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萤火汇聚星河，暗夜绽放光芒，从
红船到巨轮，未来光明领航。

百年风华，筚路蓝缕，中华民族历
经无数苦难与辉煌，让中华儿女有了
自己顶天立地的模样，没有一个中国
人不为之自豪和骄傲。

历史铭记，世界惊叹，生生不息的
马克思主义政党，践行初心使命，用不
懈奋斗撰写东方传奇，14亿中国人为
之骄傲和自豪。

5月21日至29日，全国政协书画
室调研组就“黄河流域生态文明建设”
赴陕西、山西调研，实地考察黄河流域
生态保护成果。在延安枣园、杨家岭、
宝塔山、壶口瀑布采风写生，在枣园革
命旧址《为人民服务》讲话纪念广场、
晋西革命纪念馆等地，通过深入革命
老区实地学习，持续深化党史学习教
育；并与当地脱贫攻坚先进模范、老红
军、老党员和农民代表交流，从“一道
土坡、一孔黑窑、一张土炕、一扇破窗”
的落后困苦到搬迁至红砖青瓦新居生
活的喜悦，从“一头耕牛、二亩薄田、三
餐不继、四季缺衣”为生计苦恼的无奈
到致富产业全覆盖，从“面朝黄土背朝
天，一年到头不见钱”的穷境到“路旁
有花香，家中有饭香”的喜悦，脱贫攻
坚让黄河畔的老百姓实现了旧貌换新
颜、脱贫到富裕的华丽“蝶变”，他们脸
上的笑容感染着手中的画笔。我想，跃
然纸上的黄河流域壮美景象以及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的场景必然生动。

看黄河、画黄河、颂黄河，黄河母
亲有无尽的故事与传说，“黄河宁，天
下平”，黄河构成了我国重要的生态屏
障,是连接青藏高原、黄土高原、华北
平原的生态廊道，拥有三江源、祁连山
等多个国家公园和国家重点生态功
能，奔腾的黄河水清澈到可以看见每
个翻滚的浪花，让每一次落笔都心潮
澎湃，似乎承载勾勒的不只是一张张
宣纸，上面广袤富饶、上面美好无边，
那是我们的祖国，那是我们的家园，那
是我们的母亲，那是春天生机勃勃、夏
天莺歌燕舞、秋天硕果累累、冬天银装
素裹的绿水青山。

入眼处，是真正的绿水青山，清澈
蜿蜒、奔流不息，自走出青藏高原汇入
渤海，九曲十八弯，在晋陕峡谷形成了

神奇壮美的黄河百里画廊；遥想壶口瀑
布这一黄河孕育出的天下奇观，当年的
晋陕峡谷荒山秃岭、黄土飞扬，山势陡
峭、土壤贫瘠，虽在黄河之畔，却极度干
旱，让人“望河兴叹”，如今，黄河沿岸致
富路、旅游路、生态路，路路皆通；产业
强、生态美、百姓富，无人愿离故土；生态
环境改善了，连野生及珍稀动物数量都
大幅增长及再现，旅游环境从根本得到
提升，而奔腾的黄河水自此融入平缓的
关中平原，再东入中原腹地，流经九省，
一路青山葱郁，一路清澈如碧，让黄河真
正成为造福人民的幸福河。

在庆祝建党百年的重大时刻，黄河
作为孕育了中华文明、哺育了中华儿女
的母亲河，见证着中华民族从战火纷飞
的艰难岁月一路走向了现代化强国，在

“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历史交汇的关键
节点，深入贯彻“保护传承弘扬黄河文
化”“让黄河成为造福人民的幸福河”的
重要指示精神，践行文艺工作者初心，用
书画作品凝聚“保护黄河是事关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千秋大计”的共识，承担起记
录新时代、书写新时代、讴歌新时代的崇
高使命，充分发挥书画艺术在讲好黄河
故事、坚定文化自信中的重要作用，努力
创作更多无愧于时代的优秀作品，弘扬
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鼓舞全国各族
人民朝气蓬勃地迈向未来。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百年
恰是风华正茂；

