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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
评论

《觉醒年代》 这部书的故事背景发生在
1915年至1921年，以《青年杂志》问世到《新青
年》成为中国共产党机关刊物为贯穿，展现了从
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到中国共产党建立这段
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讲述了觉醒时代的社会
风情、百态人生和思想启蒙。不同的思想流派
在治国救国道路上互相斗争又互相帮助，并从
思想和文化变革角度描述了中国从封建社会到
民主主义革命并走向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过程。
马克思主义如何在中国传播、中国共产党又如
何在中华大地上孕育，我想读完这部书，一切都
会明白了。它带我们回到那个动荡不安，但又
充满希望和新思想不断变革的一百多年前，让
我们真实地体会到当时老百姓的困苦和唤醒国
民新思想的不易，深刻地提醒着世人青年的重
要性。

“青年”，一个饱含希望与未来的词语。“青
年是革命的柱石，青年是革命果实的保卫者，更
是使历史加速向更美好的世界前进的力量。”历
史中的前辈们不顾艰难险阻也要创造机会改变
青年的思想，就是因为青年代表着一个国家的
未来，他们有伟大的信念，有满腔的热血，书中
提到的革命青年者心系祖国，有无限的创造力
和想象力，更有无穷的力量。

《觉醒年代》细致地勾画出这些新旧知识分
子的鲜明个性，深情礼赞他们所共有的铮铮风
骨，正是由于他们自身的文化冲突与觉醒，直接
唤醒了毛泽东、周恩来、陈延年、陈乔年、邓中
夏、赵世炎、蔡和森等革命青年的自我意识，自
觉对民族、国家和个人命运进行科学理性的认
知和追求，才有了后来的新中国。这是一种精
神的感召，更是一种文化的传承。

一百多年前，袁世凯夺取革命果实想复辟
帝制从而满足自己的私欲成为皇帝，日本人以
支持袁世凯称帝为条件，诱迫他签署“二十一
条”，内忧外患的中国处于风雨飘摇之中。李大
钊慷慨陈词：“唤起民众觉悟、推翻封建思想、振
作民族精神。”陈独秀与他达成共识，他认为眼
下重中之重是改造中国人的思想，提高中国人
的素质，要造就一代青年，一代新人。他与一众
思想上统一的人们创办了《青年杂志》并立志创
造一批新时代、新思想、新观念的青年人，从根
本上拯救中国。面对经济、文化、制度、思想上
的落后，迫切需要一场轰轰烈烈的文化革命，来
改造中国人的思想，提高中国人的素质。

革命、信仰、理想，不只是空有一
腔热血就能实现的，更需要脚踏实地
的努力。毛泽东在求学路上，被《新
青年》中追求民主与科学的崭新思想
影响并成为其忠实读者。他通过杂
志接触到马克思主义思想，不断提升
自己的见解，摒弃康、梁维新变法的
思想，向民主思想转变。1917年4月
1日，他在《新青年》发布《体育之研
究》一文，谈起了中国现代体育的现
象。由此，《新青年》担负起开民智、造
新人的重任，寻找当时世界最先进的
思想理论，来取代统治中国三千年的
封建礼教。

在北大工作期间，毛泽东和李大钊有了更多面对面深入交流的
机会,并讨论中国未来社会的走向，得以系统接触到马克思主义学
说。毛泽东后来曾满怀深情地说:“我在李大钊先生的影响下，迅速
地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李大钊是我真正的老师。”正是李大
钊思想上的引导，毛泽东才会真正认识马克思主义，并且初步具有了
自己独到的见解，为后来中国特色的革命理论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1920年12月，毛泽东成为湖南共产主义小组的发起人；次年7月，出
席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毛泽东早年间在北京大学的这些经历都为后面建立中国共产党
夯实了基础，极大地影响和加速了新中国发展进程。陈家两兄弟是
当时极具代表性的杰出青年，他们正直善良并敢于反抗不公，可以为
饱受折磨的工友打抱不平，更是可以为了追求真理和父亲决裂。在
国内上大学时，他们为了摆脱父亲的约束而选择自力更生，勤工俭学
并一路传播着《新青年》杂志。长期的社会生活历练，让他们不满于
当时中国的旧社会，受到“工读”新思潮的影响，他们赴法留学，加入
了中国共产党，还当选为旅欧少年共产党委员。后赴苏联学习，深入
地了解到马克思主义理论，更加坚定了共产主义信仰。陈氏兄弟回
国后更是积极地开展政治宣传活动，与历史上其他的共产党员一样，
他们对新中国的建立起了很大的作用，直到后来为了党的建设与政
治工作的展开，英勇就义。牺牲时陈氏两兄弟都很年轻。

