，作为讲述历史故事的
影片，与史学教科书的最大区别就在于史诗兼具的艺
术品格，需要寓情于史，才能打动观众。

《特级英雄黄继光》没有通过多条故事线全面展
现宏观战争场面，影片巧妙地聚焦在黄继光参军前后

的故事上，以他在抗美援朝战争上甘岭战役中的具体
任务为叙事中心，用日常真实的对话场景和小体量的
战争场面，在由宏观到微观的起承转合中，真切体现
了中国人民志愿军的伟大爱国主义精神。影片镜头
来到 1952年 10月 19日晚，黄继光所在的部队奉命向
上甘岭右翼 597.9 高地的敌军发起反击，虽然多次与
敌军对战，却依旧未能摧毁敌军火力点，离天亮只有
不到一小时了，时间就是生命，站在参谋长身旁的黄
继光看着一个又一个战友倒下，毅然提出：“把任务交
给我，只要我有一口气，保证完成任务。”这一场景，精
准交代了黄继光完成英雄壮举的大背景，构成了影片
史诗合一的叙事基础。

电影把精力用在了局部战场这个“刀刃”上，使得
叙事极为紧凑，形成了层层递进、密不透风的戏剧效
果，也使战争场面的表现更加“硬核”，把观众的注意
力始终聚焦在核心事件、关键场景，为重现红色经典
作了充分的画面语言铺垫。

故事的高潮部分，黄继光面对敌人的猛烈扫射，
忍着伤痛一步不停地前进。在距敌军火力点八九米
的时候，他举起右手将手雷投向敌军，但由于对方火
力点太大，只炸毁了半边。千钧一发之际，黄继光顽
强爬向火力点，冲着敌军狂喷火舌的枪口，挺起胸膛，
张开双臂，扑了上去。刹那间，敌军正在吼叫的机枪
哑然失声，黄继光用年轻的生命为部队开辟了胜利前
进的道路。这永远刻印在中华民族烈士丰碑上的经
典一幕，在影片画面语言的精心调度下鲜活重现，升
华为可知可感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

由于战争片场景、主题的特殊性，在该类影片中
塑造鲜活生动的人物形象对任何创作者来说都是一
种挑战。电影虽然以黄继光作为主要线索人物，但是
在全片的人物塑造上却做到了对志愿军队伍的“群像
式”讴歌。六连的每个英雄人物都有自己独特的形
象，并不是某些外国战争片中为了配合“主角光环”如
零部件一样的配角，而是还原成鲜活、生动、具体的

“人”。在战斗不同阶段的叙事展开过程中，影片以单
元式的结构，分别塑造了战士肖登良、李旭、赵克春等
有血有肉、可亲可敬的战士形象。他们虽然经历各
异、个性鲜明，但都能在决断时刻毫不犹豫、不怕牺
牲，给观众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

今年是黄继光牺牲 70 周年，这部电影播出后，得
到广大观众特别是年轻观众的高度认可。相信在观
众的激励下，会有更多视听精品把打动人心、催人奋
进的英雄故事讲给今天的人听。

作为一名小说创作者，我总
想把自己比喻成两种动物，一是
飞在天上的鸟，二是钻在土里的
穿山甲。也就是说，我既是一只
鸟，也是一只穿山甲。这似乎有
些不可思议。但是，一步一步走
过来，回头看一看，确实是这样。

鸟在天上飞，在拥有一对翅
膀的同时，还须具备一个条件，
就是自身的轻盈。但是，话又说
回来，轻可以，却不能轻得没有
了内容。

其实，我也总在这样提醒自
己，这也就是接下来的问题。曾
有朋友对我说，你当年插过队，
经历丰富，又去过那么多地方，
难 怪 你 的 脑 子 里 总 有 写 不 完 的
故事。我觉得，这话对，但也不
全 对 。 经 历 丰 富 和 去 过 很 多 地
方，这其实是两件事，而且在某
种意义上说，又是互为因果关系
的两件事。

这听起来似乎有些费解，其
实 很 简 单 。 小 说 是 想 象 出 来
的。但这个想象要有依据，就是
生活本身，没依据的想象就是胡
思乱想了。由此可见，对小说创
作者来说，他的生活经历和阅历
越丰富，想象的资源，或者说写
作资源也就越丰富。

从心理学的角度，当我们受
到一个外部信息的刺激时，自然
就 会 调 动 起 记 忆 中 的 一 个 或 几
个 乃 至 若 干 个 以 往 的 经 验 。 作
为小说创作者，我把这个接收到
的信息叫“密码”。我之所以称
它为“密码”，是因为它不仅难以
捕捉，更难以读解，而且总是不
期而至。这也正是这个“密码”
既神秘又充满魅力的地方。

在采风过程中，我总是在寻找，或者说在等待，等待
那个“密码”出现。我知道，这个“密码”能调动起我记忆
深处，甚至是已经很遥远的心理体验和生活经验。这很
可能是极为珍贵的，就像是一本或几本压在角落里、早已
被我忽略的书籍。这时，我被这个“密码”指引着，又重新
找到了它们。然后，从记忆的深处把它们小心地取出，吹
掉上面岁月的尘土，它曾经的面目也就一点一点清晰起
来。因此，我每次去采风时，心里都充满这样的期待。