960 万平方公里的广袤土地，河山
必定大美如画；

14亿中国人努力迈进新征程，奋斗
方能开创未来。

我们党的100年，是矢志践行初心
使命的100年，是筚路蓝缕奠基立业的
100年，是创造辉煌开辟未来的100年。

一如想起延安，脑海里总能浮现出
经久不衰的红色经典，犹如亲身经历，犹
如时光倒转，一帧帧画面定格成永恒变
成永远，一幅幅红色作品作为民族精神
世代流传，不会因时间的久远而滋生隔
膜，亦不会因受众层面的差异而产生疏
离感，厚德载物，自强不息，经得起时间
和人民的检验。

同样的节气、同一个地点，思绪重温
1942年在延安杨家岭召开的文艺座谈
会，与2014年 10月 15日习近平总书记
在北京主持召开文艺工作座谈会相呼
应，再读两次重要讲话，感受最深的是
79年前毛泽东对于“新的时代”与“新的
群众”之间辩证关系的阐述，奠定了党的
文艺理论和方针政策的基础。

一个时代的画卷，底色是人心；一个
民族的复兴，关键在精神，人民有信仰，
国家有力量，民族有希望。新时代、新征
程，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身体
力行，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
奋斗目标，指出我们党的百年奋斗史就
是为人民谋幸福的历史，“永远保持对人
民的赤子之心”的十二字箴言指明党员
干部对广大人民群众应有的姿态和情
怀，强调“任何时候都不能忘记为了谁、
依靠谁、我是谁”。穿越历史的长河，振聋
发聩的自省与追问，镌刻在人民血脉中
的信仰，让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尊严在
精神上立起来，这种精神上自强不息的
力量成长才能筑牢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精神根基。

如今，我国已经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完成了“十
三五”规划，进入“十四五”时期，这是中
国发展的新阶段、新征程。党的十九届五
中全会提出2035年建成文化强国的战
略目标，这让每一位文艺工作者感到振
奋。我也将在自己的艺术领域守正创新，
坚定文化自信，展示精耕细作、薪火相传
的精神风貌，切实担负起时代画像者的
责任，感受气韵，体悟精神，记录好五千
年生生不息、血脉共生的中国大好河山，
以文化自信浚理想之源、固信念之基，养
浩然正气，强立身之本，画时代之美，创
作出不负时代、不负人民的艺术精品。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每个时代都
有每个时代的精神，每个时代都有每个
时代的文艺，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党史
是最丰富的营养源。在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之际，作为文艺工作者唯有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接过前人的接力棒，
跑好下一段新征程，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的创作导向，深入生活、扎根基层，增强

“脚力、眼力、脑力、笔力”，以精品奉献人
民，从党的百年奋斗历程中汲取奋进力
量，坚持与时代同步伐、用明德引领风
尚，亲身感受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百年
巨变。

（作者全国政协委员、著名画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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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未至八泉峡谷口，只是远观，人
突然就矮了，而湛蓝的天也低了许多，
感觉都要被山顶及峰顶的巨石和树木
刺破了。云朵挂在树梢，像长爆的棉
花。正是酷热的夏季，从峡谷口吹来
的风却是凉快的。风从很远的地方
来，还要到更远的地方去。风飘到哪
里，都会携带哪里的味道。此时的风
携着花草树木的香，还有八泉峡的甘
爽。我去过云南的虎跳峡，老远便能
听到涛声，风被水汽染湿，雾一样弥
漫。八泉峡是北方的峡谷，虽说亿年
前是汪洋大海，但现在峰削壁立，暗猜
八泉或许是某种祈愿，就像平素人们
起名字，有着期望的寓意。之所以如
是联想，因为拾级而上时，没听到泉水
叮咚，风也干爽。我熟悉北方的风，就
像熟悉自己的皮肤。待转过崖侧，深
蓝的水突然进入视野，简直感觉魔
幻。这便是从八泉流涌而至的水，山
崖舍不得水流向更远的地方，敞开了
胸怀。高山环拥的湖水沉静安详，像
历经沧桑的老者。据说湖水最深处
60多米，平均深二三十米。纵使北方
的风，也不敢放肆的，所以没有掀起波
浪。这分明是嵌在山坳里的碧玉啊，
自然真是神奇。

