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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叙事”的
时代意义

以朴素的文风书写传奇人生
——简评王金平长篇纪实文学《信念》

塑造窗口服务品牌
秦皇岛供电:两单位喜获殊荣

12月6日，来自秦皇岛市精神文明建设
委员会消息：秦皇岛供电公司继续保留由省
委、省政府联合授予的“省级文明单位”荣誉
称号，抚宁区供电公司新获“省级文明单位”
荣誉称号。 （赵欣、周慧）

承德供电：创建小康用电示范县
12月5日，承德供电公司创建小康用电

示范县建设动员会在宽城满族自治县全面启
动。该公司加快城乡电力一体化、均等化、现代
化，使宽城电网达到国内领先水平，成为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的特色亮点。 （盖巧琳、李彬）

安新供电:开展宣传增强法治观念
12月4日，国网安新县供电公司开展国

家宪法日集中宣传活动。通过设立电力法治宣
传咨询台、发放印有安全用电常识的画册及生
活用品宣传和普及电力生产法律法规，预防和
杜绝各类安全事故的发生。 （李亚琨）

博野供电：倾心服务返乡农民工
近日，国网博野县供电公司组织全县台区

经理深入各村返乡人员家中，主动开展安全用
电宣传教育、新型缴费方式宣传，上门受理返乡
人员恢复送电及新开户申请。 （湛淑娜）

定兴供电：开展主题党日活动
日前，国网定兴县供电公司组织开展“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党日活动。各党支部组
织党员座谈交流深入学习、全面领会、深刻理
解、坚决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 （魏建云）

涞源供电：荣获全国文明单位称号
在11月17日全国精神文明建设表彰大

会上，国网涞源县供电公司作为河北省电力
公司 4 个受表彰单位之一，同时作为涞源县
唯一受到表彰的单位，被授予“第五届全国文
明单位”荣誉称号。 （谈丽丽、翟文涛）

阜平供电：凝心凝力共谋发展
近日，国网阜平县供电公司召开学习贯

彻党的十九大精神专题会议。该公司教育全
体干部员工深刻领会十九大精神，凝心凝
力，共谋发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争做落
实十九大精神的表率。 （陈平）

涞水供电：应对降雪紧急部署
12月13日，受强冷空气影响，我省局地将

迎来降雪。国网涞水县供电公司密切关注天气
情况，加强电网运行监控，做好电网设备雪中特
巡准备，确保电网安全稳定运行。 （张益谦）

尚义供电：“暖心行动”温暖贫困户
近日，国网尚义县供电公司开展“暖心行

动”。该公司帮扶结对责任人带着米、面等慰问品
看望满井镇戈家村200多户贫困户，把党的温
暖、企业的关怀送到贫困户的心坎上。（魏建国）

康保供电：开展安全生产法宣传周
12 月 1 日至 7 日，为电力行业安全生产

法宣传周。国网康保县供电公司组织各生产单
位同步开展学习宣贯活动，力争让每名职工熟
知，并把该法运用到工作岗位。 （薛海龙）

赵县供电：普及生产安全知识
12月4日，国网赵县供电公司举办全国

第一个《安全生产法》宣传周活动。通过设置宣
传咨询点等形式，向群众宣传《安全生产法》等
法律法规，普及生产安全知识。 （侯西果）

栾城供电：清除线下树障保运行
12月7日至8日，国网栾城区供电公司精

心部署，合理安排，对城区634丰泽线、628鑫
源线线下200余棵树障进行了修剪，确保了城
区居民冬季安全用电。 （刘玉昆、冯玉峰）

枣强供电:有效应对迎峰度冬
为有效应对冬季用电高峰，国网枣强县供

电公司以冬季安全大检查为契机，对高低压线
路设备进行拉网式排查。加大隐患缺陷处理力
度，为用户提供安全可靠的电力保障。 （冀洋）

武强供电:全力推广电能替代
近日，国网武强县供电公司开展了电能替

代宣传活动。该公司重点围绕推广电采暖、电锅
炉等电能替代技术和项目，通过广泛宣传、试点
推广电能替代工作。 （刘建峰、刘良超）

涞水供电：力保重要客户用电安全
12 月 12 日，国网涞水县供电公司党员

服务队来到涞水县经济开发区，帮助客户检
查用电设备，提供技术指导。目前，该公司已
排查重要客户 5 家，帮助客户整改各类隐患
11处，解决用电难题2例。 （张益谦）

