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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资讯

□ 谷亚光

好的新闻工作者是一个政

治家，负有引领时代的历史重

任。如何引领时代？习近平总

书记指出，新闻宣传工作者“要

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

向，把服务群众同教育群众结

合起来，把满足需求同提高素

养结合起来，多宣传报道人民

群众的伟大奋斗和火热生活，

多宣传报道人民群众中涌现出

来的先进典型和感人事迹，丰

富人民精神世界，增强人民精

神力量，满足人民精神需求。”

用笔树起时代精神丰碑

在不同时代，人民群众的

精神风貌都不相同，而最能体

现某个时代精神的群体就是这

个时代的典型人物。这些时代

典型人物的身上凝聚着他们那

个时代的精神特色，他们往往

是那个时代的精神符号。作为

新闻工作者，既应有把握时代

精神的基本素质，又应有发现

和记录时代精神代表者（典型

人物）的基本能力和新闻敏感

性。令人惋惜的是，不少新闻

工作者在新闻报道工作中往往

是见物不见人，更缺少把握时

代典型，报道刻画典型人物的

思想意识和艺术手法。在新闻

领域，其实有不少好的“老师”

值得学习，其中一个“老师”就

是新华社原社长穆青。

穆青，这个在中国新闻界

响当当的人物离我们而去已经

多年，但《县委书记的榜样——

焦裕禄》这篇新闻作品仍让人

印象深刻。在这篇新闻作品发

表半个多世纪之后，至今还感

动着无数中国人。这篇新闻作

品是穆青的代表作之一，收录

在穆青新闻精品《十个共产党

员》中。国庆节期间，笔者重读

《十个共产党员》，流下无数次

热泪，穆青笔下的这十位共产

党员无疑已经成为中国共产党

人的精神丰碑，永远载入新闻

史册。

材料和艺术一个都不能少

穆青在《十个共产党员》一

书中记录的人物都是谁？说起

来可能让上了一定年纪的人眼

前一亮，而年轻人或许不太熟

识。他们分别是泪洒偏关的主

人公梁雷、工人的旗帜赵占魁、

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铁人

王进喜、植棉英雄吴吉昌、植树

老人潘从正、拍石头公社党委

书记孙钊、修建红旗渠时的除

险队长任羊成、改革大潮中的

老支书阎建章、情系人民的郑

永和。这十个人物是中国革命

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不同阶段

千千万万个优秀共产党员中的

杰出代表，假如不是因为穆青

发现而且报道了他们，他们或

许只能在茫茫人海中默默无

闻。但是，历史没有假设。他

们那像金子般闪光的时代精神

恰恰遇到了穆青这样拥有如椽

巨笔的新闻记者，一个个催人

泪下、激人奋进的时代典型就

在人民心中站立起来了。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精神

的力量是无穷的。”穆青笔下的

这十个共产党员感动了至少两

三代中国人，激励了千千万万

个共产党员和亿万人民群众在

战争年代奋勇杀敌，在建设时

期拼搏流汗，在改革年代勇往

直前，释放出气势磅礴的精神

力量。

穆青写作这十个人物时，

都做足了功夫，充分进行调查，

搜集了丰富的资料，有的前后

花费几个月，甚至跨越几年时

间，进行采访了解，确保人物行

为、语言乃至每一个细节的真

实、准确。但是，了解人物只是

基础，而感动亿万人的最终载体

却是能够反映时代精神，引领时

代潮流，具有高度新闻写作艺术

的成熟创作文本。古人云：“质

而无文，其行不远。”即使材料再

多，杂乱无章地堆放在一起，没

有艺术的构思和创造，恐怕人物

精神也难以传播，其感染力和影

响力更会大打折扣。

三大写作特色熔于一炉

仔细揣摩穆青的《十个共

产党员》这部新闻作品集，其写

作特色至少有三：

记录人物善抓细节。比

如，穆青写梁雷，给笔者印象最

