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黄河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
积淀着中华民族深层的文化基因，彰
显着中华儿女文化自信的坚实底气。”
大型人文地理纪录片《黄河在这里转
弯》以黄河作为创作元素，书写了家国
情怀。“这里是被黄河怀抱的鄂尔多
斯，这里有浩瀚的库布其沙漠，有阿尔
巴斯陡峭的山崖，有荒莽的原野，也有
栖息于此，奋力生活的无数生灵。黄
河所赋予的憨直，造就了鄂尔多斯人，
对自然的善意和真诚。”《黄河在这里
转弯》以黄河几字弯流域普通百姓的
日常生活为切口，创新了黄河故事的
表达方式，不仅让观众感受到黄河流
域文化的的多样性与交融性，也让观
众感悟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之道，凝
聚了奋进力量。

由鄂尔多斯市融媒体中心、内蒙
古电影集团出品的《黄河在这里转
弯》，入围第十二届“光影纪年”——中
国纪录片学院奖。该纪录片历时两年
追踪摄制，行程遍及鄂尔多斯全境，运
用“以小见大”的叙事方式，讲述了“走
马少年”“一场婚礼”“岩羊爸爸”“古如
歌合唱团”“兽医服务队”“九零后牧羊
人”“沙漠里的新生活”“六六大顺节”8
个故事。

纪录片最基本的功能是记录客
观现实事件，事件是纪录片情节结构
的基点，事件中蕴含着被拍摄对象的
意向选择。“走马少年”讲述了乌审旗
嘎鲁图镇少年乌达木，在姥爷和走马
教练美吉道尔吉的帮助下，经过自己
的不懈努力，荣获乌审旗走马比赛冠
军的故事。，“乌审走马竞技”是国家
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
的传承需要传承人。乌达木为了把

“乌审走马竞技”传承好，“从不放松
每一次的走马训练，认真体会马的每
一个微妙动作，努力做到顺应马的节
奏，感悟马的灵性，让马更准确地了
解人的意愿。”这种竞技不仅是对参
赛者骑马技术的检验，也是对参赛者
心态的考验。乌达木在训练过程中，
一次次的跌倒，又一次次的站起来，
通过持之以恒的努力和付出，最终找到了“走
马”竞技的“窍门”，实现人与马和谐共处的大美
境界。

真实是纪录片的生命。“沙漠里的新生活”
选择了与人们日常生活密切关联的小角度作为

突破口进行叙事，讲述了生活在
库布其沙漠附近的牧民老满勇
于创新，最终在沙漠里成功养殖
螃蟹的故事。滔滔黄河水，滋养
着一代又一代的中华儿女。黄
河流经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
市境内，每年封河期和开河期上
游 来 水 容 易 拥 堵 成 为 凌 汛 。
2013年开始，鄂尔多斯市杭锦旗
实施“引凌入沙工程”，即在黄河
凌汛高水位将凌水引入库布其沙
漠低洼地。从此，“库布其沙漠就
变得水草丰美，形成近一百平方
公里的湿地。先后有二十多种水
生植物慢慢恢复生长，十多种水
鸟来这里栖息。”老满望着这片好
水，便产生了在这里养殖螃蟹的
想法。他结合螃蟹的生活习性，
选择不同品种的螃蟹苗进行多次
尝试，最终找到了适合在库布其
沙漠生长的螃蟹苗，走上养殖之
路。“正是沙漠里的黄河水，给了
老满足够的信心。新冒出的嫩
芽，总会爬上最高的沙丘。”老满
和他的朋友们从库布其沙漠中收
获着幸福和快乐。

纪录片的功能与作用，不仅
仅是给观众传播信息与知识，还
包含着对人性的观照与理解。“岩
羊爸爸”讲述了鄂托克旗棋盘井
镇退休公务员阿日并和他的妻子
其木格，十年如一日，坚持给乌仁
都西山里的十几只岩羊送水的故
事，用实际行动诠释着人性之
美。“乌仁都西山是鄂尔多斯最高
峰，这里几乎是一座被沙漠、戈壁
和风蚀残丘包围的孤岛，年降水
量不足二百毫米，年蒸发量达三
千毫米，缺水使得这座大山里几
乎没有活的生灵，只有一种动物
——岩羊。”岩羊是我国重点保护
野生动物，岩羊一年只生一崽，生
育率低，存活率低，提高存活率的
办 法 就 是 给 岩 羊 送
水。阿日并在片中回