博野供电：贴心服务保农户用电
12月5日,国网博野县供电公司开展冬

季安全用电宣传活动。该公司组织党员服务
队、青年志愿者服务队深入乡村街道发放宣
传资料，讲解安全用电常识等知识，做到贴
心服务保农户安全用电。 （湛淑娜）

安新供电:开展主题党日活动
近日，国网安新县供电公司党委下属七

个党支部组织全体党员开展主题党日活动。
活动分为六个阶段，广大党员积极参与活
动，活动日取得了良好效果。 （赵磊）

枣强供电:服务重点企业用电
国网枣强县供电公司积极服务重点企业

用电，定期开展上门服务活动，加强与企业沟
通，为企业用电提供技术指导。并对发现的线
路设备安全隐患，及时提出整改意见。（冀洋）

武强供电：全力做好当前各项工作

12月12日，国网武强县供电公司团委组
织开展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的活动。
要求进一步认识新形势，明确新任务，立足岗
位全力做好当前各项工作。（刘建峰、刘良超）

永清国税：积极落实六项减税政策

为确保国务院六项减税政策落地见效，
永清县国税局多形式开展新政策宣传。通过
短信平台推送短信近200条，印发减税政策
宣传册 100 余本，解答纳税人咨询 80 多人
次，营造了浓厚氛围。 （赵悦彤、张赵都）

大厂国税:提高税源管理水平

今年以来，大厂国税局始终坚持建立和
完善分析工作制度，不断提升税收分析力
度。该局通过以制度保分析，用分析促征管，
大力加强货物和劳务税税收分析，切实提高
税源管理水平。 （刘如风、杨宛玉）

永清国税：多种形式宣传塞罕坝精神

为发扬塞罕坝“无私奉献、爱岗敬业”精
神，永清县国税局在多种形式宣传塞罕坝精
神的同时，要求全体干部职工牢记使命，不
断提升自律意识，进一步完善服务举措，切
实提高纳税人满意度。 （张赵都、刘琛）

藏珍隐秀的艺术功力
——谈经典小说的细节设置

□尧山壁

王金平通过《信念》这部作品，回顾了太
行山区劳动模范王志琪的传奇人生，为书写
历史人物、塑造劳动模范的典型形象提供了
有益探索。综观全书，主要有以下特点：

其一，该书没有像流水账一样记录人的
一生，而是着重书写了主人公王志琪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的艰苦创业精神，具有积极的现
实意义。

王志琪生于1918年，其人生经历主要集
中在 20 世纪 40 年代到 80 年代。在革命战争
年代，他曾带领邢台县东川口民兵站岗放哨、
惩奸除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立志战
胜贫困，舍小家，顾大家，带头离开了生他养
他的故土；到南会村任党支部书记后，他带领
群众一心一意搞生产，把昔日一个靠国家救
济的落后村变成一个富裕先进村；1963年一
场特大暴雨，让南会村受到重大损失，灾难面
前，王志琪没有低头，他率领群众，生产自救，
重建家园⋯⋯《信念》主要写了王志琪牢记入
党誓言，具有百折不挠的坚强意志和坚韧不
拔的奋斗精神。在其丰富的人生经历中，作者
抓住最典型的事例去描述，成功地塑造了人
物的精神。