深的是梁雷牺牲时的头颅。梁

雷是穆青的老师，也是穆青走

上革命道路的领路人，梁雷更

是一位在晋西北及雁北十三县

率领人民英勇抗日，令日寇闻

名胆寒的游击司令。在他的领

导下，雁北的抗日队伍日渐扩

大，斗志昂扬，在收复平鲁、右

玉，保卫偏关等多次战斗中战

绩卓著，特别是在1938年2月

25日，日伪军2000余人进犯偏

关县城的战斗中，重创了日伪

军，激怒了日寇。后来，由于叛

徒出卖，日寇派出精锐部队突

袭了梁雷所部的驻地。千钧一

发之际，梁雷一面指挥机关干

部和群众突围，一面带领少数

战士边打边退，断后掩护，终因

敌众我寡，中弹负伤倒地，当鬼

子知道这个满身是血、双目圆

睁，手中紧握打空了匣子枪的

年轻人就是威震雁北的抗日游

击司令梁雷时，“残暴的日本

鬼子立即一顿刺刀把他活活

刺死，而后又毫无人性地用马

刀砍下了梁雷的头颅，带回偏

关，血淋淋地悬挂在南关的城

门上……”（见《十个共产党员》

第9页）这些逼真的细节描写，

不是来自文学的虚构，而是活

生生的历史再现。读到此处，

梁雷的英勇形象无疑深深刻进

每一个读者的脑海中。

再如，穆青报道兰考县委

书记焦裕禄时，用上万字篇幅，

记录了焦裕禄的感人事迹。文

中许多细节给人印象深刻，但

最令人难以忘怀的则是焦裕禄

用过的那把藤椅。由于焦裕禄

患了肝癌还一直坚持工作，当

他肝部疼痛时，他就用左手按

住作痛的肝部，或者用一根硬

东西顶在右边的椅靠上，所以，

“日子久了，他办公坐的藤椅

上，右边被顶出了一个大窟

窿。”看到这里，或许这个带窟

窿的藤椅被永远定格在读者的

记忆中，难以抹去。

还有，穆青写铁人王进喜

受伤的“脚”，写带领群众在山

上修路造田而累死在工地上的

孙钊的那“双手”，以及修建红

旗渠时在山崖上飞来飞去的除

险英雄任羊成的“腰”……穆青

笔下的每个人都有独到之处和

典型细节，这些最能代表劳动

模范各自特色的身体部位，无

疑都像金铸刀刻的时代印记永

远留在了历史的长卷之中。

刻画典型人物重在精神。

穆青新闻作品内容丰富，文体多

样，但他最著名最成功的作品还

是人物通讯。他写的人物之所

以能够长期活在人们心中，最重

要的原因还是他善于刻画英雄

人物的精神风貌。比如，他写工

人赵占魁，重点挖掘了赵占魁在

旧社会失去家庭，血快被挤干，

毫无人生尊严。后来到了延安，

是共产党让其学文化，有工作，

并且加入了党组织。这种改变

彻底唤醒了赵占魁为革命出力

的劳动热情，成了一个忘却自己

的“工作狂”。

再如他写农民科学家、植

棉模范吴吉昌，重点刻画了吴

吉昌为了实现周总理的嘱托，

不畏残酷迫害，克服重重困难

进行科学实验，20年痴心不改，

百折不挠，终于完成了党交给

的光荣使命。

穆青笔下的焦裕禄、王进

喜、孙钊等都是具有牺牲精神

的人，他们切切实实做到了为

改变中国贫困落后面貌“鞠躬

尽瘁，死而后已”。改革大潮中

的老支书阎建章、辉县县委书

记郑永和等则是为了让群众过

上富裕日子，呕心沥血，公而忘

私，充满“先天下之忧而忧，后

天下之乐而乐”的共产党情

怀。他们每一个人都是一座精

神的丰碑，永远鼓舞着中华儿

女努力拼搏，为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中国梦而不懈奋斗！

自觉采用多种艺术表现手

法。人物通讯是新闻写作中最

难写好的文体。穆青采写的这

十个人物通讯，篇篇都成为特定

时期的时代强音、动人乐章。每

一个人都被写活了，被塑造成了

时代的楷模。有人说，“今天的

新闻就是明天的历史。”相信这

些共产党员的代表就像司马迁

所著的《史记》人物一样，也会进

入中国新闻史的人物画廊。穆

青的成功无疑得益于他自觉采

用多种艺术表现手法。

首先，善用散文式笔法。

这也是穆青曾经积极倡导过的

新闻写作方法。散文式笔法，

让他的行文优美，语言或明快，

或忧伤，言简而意赅，充分展现

人物精神之美，尽力克服“假、

大、空”文风，读来令人赏心悦

目，心旷神怡。把“一位位新闻

人物，妙笔生花，描写成一幅幅

瑰丽多姿的画卷，颇具时代气

息的篇章。”

