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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 诗歌鉴赏

Z 委员笔谈Z 我见我闻

今年是人民政

协 成 立 75 周 年 。

从 九 届 到 十 三 届 ，

我连续担任了五届

全国政协委员，亲

身见证了人民政协

事 业 的 蓬 勃 发 展 ，

感到无比骄傲和自

豪 。 在 政 协 这 25

年，我的重点履职

领域是对外文化交

流和美术创作。一

届政协委员，一生

政协情缘。作为一

名 美 术 工 作 者 和

“ 老 ” 委 员 ， 我 始

终牢记自己的职责

使命，努力做到与

时代同频、与人民

同心，不遗余力地

投 身 对 外 文 化 交

流，勤奋创作弘扬

中国精神、凝聚中

国力量的作品。

我的画作 《清

风徐来》 入选“庆

祝 人 民 政 协 成 立

75 周 年 书 画 展 ”，

我感到特别荣幸。

《清风徐来》 以竹

子为题材，在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中，

竹 以 其 空 心 、 有

节、坚韧、常青、

挺直、抗寒等自然

特 征 ， 被 赋 予 谦

虚、气节、正直、

坚贞、孝义、清静、虚心等精神内涵。写竹，看似

简单，其实是中国画笔墨形态及结构技法最为讲究

的品类之一，从写竹到画竹，我更看重其精神寓

意。在 《清风徐来》 中，我想通过清风吹拂穿过竹

林，从片片活泼泼上翘的向阳竹叶中，传递出一种

内在的、活力满满的精气神，寓意人民政协事业永

远焕发像竹子一样的活力。

竹子好画，竹子也难画，最难的是变。求新求

变，一直是我艺术求索道路上对自己的要求！作为

一名画家，就要不断从各种滋养中提炼新技法、新

程式、新笔墨来适应新的审美要求。我画了 30 年

竹子，“立竿”“勾节”“写枝”“撇叶”，写其形，

传其神，会于心。我的画虽然没有离开传统的水墨

和宣纸，但我更想超越对一竹一石一水的描摹，通

过目击心传，化为对自然界和生命的更为开阔的整

体认知。

我以前多画墨竹，墨竹里有中国画的精髓，枝

枝叶叶讲法统，笔笔见功夫。水墨构成了中国画的

基本语言，但不能认为水墨画才是我们的传统，而

有意把青绿、工笔重彩等排除在外。其实，水墨、

工笔重彩、青绿如能处理好，也一样的美，甚至

更有气象万千、灿烂辉煌的感觉。北宋王希孟的

《千里江山图》 就是用矿物质的石青、石绿上色，

使山石显得厚重、苍翠，画面爽朗、富丽，色泽

强烈、灿烂；同时，山石轮廓加泥金勾勒，增加

金碧辉煌效果，很好地展现了一个盛极的大宋江

山，也使得“金碧山水”风靡天下。只是后来文

人 画 占 据 主 导 ，“ 金 碧 山 水 ” 被 忽 视 。《清 风 徐

来》 想接续上“金、青、绿”的传统，让传统的

丹 青 颜 料 再 放 异 彩 。 我 一 直 揣 摩 石 青 、 石 绿 、

金、银、朱砂、赭色等矿物色和草绿、胭脂、洋

红、藤黄等植物色搭配后的效果，用金色处理竹

叶，而间杂着青云和嫩绿的植被，再用一抹暗红

色的朱砂托住青、绿，形成一种色彩之间的新型

关系，相互衬托、相互依存、相互辉映，共同构

成一幅美丽的自然画卷！

笔墨当随时代。我创作的初心就是“既要笔

墨，又要现代”。除了守住竹子内在精神的根脉

外，也要有当随时代的新符号、新形式、新语言，

不拘泥于简单的模仿和传神，而尽力展现色彩、形

状、线条本身的表现力，在相对概括性的语言中提

升本体层面的表现力。

在 《清风徐来》 的具体表现手法上，我还是采

用泼画手法，在看似随性的泼、洒、挥、叠加当

中，在水墨的流淌中进行局部或整体的控制，使

墨、色、水、纸等互相冲撞、融合、幻化，形成天

地氤氲又边界清楚的画面肌理，让整个画面如同置

身于大千世界的一场风云际会，从而生成新的精神

图谱和心灵印记，让人感受到生命气韵的激荡与

澎湃。

未来，我要坚持用书画作品讴歌新时代重大成

就，满足人民文化需求，勇攀艺术高峰；坚持以书

画艺术为媒介，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讲好中国

故事，助力提升国际传播效能，为推进强国建设、

民族复兴贡献力量。

（作者系第十一、十二、十三届全国政协常

委，全国政协书画室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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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风这雨，千万年的酸蚀和浸染，剥落