船在碧玉上划行，我的目光或掠
过垂直的崖石，或紧盯着水面，试图有
所发现，却又说不清想找什么。崖壁
上的鹰？水中游荡的鱼？又或是意外
的惊喜？

湖和树一样都有根系，树的根扎
向大地深处，湖的根藏在山的缝隙
中。我朝着根的方向走，终于听到了
溪水欢快的声响。清澈的水潭里，数
条虹鳟鱼竖在水中，一动不动，似乎睡
着了，正欲定睛细瞅，其中一条忽然动
了，极其迅速地变换了位置，复归静
止。经当地朋友介绍，始知这些鱼在
集体捕食，不是进攻性地捕，而是守株
待兔。八泉峡的水必经流小潭，它们
不必追着水跑。习性既是天生，也是
地养。

溯流而上，溪水边、崖畔上不时看
到连翘和鹅耳枥。连翘的花已经谢
了，缠绕的枝条上缀满绿叶，密密实
实。鹅耳枥被称为最孤独的树，雌花

与雄花不在同一季开，授粉极难。雄花
3、4月便绽放了，而雌花是小媳妇，7、8
月才羞答答地展露容颜。山岩有什么滋
养呢？水都渗不进去的，可连翘和鹅耳
枥偏长在山岩上，并且成为山的一部
分。石灰岩是山的肌肉，连翘和鹅耳枥
是山的毛发。

终于走到了湖水的根部，几绺水从
石缝里溢出。极细，手指便能按压的样
子。这是小八泉，再往上行，便是大八
泉。数了数，还真是八个。水粗壮了些，
有了撞击的声响。没有想象中的喷涌，
因而更为惊奇。那深而阔的湖，就是由
这几眼泉水培育的。泉水自然亦有根
系，或许更细吧，如同毛发，藏在太行山
深处，日夜不歇地生长，就为了汇聚，为
了亲吻阳光。

八泉峡索道是我坐过的最长的索
道，从一个峰顶到另一个峰顶，以为到
了，转过去，又悬在空中。我曾构思过一
篇小说，一对夫妇坐索道时，被悬置在空
中。在现实中，这叫事故，没有谁愿意
遭遇。在虚构的世界，悬空的状态易于
窥视和书写。虽然至今没有动笔，但每
次坐索道，那个场景便会闪出来。故事
也有根，固执地长在脑子里，在想象中
渐渐茁壮。在八泉峡会拐弯的索道上，
那个场景再次浮现。惊呼突起，我望见
了嵌在山崖中的碧玉。从高空俯视，湖
水闪耀着并不真切几乎虚幻的光。如
果不是刚刚走过，我不会相信，那是一面
丰腴的湖。

太行山绵延800余里，有多少险峰
拥抱骄阳？有多少峡谷藏于其中？又有
多少溪流奔涌？可能真不好统计。仅长
治境内就有八泉峡、通天峡、红豆峡、青
龙峡、神龙峡等众多峡谷。通天峡位于
平顺县虹梯关乡，与八泉峡的寻幽和探
险不同，通天峡更适合在高空中饱览胜
景，站在同一地点，从不同的角度观望，
景致各有其妙。比如挂壁公路，早有耳
闻，却是第一次得见。就在对面的峰上，
如一根弯弯曲曲的带子缠着山腰。其下
是数十米数百米的深渊。此挂壁公路由
梯后村于1968年开凿，并不长，十三四
公里的样子，但是足足用了五年。梯后
村曾有一条通往外界的古商道，需翻山
越岭，既艰又险，从明嘉靖开始，梯后村
一直走的这条路，直至挂壁公路凿通。
这是真正的愚公移山。奇迹并不只存在
于历史的浪涛中，有时就在尘世的泥土