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大地上不断传播，小说《觉醒年代》故事
的结局是李大钊向工人代表宣告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正
在南湖举行，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并宣告中国只有走社会主义道路，
才能实现中华民族之振兴。诚如小说中李大钊所言明的，“中国共产
党的成立不是偶然的，它是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产
物，是中国人民在救亡图存斗争中顽强求索的必然产物，也是中华民
族在追求复兴的道路上不断觉醒的必然产物。”中国道路的选择，更
是历史和人民的必然选择，让我们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思想和社
会主义道路，从而葆有独特性和中华文化的独立性。百年来中国共
产党的奋斗历程，已充分证明了这一道路选择和文化觉醒的深远影
响与重大意义。

当历史行进到新时代，我们依然需要汲取的是“觉醒年代”的爱
国精神和文化自信。历史需铭记和传承，漫漫征途，唯有奋斗。第二
个一百年如约而至，那些中流砥柱的先辈们已退下，淹没在浩瀚的历
史长河之中，但是，他们的丰功伟绩始终没有磨灭，依然熠熠生辉，像
繁星闪烁照耀着充满力量的新时代青年。新时代青年要感应时代号
召，担起青年重任，为民族和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实现强国之梦。

如今，正遇世界百年之大变局，新时代青年
更需勤学苦练、明辨是非、踏实努力，坚定文化
自信，延续红色基因，激发奋进力量。要以极大
的爱国情怀，坚守人民立场，以青春之我，创建
青春之国家、青春之民族、青春之力量，助力这
盛世之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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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山》是近年来当代中国作家在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下，深
入生活实践，追求艺术理想，努力把握个
体、民族、国家命运和历史进程，具有史诗
品格的一部攀登高峰之作。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十一大、中
国作协十大开幕式上的讲话中指出，“新时
代需要文艺高峰，也完全能够铸就文艺高
峰！”《家山》具有了攀登文艺高峰的品格，
以“引导创作、推出精品、提高审美、引领风
尚”为职责的文艺评论家理应为之叫好、为
之呐喊。

《家山》我读了两遍。我以为，这部 54
万字的作品有几个鲜明的特点，即：恢宏的
历史大势，鲜活的人物群像，典型的文化呈
现，深邃的思想指向，浓郁的语言特色和生
动的创作启示。

恢宏的历史大势

《家山》以沙湾村百年风雨和几代父老
乡亲的生活变迁为叙事轴心，其背景涉及
和反映了百年来中国社会历史的几乎所有
重大事件。小说记述了在此百年来宏阔历
史背景下的苦难深重的中国农民的生存和
生活，刻画了风云激荡的历史进程中的共
产党人齐峰夫妇、劭夫和在他们影响下走
上革命道路的克文、贞一等奋斗者形象，描
写了国民党基层治理体系的不堪与腐败，
生动地展现了中国大地上光明与黑暗、进
步与腐朽两种力量的对立和斗争，揭示了
百年中国的人间正道和中华民族必将迎来
的千年质变。小说通过对抗战时期中国农
村社会赋税征缴、抽丁入伍的大量生动描
写，深刻反映中华民族为抵抗外族入侵而
付出的巨大牺牲，深刻揭示人民群众是推
动历史前进的巨大动力，揭示中华民族生
生不息的根本原因。小说不是历史书，但
小说是可以当作历史书来读的。毛泽东同
志当年多次劝党内干部读《红楼梦》，就是
要“把《红楼梦》当作历史来读”。他认为，
读《红楼梦》，可以“把握其反映的封建社会
衰落与更迭的规律”。读《家山》亦然。