出你的瘦骨嶙峋；这天这地，亿万年的隆起

与沉陷，构筑了你的万峰成林。美丽，但极

度贫困，这是喀斯特地貌的典型特征。

乌蒙磅礴是这一片神奇的土地最为言简

意赅的表达，于我而言，对这样的言简意

赅，最为感同身受。30 岁以前，我是一名

地质队员，徒步北盘江流域，惊叹于大自然

的鬼斧神工，这样的徒步，不啻为惊叹，而

在这样的惊叹中，油然生出一种近乎于职业

的本能——一看见山，就想翻越，就想登

顶。于我而言，没有比一览众山小的心情，

更能让人愉悦。这样的愉悦，似乎不可言

传，美妙无比，只能自己感受。而这样的感

受，从骨子里，又分明地让我想与人分享。

于是，我成了一名作家。

我仍然乐此不疲地行走在北盘江流域。

站在花江大峡谷之巅，我从未想到过在大峡

谷上，可以修起这么一座叹为观止的桥梁。

这座桥梁无疑震撼了我，这震撼来源于我第

一 次 到 桥 脚 下 花 江 村 小 花 江 组 时 的 感 受 。

2006 年为了拍摄电视剧 《绝地逢生》，我来

到这里，感觉小花江村民组就是石头堆砌

的。向前看，是关岭县高耸入云的一排排大

山，向后看，悬崖峭壁矗立在天上，给人一

种泰山压顶的压迫感，仿佛那些巨大的山崖

随时有可能倒下来，把这个小村寨碾得粉

碎。这样的压迫感，让我充分感受到了“乌

蒙磅礴”的气势。这里的山都是裸露着的，

几乎看不见什么土，除了石头还是石头。花

江村小花江组位于北盘江畔一个传统的布依

族村寨，102 户人家，人口 434 人，隶属贵

州省贞丰县平街乡，是典型的喀斯特岩溶山

地地貌。

花江大峡谷是国内最长的峡谷。该峡谷

深切 1000 米左右，长约 80 千米，最窄处仅

200 余米。峡谷两岸峰峦蜿蜒，山崖高耸如

犬牙交错；谷底奔腾的花江河，水势汹涌，

浪花翻滚，响声如雷。绝壁上，藤蔓攀附，

古木丛生。据史书记载，花江河流域即为古

夜郎中心地带之一，其历史悠久，文物古迹

颇丰。

我第一次到花江大峡谷是 1995 年，当我

们从贵阳一路颠簸，耗时 5 小时到达花江大峡

谷之巅的观景台时，已是夕阳西下。驻足观景

台西望，才真正体会到“苍山如海、残阳如

血”的雄浑景象。正因为有了这次经历，在

2005 年 拍 摄 长 征 题 材 电 视 剧 《雄 关 漫 道》

时，我毫不犹豫地选择了这里作为该剧最为震

撼的场景。镜头之下，大批国民党军队追击至

此，面对万峰成林的山海，湘军将领李觉不由

感慨地说，他们进去了，我等再无回天之力。

那时候上下花江大峡谷的老公路还是土

路，路面用大小不一的石子铺就，路陡弯急、

险象环生，剧组的车辆多为北方驾驶员，几乎

都不敢在此路上驾驶。在花江大峡谷的拍摄期

间，车辆都换成了黔籍驾驶员，才顺利完成拍

摄工作。记得勘景的时候，我驾车与导演在此

路上行走。车到大峡谷之巅时，那些刀砍斧劈

状的一排排陡峭山峰高耸入云，脚下这条公路

就在其中，像一条飘带在云雾中时隐时现。这

样的场景对于我来说是早已司空见惯，我当然

是从容地驾车往云雾里钻。这时导演突然喊了

一句“停车”，他下车后左右看了看对我说，

我还是走下去吧。我一想，这要是走下去，非

得大半天的时间才下得到峡谷底。我对他说，

你上车闭着眼睛，不要往外看。你放心，这条

路我轻车熟路的，无须担心。他犹豫了半天才

上了车，也才下决心把国民党军队追击红军那

场震撼的戏放在这里，因为他此时已经被此地

的险峻所震撼。我知道，要下这样的决心并不

容易，因为这里只有一场戏，却需要花费大量

的人力物力财力，而且具有很大的风险。而我

坚持在此拍摄的理由是，如果没有这里的一场

戏，怎么能够体现中国工农红军那场波澜壮

阔、艰苦卓绝的伟大长征？再后来，《雄关漫

道》 作为长征胜利 70 周年献礼片，在央视播

出后好评如潮，还获得了多个奖项。

花江大峡谷其实是北盘江大峡谷的其中一

段。据当地人讲，古时候这一地段两岸的山崖

上花草树木十分繁茂，每逢春夏时节，百花盛

开，花瓣纷纷坠入江中，碧绿的江面上飘着一

层绚丽的色彩，所以就把这一段北盘江称为

“花江”，这一段峡谷自然也就叫花江大峡谷。

这里山势险要、连绵不断，水流湍急、奔腾呼

啸，当地的民歌是这样唱的：“山顶入云端，

山脚到河边。隔河喊得应，相会要半天。”

