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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旅作家李西岳在他新出的散文集

《与荷听雨》（花山文艺出版社）里，为读

者展现出这样的场景和意境。霏霏细雨

中，满目苍翠的群山披挂着朦胧的雨帘，

山凹的水塘里积满了雨水，干枯的荷叶

一夜间变得墨绿油光。雨点落在荷叶

上，“嗒嗒”的颇有节奏的击打声会使人

产生无法抗拒的快意，其乐感如琵琶或

者古筝，韵致美妙，意境悠远。一时间，

天地浑然，混沌苍苍，如诗如画，若雾若

仙。与荷听雨吧，不是用耳朵，而是用

心，用灵魂……

读着这样的文字，感觉到这是作家

对他心中流出的那些美文的别样解读与

诠释。我们人生经历的、充满酸甜苦辣

的沟沟坎坎和生命体验，就像飘然而至

的一个个雨点，击打着人们的心灵，调动

起埋藏在心底的那些美的情愫。

在散文集的第一辑“儿女情长”里，

李西岳不吝笔墨，用一贯隽永、细腻、委

婉而又不失灵动、幽默的笔触，记述了

他与父亲、母亲、弟弟、小孙子，以及舅

舅、姑姑等亲人牵肠挂肚、千丝万缕的

联系，剖析了一个普通军人家庭的喜怒

哀乐。《爷孙苦恋》写出一位退休军人对

孙儿的疼爱，弥补军旅生涯中对自己儿

子缺少关爱的歉疚，惟妙惟肖的心理描

写道出了一位军人心底的苦衷和牺牲

奉献。《父亲来队》将一辈子在农村与土

地打交道的父亲到了大城市后那种拘

谨、畅快、自卑、自豪的复杂心情描绘得

真实自然，也反衬出父亲的负重、坚强、

韧性和高大。正是有了父亲的有力支

撑，才有作者在军旅一步步的成长和进

步，“没有父亲在家的顶天立地，也就没

有我今天的一切拥有。”

