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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物致知 成风化人

“经过长 期 努 力 ，中 国 特 色 社 会 主
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
史 方 位 。”这 是 习 近 平 总 书 记 基 于 中 国
历 史 和 发 展 现 状 对 中 国 发 展 做 出 的 科
学论断。

新时代呼唤新举措，新时代引领新征
程。而文艺是时代前进的号角，最能代表
一个时代的风貌，最能引领一个时代的风
气。这让生态文学作家们产生了更强烈
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如何创作出更多思
想精深、艺术精湛、有品位、有格调的作
品，如何担负起凝聚民族复兴之魂的历史
重任，成为作家思考的所在。

“总书记在报告中指出，我们要建设
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既要创造更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以满
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也要提
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
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所以，新时代不

只是物质上的新时代，而是精神、文化上
的新时代。生态文学应该歌颂真善美，揭
露假丑恶。”郭雪波说。

李青松认为，步入生态文明的时代，
生态文学迎来了难得的历史机遇。“苍穹
之下，生机勃勃，万物和谐，天人合一。这
大概是每个热爱生命、崇尚自然之人一生
所求的理想状态。自然生态的神秘与美
丽之所以令人流连，是因为它是人类生存
的母体血液。我们的根是与大地的骨肉
及其血脉紧紧相连的。”李青松说。

叶梅则以更高的文化自觉鞭策和鼓
舞自己。“我们应该具备更大的文化自觉，
投入到推进资源全面节约和循环利用，建
设绿色家园的行动中去，书写人与自然的
和谐共生，书写美好的绿水青山，书写像
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的英雄人物
和劳动者，书写出新时代绿色文学的精品
力作。”

过去 5 年来，一大批文学创作者秉持尊
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理念，积极投
身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工作一线，扎根基
层、体验生活、积累素材，推出了一系列文质
兼美的佳作。

尽管如此，但总体来看，我国生态文学
创作还不太成熟，作品数量不多，基础也很
薄弱，认识还很粗浅，不少作品甚至还停留
在风花雪月、花开草绿、山山水水等表面化
的“讴歌”上。

“在古代诗歌中，关注山水，歌唱山水清
明美好的作品俯拾皆是，而目前很多报刊，
一见关注山水之作，就说游山玩水。这非常
令人费解。”查干说。

那么，生态文学应该朝哪个方向努力，
才能写出回应新时代的优秀作品呢？作家
们也谈了各自的观点。

作家李青松认为，应该重视生态文学
创 作 ，发 挥 其“ 教 化 人 心 ”的 巨 大 力 量 。

“ 生 态 文 学 的 作 用 是 巨 大 的 。 生 态 问 题
催 生 了 生 态 文 学 ，但 生 态 文 学 的 使 命 却
是 为 了 消 除 生 态 问 题 。 虽 然 生 态 文 学 不
能 直 接 改 变 生 态 状 况 ，但 改 变 人 们 的 思
维 和 观 念 ，甚 至 改 变 人 们 的 生 活 方 式 则
是完全可能的。”

查干认为，生态文学创作，应该走在文
学创作 前 列 ，不 但 见 山 水 ，更 要 见 人 心 。

“生 态 文 学 应 该 深 耕 在 中 华 大 地 上 ，与 中
华 传 统 文 化 、与 每 一 位 老 百 姓 紧 密 相
连 。 人 人 心 中 有 山 水 ，人 类 就 有 希 望
了 。 目 前 的 牺 牲 环 境 搞 建 设 的 短 视 症 ，
该有救治了。”查干说。

作家马卡丹曾以一篇《局长与博士》参
加“大地文心——首届生态文学作品征文活
动”，文章讲述了在福建长汀水保实践中，一
位扎根基层、潜心研究的博士与一位忠于职
守、履职尽责的局长，如何因为水土保护与
治理而产生交集、交往、交心的友谊故事。
马卡丹说，当时，他在长汀住了两个多月，把
长汀人 60 多年来进行水土流失治理的历史
与故事进行了深入采访。其间，被局长与博
士的故事所感动，便将其单独成篇。“作家应
该 把 那 些 打 动 自 己 的 故 事 写 出 来 。”马 卡
丹说。

哲夫表达了同样的观点。“一篇好的文
学作品，可以从人的心灵深处唤醒环保意
识，让人不知不觉地去践行，润物细无声，所
以，再多的宣传、口号、活动，不如一篇很有
灵魂、很有力量、很接地气的文章作用大。”
哲夫说。

作家热议十九大报告，畅谈生态文学创作

不仅见山水 更要见人心

十九大代表、中国艺术研究院话剧研究所所长宋宝珍说，
如果把时代生活比喻成一条滔滔的大江大河，那文艺工作者
就是要从生活的河床里捞起那些最有分量、最有含量、最有温
度、最有质量的生活素材。在这样的素材基础上加工完善整
理，谱写出很好的优秀作品，讲好中国故事，体现中国的核心
价值观。