花江两岸是典型的喀斯特地貌，随着人类

的繁衍生息，两岸逐渐变成了名副其实的“石

头的王国”，很少见到泥土，更没有茂密的森

林。对于旅游观光者而言，这是一道风景，而

对于当地居民而言，这种石漠化土地上的生存

却是艰难的。他们硬是在这种被认为“不具备

生存条件”的喀斯特地区创造了一个奇迹——

发展生态农业，种植 10 万亩花椒，将石漠变

成绿洲，彻底改变了生存环境。这样的改变，

我是亲历者。2005 年至 2008 年期间，我无数

次在花江大峡谷走村过寨，曾写过散文 《白层

古渡》、中篇小说 《八颗苞谷》、长篇小说 《绝

地逢生》 等，后来又将 《绝地逢生》 改编为同

名电视剧于 2009 年播出，引起了社会各界的

强烈反响。

花江大峡谷上的桥梁，分别是几个不同时

期的产物。铁索桥是 18 世纪修建的，钢筋混

凝土结构的板贵乡公路桥是 20 世纪修建的，

而北盘江大桥是关岭至兴义高等级公路的所属

大桥，这座现代化的悬索桥则是 21 世纪的产

物。这座大桥也成了新的滇黔通道上的锁钥和

咽喉。它以 388 米的主跨长度，横跨号称“世

界大裂缝”的花江大峡谷，桥面至江面高达

366 米。记得当年，我于 2005 年春天经过这座

中国第一高桥时，那种兴奋和惊讶，至今记忆

犹新。站在桥梁的观景台上，往左看重峦叠

嶂，新公路盘旋其间，像天路纵横在白云之

间；往右看是峡谷的最深处，一座石拱桥横跨

花江南北，巨大的山体耸立着几十座刀削般的

山峰。我曾无数次驾车经过这座石拱桥，石拱

桥连接的老花江公路由于新公路的建成，昔日

繁忙的景象已不复存在。在 2003 年以前，从

贵阳经过这条老公路到贞丰县城需 6 个小时，

北 盘 江 大 桥 通 车 后 时 间 缩 短 了 两 个 半 小 时 ，

2009 年坝陵河大桥通车后又缩短了一个半小

时。现在，从贵阳到贞丰县只需两小时即可

到达。

据不完全统计，近年来北盘江上建设的公

路桥和铁路桥有 30 多座，其中 7 座为世界级别

的桥梁。如今，花江大峡谷大桥的出现又将取

代北盘江大桥成为世界第一高桥。而花江大峡

谷大桥下的小花江村民组，时至今日，随着交

通的高速发展，也旧貌换新颜。原来这里是：

“石窝窝的苞谷，岩缝缝的草，春天的光棍满

山跑，留不住老婆娶不进媳妇，风吹石头遍地

吵。”长期以来，小花江村民组主要依靠传统

种植和养殖为生，这显然是这片土地的短处，

这里的群众一直挣扎在贫困线之下。实施精准

扶贫后，这里的贫困趋势得到了有效遏制，并

于 2020 年脱贫摘帽，走上致富道路，成了远

近闻名“绝地逢生”的生动故事，其前后鲜明

对比的真实写照被誉为“石头开花”的村庄。

特别是乡村振兴示范创建活动启动，乡、村两

级结合小花江实际，在深入调研后，确定走

“绿色+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之路，巩固拓

展脱贫攻坚成果成效显著。随着花江大峡谷大

桥的竣工，小花江村民组将搭乘这座世界第一

高桥——“桥梁观光+桥梁运动体验+旅游服

务”为一体的桥旅融合综合体，在致富路上更

上一层楼。

我深切体会到了天堑变通途的奇迹。在这

片“万重山”“千条水”的土地上，一座座桥

梁，一条条隧洞，联通了昨天、今天和明天。

乌蒙山人摆脱了峡谷思维，峡谷不再限制我们

的想象，我们可以站在高处俯瞰这个世界。截

至 2023 年底，贵州架起了 3 万余座桥梁，大小

桥梁连起来超过 5400 公里，几乎可以从贵阳

到北京直线跑一个半来回；打通了近 3000 条

隧道，连起来 3000 多公里，比喜马拉雅山脉

还要长 700 多公里。高速公路通车里程近 9000

公里，贵州所有的大小公路连接起来可以绕地

球赤道七圈半。如果加上市政道路、串寨路和

联户路，贵州的路突破 40 万公里，可以直接

从地球连到月球。

以 往 瘦 骨 嶙 峋 、 万 峰 成 林 ，“ 人 无 三 分

银”“地无三尺平”的乌蒙腹地彻底撕掉了千

百年来贫困的标签，告别了出门“万重山”、

回家“千条水”的历史，谱写了中国式现代化

生动实践的精彩篇章。

（作者系全国人大代表，贵州省文联主

席、贵州省作协主席）

我见青山多妩媚我见青山多妩媚
欧阳黔森

心中有人民，笔下有乾坤。

社会主义文艺，从本质上讲，就是人民

的文艺。“坚守人民立场，书写生生不息的

人民史诗”“把人民满意不满意作为检验艺

术的最高标准”是初心，也是使命。

新时代以来，广大电视和网络视听艺术

工作者深入生活、贴近基层、扎根人民，把

时代发展进步的前沿当作电视艺术创作的前

沿，把经济社会发展的主战场

作为精品创作的主战场，把人

民群众关切的重大问题作为选

题策划的重要来源，全方位全

景式展现新时代新征程的恢宏

气象—— 《大江大河》《人世

间》《山 海 情》《功 勋》《装

台》《我们这十年》《去有风的