忆到：“十年前，他在一次进山摄影中，
偶然遇到几只岩羊，因为山里缺水，母
羊在哺乳期的奶水很少，小羊吃不到
奶，很难活下去。于是，阿日并和老伴
其木格决定给岩羊送水。”纪录片采用

了口述和真实再现相结合的叙事方式，呈现了两
位老人守护岩羊之旅过程中的艰辛和执着。“在
海拔两千多米的乌仁都西山，瘦峭嶙峋的裸岩和
极度的干旱，放逐了几乎所有的生命。”正是这两
位老人默默坚守与无私奉献，让乌仁都西山成为
了岩羊的家。

纪录片往往通过独特的题材和创新方式，挖
掘文化内涵，呈现时代变化。实施乡村振兴战
略，是决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设社会主
义现代化国家的重大历史任务。黄河流域是我
国重要的生态屏障和重要的经济地带。鄂尔多
斯达拉特旗树林召镇东海新村是黄河达拉特段
旁边的一个小村子，正是因为这里距离黄河仅几
百米，村民们为了落实乡村振兴政策，便把黄河
水引来养鱼，积极发展当地经济。“六六大顺节”
讲述了东海新村的武二才帮助村民养鱼脱贫致
富的故事。我们通过影像可以看到：“武二才的
日常工作则是帮助养殖户买鱼苗、请专家、治鱼
病、跑销售。”近年来，东海新村村民在武二才的
热心帮助下，依靠养殖黄河鲤鱼走上脱贫致富之
路。黄河流过山川大地，养育了黄河流域的人
们，大家共饮一江水，用勤劳和智慧形成各具特
色的地域文化，放鱼节是东海新村的传统习俗。
东海新村村民在获得母亲河的恩赐之时，从来没
有忘记对母亲河的回馈。“每年的六月六是东海
新村村民的放鱼节。所谓放鱼，就是放生黄河鲤
鱼。”感恩是生活中的大智慧，放鱼节让村民们和
后代懂得了不要一味索取，要感恩自然、回馈自
然的道理。

故事是纪录片的灵魂，从故事中我们可以跨
越时空，习得先贤们的智慧。正是有了一代代人
的故事讲述，优秀传统文化得以传承与弘扬。鄂
尔多斯婚礼不仅是一种传统民俗，也是国家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鄂尔多斯婚礼以独特的民族特
色、浓郁的生活气息、悠扬的歌舞形式和热烈隆
重的场面，表达了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一场
婚礼”讲述了从北京退役的葛达赉回到家乡准格
尔旗拍摄一场传统的鄂尔多斯婚礼的故事。见
识多广的葛达赉，一直想把家乡的文化传播出
去。他为了复原拍摄鄂尔多斯准格尔婚礼，专程
从北京回到自己的家乡，经过3个多月的精心筹
备，拍摄如期进行。从准备过去的服装，到寻找
传统的道具，再到找好合适的演员，葛达赉不知

经历了多少个日日夜夜，幸运的是，葛
达赉在老年大学朋友们的合力帮助
下，最终完成拍摄任务，传播了当地的
传统习俗与文化，实现了多年的夙
愿。纪录片通过呈现葛达赉勇于担当
责任、不辱使命的做法，诠释出当代人
对优秀传统文化的理解与传承。

“古如歌合唱团”讲述了生活在杭锦旗黄河
边上的门肯巴雅尔带领牧民传承礼俗音乐的故
事。片中导演运用生活化的叙事表达，巧妙地
把古如歌的传承过程进行呈现，有效地将个人
获得感、集体认同感连接在了一起，增强了观众
的认同感。“平时合唱团的演出都是小型演出，
主要出现在当地人结婚庆典的日子，婚礼当天，
一般都会邀请古如歌合唱团前来祝颂。”门肯巴
雅尔为了让古如歌合唱团登上一次真正的舞
台，努力争取各种演出机会，在他的不懈努力
下，最终合唱团定在杭锦旗大剧院演出。演出
当天，“古如歌悠悠响起，华丽的盛装，纯净的和
声，悠然的旋律，吸引了现场的观众。”片中借用
影像方式呈现了古如歌的过去和现在，展示出
古如歌强大的生命力和创造力，诉说着人民对
生活的感悟与祈祷。