里生发。只是没有前者那么引人注目，
如遗在角落被杂草覆盖的铜镜，稍加擦
拭，便闪出幽幽的光泽。再比如脚下高
高低低的树木和嶙峋怪状的峰石。第一
次走玻璃栈道，我退缩了。在通天峡，我
没有胆怯，朝下望亦没有眩晕。或许是
被裹在中间，没有选择，但确实踏过去
了，并不是匆匆忙忙，而是边走边欣赏。
这是上下互通的凝望，蓝天如洗，阳光如
瀑，两侧是蓬勃的连翘。景在空中，人在
景中，有小酒微醺的享受。

村 庄

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生处有人
家。千年前杜牧便以诗为路标。我寻访
云雾缭绕的村庄，走的是挂壁公路。但
论速度，未必比杜牧快多少，实在是藏得
太深，住得太高了。这是另一处古村落，
长于陡崖的岳家寨。岳家寨又名下石
壕，过去通往外界的路亦需翻山越岭，须
有堪比猿猴的敏捷才行，挂壁公路耗费
了三代人的心血，从此这个如同世外桃
源的村子才进入世人视线。

看见岳家寨时，夕阳初坠，半个天空
都被染了，等盘绕数圈，暮色已赶集似的
从四周围拢过来。寨灯亮了，临崖的房
舍似乎就在半空中悬着。想到就要在空
中过夜，竟有些许紧张。待沿着结实的
街路拾级而上时，才渐渐松弛。

岳家寨是名副其实的石头村，石屋、
石墙、石路、石阶、石碾、石磨、石槽、石
井、石凳、石烟囱、石支梁……就连屋顶
也是用石板替代瓦片。可就在这样一个
石头世界里，却矗着一棵参天古树，红丝
榔。树的根部是从石头岩层中生长出
的，如巨大的鹰爪牢牢抓缚着岩石，或许
是相依太久，树根的颜色和硬度，和石头
几乎没有区别。树冠极大，枝叶繁密，有
进入童话的感觉。

那晚我住在悬崖居，原想夜里逛逛
的，终是打消念头。这里九曲十八弯，太
容易迷路了。次日起个大早，沿寨西侧
的山路去往峰顶。登高望远，亦想俯视
岳家寨全景。四周全是鸟鸣，却难觅踪
影，不知藏在什么地方。猜想有些鸟定
然在恋爱中，因为声音清脆欢愉，热烈浓
郁。另一只鸟则拉着长长的调子，似乎
失恋了，显得很忧伤。不只树木在岩缝
中生长，花草也是，粉色的蓟、黄色的还
阳参、蓝色的野亚麻。一只蜜蜂在我登

攀时便环绕左右，不知是我身上蹭了花
香，还是因为我闯入了它的领地。立于
峰顶，其实是看不到岳家寨的，但奇景尽
收，心花绽放。下山时，那只蜜蜂仍在左
右。似乎在护送，内心莫名感动。

卡达莱在《石头城纪事》中讲述他出
生的古城，一个人喝醉了酒，从路侧摔
落，掉在了别人家的屋顶。岳家寨的房
屋也是这样依山势建造，高低错落，这家
的房屋就在那家的头顶。屋顶的石片，
有的规整如鱼鳞，但颜色不一，青白、深
褐、浅灰，有的不规则，颜色倒是皆为灰
黑，像染过了。建造石屋自然不易，那个
过程只能想象，但一旦垒就，但等于盖上
了恒久印章。

