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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评

荐读

平均每分钟超 10 万字，这是当前我
国 2400 万网文作者的创作速度；另一
边，短视频以每分钟 9 万条的速率冲刷
屏幕。短视频的兴起分流了传统文学
和网络文学的读者，如何应对挑战？这
在中国作协举办的“文学 e 路同行——
欢迎网络作家回家”主题活动周上成为
热议话题。

一个共识是：新技术浪潮下，网络
文 学 主 流 化 、精 品 化 不 是 选 择 题 ，而
是 必 答 题 。 从“ 以 量 制 胜 ”主 动 转 向

“以质破圈”，网络文学创作方能站稳
脚跟，进而涌现持久向上的能量。正
如中国作协主席、党组书记张宏森在
活动现场所说，“内心要有一道闸门，
时刻保持住好的流速、好的浪花、好的
声响，保持住心中的刻度，保持住对写

作的敬畏和尊严”。
提升品质，打造跨越时间的生命

力。网络文学已经走到靠品质取胜的
阶段。短剧、AI 等新业态的冲击，实则
为网文升级提供了契机。同质化、套路
化的“水作”，只能滋生出悬浮无力的

“速生林”。以精耕细作培育精品，网络
文学的森林才能郁郁葱葱。

经典作品经得起时间淘洗，因其凝
聚着跨越代际的精神共鸣。曹雪芹“披
阅十载，增删五次”，让《红楼梦》成为
文学经典。今天的网文作者或许难有
这般“奢侈”，但精品化的逻辑始终相
通。事实证明，流量易逝，只有优质内
容才能穿透时间壁垒。这需要创作者
一方面锤炼作品的文学性、思想性、艺
术性，以网文精品对抗速朽；另一方面

警惕被市场的“风向”吹跑，在创作上
本末倒置。

多元创新，拓宽主流化表达空间。
精品化绝非曲高和寡，而是以创新满足
多元需求。《陶三圆的春夏秋冬》聚焦乡
村全面振兴，书写三代村民的脱贫致富
故事；《我们生活在南京》通过时空对话
传递人性温度，展现科幻文学的现实关
怀。这些作品既赢得市场认可，又彰显
时代精神，证明网络文学可以在商业性
与艺术性之间找到平衡。

面对 AI 技术的冲击，网络文学需明
确技术为笔锋，而非代笔之手。部分平
台引入 AI 辅助世界观设定，释放创作者
的叙事能力；晋江文学城发布 AI 辅助写
作的规范和判定，中国作家网给出“与
AI 创作撞文”的退稿说明书……业界一

边探索 AI 写作边界，一边捍卫原创价
值。技术浪潮下，创作者更应保持定
力，用AI“磨刀”而非“代工”。

网络文学以蓬勃向上的创作面貌、
瑰丽迷人的海量作品，构成了互联网时
代中国文学的新景观。蓬勃生长的过
程，还需要深度扶持和积极引导。近年
来，中国作协从教育培训、网文出海等
方面助推网络文学高质量发展，各平台
逐步转向挖掘作品的长期价值和潜力，
探索建立以质量为导向的行业生态，激
励创作者远离“注水”，潜心雕琢。

文学的河流永远向前。网络文学一
直在浪潮中雕刻自己的航标，在进化中
寻找守正与创新的辩证统一。当技术、
平台与创作者形成合力，网络文学里的
中国故事，必将更生动鲜活。

以精耕细作培育网文精品
陈圆圆

近来，53岁的吕玉霞火了。在
她笔下，白雪是“老天爷撒的糖霜
盐”“麦苗打滚撒的欢”，田野的
春是“年轮循环的波纹，大地睡
醒的动人”，藤蔓下的瓜是“日月
轮 回 的 星 辰 ，晨 起 暮 落 的 成
果”……说出来你可能不信，她并
非文人，而是前半生都在从事农
活的“庸常大娘”。