鲜活的人物群像

小说是写人的，《家山》塑造了一大群
鲜活典型的人物形象：佑德公、逸公、达公、

知根老爷(齐树)、修根、劭
夫、齐峰、扬卿、有喜、扬
高、桃香、福太婆、祖婆、
四 跛 子 、齐 岳 、朱 克 文
……这些鲜活生动的人
物，既是中国这块古老大
地上农耕文明、乡村文明
的活化石，也是具有鲜明
湘西地域文化特色的典
型人物群像。作为近代
中国乡村治理重要支柱
——乡绅或曰乡贤来塑
造的佑德公的睿智、公
道、仁厚、宽容、信义；有
喜的勤劳、智慧、知恩、仁
义；扬卿的博学、理性、正
直、善良以及被誉为“乡约老爷”的大脚女
人桃香的藐视传统、敢说敢做，都是作者倾
注情意刻画的典型人物形象。习近平总书
记说，“典型人物所达到的高度，就是文艺
作品的高度，也是时代的艺术高度。只有
创作出典型人物，文艺作品才能有吸引力、
感染力、生命力”。《家山》的人物塑造，就有
力地托举了作品的艺术高度。

典型的文化呈现

王跃文说，他写这本书，就是想以质朴
的方式表现中国乡土的真实生活，“呈现中
国传统文化之美、民族根性之美、文化进步
之美”，就是写“先人的智慧、民族的审美”。
如作者所说，他用他的全部的乡村历史记
忆、血缘亲情记忆和人文自然记忆为我们编
织了一张厚重的乡村传统文化审美记忆之
网，为我们构建了一个庞大、繁复的乡土文
化世界。沙湾乡亲身上体现的慎终追远、孝
亲友悌、夫妻和谐、儿孙满堂、敬祖爱乡、叶
落归根等中华传统文化习俗、道德规范和伦
理观；沙湾人在春种秋收、婚丧嫁娶、节日庆
典中体现的生活方式、生存智慧与生命哲
学；沙湾乡村的生产、庆典、嫁娶、祭祀、节
日、宴饮、礼仪所构成的民俗学文化样本以
及沙湾人的长幼关系、夫妻关
系、族姓关系、邻里关系等所构
成的社会学样本，这一切，为我
们提供了一部中国传统文化教
科书。正是基于这一点，我们
可以说，读《家山》，可知我们是

谁，我们从哪里来，我们
将往哪里去。习近平总
书记说，中华文明“积淀
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
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
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
养”；他还说，“中国式现
代化，深深植根于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中国式现
代化蕴含着“独特世界
观、价值观、历史观、文明
观、民主观、生态观等”。
阅读《家山》，将有助于我
们深刻理解习近平总书
记的这些论述。

深邃的思想指向

《家山》是一部有着深邃思想指向的小
说，小说在礼赞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同时，
不乏文化反思与文化批判。以作者精心塑
造的“乡约老爷”桃香为例，这是一个能进
县衙门打官司、路上让男人抬轿、在衙门大
堂里让村长给铺老虎皮入座、回村后进祠
堂接受礼敬的大胆泼辣、挑战和藐视传统
的女人，但桃香又是一个深受传统文化浸
染、充满了矛盾的复杂体。她年复一年地
坚持要给女儿月桂缠足，终于，天足被缠畸
形的女儿月桂出家做了尼姑。作者以沉重
的笔墨描写的这出封建缠足文化的悲剧告
诉我们，在我们这样一个具有深厚文化传
统的国度里，封建糟粕和陋习的去除是何
等不易。还有诸如沙湾陈姓妇女不得进陈
家祠堂，劭夫的妻子容秀与大雄鸡拜堂成
亲，为劭夫“纳妾娶小”，这一切，使我们更
加领悟和认识到对于传统文化，应有清醒
的认识，我们传承弘扬的只能是优秀传统
文化精髓而不是传统文化的糟粕，即使是
优秀传统文化也需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
发展。《家山》的思想指向还有一点是我们
不能忽视的，就是一种开放的文化观。小
说正面塑造的齐峰夫妇、扬卿夫妇都是接