一位老妇在门口切菜，闻声抬起头，
正是昨晚在房屋拐角闲坐的那位。彼时
我和她闲聊过，分别时她还嘱我看着点
脚底。岳家寨除了连翘等药材，还产一
种叫做大红袍的花椒，粒大色红，香气浓
烈。问过土地、花椒、收入、饮水等问题
后，又和她聊起石屋。她邀我进屋，我得
以亲睹屋内构造。她是从山下嫁过来
的，这座房子是她活了100岁的婆婆留
给她的，已有300多年的历史。墙上挂
着一家人的照片，她热情地给我介绍。
昨晚参观岳家寨供销社，售货的男人正
是她的丈夫。告别老妇人，我又去供销
社逛了逛。除了自家货物，也代卖乡亲
的物品。大红袍花椒、柿饼什么的。对
相当一部分人来说，供销社是怀旧的场
所，于是又和男人聊了一阵。

传说是岳飞的后代汇集至此地建村
的，已有六七百年的历史。石多土少，闻
听过去有亲戚来住，带的常常是两筐
土。在土地极度稀缺的地方，岳家寨人
活出了自己的滋味，连花草树木都能在
石缝里生长，着实令人心生感慨。

离开这个长在山腰的石头村时，竟
有些不舍。无疑，这个村落会和山西的
其他古村一样，藏在我的记忆中。
（作者系著名作家、鲁迅文学奖获得者）

太行深处
胡学文

7月6日，中国文联理论研究室和
中国文联出版社在中国文艺家之家组
织召开《2020中国艺术发展报告》出
版发布会。

中国艺术发展报告迄今已连续编
撰 9 年，那么今年的报告有什么亮
点？《2020中国艺术发展报告》主编、
中国文联理论研究室主任周由强认为
有三个主要特点：一是在覆盖面和文
字量方面，做“加法”和做“减法”并
行。在保持报告整体格局基本不变的
前提下，今年新增文艺志愿服务分报
告，展现文艺界助力群众精神文化生
活高品质创新发展方面所做出的努
力。同时，精简报告内容，加大概括总
结力度，使全书更加简洁。二是在全
面反映和重点关注方面，总结成就和
研究问题并行。报告对广大文艺工作
者在决战脱贫攻坚、决胜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不断夺取抗疫伟大斗争的胜
利中作出的贡献，做了比较准确的描
述。同时，认真研究发展中存在的问
题和不足，客观理性研判下一年度艺
术发展的趋势。三是在编撰力量的配
置方面，内部支持和外部合作并行。
在中国文联党组的有力领导下，编写
工作汇聚众多专家学者、文艺工作者、
文联工作者的集体智慧和力量，努力
把报告打造成“展示行业发展成果，观
察艺术发展趋势，彰显艺术文化价值，
促进行业繁荣发展”的综合性行业发
展报告，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喜迎第十一次全国文代会献礼。

那么2020年，中国艺术发展取得
了怎样的成绩？

已经是第九次参加总论撰写的中
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北京师范
大学文艺学中心主任王一川作了如下
总概括：一是文艺抗疫成为年度特色，
艺术社会价值彰显；二是脱贫攻坚带

动文艺扎根乡土，中国故事讲述日渐成
熟；三是线上云端成为常态，新媒介艺术
发挥巨大作用；四是艺术创意产业在困
境中发展，全面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
活的向往；五是全面落实美育工作部署，
发展新时代美育教育评价改革。总论还
就中国艺术发展新趋势作了前瞻：一是
潜心创作优秀作品，在“十四五”时期为
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打下坚实基础；
二是巩固文艺抗疫扶贫成果，以优秀的
主题性创作迎接建党100周年；三是后
疫情时代进一步巩固和优化“互联网+
文艺”的诸多表现形式；四是着力健全现
代文化产业，满足人民多样化、高品位文
化需求；五是抓精“深扎”和文艺志愿服
务，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文化获得感和
精神力量。

展望今年艺术发展状况，有哪些新
变化值得注意？王一川指出：

文艺界应当自觉承担守护新百年人
民之心的使命。“七一”重要讲话提出了

“以史为鉴，开创未来”的总要求，作出打
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的论断。
从文艺繁荣发展看，这就是要求以新的
文艺杰作去守护新百年人民之心，也就
是应当满足新百年境遇中人民通过艺术
审美而更加透彻地感知新的生活世界、
品味人生意义、洞悉未来远景、提升精神
境界等新需要。