这种期待和重新找到的过程，对小说创作者是非常
重要的。但此时，这件事还远没有结束，或者说，只是开
始。当我把这些尘封在记忆深处，又重新找到的体验和
经验取出之后，在它们成为写作资源之前，又会出现一
种“密码”。这种密码就很清晰而且具体了。它会指引
我回到现实生活中，寻找新的与之对应的东西。这时，
就不能走马观花了，要硬碰硬地去面对具体的事物、具
体的生活。

我之所以用“硬碰硬”这个说法，是因为，这时容不得
半点马虎，要怀着一颗敬畏之心。我很清楚，小说中的一
些“硬伤”，往往就是在这时，一不小心产生的。

我总是希望自己小说中的情节能飞扬起来，或者干
脆说，让我的小说“飞”起来。如此一来，就要努力写得轻
盈。但轻盈并不是轻，这显然是不一样的两回事。要让
自己的小说轻盈而又不轻，也就必须要有前面所说的这
个寻找“密码”的过程。

这个密码，往往埋藏于泥土的深处。鸟儿飞在空中，
是无法发现的。所以我说，我也希望自己是一只穿山甲。

据古生物学家考证，其实鸟的祖先也是在地上行走
的，有一种说法，鸟的羽毛就是由它们当年祖先身上的鳞
片进化而来的。如此纤细的羽毛，竟然曾是厚重的鳞片，
这是多么不可思议的事情。

在我这样的小说创作者看来，也并非不可思议。
鸟的祖先，在当年，或许就是一种类似于穿山甲的动

物。当它们从泥土的深处钻出来，仰望天空，开始有了一
种飞翔的渴望，可以想象，这时它们的心情是何等的激
动。然后，终于有一天，它们竟然神奇地将一身鳞片羽
化，接着生出了翅膀，一跃飞上蓝天。想一想，这多像一
篇小说的诞生过程。

就小说而言，这个“羽化”应该是飞翔的关键。
可以想象，这时，鸟儿虽已飞翔在天上，但它的羽毛里

仍带着祖先鳞片的基因，甚至还在散发着泥土的芬芳。我
想，这就是所谓的质感。所以，它才轻盈而不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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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 大 题 材 落 实 到 小 细
节，给大话题找到小切口，
是现实主义文学最常用的
技法。而让作品场景与生
活场景无缝衔接，让故事和
人物仿佛从繁茂丰饶的生
活 中 长 出 来 一 般 真 实 、典
型，则是现实主义文学一直
追求的美学效果。从这个
角 度 说 ，长 篇 小 说《钢 的
城》（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2022
年 7 月 出 版）起步扎实、气
象不凡。

书写劳动者本色

1994 年 底 ，临 江 钢 厂
来了一位有改革经验的新
厂长易国兴。他说一不二，
一系列雷霆手段之后，改革
成效立竿见影，当然，伴生
问题也毫发毕现。在书中，
易国兴或许是一个不成熟
的改革者，但他是一个成熟
的文学人物。既写出改革
者身上的英雄主义气质，也
写出他们的普通劳动者本
色 ，是《钢 的 城》的 文 学 创
造；而与之相应，小说也写
出了普通工人身上的英雄
主 义 气 质 和 劳 动 者 本 色 。
书中写到了很多普通工人，
他们创业、抱团儿、不躺平、
不抱怨；他们相信自己的双
手，相信友谊、爱情、道义、
责任，这是《钢的城》格局气
象的动人心魄之处。作家
真诚地相信个人奋斗，真诚
地讴歌劳动本身，所以才写
出了百年钢厂的生存韧性，
写出了劳动者身上永不言
败的精神气质。

这 种 精 神 气 质 进 而 转
化为整部作品的气质，进而
让小说变成了改革者和创
业者共同的精神自传。小
说也写到新一代的改革者，
他们有学历、有技术、有胆略、有章法、懂法律，更重要的是，
他们的改革更懂得在视野开阔的前提下综合权衡、审慎决
策，于是，临钢以市场为导向重视技术革新，重新走上了国
有企业的振兴之路。可以说，从人物气质到作品风格，《钢
的城》都写出了劳动者身上钢的质地、铁的本色，同时，更写
出了他们身上炉火般的火热与赤诚。

折射现代化进程

除了人物形象的成功塑造，《钢的城》格局气象的另外
一个层面是行业特征和社会特征的融合。

小说的原型是位于湖北省黄石市的大冶钢厂，有“共和
国工业摇篮”的美誉。而小说的作者罗日新生在钢厂、长在
钢厂、毕业分配到钢厂，半生的记忆和生活与钢厂密不可
分。内行人的眼光、钢厂子弟的情怀，让这部小说的行业气
质异常惹眼。