受了现代文明熏陶的“新人物”，
小说对留学日本回乡的扬卿举
毕生之力办新式学校、兴修水利
的赞美和褒扬，体现了一种睁开
眼睛看世界、学习借鉴一切人类
文明成果和追求人的现代化的

思想指向。

浓郁的语言特色

《家山》的语言是典型的湘西溆浦方
言，俚语多口语化。王跃文专门说过他用
方言写作的初衷。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大
量使用方言俚语正是这部小说在具有思想
性、艺术性之外，还具有丰富性、独特性和
文献价值的地方。

生动的创作启示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专
门讲了作家柳青的故事，他说柳青为了创作
《创业史》，辞去陕西长安县县委副书记职
务，深入到农村、农民群众中去，定居在皇甫
村，蹲点14年。“因为他对陕西关中农民生
活有深入了解，所以笔下的人物才那样栩栩
如生。”王跃文写《家山》，构思10年，写作9
年，其间搜集大量史书、方志、户籍田亩文簿
名册等文献，无数次往返乡间田野、闾里村
巷实地勘察访谈，仅对平时和战时租、赋、税
收缴的案头研究就耗费大量时日，这样的创
作态度是出精品、出传世之作的前提。习近平
总书记说，“文艺创作方法有一百条、一千
条，但最根本、最关键、最牢靠的办法是扎根
人民、扎根生活”。他说，曹雪芹如果没对当
时社会生活做过全景式的观察和显微镜式
的剖析，就不可能完成《红楼梦》这种百科全
书式巨著的写作。王跃文写《家山》，亦是向
曹雪芹、柳青和周立波等前辈的学习和致
敬，也给今天的作家、艺术家提供了一个创
作精品的样本。

这就是我们要推介《家山》的理由。
习近平总书记在谈到何为文艺经典时

说，“经典之所以能够成为经典，其中必然
含有隽永的美、永恒的情、浩荡的气。经典
通过主题内蕴、人物塑造、情感建构、意境
营造、语言修辞等，容纳了深刻流动的心灵
世界和鲜活丰满的本真生命，包含了历史、
文化、人性的内涵，具有思想的穿透力、审
美的洞察力、形式的创造力，因此才能成为
不会过时的作品”。

为使《家山》成为这样一部不会过时的
作品，王跃文作出了巨大的努力，我们期待
着他的成功。

（作者系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

一部具有史诗品格的攀登高峰之作一部具有史诗品格的攀登高峰之作
———评王跃文长篇小说—评王跃文长篇小说《《家山家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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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如乐图的艺术创作涉及书法、篆刻和
现代刻字。从2002年作品参加“第四届全
国刻字艺术展”以来，艺如乐图在从事书法
篆刻的同时，创作了数十件现代刻字作品，
并在2014年凭借《九曲黄河》荣获“第十届
全国刻字艺术展”最高奖。

就势随形，意象造境

艺如乐图对汉语言文字有深刻的理解，
他善于从文字内容出发，从字面意思提取造
型意象，然后将文字的书写和谋篇布局顺着
这一思路发展，再利用不同载体的木头形
状、材质、肌理、质感以及岁月留下的痕迹来
造境，最终达到形式和内容的完美结合。作
品《草原往事》《金戈铁马》《九曲黄河》《长沙
万里》《空幽》《天边》《大漠古道》《怀古》《中
流砥柱》《思古》等，均是这方面的典型例
子。《草原往事》采取大刀阔斧的雕刻方式构
筑了一个左右结构，左面为草原上勒勒车的
轱辘造型，右面为木头的横向结构，四个主
体大字刻于勒勒车轱辘上，右面用汉隶和八
思巴文镌刻一段生活气息浓郁又诗意盎然
的民谣，使作品主题突出又内容饱满；《金戈
铁马》干脆将一块老木和残破的勒勒车轱辘
实物拼接在一起，以体现草原的历史遗韵，