作为生活在山东临沂的果农，
吕玉霞将自己在田间地头的劳作
生活写成诗歌、拍成视频发布到网
上，虽有乡土口音夹杂其间，但丝
毫不影响网友们的赞美与喜爱。
人们送她“田间诗人”的美誉，赞扬
她的文字“长在大地，溶在岁月”。

农妇和诗人，这两个有些距离
感的身份的交叉吸引了人们的关
注，但她的诗歌作品能收获众多
赞 美 和 喜 爱 ，还 是 因 为 内 容 本
身。它们虽然粗糙但真切，尽管
质朴却细腻。人们看过了太多想
象嫁接、浮躁空洞的作品之后，
迫切呼唤对准真实生活、真诚书
写的作品。就在这个当口，“长
在大地”上的诗歌来了！

是的，真诚写作的不单吕玉
霞，这种书写也不只局限于诗歌。
近年来，素人写作渐成趋势，也越
来越受到关注。快递小哥胡安焉

《我在北京送快递》、“外卖诗人”王
计兵《赶时间的人》、张小满以女儿
视角写作的《我的母亲做保洁》等

成为畅销书……他们只是在诸多
巧合下被舞台追光灯照亮的极少
数，在更多尚未被“看见”的地方，
相信存在一个更为庞大的群体，他
们默默写作，一点一滴记录下真实
的日常与复杂的情愫。

没有矫揉造作，也不故弄玄
虚，无须追随流量，更没有“人设”
包袱。在诗歌和非虚构等这些“记
事本”中，他们敞开心扉，大方地向
外界呈现他们作为普通人的生活
经验，展示他们已习以为常但旁人
却陌生的日常生活，讲述他们的酸
甜苦辣。这种感觉就像在吃过太
多精致大餐后，端上来几道冒着锅
气的家常菜，也往往是这些“土
菜”，带给人们别样的情感抚慰和
心灵滋养。

在评论区里，网友们与吕玉霞
频繁互动，如切如磋，气氛轻松而
热烈，俨然一场围读会。是啊，吕
玉霞作为一个样本，让人们重新认
识到了文学之于生活的价值和意
义，重新思考将阅读与写作作为一
种生活方式进行实践的可能性，再
次直面自我表达的需要与渴望。

每一个普通人的情感和生活
都值得被记录、被看见。当更多
普通人潜藏的诗意被激发，更多
抒 发 自 我 、书 写 现 实 的 愿 望 被

“唤醒”，更多的“吕玉霞”会聚到
一起，将为我们共同的故事写下
精彩复调。

“长在大地”上的诗歌何以动人
王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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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洞庭茶师》讲述的是
金果果等年轻人回乡创
业，激活茶文化，创新茶产
业的故事。作者用平实又
不失美感的语言刻画了一
众年轻人的事业、生活和
情感图景，其中既有创业
的艰难与欢欣，生活的痛
苦与快乐，爱情的忧伤与
甜蜜，更有与家庭、与社会
复杂的过往与当下，而这
一切又与茶文化相互浸
染，令人耳目一新。

书写年轻一代的茶人生

明代女画家文俶的
《金石昆虫草木状》，是古
代博物画中的巨制。它打
破了古代闺阁绘画随性涂
抹的局限，代之以系统又
细密的案头工作，从传统
本草图谱里，生发出包举
宇内的雄心。在这一以
1316幅精美绘画，展现古
代金石、兽禽、虫鱼、草木、
果谷、炼造等类目千余种
物事的博物图谱中，万物
都成为观察与绘制对象。
那些潜伏在大自然中的美
与活力，藏诸心灵，后又流

淌于笔端，不仅向时人展现了万物之情状，也为后世留存
了一份观察古代博物文化的样本。

万物诗意 流诸笔端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仅塑造着我们
民族和国家的精神世界，也深刻影响着世
界文明的演化进程。中华文化美在何处、
何以为美，在具体专业领域各有剖析，但
鲜见总括、综贯于一编。由全国哲学社会
科学工作办公室精心组织推出的《中国文
化之美》一书，从国学、礼仪、音乐、文学、
美学、书法、绘画、纹饰、色彩、服饰、戏曲、
建筑、器物等十三个方面，展现中华文化
春色满园的绚丽景致，基于当代视野和立
场，重新诠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系列
核心美学概念。该书篇统精妙，名家荟
萃，各篇不仅琼枝挺秀，而且交相攒映，高
度概括且生动诠释出中华文化之美及其
根脉所系。