军人最深厚的情感集中表现在对

祖国和人民的爱。《与荷听雨》收入了李

西岳在主笔撰写纪念抗日战争暨世界

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日庆典大阅兵解说

词、参加汶川抗震救灾救援采访、采访

内蒙古大兴安岭地区抗洪抢险中牺牲

烈士家属等时留下的文字，每一篇都撼

人心魄。《胜利大阅兵这一天》《大阅兵

解说词撰写备忘录》等作品，抒发了自

己作为阅兵解说词撰写者之一，历尽千

辛万苦后，最终创作成果伴随天安门广

场上的钢铁洪流，并向全世界传播时的

喜悦和激动心情。《走过天安门广场的

老骑兵们》通过讲述一支特殊兵种部队

六次接受检阅的历史，昭示着英雄部队

虽渐行渐远，英雄本色却永不褪色，光

荣传统在发扬光大。《用心灵靠近灾难》

《蜀 道 难》《夜 宿 北 川》《不 会 哭 的 四 川

人》《假如我不来灾区》等几个篇章，生

动记述了作者在救援一线的所见所闻

所思。这些文字既是人在罕见自然灾

难面前真情实感的流露，更体现出一位

军旅作家浓浓的爱民情结和担当情怀。

《与荷听雨》是李西岳对他走上文

学道路后心路历程的一次较全面真实

的 回 顾 。“ 文 学 心 得 ”和“ 自 我 对 话 ”两

辑，追溯了作者自中学时代以来的文学

情愫，诉说的是作家对文学魂牵梦绕的

痴迷与不离不弃的追求。这里有他对

军事文学名篇佳作的理解，解读战争文

学的独特视角，对引领自己走上文学之

路的导师的无限感激与敬仰，对作家肩

负 历 史 使 命 与 道 德 良 知 的 思 索 和 探

究。这是作家在文学道路上跋涉的轨

迹素描，对广大文学爱好者启示多多，

所谈的创作经验弥足珍贵。书中的《我

与文学》《我与军艺》《我与老家》《我与

日记》等篇章，从小处、细处讲起，既讲

“一鸣惊人”的成功，也讲“败走麦城”的

失误；既讲导师名著的引导启发，也讲

自己苦苦追寻的推敲思索；既讲六七十

年代冀中农村的广袤朴素，也讲故乡如

何成为他文学创作的精神家园。

《与荷听雨》的最后一辑是“心灵奔

走”，多为李西岳对故去和久违了的师长、

同学、战友、房东乡亲们的回忆文字，字里

行间表达的是人与人之间纯真无瑕的

爱。在这里，可以读到大作家刘白羽对文

学的真知灼见，以及作家人格高度与艺术

高度的完美统一；读到英年早逝的作家荆

永鸣热情仗义的豪爽性格和做文做人一

致的高贵品质；读到老班长期望带出来的

兵成为有用之材的胸怀和嘱托；读到野营

拉练的士兵与房东大嫂那血浓于水的鱼

水深情；读到一位老兵与失联 30 多年的

老战友重逢的那份感动；还能够读到一位

离别故乡多年的作家对刻骨铭心的老家

产生的陌生感而引发的恸问。

李西岳写人的散文看似诙谐、松散，

甚至有时不乏调侃的成分，实则是在轻

松叙述中有对人物秉性品格、内心世界

的挖掘，还有对人生的哲学思考。倘若

没有真情实意的深交，是断然写不出这

样的文字的。

与 荷 听 雨 皆 有 情
■马未歇

《怎样做好新时代宣传工作》（中

共党史出版社）一书，围绕《中国共产

党宣传工作条例》精神谋篇布局，内容

包括理论工作、新闻舆论和出版工作、

思想道德建设工作、文化文艺工作、互

联网宣传和信息内容管理工作等方

面，充分展示宣传工作的新思想、新观

点、新论断，深刻解答宣传工作方向

性、全局性、战略性重大问题，为加强

新时代宣传工作提供了理论支撑和实

践借鉴，也提供了有力依据。

《怎样做好新时代宣传工作》

宣传工作指南
■郭俊懿

延安时期是中国现代美术发展历

程中极为重要的一个阶段。这期间，涌

现出一批重要美术家和美术作品，对新

中国美术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由韩

劲松编撰的《艺术为人民：延安美术史》

（江西美术出版社）一书，以全景视角呈

现 了 一 幅 延 安 美 术 创 作 的 瑰 丽“ 画

卷”。在编撰过程中，作者立足于中国

美术馆的珍贵藏品，结合延安美术最新

研究成果，奔赴延安鲁艺管理园区、延

安革命纪念馆等地调研，走访延安美术

家后人，可谓下足了功夫。

“延安美术”有其特定的时间和空

间指向。即 1937 年 1 月中共中央进驻

延安至 1945 年抗战胜利这期间创作在

延安及陕甘宁边区的、由中国共产党领

导的革命美术的总称。延安美术是在

历经长征到达延安的苏区文艺工作者、

上海左翼艺术家以及全国各地来延安

的美术青年的共同努力下，逐渐发展形

成自身特色的。本书中讲述的延安美

术，就是这个时间和地域中的美术创作

活动。

《艺术为人民：延安美术史》共分

六章，以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观和

方法论，对延安美术的发端——鲁迅

艺术学院（以下简称“鲁艺”）的美术教

育，民族化、大众化的美术运动，延安

美术思想的争论等一系列命题都进行

了全面系统的梳理和研究，特别对延

安美术的历史内涵、体系特征以及社

会历史动因进行了充分的探讨。这是

对中国革命美术的阶段性总结，对于