其次，经常运用白描手

法。“白描”原是中国画的技法

之一，这种画技只用黑线勾描

物象，不事渲染，而所作的人物

画和花卉都神态逼真传神。穆

青通讯中常常运用白描这种质

朴表现手法，有时像拉家常一

样写一段对话，有时在不经意

间写了一个人的衣着或者动

作，有时还要借助语言的音响

和色彩来加强效果，但主要依

靠事实、形象、思想来打动读

者，它的特点是繁花落尽见真

谛，平凡之中见深刻，沉静之中

见热烈，尽量做到自然流畅，不

事雕琢。运用白描手法的难度

很大，需要较高的文字驾驭能

力，更需要反复的锤炼和推

敲。”有人统计，在《十个共产党

员》一书中，白描语言的段落就

达68处之多。

再次，动真感情描画人物

感情世界。穆青的人物通讯篇

篇感情饱满，这里有穆青本身

感情丰富的原因，也有其带着

感情写作的原因，还有所写人

物故事本身就感人的原因，更

有穆青善于揭示人物内心世界

的原因。有人曾说，读穆老的

作品，常不由自主地为其情真

所动，为其诗兴而鸣。穆老作

品的一个非常明显的特点，就

是文中人物的一举一动，一言

一行，一哭一怒，一喜一忧无不

融汇着作者的喜怒哀乐。时下

不少新闻作品就像用冰冷的语

言叙述无情节的“故事”，很难

让人感动，让人记住。而读穆

青的人物通讯就像读小说，不

仅人物栩栩如生，而且人物的

喜怒哀乐时时叩击着读者的心

弦，或同悲或同喜，文章完结

了，但读者的感情还波涛起伏，

仿佛触摸到了历史的心跳。

《十个共产党员》一书虽然

不算厚，但静心阅读下去，却是

一个让记者取之不尽的宝藏，里

面有许多值得研究的东西。每

个时代都有各自时代的典型人

物，每个时代也需要各自时代的

记录者。穆青已经远去，但我们

还活着。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建设中，在火热的改革开

放实践中，正需要我们对昂扬向

上的精神力量的宣传。

《十竹斋笺谱》复刻新闻发布会在国家图书馆举行
《十竹斋笺谱》复刻新闻发布会日前在北京国家图书馆举行。来自国家图书馆、故宫博物

院、南京博物院、南京大学等十多家机构的专家及学者在发布会后共同研讨了十竹斋技艺活化

传承、《十竹斋笺谱》复刻等议题。图为会议现场。 新华社记者 殷 刚 摄

本报讯 12月1日，由中

国技术创业协会主办，全国技

术转移公共服务平台和八月

瓜知识产权公司承办的2018

年度“中国技术创业协会科技

创业贡献奖“颁奖大会在北京

举行。科技部原副部长、中国

技术创业协会理事长马颂德

亲临大会并做大会致辞。中

国技术创业协会秘书长裴夏

生主持，政府有关部门领导、

科技创新相关领域专家，2018

年度“科技创业贡献奖”获奖

企业和个人代表、新闻界人士

近300人出席了颁奖大会。

马颂德在致辞中说，今年

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40

年实践充分证明，民营企业，

尤其是科技型、创新型民营企

业，是我们改革开放事业最大

的推动力。近年来，中国经济

的可持续发展越来越呼唤科

技型创新型企业的发展，中国

经济正从量的积累转向质的飞

跃。以AI和生物技术为代表

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

成为我国转向高质量发展的重

要途径。我们不仅要准确把握

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

势，提高科技投入，还要构筑良

好创新生态体系，健全创新激

励机制，推动创新创业有机结

合，统筹推动科技创新和体制

机制创新。 （王 茜）

“皖约”研学计划走进北京大学
12月1日，“改革开放40年，起点再出发”“皖约”研学计划

走进北京大学活动在北大五四体育场启动。来自北京大学的

师生参赛选手、志愿者共260多人参与了此次活动。图为未名

湖畔博雅塔下，参赛选手在华佗五禽戏传人的带领下学习五禽

戏各种动作。 钟 卿 摄

本报讯 由《中国诗词大

会》嘉宾、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康震主编，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南山诗社编写的《古典诗词吟