重大主题艺术创作硕果累累，其新
探索、新趋向值得总结。例如建党百年
大型情景史诗《伟大征程》，影片《1921》
和《革命者》，电视剧《觉醒年代》《光荣与
梦想》《理想照耀中国》《中流击水》等。
再如从脱贫攻坚主题文艺创作转向乡村
振兴主题文艺创作的作品，电视剧《经山
历海》《温暖的味道》。其中，艺术典型化
再构型、大写意手段等，都可以成为评论
关注和总结的焦点。

电视艺术分报告负责人范宗钗总结

了电视艺术的年度发展状况、主要成就、
创新与突破、存在问题、未来趋势建议
等，围绕电视剧、纪录片、综艺节目、动画
等类别进行梳理分析,可以说较为全面
地反映了2020年度电视艺术创作取得
的丰硕成果。

2020 年度的电视部分报告主要有
以下特点：

聚焦主题主线。报告关注了 2020
年围绕脱贫攻坚、抗疫等主题主线，涌现
出一批优秀电视作品。如，《枫叶红了》
《最美的乡村》《石头开花》《我来自北京》
《脱贫大决战》《大搬迁》《决战美丽乡村》
《闽宁镇纪事》等作品，这些作品聚焦新
时代农村生活的变化，聚焦一线扶贫工
作者的精神风貌和农村生活的变迁，记
录了脱贫攻坚的伟大成就，也用生动的
影像存留了一份中华民族共同奔向小康
的时代记忆。电视剧《最美逆行者》《在
一起》、网络剧《一呼百应》、纪录片《同心
战“疫”》《第一线》《武汉：我的战“疫”日
记》等抗疫题材电视作品再现了新冠肺
炎疫情背景下普通百姓的生活状态，展

现了生命至上、举国同心、舍生忘死、尊
重科学、命运与共的抗疫精神，从而增强
了人民群众的祖国归属感和认同感。

体现对人的关注。近年来，电视工
作者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创
作了一大批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
良的现实主义优秀作品，报告对这些电
视作品进行了重点关注。如，电视剧《什
刹海》用普通人家、日常生活写出了具有
时代感的北京文化，《安家》呈现出大都
市里的人情冷暖和普通人的奋力拼搏，
《装台》用一个特殊的职业、一群小人物
苦辣酸甜映射出时代的变迁。这些作品
集中体现了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憧憬
和追求美好生活的创造精神，在报告中
进行了重点分析。

发挥价值引领作用。中国视协作为
金鹰奖主办单位，在组织报告编撰中尤
其注重对第30届金鹰奖获奖及入围作
品加以评析。

同时，报告中还关注网络视听领域创
作趋势，注重学术性与实践性相统一等。

书法艺术分报告首席专家郑晓华总
结了书法艺术领域的发展概况，他指出：
行业引领卓见成效，书法行业风气渐
正。如市场炒作现象有了根本性改变，
书法界“官气”“商气”浮躁之气得到了根
本性改善等。通过以艺战“疫”和脱贫攻
坚等主题活动，锻炼了队伍，提高了面向
生活进行书法创作的能力。

《中国艺术发展报告》作为中国文联
的重大出版项目和重要品牌工程，已连
续出版九个年头，旨在从宏观上盘点中
国艺术行业年度发展状况，研究年度艺
术发展思潮，分析年度重要艺术现象及
存在的主要问题，研判下一个年度艺术
发展趋势并提出相关建议，已成为社会
各界观察文艺界的窗口，文艺界观察行
业发展的窗口，文艺工作者观察文联工
作的窗口。

以新的艺术佳作守护人民的心
——《2020中国艺术发展报告》在京举行出版发布会

本报记者 杨 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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