当今和今后中国美术发展之路也提供

了重要启示。此外，书中还提供了大

量珍贵的历史文献和图片，还原了延

安美术历史的真实情境，把我们带回

到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感受到浓厚

的时代气息。

延安美术的发展历程与“鲁艺”紧

密相连，延安时期的美术工作者很多

是 来 自 这 所 学 校 美 术 系 的 老 师 和 学

生，而“鲁艺”的建设和发展也经历过

摸 索 、“ 正 规 化 ”和 整 风 不 同 的 时 期 。

无论在哪个时期，“鲁艺”美术专业的

师生们总是将理论教学和深入生活的

美术创作紧密相连。“鲁艺”的办学与

发展受到党中央的高度重视，对其教

学时长、教学计划、课程设置、人才培

养方式等都进行过探讨。“鲁艺”美术

系 在 7 年 多 的 办 学 时 间 里 培 养 学 生

147 人。在后来的解放战争中，这批师

生大都展现出文化、宣传方面的重要

才能，在新中国成立后为我国美术事

业的繁荣作出了贡献。

美术创作和其他艺术创作一样，根

本的问题就是为谁创作、怎样创作的问

题。1942 年 5 月召开的延安文艺座谈

会是延安美术发展的重要分水岭。在

此之前，美术工作者也清楚深入生活的

重要性，但是群众时常把美术工作者当

成客人看待，这使他们并不能真正融入

群众当中。另外，美术工作者对美术的

功能、美术的社会作用等都存在多样化

看法和争论。这些现象都不利于发挥

美术的社会作用。

延安文艺座谈会后，延安美术创作

进入一个全新的阶段。美术工作者明

确了“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

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为工农兵而创

作，为工农兵所利用的”文艺新方向。

美术工作者深入到工厂、农村和部队，

参加生产劳动，体验真实的战斗和生

活，思想和感情发生了新变化，对于新

美术创作需要运用民族、民间形式的重

要性有了深刻的认识。延安文艺座谈

会后的美术创作紧贴当时的国际、国内

形势，诞生了一批具有历史意义的美术

作品。

延安美术创作中，版画是精彩之

笔，涌现出江丰、古元、彦涵、胡一川、

石鲁、萧肃、张望、计桂森、王式廓、沃

渣 、力 群 等 一 批 优 秀 的 美 术 工 作 者 。

他们的创作关注现实生活，展现身边

正在发生的历史。彦涵创作的《当敌

人搜山的时候》是根据自己在太行山

参加反扫荡战斗经历，创作的一幅表

现军民团结战斗的名作，作品有力地

鼓舞了人民群众的战斗热情和抗战必

胜的信心。再如 1943 年秋，古元跟随

延安文艺工作者到南泥湾部队慰问，

他看到部队创办的工厂，士兵一边训

练一边劳动，练兵场上堆放着秋收的

果实，便产生了强烈的创作欲望，随即

创作两幅木刻版画《南泥湾驻军秋收

图》《八路军习文练武》。他的版画《减

租会》，以富有时代内涵的主题和彰显

民族气派的艺术形式，长期以来被作

为延安木刻创作中践行《讲话》精神的

重要代表作。这一时期的版画作品构

图明朗，表现手法写实、朴素、生动，作

品雅俗共赏，老百姓看得懂，艺术风格

和表现内容已经浑然一体。

延安文艺座谈会后，美术创作充

分汲取民间艺术养分，在新年画创作

中表现明显。传统的中国年画取材于

各地的岁时风俗，与农业生产生活紧

密相关。新年画创作，无论技法、主题

还是表达的内容都让人耳目一新。如

戚单的《读了书又能写又能算》、古元

的《拥护咱们老百姓自己的军队》、张

晓非的《人兴财旺》《识一千字》、江丰

的《念 书 好》等 ，都 是 新 年 画 的 代 表

作。此外，延安时期的漫画创作也非

常活跃，张仃、华君武、张谔、蔡若虹等

人 的 漫 画 作 品 针 砭 时 弊 ，影 响 颇 大 。

图文并茂的连环画创作也受到空前重

视，如彦涵的《狼牙山五壮士》、力群的

《模范乡村教师刘宝堂》、古元的《新旧

光景》等在当时广为传阅。延安连环

画 散 发 出 浓 厚 的 生 活 气 息 和 乡 土 气

息，具有深入浅出的特点。

延安美术是艺术之书，也是思想之

书。读《艺术为人民：延安美术史》，收

获是多方面的。总体上讲，延安美术是

党领导下革命文艺的重要组成部分，取

得了不凡的成就，奠定了新中国美术事

业的基础。延安美术书写了中国美术

的风尚，开启了美术为人民服务的新时

代。延安美术在民族化和大众化方面

的成功探索，为解决困扰中国美术“古

今中西”如何选择的难题提供了有价值

的经验，探索出一条从民族、民间通往

现代的艺术新生之路。这道路从延安

走向新中国，一直走向未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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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志》（中共党史出版社）一书，