唱》一书日前在京出版，不仅以

清新文风介绍我国经典诗词名

作，还专门创作了乐谱供读者将

诗词“吟唱”出来。

新华社记者从北京师范大

学出版社了解到，《古典诗词吟

唱》分为上下两册，共精选25

首脍炙人口的经典诗词名作，

如李白的《静夜思》、王维的《送

元二使安西》、孟浩然的《春晓》

等。每一首诗词都是一本小

册，其中介绍了作者所处的时

代背景、作者心境及诗词蕴

意。同时，每首诗词都配以典

雅的曲谱供读者吟唱，读者还

可通过扫码在移动端上收听音

乐与诵读。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总编辑李艳辉介绍，此书的要

义在于以音乐为纽带、通过诗

词吟唱的教学，传达古典诗词

的情景意蕴和韵律之美，沟通

古人和今人共同的情感体验，

希望能在古典情怀与当代生

活之间架起一座文化绵延传

承的桥梁，为中华民族优秀传

统文化的传承发挥作用。

“吟唱诵读是中国特有的

诗词阅读、理解与教学方式，

通过吟唱诵读可以更深刻领

会古典诗词的思想内涵，感

受其神采韵致。”康震表示，

编辑此书就是要以吟唱的方

式表达对古典诗词的崇敬与

礼赞。 （魏梦佳）

本报讯 为健全文物合

法流通交易体制机制，促进文

物市场活跃有序发展，国家文

物局12月4日在江苏省南京

市、苏州市启动文物流通领域

登记交易制度试点工作。

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关强

表示，文物收藏与文物市场在

我国文物保护利用工作整体

布局中处于越来越重要的位

置，试点以登记交易为中心创

设文物流通领域管理和服务

新模式，对于破解文物收藏需

求和文物供给服务之间不匹

配矛盾、推动文物市场发展方

式从规模增长向质量提升转

变、深化社会文物领域放管服

改革具有重要意义。

据介绍，试点工作将构建

一系列工作机制：文物经营主

体自愿申报登记拟交易的文

物标的；文物登记单位鉴定申

报登记的文物标的是否属于

文物、是否可交易，并分类进

行登记；文物行政部门依据文

物登记单位意见依法开展文

物流通活动的全流程监管；文

物收藏者和社会公众便利了

解登记交易文物基本信息等。

试点工作的实施办法明

确提出了可交易文物的范围，

是指不在“中国被盗（丢失）文

物信息发布平台”“外国被盗文

物数据库”“禁止交易文物指导

性目录”“被盗文物案件市场警

示公告”范围内的文物。

试点工作实施期间，江苏

省文物局等单位将依据文物

经营主体提出的文物标的申

报信息情况，文物经营主体开

展文物拍卖、购销活动情况和

拍卖、购销记录的备案情况，

探索建立文物流通领域信用

信息体系。 （施雨岑）

本报讯 美国华纳兄弟

影业公司出品的喜剧片《摘金

奇缘》，近日登陆中国影院。

影片讲述了纽约大学年

轻华裔女教授朱瑞秋，与新加

坡籍华裔男友杨力真心相

爱。但她对杨力的家庭背景

并不知情，在随杨力首次回新

加坡参加好友婚礼后，朱瑞秋

方知杨家显赫家境。身份、阶

层、财富的落差与冲突就此触

发；放弃自我、嫁入豪门，还是

追求自身价值？东西方文化

的交锋就此展开……

这部表现当代“灰姑娘”

童话故事的影片，全部由包

括卢燕、杨紫琼等华裔、亚裔

演员出演。今年8月在美国上

映以来，连续3周登上北美票

房之首，票房收入2.3亿美元，

创下好莱坞近10年爱情喜剧

片最佳票房成绩。

“《摘金奇缘》的核心元素

就是爱和家庭以及对自己价

值的认识。”执导本片的华裔

导演朱浩伟说。他在美国旧

金山湾区长大，父亲经营中餐

厅，对自己一生影响最大的母

亲来自上海。朱浩伟表示，希

望以这部影片向自己的中国

家庭和父母致敬。

这部好莱坞浪漫喜剧的

“中国元素”不止于此。中国

星光文化娱乐集团不仅是投

资方之一，而且该片导演朱浩

伟就是其签约导演。

星光文化负责人表示，选

定朱浩伟执导《摘金奇缘》正

是基于其华裔成长背景，“《摘

金奇缘》的题材，好莱坞导演

中只有他能够驾驭。”

（廖 翊）

文物流通领域登记交易制度试点启动

“科技创业贡献奖”颁奖大会在京举行

“中国元素”造就《摘金奇缘》

挥 动如椽笔 慷慨写典型
——重温《十个共产党员》兼谈穆青新闻作品写作特色

“ 唱 出 ”诗 词 韵 律 之 美
《古典诗词吟唱》以音乐为纽带，通过诗词吟唱的教学，

沟通古人和今人共同的情感体验

《十个共产党员》

穆 青 著（新华出版社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