“金戈铁马”四个大字在老木和勒勒车轱辘
斑驳的岁月痕迹映衬下十分醒目。作品主
题突出，形式和内容高度统一。作品《思古》
也是借助板材的自然形态和结节肌理营造
沧桑的历史感，将文字隐于其中，来诠释“思
古”的主题；《九曲黄河》《长沙万里》两件作
品具有异曲同工之妙，作者充分利用了木材
的自然纹理和树结的结构与形状来创造意
境，形象又抽象地表达了黄河的激流汹涌和
长沙万里的意象。在对文字的处理上，前者
采用阳刻技法，后者采用阴刻技法，并通过
重叠、错让、大小、收放、分割组合等形式加
以塑造，使文字与主题意象浑然一体；作品
《大漠古道》在一块横长的朽木上雕刻四个
金文大字，岁月留下的横长纹路很好地诠释
了“大漠古道”的意象；《中流砥柱》是一件借
鉴中国传统水墨画的审美追求和表现形式
创造的意象性作品。作者用三块老木制成
三条屏形式，借老木的扭曲纹理和树结的起
伏不平营造出激流湍急的意象，“中流砥柱”
四字就势随形，伴着汹涌的激流一泻而下。
这既是一件刻字作品，又如一件传统大写意
水墨画，让人过目难忘。

艺如乐图将蒙古文的书写行草化，完全
变成了线条的艺术，然后通过刀刻斧凿体现
线条的质感和韵味，体现书法的魅力。同时，
他充分运用现代构成方法来谋篇布局，以增
强作品的形式感和趣味性。如作品《圣山》
《诗情惹人醉，佳酿沁心扉》《鼎足三石》《天马
行空》《清泉》等；作品《长生天》《福》等将蒙古
文与八思巴文相结合，体现了别样的意味。

博涉多优，融会贯通

书法篆刻艺术本身就是中国传统文化
的有机组成部分和具体体现，艺如乐图由此

入手，深入其中，
游走其间，如鱼得
水，获得了丰厚的
营养和收获，这些
都为其现代刻字
创作奠定了坚实
的文化基础。

艺如乐图刻
字创作呈现多样
性。他在书法创
作上的优势是汉
隶书法和蒙古文
书法。其汉文隶
书作品，兼取汉简
笔势，把碑的法度
和简的意味糅合
在一起，既有碑之

静穆，又有简之动势，同时获得了碑的金石
味和简的笔情墨趣，形成流畅而率真的艺术
风格；其蒙古文书法借鉴汉文书法的用笔规
律、线条特质以及章法布局等，从大量元、
明、清蒙古文信札和抄写本中汲取营养，取
长补短，融会贯通，形成了章法不拘一格、奇
绝多变，用笔豪放恣肆、率性而为，用墨干湿
相济、酣畅淋漓的极具现代审美意识的艺术
面貌。

艺如乐图的篆刻作品，其汉文印种类和
风格多样，既有稚拙淳朴的秦印、端庄典雅
的汉印、斜正自如的将军印、多姿多彩的古
玺印，也有生动传神的肖形印和肖像印。其
蒙古文印一方面“体现了均匀、饱满、充实之

美”，另一方面又是多元样式的结合，具有一
种灵动之美。这些都为其现代刻字创作注
入了丰厚的营养。

艺如乐图的现代刻字作品不是简单的
对书法文字的镌刻，而是一种结合了多种艺
术形式和艺术语言的具有全新审美形态的
艺术创造，给观者提供了丰富的审美体验。
艺如乐图上大学时学的是艺术设计，此后专
研书法篆刻和现代刻字。在其30余年的艺
术实践中，他将多种艺术门类融会贯通，相
互借鉴，积累了丰厚的经验。他把艺术设计
中的许多规律、方法和智慧运用在现代刻字
创作中，使其作品别开生面，具有一种设计
感和现代感，增强了作品的艺术感染力。如
《（圆）梦》《游于艺》《鸿（运）》（八思巴文）、
《清泉》（蒙古文）、《行·云·流·水》《印苑》《三
思》等。《（圆）梦》是一件构思精巧又富有设
计感和现代感的作品。圆形的载体代表