以中共中央在陕北和延安的13年历史

为背景，集中反映了延安作为中国革命

指导中心的历史风貌，以见微知著的视

角呈现延安作为革命圣地的政治引领

地位。本书广泛利用历史档案、报刊、

地方志书、党史、文史资料、回忆录等，

发挥志书以事系人的功能，记述作为事

物主体的各类组织和具体个人的实际

活动，展现中国共产党人的崇高理想、

坚定信念、高尚情操和优良作风。

《延安志》

再现革命历史
■郝英杉

文学赏析

从作品中感受审美力量

在 20 世纪中国文学发展史上，无论

从何种意义上讲，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

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都

是一个里程碑式的标识，对中国现代文

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讲 话》精 神 烛 照 下 的 延 安 文 艺 ，

以及后延安文艺时代的文学具有重要

的研究意义。蕴含着新时代文学所需

要的丰富精神资源。由陕西师范大学

出版总社出版的“十三五”国家重点图

书 出 版 规 划 项 目 、国 家 出 版 基 金 项 目

“ 延 安 文 艺 与 20 世 纪 中 国 文 学 研 究 ”

丛书就提供了这样的精神资源。丛书

包 括《延 安 文 艺 与 20 世 纪 中 国 文 学 的

价 值 体 系 重 建》《延 安 文 艺 与 20 世 纪

马 克 思 主 义 文 艺 理 论 中 国 化》等 共 计

10 卷，约 400 万字。丛书自出版以来，

以 前 沿 的 学 术 视 角 、深 刻 的 学 理 探 索

以 及 补 白 的 学 术 价 值 ，受 到 学 界 和 读

者的欢迎。

德国文艺理论家姚斯曾言，一部优

秀的文学作品，应该“更多地像一部管

弦乐谱，在其演奏中不断获得读者新的

反响，使文本从词的物质形态中解放出

来，成为一种当代的存在”。《讲话》作为

百年中国新文学史上一座空前雄伟的

里程碑，原本就应该是富于魅力的当代

存在——它从来都不过时。

《讲 话》涉 及 文 学 活 动 的 各 个 层

面。它的中心是研究文艺为谁服务的

问题，将话题逐次引向“文学创作”“文

学批评”“文学源流”等领域，从而发现

了“ 五 四 ”以 来 新 文 学 存 在 的 种 种 问

题，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一系列新的

主 张 。 这 种 以 读 者 为 中 心 的 新 主 张 ，

对当时的中国文艺而言无疑是极为重

要的。

《讲话》由毛泽东 1942 年 5 月 2 日所

作“引言”和 5 月 23 日所作“结论”两部分

构成，“结论”部分更是将文学接受者摆

在了突出的位置。那么，《讲话》认为革

命文学的读者是什么人呢？是“工人、农

民、兵士和城市小资产阶级”“这四种人，

就是中华民族的最大部分，就是最广大

的人民大众”。这种读者主体的定位，强

调的是文学接受的“最大化”，要最大限

度地实现文学潜在的审美价值，让文学

为更多的读者服务。它所昭示的意义是

重大的。

在确认了读者之后，接下来的问题

是，什么样的文学才是能够被工农兵接

受的文学。这便引出了《讲话》的第二

个重要议题，即文学创作的问题。劳动

者所需要的文学，是以其“目前利益和

将来利益的统一为出发点”的文学，是

真实反映了他们的人生命运并引导他

们改变人生命运的文学，而要创作出这

样的文学，“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

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

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的最

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观察、体验、研

究、分析一切人，一切阶级，一切群众，

一切生动的生活形式和斗争形式，一切

文学和艺术的原始材料，然后才有可能

进入创作过程。”除了长期的观察、丰富

的体验和缜密的分析，一个作家要创作

出为广大的读者接受并乐于接受的作

品，其思想情感上也要有一个根本的转

型。“我们知识分子出身的文艺工作者，