地方》《中国诗词大会》《声声

不息》《闪亮的坐标》《但是还

有书籍》《摆脱贫困》 等一大

批脍炙人口、群众喜闻乐见的

优秀作品脱颖而出，展现了我

国 在 脱 贫 攻 坚 、“ 一 带 一 路 ”

建设、乡村振兴、科技发展、

社会民生保障、百姓美好生活等诸多方面的建

设成就，为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持续提供

高品质的文艺供给。

江苏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 《中国智慧中国

行》，从“天下为公”等古语切入，弘扬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彰显出中国智慧独有的生命力

与实践力，推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入脑入心。河南卫视推出的 《中国节

日》 系列节目，运用国潮风唯美视觉风格加多

元文化元素，创新加入 VR、AI 等现代视听技

术，打通融媒体传播渠道，不断推陈出新、破圈

出层……“两个结合”造就了一个有机统一的新

的文化生命体，让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电视媒体是党和人民

的喉舌，宣传好、阐释好党的创新理论和政策方

针是电视人责无旁贷的政治责任。近年来，各级

电视机构和网络视听平台持续加强对传统文化的

深度发掘，自觉担当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

化和创新性发展的职责使命。

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世

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

式展开。中国处于历史交汇期，应对林林总总、

纷纭多变的国际乱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事业

既面临机遇，又充满挑战。电视和网络视听作为

传播速度最快、范围最广、时效性最强的信息传

播媒介，用世界语境、国际语言讲好中国故事、

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

国，是电视人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义务。

近年来，众多电视作品跨越山海引发共

鸣，受到海外观众的喜爱和追捧。古装剧 《甄

嬛传》 在海外平台热播，《外交风云》 覆盖 20

多个国家和地区，《人世间》《山海情》《在一

起》 等被译成 10 余种语言在全球多个国家和

地区播出，《国家宝藏》《舌尖上的中国》 等纪

录片版权销往 80 多个国家和地区，《非诚勿

扰》《最强大脑》 在四大洲表现强劲。这些作

品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反映中国社会风

貌、建设成就、人民幸福生活，以通俗易懂的

视听语言、易于接纳的话语方式、润物无声的

实 效 ， 提 升 了 中 国 文 化 的 国 际 传 播 力 、 影

响力。

新的文化使命在肩。作为文艺界电视领域

的一名政协委员，我始终坚定“人民政协为人

民”的政治立场，坚持与党和政府同心同德、

同向同行的思想理念。我将继续积极主动、努

力作为，充分认识、牢牢把握深化文化体制机

制改革的重大意义、精神实质、基本要求，聚

焦重点领域、关键环节、瓶颈问题，团结引领

广大视听艺术工作者以饱满的热情、创新的精

神、实干的作风努力推动电视艺术事业高质量

发展，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更强大的精神

力量和更有力的文化支撑。

（作者系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电视艺术家

协会副主席）

人民的文艺人民的文艺
范宗钗

梓乡雅韵映晴空，文脉传承意自衷。

笔翰汤汤邹鲁地，里仁朗朗运河风。

绸缪稼穑启新智，涵化昌明寄远鸿。

千载儒源和宇内，万丛尼岭更葱茏。

孔孟之乡
闫百川

一

秋来诗思了无痕，

三径花开满园金。

疏枝冷蕾我犹怜，

常伴酒樽入诗魂。

二

细雨微风九月天，

邀客赏菊趵突泉。

汲水茶室贮菩提，

灌顶醍醐耳目鲜。

三

八月丹桂九月菊，

笔底清香卷上诗。

我欲挥毫学张旭，

微雨随风入砚池。

咏秋三首
王树理

Z 烟火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