其二，王志琪既是普通劳动者，又是农村
带头人，处处起到先锋模范作用。他心里装着
人民，时时处处为人民群众谋幸福。

1958年，国家要修建东
川口水库，群众一开始都不
愿 意 搬 走 ，他 第 一 个 报 了
名，多次做母亲和妻子的思
想工作，并苦口婆心地说服
了大家。到南会村任党支部
书 记 后 ，他 总 是 和 群 众 一
起，白天劳动，晚上召集干
部开会，很快就把这个昔日
的贫困村，变得梯田层层、
果实累累、牲畜满圈。南会
村连年增产，王志琪想到了
国家，多交余粮，为国家多
作贡献。“站在南会，想着全
国”是王志琪的口头禅，从
这句话中，能看出王志琪的
宽广胸怀和对祖国的热爱。1963年遭受洪灾
后，他首先想到的是全村老百姓的生活问题。
不顾腿有残疾，他仍然带头搬大石头，深冬里
带头破冰下水。他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心里
装着群众，想让群众过上幸福的生活。

第三，作家没有对历史进行简单的素描、
拓印，而是站在当今时代发展的高度回望那
段历史；并非站在原地书写历史，而是用今天
的认识及思想高度来写，围绕农村建设和农
业生产，写出了主人公的大局意识、看齐
意识。

穷苦出身的王志琪，爱憎分明。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后，各行各业百
废待兴，农村面临的是如何
让广大农民有饭吃有衣穿，
主要任务是搞好生产多打粮
食。土改时，作为村贫协主席
的他，掌握政策，平稳过渡。
搬迁到南会村后，王志琪千
方百计搞好生产，村里有人
对多交公粮持不同意见，他
并没扣帽子打棍子，而是向
大家摆事实讲道理。作者站
在今天的角度，俯视历史和
人物，选择性地分阶段去讲
述，并通过有代表性的事件
步步推进，情节起伏，使得人
物故事充满传奇色彩。

第四，打铁先得自身硬。作品中刻画了王
志琪以身作则、廉洁奉公的高大形象，他勇于
自我革命，经得起各种风浪的考验，是一个优
秀共产党员的典范。

在工作和生活中，王志琪处处以身作则。
为修地造田，王志琪与患病的妻子、受伤的女
儿积极参加集体劳动，给群众带了个好头。搬
迁到南会村组成新的村领导班子，有人没当上
村干部心怀不满，借题发挥，他却没有把矛盾
上交，而是就地妥善解决。洪灾过后，人心不
稳，有人怀疑王志琪家有粮食，实际上他们家
吃的是发霉的玉米面。在最困难的时候，王志

琪没有低头，他坚定信念，成为群众的主心骨。
后来就任县委副书记，不少亲戚来走后门，都
被他拒之门外。从战争年代到和平年代，在不
同的历史时期，他都是冲在最前边，为广大人
民群众谋利益，起到了先锋表率作用。

第五，用朴素的文风写朴实的人物，并且
写得恰到好处。做到朴素不容易，首先要思想
朴素，只有思想朴素，认识到事物的本质，才
能够下笔简洁有力。华丽的词句会造成思想
的隔阂，而朴素则能使读者和作家之间没有
距离。

王志琪是朴实的，作者就用朴素的语言
来描写他。王志琪了解群众的所思所想所盼，
讲的都是群众关心的话题。书中的语言通俗
易懂、言简意赅，深入浅出地讲述道理，准确
生动地表达思想，展现出了一种成熟和自信。
有了这种自信，也就无需追求形式的华丽。站
在读者的角度，对这样的文章自然是喜闻乐
见的，就像在促膝交谈，听作者娓娓道来，感
到舒服和亲切。如果刻意追求华丽的词藻，就
会使文章晦涩难懂、华而不实，可能丧失了应
有的流畅和真切的情感。

朴实的文章如何才有价值？我认为，唯有
在思想内容上老老实实下功夫，让文章言之
有物，言之有新意。同时，文学是语言的艺术，
作家的语言风格往往决定他的成败。希望王
金平在写作语言上能更上一层楼，形成自己
独特的语言风格。

□赵振杰

人民是文艺创作的源头活水。
站在新起点，面向新时代，如何正确
认识文学的人民属性，明确“人民文
学”的时代意义和现实价值，建构文
学创作中的“人民叙事”之维，是摆
在当代作家面前的重大课题。