要使自己的作品为群众所欢迎，就得把

自己的思想感情来一个变化，来一番改

造”，这“一番改造”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而最终要达到脱胎换骨的程度，“由一

个阶级变到另一个阶级”，也就是要真

正成为劳苦大众的代言人。倡导作家

从微不足道的“小我”走向与人民群众

荣辱与共的“大我”，构成了《讲话》精神

的一个支点。

“文学何为”是一切作家从事文学

活 动 前 必 须 考 虑 的 问 题 ，这 也 是 文 学

社 会 意 义 的 体 现 。 在 这 样 的 意 义 上 ，

《讲话》显示出其强大的更新力量。它

在 充 分 肯 定 文 学 对 社 会 的 参 与 性 、引

导性、影响性的同时，指出作家应该深

入 群 众 的 生 活 ，通 过 自 己 的 书 写 ，“ 使

人民群众惊醒起来，感奋起来，推动人

民 群 众 走 向 团 结 和 斗 争 ，实 行 改 造 自

己 的 环 境 。”“ 使 文 艺 很 好 地 成 为 整 个

革 命 机 器 的 一 个 组 成 部 分 ，作 为 团 结

人 民 、教 育 人 民 、打 击 敌 人 、消 灭 敌 人

的 有 力 的 武 器 。”劳 动 者 有 改 变 命 运 、

创造历史的壮举，正因为如此，《讲话》

才 反 问 道 ：“ 对 于 人 民 ，这 个 人 类 世 界

历 史 的 创 造 者 ，为 什 么 不 应 该 歌 颂

呢 ？”歌 颂 的 方 式 很 多 ，确 立 人 民 群 众

的主人公形象是其中最重要的。事实

上 ，群 众 更 关 注 自 己 在 文 学 作 品 中 的

形 象 ，渴 望 发 现 自 己 的 特 征 被 文 学 作

品 所 反 映 ，被 历 史 所 保 留 。 而 这 些 反

映 最 广 大 人 民 形 象 与 生 活 的 作 品 ，最

终又对他们起到了鼓舞作用。

《讲话》精神指引下的文学在塑造几

代人的精神方面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

用。那些言说人民群众创造历史、改变

命运的文学，使群众看到并确认了自己

的意义和价值。所以，这个时期的文学

拥有古往今来最大量的接受群体，文学

也成为人民群众的生活乃至于生命之中

必不可少的一部分，文学的社会功能被

发挥到了极致。

柳青是在长期学习和深入研悟《讲

话》精神后成长起来的作家。以柳青为

代表的作家在创作中焕发出一种新的

精神，就是他们有着强烈的政治热情、

社 会 责 任 感 ，深 深 扎 根 到 人 民 群 众 当

中。正因为如此，他们才能忘我地投入

创作，才能细心体察人民群众最真实的

生活，真诚倾听他们内心的呼声，这种

文学精神对新时代作家具有现实的启

示意义。柳青等作家的努力是新文学

实现民族化、大众化梦想的重要一环。

柳青的文学观念对当代作家持续发生

着巨大的影响。

路遥就是循着柳青的成长轨迹进

行其文学创作的。路遥曾多次聆听柳

青的教诲。他追随柳青的现实主义创

作脚步，亦全景式地描述时代的巨变在

人民内心所激起的层层波澜，满怀深情

地叙写劳动者曲折拼搏的创业之路，雄

心 勃 勃 地 织 造 着 沧 海 桑 田 的 巨 幅 画

卷。《创业史》和《平凡的世界》这两部不

同 时 空 中 问 世 的 力 作 ，感 动 了 数 代 读

者，这种“感动”的力量来自于两部作品

都能够让读者看到一个真实而具有温

度的世界，这个世界是他们的灵魂可以

诗意栖息的地方。

聆听人民群众的呼声，走进人民群

众的生活，创作真实而有温度的作品。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对

中国当代文学产生了深远影响。这种影

响 从“ 延 安 文 艺 与 20 世 纪 中 国 文 学 研

究”丛书中的不同篇章都可以感受到。

从这个角度看过去，该丛书是一部加深

读者对延安文艺整体认识的系列作品，

也是一部促进《讲话》精神与当代文艺深

度结合的系列作品，对于我们今天汲取

《讲话》精神营养，开拓新时代文学新境

界都有所启示。

聆听群众内心的呼声
■王贵禄

作家与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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