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曾经在农村基层和农区县委机关工作 20
年的人生阅历，使我对农村基层党支部的故事
和许多农村党支部书记的感人事迹，始终萦怀
难忘。当 2021年冬接到宁城县乌兰牧骑（评
剧团）张树德团长电话，邀请我写一台反映抗
日战争时期，宁城县当时所属的中共冀东区承
（德）平（泉）宁（城）联合县最早成立的第一个
农村党支部——峰水山党支部英雄事迹的剧
本时，我毫不犹豫地接受了这一创作任务。前
不久，该剧获得内蒙古自治区第十五届精神文
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结合本剧题旨立意的
聚焦，我谈谈与党的基层组织建设有关的创作
体会。

说实话，由于是命题作文，又是写自己所
不熟悉地区的革命历史题材，所以最初心里
一点儿底都没有。但是随着在宁城县采风的
不断深入，我的信心和底气也在不断增强。
先是接触到宁城县老区建设促进会的几位老
领导和文史专家，并且认真阅读了由他们编
撰的一大批致力于挖掘、弘扬革命老区英雄
业绩和优良传统的史志资料，深切感受到了
这片老区热土的厚重文化底蕴。继而深入到
宁城县在抗日战争中最早成立的这个农村党
支部所在地——峰水山村，参观了峰水山党支
部英雄事迹展览，并对党支部抗日活动遗址进
行考察及对烈士后代进行家访，深切体会到了
浸润于这片土地上深沉的英雄情结。大量的记
载宁城人民在抗日战争最艰苦阶段，根据中共
中央和晋察冀中央分局关于向北发展、把抗日
根据地延伸到伪满洲国境内的指示精神，为建
立承平宁抗日根据地、打通华北连接东北的通
道，为最终取得抗日战争胜利作出独特贡献的
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深深激励和感染了我。
峰水山党支部最早成立时的3名共产党员——
党支部书记杨秀章、党员任中山、金宝善，在
日伪统治最严酷的高压形势下，满腔热血要
求加入中国共产党，带领村民们为争取翻身
解放不惜流血牺牲的坚定信念，以及对党无
限忠诚的感人事迹，更是不断撞击着我的心
灵，引发了我对该剧主体思想确立乃至题旨
聚焦的反复深入思考。

中国共产党好比挺起
中华民族钢铁脊梁的巍巍
长城，而峰水山党支部无
疑就是支撑这钢铁长城的
一块坚强基石，为此我曾
一 度 将 该 剧 剧 名 暂 定 为

《基石》。为了强化这一题旨，我特意在剧中
设计了一件贯穿性道具——身为抗战烈士的
主人公父兄鲜血浸染的长城基石，作为峰水
山党支部的象征性意象。当剧本写到主人公
杨秀章和任至善（原型为任中山）、金宝山（原
型为金宝善）及其家庭饱受日伪统治者压迫
摧残，面对八路军武工队队长黄振东的启发
和引导，各自倾吐胸中郁积的深仇大恨，义无
反顾地提出入党申请的一场戏时，那些在采
访和阅读地方抗日战争史料中接触到的大量
承载着家国仇、民族恨的生动事例，惊涛骇浪
般地涌向我的脑海：那些日本侵略者在伪满
统治区施行“集家并村”、制造千里“无人区”，
为困死深入伪满沦陷区坚持抗日武装斗争的
共产党八路军，而把老百姓统统赶进“人圈”
的惨绝人寰暴行；那些对穷苦百姓施以苛捐
杂税盘剥，为强征金属制造武器，就连老百姓
家的锅铲、门环都洗劫一空的强盗行径；那些
统治者对棉布、食盐等重要生活物资实施垄
断和严格控制，以致民间商贩无货可卖，竟有

商人因冒险到亲戚家购得几丈家织土布，为
躲避日伪盘查，在火车到站前跳车摔死的人
间惨剧……让我领悟到这正是杨秀章、任至
善、金宝山们仇恨日伪统治者、奋起反抗以寻
求翻身解放的思想基础，也是他们经过八路
军武工队长黄振东在春风化雨般的拉家常
中，对其进行抗日爱国思想和革命理想教育
后，义无反顾地提出入党申请的坚定信念支
撑。为此，我又一度把剧名改为《信念》，并将
创作的兴奋点向此聚焦。