“九零后牧羊人”讲述了生活在鄂尔多斯鄂托
克旗的呼春运用高科技放牧的故事。现时时空叙
事能够给观众营造被拍摄对象生活的真实场景。
片中首先讲到，呼春大学毕业后，他选择回到家乡
阿尔巴斯地区放牧。随后，纪录片对呼春一家的
居住环境进行了交代，“呼春一家居住在乌仁都西
山，这里是阿尔巴斯山羊羊绒最重要的产地之
一。这里产出的羊绒纤维长、手感软、光泽好，有
着纤维钻石的美誉。”正是得益于独特的自然环
境，才为后续“种羊大赛”故事情节的展开奠定基
础。从纪录片的创作角度来分析，“情节构成一个
个生活片段，纪录片通过反映的是人物生活的某
些方面，它的基础往往是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
自然的关系。”呼春从小就对绿色的草原、洁白的
羊群、蔚蓝的天空都有着深厚的感情，为了让自家
养的羊“开阔眼界”，呼春决定让“乌胡那”（羊的名
字）参加“种羊大赛”，在父亲的帮助下，他通过电
脑、手机和无人机，先准确定位羊群位置后，骑摩
托车找到了“乌胡那”，随后开汽车把“乌胡那”带
到鄂托克旗参加比赛。因为“乌胡那”只有两岁，
比赛当天，没有取得好成绩。呼春决定等“乌胡
那”三岁以后再来参加……一系列故事情节的展
开体现出呼春的执着精神，这或许就是九零后牧
羊人胡春所向往的生活。

“兽医服务队”讲述了鄂尔多斯乌审旗图克
镇兽医队为基层牧民服务的故事。在旁人看来
又累、又脏的兽医工作，兽医队的队长苏乐德和
他的搭档海山却工作得不亦乐乎。每当看到被
治愈过的牛羊慢慢恢复健康，他们脸上都会露出
灿烂的笑容。“兽医服务队”记录了兽医队为基层
牧民服务的真实故事，通过呈现兽医、牧民之间
的情感交流，展现出基层服务队的精神动力，这
里不仅有基层服务者的坚守，亦有人与人、人与
动物之间真挚的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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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推进文化自信自强，
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加快构建中国话语
和中国叙事体系，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
音，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这为新时
代的文化建设指明了方向。在党的二十大精神
的指引下，加快构建新时代文艺评论的中国话语
体系，增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
应有作为，也大有可为。

加快构建新时代文艺评论的中国话语体系，
首先应该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理论导向。历史
的发展证明，社会主义文艺创作的根脉深扎在人
民的生活、情感和心灵之中。从人民中来到人民
中去，才有可能把握时代本质，标识时代精神高
度，鼓舞人民展开新的伟大实践。文艺评论应该
按照人民所需要的方向发展，特别注重呼唤、阐
发、鼓励能给人民以强大精神力量的优秀作品。
那些载录伟大建党精神、闪耀伟大革命精神、奔
流着生生不息民族精神的作品，经由文艺评论的
拔擢甚至再提升，将会成为引导人民前行的不灭
灯火，成为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不竭动力，
照亮中华民族勇毅前行的坚实长路，生成中华民
族精神浩荡奔腾的壮伟长河。

加快构建新时代文艺评论的中国话语体系，
还应持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是当代中国文艺创作的文脉和优秀
传统，从玛拉沁夫《茫茫的草原》到阿来《云中
记》，为党领导下的各族人民建设美好家园的牺
牲奉献立传，从李可染《万山红遍》到周宗耀《三
江源礼赞》，为山河锦绣写意……中华民族共同
体意识在当代中国文艺发展的不同阶段，构建出
各族人民共有的精神家园，70余年来草木葳蕤、
繁花竞放，已然果实累累。我们的评论理应发掘
那些艺术果实中的精神蕴含，倍增其审美创造中
的艺术力量，让文脉赓续、增生甚而丰沛，润泽多
民族中国每个人的心灵，让凝心聚力守正创新成
为共有的精神朝向，让团结奋斗守望相助成为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共同思想基础。

加快构建新时代文艺评论的中国话语体系，
可从大力倡导“快评”、强力推出“锐评”、着力构
建“美评”入手，有效提高当前文艺评论的速度、
力度和美感，让文艺评论始终辉映高质量发展中
国的时代现实，也成为文化高质量发展本身的重
要构成。