文学源于人民，故文学当“为民
而写”。繁荣发展文学事业，当代作
家首先要从思想上解决好“为了谁、
依靠谁、我是谁”这一根本性、原则
性问题。文学为谁而写，关系到作家
的良知与责任，决定着作品的趣味
与品格。为民而写，和之者众；为己
而写，和之者寡。单纯流连于个人的
喜好，而放弃为民、载道之职责，其
言其辞，只是自娱自乐的文字游戏、
自怨自艾的情绪宣泄，格局尚且狭
小逼仄，遑论使命担当。更何况，社
会主义文艺，从本质上讲，就是人民
的文艺。文学要反映好人民心声，坚
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
根本方向，这是党对文学工作者的
一项基本要求，也是决定文学事业
前途命运的关键所在。历史的经验
告诉我们，当文学与人民同呼吸、共
命运时，文学之树才会枝繁叶茂；反
之，当文学作品脱离和违背人民时，
文学之树就会枯萎凋零。

人民需要文学，故文学应“为事
而作”。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
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
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
展之间的矛盾。广大文艺工作者应
该充分认识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
需要，不仅是物质层面的需要，还有
精神层面、文化层面的需要。因此，
把握时代精神，坚定文化自信，继承
和发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讲
好中国故事，塑造好具有人民性、时
代性、典型性的文学形象，是当代作
家的历史使命和现实责任。“以人民
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必然要求文艺
工作者深入生活、扎根人民。只有充
分了解当代社会现实，从生活和人民
中汲取智慧，自觉地将文学理想融入
党和人民事业之中，把满足人民群众
精神文化需求作为文学创作的出发
点和落脚点，文学作品才会激发出向
上向善的力量，起到反映时代呼声、
展现人民奋斗、振奋民族精神、陶冶
高尚情操的作用。

人民是伟大时代的缔造者，故
文学须“为时而著”。人民群众是时
代的“剧中人”，也是时代的“剧作
者”，文学作为时代前进的号角，作
为反映时代风貌的一面镜子，自然
离不开时代的主人翁——人民。对
于当代作家而言，“为时而著”意味
着自己对时代、对人民的一种深度
关注，对改造社会、促进社会进步的
一种责任和担当。伟大的时代呼唤
伟大的作品，“高原”之上期待诞生

“高峰”之作。当代作家只有在人民
的时代创造中进行艺术实践，为人
民抒写，为时代放歌，才能真正创作
出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
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传世之作。

人民不是抽象的符号概念，而
是由一个个具体鲜活的人组成的集
合，故文学创作中的“人民叙事”要
在整体性和个体性两个维度上展
开，努力实现“人的文学”与“人民文
学”、宏大叙事与个体叙事的有机统
一。就文学自身发展规律和基本运
行机制而言，整体性叙事与个体性
叙事始终处在彼此共生、相互促进
的状态之中，离开了个性的宏大叙
事与丧失了共性的个体叙事，都会
使文学创作失去内在的动力和具体
的方向。有鉴于此，当代作家需要在
文学的整体性叙事和个体性叙事两
个层面上加强现实题材创作，写出
更多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有血
肉、有情感、有梦想的精品力作。

□庞恺书

在时尚文化中，电影和电视剧往往具有
某种风向标的意义。银幕和荧屏上的各类影
视作品，展现着影视文化市场的繁荣兴盛；
票房和收视率的起起伏伏，也侧面映衬着观
众的审美情趣。

值得关注的是，当今时代，总有些人不
喜欢严肃，热衷娱乐；不喜欢传承，热衷反
叛；不喜欢吃苦耐劳，追逐一夜暴富；不喜
欢精雕细琢，追逐短期功利⋯⋯他们大多喜
欢重新解构已被历史和大众认可的文化。走
在时尚文化前沿的某些影视作品，为了迎合