十九大代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西亚非地区广播中心主
任夏勇敏表示，只要我们找对了方式，用受众听得懂的语言，
用他们能够听得进的方式，用一个个能够引起共鸣的故事，就
能够把我们的故事说好。我自己长期从事和土耳其的交流，
在国际传播、跨国传播过程中，文化既是民心相通的重要渠
道、重要平台，同时也是对外传播的一个很好的内容。

十九大代表、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蒙曼说，
中国故事是什么？其实涉及方方面面，有好的有不好的，不是
说我们一股脑的都讲出来。要精挑细选，把那些反映中国审
美、中国智慧、中国优秀道德的好故事，真正讲出来，传承下
去，成为塑造民族精神的基石。在传承过程中，要做好通识教
育，将中国传统文化中最基础的信仰、审美、价值追求，纳入人
生追求，以丰沛人们的情感水线。与此同时，不能片面地产业
化，一味追求“文化+资本”，追求盈利模式的复制，而是要让
真正的“明白人”去带领着探索和尝试。

十九大代表、中宣部副部长孙志军表示，在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条件下，文化兼具教育引导和娱乐消费的双重功能，这就
决定了文化产品和服务也就具有意识形态和产品的双重属
性。因此，绝不能把市场占有率、收视率、票房和发行量作为
唯一标准，不能成为市场的“奴隶”，被市场牵着鼻子走。

十九大代表、中华书局总经理徐俊说，过去 5 年来，书香
中国、全民阅读活动蔚然成风。他最大的感受就是全民的阅
读需求持续增长，读书、爱书的群体不断扩大。感受特别深刻
的是出版业态的多元、阅读方式的多样化。文化自信中的应
有之义，就是要对民族自身的文化有更准确的理解、更高度的
认同。对出版人来说，就是要做好更精准的阐释，提倡经典阅
读和有价值的阅读。应该让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鲜活起来，
融入人民大众的日常生活，美好生活离不开文化精品。

代表热议文化自信

关
键
词2 繁荣文艺创作

社会主义文艺是人民的文艺，必须坚持以人民
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在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中进行无
愧于时代的文艺创造。

关
键
词1 现代文化产业体系

健全现代文化产业体系和市场体系，创新生产
经营机制，完善文化经济政策，培育新型文化业态。

关
键
词3 讲好中国故事

加强中外人文交流，以我为主、兼收并蓄。推进
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讲好中国故事，展现真实、立体、
全面的中国，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

◆繁星

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代表大会开
幕会上所做的报告后，代表们认真比照报告内容，学习领会，
并结合自身实践，畅谈感悟。

发挥文学教化人心的重要作用

强化创作使命，书写绿色新时代

◆本报记者王琳琳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对生态
文明建设、文化建设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
新要求、新目标、新部署，在文化界引起热烈
反响。记者近日采访了生态文学创作领域
的一些作家，倾听他们对报 告 的 思 考 和 体
会。很多作家表示，听了十九大报告备受

鼓舞，深感责任重大，希望能够创作出更多、
更好的生态文学作品，反映我们党和国家所
处的新时代，希望自己能为生 态 文 化 的 繁
荣 兴 盛 ，为 中 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作出应有
的贡献。

作家郭雪波是在家里收看十九大报告
的。听完之后，他十分激动，倍感振奋。“报
告引领时代、高屋建瓴、概括全面，尤其是对
生态文明建设和环境保护工作的论述，不是
简单地一概而过，而是深刻、全面地对中国
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做了全面总结，鞭辟入
里，指明方向。”

作家叶梅对报告中关于人与自然关系
的表述印象深刻。“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
人类必须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人类只有遵循自然规律才能有效防止在开
发利用自然上走弯路，人类对大自然的伤害最
终会伤及人类自身，这是无法抗拒的规律。”

总书记这些充满真情和睿智的话，让叶
梅深思。作为一个新时代的作家，通过学习
报告，她更进一步明确了要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在未来的文学创作中，真心诚意以人
民为中心，扎扎实实地深入生活，讲品位、讲
格调、讲责任。

作家查干听了十九大报告中关于生态
文明建设和环境保护的一系列深刻论述，备

受鼓舞。“报告在新的历史定位和新的时代
中，对生态文明建设和环境保护工作做出一
系列深刻论述，充满了远见卓识。中国的山
山水水有救了，有福了。没有好的生态环
境，一切都会是苍白的。”

作家哲夫对报告中绿色生活方式的论
述与提倡印象深刻，十分赞同。在十九大报
告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必须坚持节约优
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的方针，形成节
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空间格局、产业结构、
生产方式、生活方式，还自然以宁静、和谐、
美丽。”

在哲夫看来，目前，很多环境污染和生
态破坏现象，是由于人类不健康的生活方式
导致的，这种不健康的生活方式使得企业超
负荷生产，浪费大量物质生产资料，破坏了
生态环境。

“绿色生活方式将决定人类未来的命
运。总书记在报告中有很多源头治理的理
念和倡导，非常难得，是国家、社会和百姓的
生态福音。”哲夫说。

报告令人鼓舞，催人深思

文化热点

八方来音

▲图为生态文学作品《薇甘菊——
外来物种入侵中国》《额尔古纳河右
岸》《大地文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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