美在何处
美伴随着人类发展进程，浸润在国家

与民族文化机体之中，蕴含着丰富的文化
内涵。中华文化美在何处，言人人殊，然
举其大端，不外有三：

一曰美在品格。中国美学讲究尽善
尽美，注重人的精神境界。国学、礼仪、音
乐、文学、美学等，皆着眼于塑造、彰显和
提升人的境界与品格。书中特别刻画
了一系列先贤的超越性人格，如屈原

“膺忠贞之质，体清洁之性”的坚贞高
洁，陶渊明“倚南窗以寄傲，审容膝之易
安”的安贫乐道，李白“长风破浪会有
时，直挂云帆济沧海”的笃定自信，杜甫

“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
颜”的忧国忧民，苏轼“归去，也无风雨
也无晴”的安时处顺。他们拔俗干流，
以人弘道，故成人格典范。

二曰美在艺境。书法、绘画、纹饰等
艺术创造和品鉴，无不焕发着中华文化的
意象之美。譬如中国绘画经常表现荒寒
之境与茫远之境。在荒寒之境中，“荒”即
荒率萧疏，“寒”即雪景与寒林。天寒地

冻、积雪满山、秋风萧索、冬日枯木等幽幽
寒意，无不令人身临其境。唐代王维的

《雪溪图》，便给人“雪意茫茫寒欲逼”之
感。而茫远之境指的是一种观者身处近
处，视线由近及远，以至无限的平远视
角。宋代郭熙的《窠石平远图》，近处几块
巨石，远处一抹山峦，通往无限与自由。
这些由经典意象营造的深邃意境，诉说着
中华文化的永恒之美。

三曰美在生活。服饰、戏曲、建筑、器
物等具有烟火气的日常，皆包含着中华文
化的审美情趣。唐代女性着装，喜欢在肩
背上再搭一条轻薄且印着美丽图文的“披
帛”，飘飘若仙，尽显唐装的旖旎多姿。宋
代的陶瓷，釉色平淡清雅：定窑乳白、汝窑
葱绿、官窑淡青、耀州窑青中微黄、钧窑蓝
白，凸显了简约宋风，似不经意而又令人
回味无穷。明代的家具用材极为讲究，多
选用黄花梨、紫檀等名贵木材，它们材质
坚硬、色泽鲜明、纹理自然，与古琴、香炉
等文房雅玩一起形成了特定的物质文化，
定义了古典、高雅的审美标准。

何以为美
中国美学独具特色，“讲求托物言志、

寓理于情，讲求言简意赅、凝练节制，讲求
形神兼备、意境深远，强调知、情、意、行相
统一”。物质、制度和生活在中华文化框
架中之所以熠熠生辉、精彩不断，主要得
益于自然、气韵、中和三方面特征。

中华文化尊重自然之美，以无斧凿痕
为高，以返璞归真为旨。老子以素朴自然
为美，庄子以逍遥游追求个体自由，孔子
亦赞叹曾晳“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
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
咏而归”的自然生活情趣。中国园林中
讲究“巧于因借”，其中“因”指的便是尊
重和顺应园址的天然基础，“借”指的是
将园外景观引入园内，以至内外和谐。

拙政园、颐和园因地借景，皆得自然之
妙。中国的礼乐文明亦参照自然节律，
效法天地四时，譬如《周礼》之六官、隋
唐之六部，便分别对应天、地、春、夏、
秋、冬的天地乾坤之美。