这种解构的趣味，开始扭动躯体，跳起了各
种舞蹈。于是，时尚文化离思考和深邃越来
越远，离传承和民族越来越远，离品格和情
怀越来越远。他们眼中的市场，尊重的不是
文化传统和影视基本功，而是炒作噱头和资
本运作；看重的不是文艺和情怀，而是声名
与利益。

中华民族有着深厚的传统文化底蕴，
我们的文化从来都强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
下，我们的教育从来都传承威武不屈贫贱
不移，我们的修养从来都要求仁义礼智
信。然而，与此不相匹配的是，有些影视
剧制作者缺乏社会担当，不仅在作品中大

肆渲染骄奢享乐、财富名利，而且屡屡伤
害我们的民族尊严与大众智商。从手撕鬼
子到伪军横行，从崇洋媚外到伤害民族品
牌，某些影视作品无所不用其极。可以
说，目前一些影视制作者们缺乏的恰恰就
是文化自信和文化自醒。

毋庸置疑，中华民族已经迎来伟大复
兴的历史机遇，逐渐成长起来的青年一
代，也应该继续坚守自信开拓的民族品
格，对于博大精深的历史文化，应该多些
了解和传承，少些质疑和解构。广大影视
制作者在进行市场营销和资本运作的同
时，应坚持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

不仅要创造价值，还要勇于担当，肩负起
应有的社会责任。

文化是民族的灵魂。文运与国运相牵，
文脉与国脉相连。如果我们习惯了无底线的
解构和随波逐流，那未来终将一无所有。只
有在薪火相传的基础上建构创新，才能让我
们真正体会到民族自豪感。

在浩浩汤汤的历史文化长河中，我们每
个人都犹如那一滴滴流动的水，是继续在世
俗的泥潭中下渗干涸，还是在悬崖边等待海
浪的拍击席卷，抑或是从自我做起，相互团
结，汇聚成一股股激浊扬清的浪涛？答案值
得每个人深思。

□王宏任

“大匠不示人以朴，良工不示人以拙。”这
朴与拙的反面是精与细，真正的大匠与良工
是要展示自己作品的精与细。其作品往往初
看不甚惊人，久视而见其魅力，究其原因，则
是作者于隐微处藏珍、于回旋处隐秀，也就是
人们常说的“于精微处见功夫”。在文学领域，
一些流传于世的经典之作便常常以藏珍隐秀
之笔取胜，值得后人反复咀嚼思索。

莫泊桑在《项链》中有这样一段描写：当
玛蒂尔德把首饰还给女朋友时，这位太太满
脸不高兴，并没有打开盒子，而玛蒂尔德“害
怕的正是这个，要是她发觉掉换了一件，她会
怎么说呢？不会把她当贼吗”。在这里，莫泊桑
用了“害怕”这个字眼，淋漓尽致地写出了玛
蒂尔德虚荣、怯弱的本性。“害怕”两字揭示了
玛蒂尔德的独特个性，能使人生发出许多思
考。但这个细节是藏在隐微之处的，很容易被
人忽略过去。等到作者在结尾处点明这串项
链是假的时，我们才会更加惊叹这句话的重大
作用：假如玛蒂尔德不是害怕女朋友打开盒
子，而是主动告诉对方项链已经丢了，她的命
运可能不会这样悲惨吧。而这完全是由于她属
于“这一个”形象的性格造成的，这个细节对人
物和环境的揭示就有鞭辟入里的作用了。

在优秀的文学作品中，作者的每一笔大
都是有来龙去脉的，不会为了炫耀情节的惊
险而编造没有生活必然性的离奇之笔。鲁迅
的《阿 Q 正传》中有这么一段描述：“直走进
去打开箱子来，元宝、洋钱、洋纱衫⋯⋯秀才
娘子的一张宁式床先搬到土谷祠，此外便摆
了钱家的桌椅——或者就用赵家的罢。自己
是不动手了，叫小 D 来搬，要搬得快，搬得不
快打嘴巴⋯⋯”这段描述不但表现了阿 Q 的
革命是拿东西的革命，而且揭示了阿 Q 的封
建等级思想已深入骨髓：他为什么不叫秀才、
举人、假洋鬼子去搬呢？而偏叫自己的兄弟去
搬，并且还要摆出个主人架式？我们看到这一
段，也可以联想到现实生活中的许多现象，从
而有所启迪。这个细微的心理刻画嵌在很多
大情节之间，但仍然闪闪发光。