小说堪称一部钢铁的百科全书。小到普钢怎么炼，特
钢怎么炼，钢炉前的准备，一线工人的状态，钢铁的硬度和
技术指标，钢铁实验室、生产线的改造等；大到中国钢铁工
业从普钢到特钢的发展历程，钢炉从平炉到电炉的设备改
造升级给整个行业带来的改变，钢铁企业应该走什么样的
转型之路才能避免成为“工业锈带”，为共和国发展做最坚
实的后盾，一座“钢的城”如何与外界社会建立联系才能实
现和谐联动等，在这本书中都得到了符合历史真实和细节
真实的书写。

小说胜在行业的特殊性和陌生感，但同时，更赢在世态
人情的普遍性和亲近感。“钢的城”不同于普通城镇，它是行
业之城、特殊之城，同时，它的人间烟火和人情冷暖又和普
通城镇无异，它也是社会之城、中国之城。中国当代文学在
擅长的乡土书写、农耕社会的熟人法则之外，一直在呼唤都
市叙事、现代化契约空间的书写；中国当代文学也呼唤用更
宏阔的视野看待发展和进步，《钢的城》显然响应了这种呼
唤。同时，某种意义上，它也延续了茅盾先生以《子夜》开创
的“社会剖析小说”的传统，在以故事、人物、命运为主体的
同时，也以科学严谨的态度讨论和关注技术问题、社会性问
题，在社会科学的视野范围内探讨效率与公平、分配与调
节、阶层和流动。这部《钢的城》既是钢铁行业发展的缩影，
也折射出整个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

承载家国情怀

《钢的城》格局气象的一个深层次体现，是国有企业体
现出的国家观念和家族企业体现出的家庭观念。

小说的主要人物之一祝大昌辞职下海，创办自己的企
业，也试图发展家族企业。创业者如何平衡事业和家庭的关
系，平衡财富和血缘亲情的关系，是小说提出的话题之一。

与此同时，小说平行写出了国有企业面临的激烈市场
竞争，一方面是钢材贸易国际化带来的观念、法律、制度的
挑战，另一方面是民营企业的活跃。如何让国有资产保值
增值，让“钢的城”里的“钢的人”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是新
生代改革者身上的大责任，也考验他们的大智慧。

《钢的城》用一个个看似普通的小人物，一件件看似家
常的小悲欢，繁而不乱地讲述着中国改革大潮中的企业故
事、家国故事。在小说中活跃的是人，让“钢的城”热闹非
凡的也是人，然而，小说真正的主角是这座城——只有“钢
的城”才能体现全体钢铁人的精神气质，才能容纳所有创
业者和奋斗者的灵魂塑像，才能承载改革大潮中发生的中
国故事，才能让中国传统中的君子之志、匹夫之责落地生
根。当然，为城市立传也是为现实画像、给历史回音、给个
体尊重——一部《钢的城》就这样具有了历史和现实、企业
和社会、个人和国家的多重视野，而所有这一切都是从“生
活”这片沃土上生长出来的。

聚焦成长历程 再现先烈壮举
——《特级英雄黄继光》的叙事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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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写好风景？
老舍在风景描写上卓有创见，他提出了风景描写的

独立价值和意义，把风景描写从背景中独立出来，使之具
有独立的审美意义。老舍认为，风景描写能使故事更鲜
明、更明确，同时，风景描写与故事本身是天然长在一起
的，不可分割。老舍关于风景描写与小说叙述相融会的
论述，是风景描写的重大突破。

对于中国现当代小说来讲，写风景不是照相式地给
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摄影取形，而应该像刘勰所言，“写
气图貌，既随物以宛转；属采附声，亦与心而徘徊”。以人
物的情感为写景的出发点，把风景描写作为人物形象塑
造 的 重 要 方 法 。 中 国 古 典 小 说 写 景 ，讲 究 从“ 看 ”出 发 。
茅盾认为，一段风景描写，如果只是从作者的角度出发去
欣赏、去描写，那么风景就成为没有意义的点缀。而如果
通过作品中人物的眼睛、从人物当时的思想情绪出发，去

写出人物对于风景的感受，那么风景描写的价值和意义
就凸显出来了。这是中国小说关于风景描写最具有民族
特色的部分，它和西方小说中风景描写更倾向照相式的
呈现方式有根本性的区别。

除 了 风 景 描 写 和 叙 述 相 融 会 、从 小 说 中 人 物 的“ 眼
睛”出发来写风景之外，风景描写还要有利于人物形象的
塑造。一方水土养一方人。风景描写为作家笔下人物的
性格、命运提供了重要表现力，正因为有了风景描写，各
个地方的人物性格和环境之间才能构成和谐的统一体。

风景描写不仅是展现自然、人文景观，还和创作主体
的价值观念紧密相连，也是对于中国优秀文学传统的传
承，具有鲜明的民族文化特色，也极具鲜明的时代特色。
今天的文学创作对于风景的重视与呈现，既考验了作家
的主体精神、意识，也考验了他们和现实之间的关系，同
时还是考察他们艺术能力的一个重要窗口。

风景描写增强小说表现力
周新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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