但是随着剧情不断向前推进，剧本题旨
立意的聚焦点也在不断调整。杨秀章和任至
善、金宝山一起，动员和带领村民们，将峰水
山建成铜墙铁壁的“抗日堡垒村”，使八路军
武工队有了最早的落脚之地，并逐步形成了
以峰水山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他们又组织
动员村民，在配合支援八路军三区队和武工
队联合攻打县城小城子的著名战斗中发挥了
重要作用；他们立足于峰水山这个抗日堡垒，
为八路军武工队带路放哨、筹措军粮、做鞋缝

衣，并且在生活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勒紧裤带
缴纳党费；抗战胜利后，在地方行政区划和党
组织机构全面调整期间，他们由于全身心地
投入剿匪战斗，加之党组织委派向其传达通
知的人员中途牺牲，而没能及时接转组织关
系，以致解放后这个承平宁地区最早的农村
党支部连同 3名党员，都意外地失去了党籍。
曾经在日伪统治期间，根据工作需要和党组
织决定，挂名当了“白皮红瓤”伪保长的任至
善，尽管已经和金宝山一起在剿匪战斗中英
勇牺牲，却仍然蒙冤被定性为汉奸。为此，视
党为母亲、视党员身份为生命的支部书记杨
秀章，在当年入党介绍人和联系人或牺牲或
南下，村民们虽充分肯定 3 人的抗日英雄业
绩，但因地下斗争保密之故对本村党组织状
况无人知晓的情况下，一面坚定不移地秉持
初心，始终成为全村的领头人；一面锲而不舍
地寻求恢复峰水山“全县最早党支部”的荣誉
以及 3人的党籍。尤其感人的是从 1945年到
1981年的 30多年间，他一直怀着坚定执着的
信念，按时“缴纳”并珍存着相信党终究会接
收的党费，直到当年的入党介绍人、支部组建
者退休后重访故地，才得以重回党组织怀
抱。而当党组织征询他个人有什么困难和要
求时，他却只提出了“为峰水山党支部正名、为
这个偏远山村通电、为小学校改造危房”的三
个要求。是什么原因让他们无怨无悔地忘我拼
搏、无私奉献，即使蒙冤受屈依然不改初衷？当
然可以说是坚定的信念，但更确切地说，是信念
支撑着的一个真正共产党员的忠诚！这时，我
豁然理解了宁城县老促会的同志们为什么一直
希望以“忠诚”作为该剧的剧名，并且在写作主
人公经过锲而不舍地追寻，最终回到党组织怀
抱的高潮戏时，一下子找准了聚焦全剧题旨的
艺术感觉。全剧的思想深度开掘由此得以凸
显，全剧的艺术感染力由此得以强化。

最后还是那句话，如果把中国共产党比作
挺起中华民族钢铁脊梁的巍巍长城，而党的每
一个基层支部都是一块坚强的长城基石的话，
那么，共产党员无论在任何艰难困苦情况下都
永远热爱党、坚信党、坚定不移跟党走的执着
信念，和建立在这一信念基础上的对党的无限
忠诚，就是所有基石固若金汤地紧紧维系在一
起，共同支撑起这巍巍长城的强大凝聚力！全
剧的聚焦点最终清晰起来，剧名于是确定为
《忠诚》。

（本文图片为评剧《忠诚》剧照）

信念基石铸忠诚信念基石铸忠诚
———评剧—评剧《《忠诚忠诚》》剧本创作后记剧本创作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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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明确
提出，“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
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
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
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
庄重宣誓吹响了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
国的集结号。中国式现代化，是贯穿党的二十
大报告全篇的一个关键词。党的二十大报告
中系统论述的中国式现代化的五个特征和建
设目标，这也为新时代内蒙古文艺事业的实践
指明了发展方向，开辟了新的发展空间。伴随
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步伐，中国文艺也必然会
被赋予中国式现代化的韵律、色调。在中国式
现代化建设进程中，不断繁荣发展内蒙古文艺
事业，使文艺成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精
神引领和助推力量，为中国式现代化进程贡献
文艺力量，这是内蒙古文艺“十四五”时期乃至
更长历史时期需要面临的时代命题。