“快评”是指文艺评论应该有价值引导、精神
引领的历史自觉和积极参与文艺生产的在场意
识，审视、定位和评价文艺思潮、现象、作品时快
捷有效。要求文艺评论速度加快，是因为计算机

算法已成为目前信息环境构建的重要力量，而信
息茧房又在局限受众的视野甚至思想，这意味着
速度也会是带来影响力的广度，文艺评论中“快
评”若能达成，既在与时俱进地展现新时代中国
的精神气象，又在即时助益人民精神力量的增
强，其引领力将是巨大的。

事实上，“快评”也有让艺术创作行进于守正
创新大道的凝聚之力。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让新
的文化业态正在形成，观念意识的多元、审美形态
的多样可谓前所未有，其所表现出的异彩纷呈、众
声喧哗特点，从另一个角度看便是美丑共存、泥沙
俱下。在这艺术发展的洪流中守正方向，更需“快
评”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
导，秉持正确的国家观、民族观、历史观、文化观和
审美观，以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眼
光阐扬美的创造。守正方向才有静定巨力，产生
切实有效影响；守正方向方能凝神创新，真正满足
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

大力倡导“快评”也是文艺发展进入现代化阶
段的内在要求。文艺生产是多环节的系统工程，
生产主体、市场、传媒、大众和专业评论者都在这
个复杂异常瞬息万变的场域之中，文艺评论工作
者时刻保持前沿一线的在场活力，及时跟进相关
现象，迅速进行理性分析、科学评价，才能真正“举
旗帜”，引领创作风向，也才能针对人民当下关切，
以及时雨的解渴方式“聚民心”进而“育
新人”。事实上，无数个当下的绵延构
成了历史。正是不曾间断的“快评”及
时激发创造的心魂，从长远看，艺术发
展才会海阔天空气象万千，“快评”同样
为“兴文化”作出应有贡献，并展示出文
艺现代化的当有形象。

强力推出精彩的“锐评”，是提高新时代文艺
评论中国话语战斗力的必经之途。“锐评”非为哗
众取宠吸引眼球，它发挥着啄木鸟的功能，是指
那些一针见血、褒贬精准、问题意识强烈的文艺
批评，它有针对性、有思想性并始终保持可贵的
独立性。

作为复杂的精神生产活动，艺术创作受到多
方面的外部影响。创作主体可能被逐利的市场
所绑架，被错误的意识形态所利用，被不良的文
化遗存所钳制，让创作出现不良倾向甚至误入歧
途。但作为对作品的活跃理解和深度把握，真正
的“锐评”能最早发现问题、勘破荒谬、洞悉生存
本质，擦亮中国人精神心灵的坚韧光芒。正是这
些能够直面困顿不堪、充溢无畏勇气、论说鞭辟
入里的“锐评”方可于内匡扶正气，持续提升创作
者的格局与层面，亦能于外改善环境条件进而带
动各方面求真向善，唯此系统性改变才会让艺术
生产场域整体健康而富有活力。

提倡“锐评”，亦源于文艺评论中国话语主体
性建构的内在要求。毋庸讳言，当前的文艺评论
话语是存在问题的，比如水土不服的西方概念多
见，其不接中国地气让人不知所云；又如大而无
当的吹捧之词常用，其毫不及物让人无所适从；
再如批评之时上纲上线等则矫枉过正，将纠错异
化成打压异己，这都对中国话语的主体性建构无

用无利无益，反而让创作、接受、传播
各方面扭曲矫饰、固步自封或是畏缩
不前。而“锐评”是要焕发艺术评论本
有的“批评精神”，激扬甚至二度创作
出理解批评对象的全新美学空间，并
由此展现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样态、
心灵结构、思想智慧和生存哲学。是

这些兼具思想深度、理论高度和担当意识的“锐
评”，才能在形成创作共识、评价共识和审美共识
的同时，不断强化着文艺评论中国话语的主体
性，现代化水平攀升也就水到渠成。

着力推动“美评”不断涌现，改进刻板枯燥的
评论文风，也是加快构建新时代文艺评论中国话
语体系的关键所在。“美评”回归的是文艺评论的
本质，即，文艺评论本身也是一种富有创造性的
审美活动和艺术活动。破除西方批评话语影响，
创新性发展中国诗性审美传统的话语体系，“美
评”有其特殊作用。当然，美评之“美”绝非仅指
言辞华丽，而是要求评论文章文质兼美，有强烈
的感染力和含蓄蕴藉的深沉美感。