“圆”，中间方方正正雕刻一“梦”字和一排似
书法落款的点题小字，外围安排两方印章，
大红色的运用喜庆且具有中国气派。整个
作品简洁大气地表现了共圆伟大中国梦的
鲜明主题。

不拘一格，大胆创新

现代刻字艺术是中国书法衍
生出的一种结合了雕刻等艺术形
式的新的艺术门类。它产生于新
时期之后，至今已经走过了40余
年的发展历程，取得了令人瞩目
的成果。追根溯源，从殷商时期

的甲骨文，两周金文，秦诏版、虎符、量权，秦
汉印章，两汉石刻，北魏墓志铭及摩崖石刻，
直到宋代的活版印刷，明清以来的刻铜、刻
竹、刻匾、楹联乃至建筑中应用的刻瓦砖雕
等等，这些以文字为主体的镌刻现象，均是
现代刻字艺术的源泉。但这些对文字的镌
刻，强调的是其实用性和装饰性，大多依附
于某一器物、家俱或建筑而存在。而现代刻
字艺术已经演变为一种独立的艺术创作，每
一件刻字作品就是一件独立而完整的艺术
创作作品，无论题材内容、艺术形式还是材
料运用，都是经过艺术家从精心构思到利用
多种艺术手段制作而完成的。

在艺如乐图的现代刻字创作中，既有建
立在书法基础之上，主要体现书法和刀刻魅
力的作品，也有主要借鉴篆刻艺术形式和审
美特点的作品，如《鸿运》（八思巴文）、《心
画》《玄之又玄》《梅香》《好日子》《福》《圆梦》
《印苑》《三思》《游于艺》等，还有不拘一格，
发挥想象力和创造力大胆出新的作品。在
这一过程中，他广泛吸收了绘画、雕刻、艺术
设计以及民间艺术等艺术资源的丰厚营养，
创作出一些构思奇巧，别具一格，让人过目
难忘的优秀之作。如作品《空幽》巧妙利用

“空”字的“穴”部形成整体造型，把其余笔画
和“幽”字集中在作品下部，造成大开大合、
疏密有度、布局奇绝的作品结构，既“空”且

“幽”，如一件抽象主义的现代艺术作品，令
人耳目一新；《天边》则如一幅草原诗意画，
作者独具匠心地将“天”“边”二字安排在画
面的右上角和左下角，中间留出大面积空
白，深色的底子如同浩瀚草原及浩瀚苍穹，
右上角的草书“天”字如一抹云彩飘荡在天
边，左下角的“边”字被深色的底子部分遮
挡，若隐若现，中间一行隐在底色中的草书
小字丰富了作品的内容。整个作品形式简
约，富有诗意，如一首抒情的小夜曲令人心
动；《一生一世》以车马装具的夹杆水平悬在
上方形成“一”字，左右分别用麻绳吊挂两块
不规则老木（状如心形），其上分别刻有“生”
和“世”字。这是一件借鉴了现代装置艺术、
雕塑艺术以及民间艺术且构思巧妙的作品，
令人拍案叫好；单字作品《福》，画面上突出
一个硕大的“畐”字结构，甲骨文“畐”像双手
尊奉与“示”前，表示遵奉上天，有大吉大利
无所不顺之意。作者对典型古文字结构作
夸张处理，体现了其对古文字字义的理解与
驾驭能力；作品《玄之又玄》也是以对文字的
巧妙处理取胜，作者采用借让、重叠等方法
将“玄之又玄”四字融为一体，组成一个大的
框架结构，构成作品的视觉主体，然后通过
大刀阔斧的雕刻造成不同的层次变化，让观
众在充满刀味木味的审美体验中感受作品
的视觉张力；《游于艺》是运用现代构成原理

的优秀之作，大字与小字的分
布，书体风格的对比，实面、有机
面与虚拟面的分割，形式因素之
间主次、强弱、疏密、呼应等，处
理的恰到好处，既有对比，又和
谐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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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图片
为艺如乐图刻
字作品。

《天边》。

《九曲黄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