南齐谢赫提出的“气韵生动”是中国
艺术的精髓，意味着要表现活泼的精神和
有节奏的韵律。中国书法中，点画的提顿
转折，线条的浓淡刚柔，字形的大小偃仰，
字与字、行与行以及布局上的顾盼有情，
皆表现出一种节奏感与动态美。中国山
水画不滞于写真着相，而以笔墨线条之浓
淡虚实，表现活泼的生命，是故深山飞
瀑、苍松古木等，皆具生气。又如泉州
南音既有如怨如慕、如泣如诉的长撩
曲，又有一唱三叹的叠拍声，起伏有致，
婀娜婉转。李清照的《声声慢》以 7 对
叠字，以及 41 个齿头音、16 个舌头音两
种音调互相交错，基调幽咽，与内心的
情绪相衬相应。再如中国建筑的外檐
斗拱，挑出向远处延伸，如飞鸟展翅，有
着轻盈灵动之美。

“中”是中国之美的核心，而“和”构成
中华民族的核心价值观，体现在文化中的
各个方面。天象中北辰为天上之中，引导
日月星的运行，一同构成周天之美。在色
彩中，敦煌石窟中的佛教壁画以蓝色、绿
色、土红色为主，虽深浅、亮度不一，却互
相关联协调，呈现出和谐之美。在审美思
维上，中国美学注重整体之间的关联。林
逋“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
体现出的便是梅花与水、月关联在一起的
意境之美。

超越之美
中国美学根植于中国文化观念，又因

其天人同构，超越物我，而具有普遍性的
价值。

以“天人合一”为核心的中国宇宙观，

浸润在中华民族生活的各个方面，形成了
中国独特的思维方法与审美方式。中华
文化多取法天地自然，以物观我，物吾胞
与，追求实现自我超越。中国传统色彩石
青、石绿、赭色等，多取之于自然之色；中
国古代的纹饰，亦皆采取“观物取象”的方
式。中华文化还尊重、顺应、吸纳自然，如
欧洲建筑以砖、石为主要材料，而中国建
筑却以土、木这两种天然的柔性材料为
主，便是尊重万物生命之源，强调人与自
然相生相成。又如中国的窗，连接了人与
窗外的风景，使人与自然相融，因此苏轼
有“卧看千帆落浅溪”“挂起西窗浪接天”
之闲情逸致，曾公亮有“开窗放入大江来”
的廓然大公。

《国语·周语》云：“奕世载德，不忝前
人。”不同时代有对文化之美的不同体认，

《中国文化之美》在对传统文化的标识性
概念重新把握的基础上，与当代价值与实
践重新对齐，书写了中华文化的当代风格
和古今之美。该书文笔奕奕清畅，深入浅
出，不以雕缛成文、润色取美，而以提要之
笔达珠玉之辞，令人沉浸其中，余韵无
穷。文字之外，配图、版式、装帧等细节，
皆给人赏心悦目之感。近200幅书画、乐
器、壁画、服饰、建筑、器物等艺术图片，琳
琅灿然，与文并茂。书页可一百八十度平
摊，令人玩绎其中，如行山阴道中，风光物
采，来映照人，顾接不暇。

《庄子·知北游》说：“天地有大美而不
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万物有成理而不
说。”中华文化的厚重积累需要不断言说，
以花繁枝茂不断见其繁荣绵延之实。通
过不同时代的概括与阐释来呈现这种“大
美”，赋予中华文化新的时代内涵和现代
表达形式，彰显出中华文化的独特性与普
遍性。鸿风远蹈，始足于此，相信“生生不
息”的中华文化，必当泽被遐迩，不断为人
类文明新形态输入美之原力。

寻索中华文化之美
李飞跃 隋胜男

《外交官笔下的“一
带一路”》是一部文化散
文集，分上下两册，由周
晓沛、范中汇担任主编，
收录了 38 位驻外大使和
参赞撰写的海外生活故
事、中外友好故事、文明
互鉴故事、合作共赢故
事，记录了亚洲、欧洲、非
洲、拉丁美洲的“一带一
路”共建国家的风土人
情、社会文化与时代变
迁。该书从侧面展示了
中国外交事业发展历程，

以亲历者视角诠释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在促进文明互鉴、
民心相通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体现了新时代文学书写

“国之大者”的担当。

以文学之笔书写文明交融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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