倡导“美评”首先不可人为对立艺术评论中
的理论之维和情感之维。文艺评论当然应以理
论性为筋骨，内蕴史论的厚重，并体现着抽象概
括、逻辑推演等理性思考过程，但也应高标所有
感悟的震撼与发现的惊喜。让知性之美沦为面
目可憎的机械说教，是绝大遗憾。更何况，文艺
评论起意于情感的脉动，所有提炼和萃取理当保
有最初的元气淋漓。深邃精辟之见，有与之相匹
配的严整从容结构，语言也当文采斑斓，才能打
动读者，引发其共情甚至深情。这样的“美评”为
加快构建新时代文艺评论的中国话语体系增添
了灵动蕴藉的质素。

“美评”还是能媲美于评论对象的美文。它
是敏感丰富的灵魂在人类杰作中的伟大冒险，和
它所评论的对象相得益彰甚至永恒映照。就像
《金蔷薇》评价高尔基是整个俄罗斯的体现，就像
刘西渭形容《边城》是千古不磨的珠玉，就像《艺
术的力量》评价凡·高是用绘画感触生命等等，在
彰显对象所携带的历史文化美感之时富于智慧
又浓于热情，这些质感上佳的“美评”，赋予自身
和批评对象双方强劲深长的生命力，而其留给我
们的启示是，应注重以契合于中国文化精神和时
代气质的话语体系，激活文章之美的中国文化内
在结构，写出中国故事作为人类故事的独特气
质、独有思索，当然也有共有经验、共同命运。在
这一意义上，“美评”所担承的是历史的、美学的、
人民的与艺术的重托。

加快构建新时代文艺评论的中国话语体系，时
不我待也恰逢其时。当我们以“快评”正发展方向、
接“中国地气”；以“锐评”彰显中国精神、标志时代高
度；以优美雅正的“美评”讲出社会主义文艺的思
深艺精，或许也就塑造出了新时代文学评论中国
话语体系新形象。讲好中国故事，推动新时代文
艺高质量发展，推进文化自信自强便也指日可待。

加快构建新时代文艺评论的中国话语体系加快构建新时代文艺评论的中国话语体系
◎◎崔荣崔荣

关于散文创
作，就像欣赏一
朵花一样，这朵
花是缺一个叶子
也不可以的，它
是栩栩如生的，
它是散发着气味
的，它也是美丽
动人的。当一篇
作品被拆开时，
就像是一个又一
个叶子揪下来分
析，实际上它就
已经不存在了。

散 文 是 一
种 最 自 由 的 文
体，可纪实，可
抒怀，可科普。
如 果 说 小 说 和
报 告 文 学 靠 故
事，那么散文和
诗 歌 靠 意 境 。
散 文 中 的 人 物
事 物 不 是 为 讲
故事而存在的，
是 呈 现 意 境 的
需 要 。 散 文 最
终的目的，是把
你 的 情 怀 、思
想、有诗意的人
物 以 文 字 之 美
传达出来，让其
走 进 读 者 的 心
里 不 停 地 颤
动 。 一 篇 散 文
往 往 有 一 个 大
情怀，其中包括
一个或多个小诗眼，这个诗眼就是
全文的支点。散文的写作，我主张
细节的真实和对真情实感的书写，
但这不仅仅是词汇量的堆叠，而是
你已经融化在血液里的那些经典
和书写过程中派生出来的诗句。
这些语言在立意上不能作假，不能
违背生活的客观规律。

读书很重要，修炼自己更重
要，在读书中培养自己看世界的眼
力，既可以从中国看世界，也可以
从世界看中国，既可以从历史中看
今天，也可以从今天展望明天。生
态决定历史，历史决定文化，文化
决定形形色色的人。一个优秀的
散文家视野要广博，去读书、去体
验生活，在写作的过程中成长。阅
读是吃草，反刍是思考，终身不忘
的是精华，而你讲述的时候精华事
实上已成为你生命的有机质了。
就像草和牛奶，人类的文化犹如无
边的草原，我们需要更优秀的草。
观察生活是基本功。走近人，走进
自然，走近动物，从青涩开始，从肤
浅开始都不怕，这是一个水涨船高
的功夫，越观察越敏悟，越体会越
有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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