这些细节都是隐在幽微处的一粒粒明
珠，正是因为在幽暗的地方，所以才更显得灼
灼闪亮。这些细节的特色在于蕴涵深厚，像果
汁丰满的苹果，缀满生活的露珠，极富现
实感。

其实，一个作家发现、创造一些这样的细
节，并不太难，但要使这些细节发挥重要的作
用，却还要独具匠心。杰出的作家往往有其特
殊的安排方法，他们不是把这样的细节托在
手上举得高高的，使之整个暴露在光天化日

之下，而是把立体情节的最小面示人，并把这
些细节藏在一般情节之间，使其紧紧和生活
的大树相连，犹如绿油油的叶子生在树干上
一样。一棵树有很多叶子，也会生出许多果
实，恰似一篇小说有很多一般情节和特殊情
节一样。真正优秀的作家总是能够效法自然，
他们从真实的生活之树上获得艺术灵感和艺
术形象，把它提炼成极精粹的细节，有的摆在
明面上，有的藏在绿叶间，留待细心的读者去
玩味、体会和探索。

很多时候，在小说创作中，我们总讲情节
的提炼和构思，却忽视了细节的精巧设置。其
实这里面大有讲究，而经典的文学作品诗情
画意咀嚼不尽，生活实感扑面而来，越欣赏越
见其高妙，其秘密也正隐藏于此。比如《红楼
梦》，在这棵枝繁叶茂的艺术大树上，无数鲜
花硕果藏在茂密的树叶间，我们发现的只是
几瓣花、几片叶、几个果实，要想知道这棵树
究竟有多少花多少叶多少果是不容易的。《红
楼梦》成书二百多年来，人们从中已经发现了
很多花果，但远没有穷尽，因此才会有一卷卷

《红楼梦》研究专著出版。假如曹雪芹只是平
面化地绘就了一棵大树，树上几片叶托着一
朵花，一朵花结出一个果，还是同样的情节，
恐怕早就没有人去研究“红学”了。

又想起《罗丹论艺术》中的一段话：“贡斯

又对我说：‘好好记着我对你说的话吧，你以
后雕塑的时候，千万不要看形的宽广，而是要
看形的深度⋯⋯千万不要把表面只看作体积
的最外露的面，而要看作向你突出的或大或
小的尖端，这样你就会获得塑造的科学。’”

这其实体现了一个艺术原则：愈隐蔽的
东西愈能引起人的注意，内美比外美更加激
动人心，自然地流露比大声拍卖更使人动情，
冷静的给人以丰美的果实比热情的塞给别人
秕糠更可贵。这是文艺潜移默化的作用。唯其

“潜”才能移情，唯其“默”才能化心，这“潜”与
“移”是艺术的本质，这也就是藏珍隐秀之功。

近年来，许多小说的篇幅在增长，味道在
变淡，一是源于情节的空疏，二是在于细节的
安排不懂潜、默、藏、隐这些艺术原则，求完整
而失之贫乏，求突出而失之浅薄，急于功利而
失之枯陋，因此在“叶”与“叶”之间露出大片
粗疏的空白，正如把几颗明亮的珍珠放在一
览无余的桌子上，突出有余，可惜这就不是艺
术品了。艺术家的功力就在于把这些珍珠根
据大小、色泽、寒暖安排在一个适合它的典型
环境中，太突出则直、浅、陋、薄，此艺术创作
之大忌也。希望当今的文学工作者们能够静
下心来，像“大匠”和“良工”一样，把无穷的诗
思艺趣发挥到无尽的隐微处，创作更多经得
起玩味和咀嚼的经典之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