一 .增强文化自信自强，凝聚中国式现代
化建设的精神力量

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只有
文化自信、自强，才能凝聚起强大的精神力量，
为建设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提供不竭的精神动力。习近平总书记强
调，“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
协调的现代化”，这是中国式现代化的特征之
一，也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精神
文明是彰显文化自信自强的精神文明。正如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的那样，要在“增强文化
自信”的基础上“增强人民精神力量”，努力让
文艺真正成为增强人民群众文化自信心和文
化自强力的精神力量，进而让文艺成为广大民
众投身于“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以
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
程的精神力量。诚然，一部部有温度且又能打
动人心的文艺作品，可以为那些正在历史洪流
中前进的人们供给心灵甘露，产生自信心、激
发自强和不竭的动力源泉。作为一种文化符
号，这些作品可以成为一种精神力量，介入并
影响历史进程，而这一精神力量又将通过影响
人的精神状态而转化为影响历史进程的物质
力量。

党的十八大以来，内蒙古文化艺术界坚持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
导，紧紧围绕“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
化、展形象”的使命任务，坚持铸牢中华民族共
同体意识主线，牢记使命，勇于担当，“把文艺
创作写到民族复兴的历史上、写在人民奋斗的
征程中。”为更好地担负起新时代文化使命，自
治区制定了《内蒙古自治区重大文艺精品创作
指导意见》《内蒙古自治区乌兰牧骑条例》和
《内蒙古当代文学艺术创作工作规划》（2018-
2022）等一系列指导文艺创作和提升文艺作

品质量的重大方针政策。广大文艺工作者创
作了大量“坚持与时代同步伐，用心用情用功
书写伟大时代”主题的一批批文艺力作，民族
歌剧《爱在胡杨》、话剧《红手印》、歌舞剧《我
的乌兰牧骑》、话剧《国家的孩子》、舞剧《骑
兵》、舞剧《草原英雄小姐妹》、电影《海的尽头
是草原》等一大批艺术精品力作的不断涌现，
不仅丰富了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世界，提升
了精神境界，提振了文化自信自强，还凝聚起
时代精神，在增强人民幸福感和获得感的同
时，进一步激发人民砥砺奋斗的精神动力，实
现了满足人民文化需求和凝聚人民精神力量
相统一。

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为内蒙古文学艺术
的繁荣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广阔舞台。广
大文艺工作者要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高度
认识内蒙古文艺事业发展，创作出更多感动
人心的艺术经典，创作出更多可以获得坚定
的自信心和深厚的自强力的艺术佳作，并且
自觉地携带着它们，以更加坚定的信念，更无
畏的精神，意气风发地行进在中国式现代化
的征程中。

二 .坚持以文艺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引领全社会提升人文修养和社会风尚

文艺是时代前进的号角，最能代表一个
时代的风貌，最能引领一个时代的风气。习
近平总书记指出，“文艺是铸造灵魂的工程，
承担着以文化人、以文育人的职责，应该用独
到的思想启迪、润物无声的艺术熏陶启迪人
的心灵、传递向善向上的价值观。”以文艺的
形式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着眼点应该
放在审美的力量上，从而以此来丰富人的精
神世界、增强人的精神力量。中国式现代化
建设，归根结底就是实现人的现代化，推进全
体人民实现全面发展，人的现代化就是要塑
造人们的精神筋骨、文明素质。

党的十八大以来，内蒙古文艺事业坚持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
导，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
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有力促进内蒙古各族人
民守望相助、团结奋斗，为打造祖国北疆亮丽
风景线做出了重要贡献。广大文艺工作者借
助文艺这一载体，发挥内蒙古文艺弘扬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独特作用，坚持以精品奉
献人民，用明德引领风尚，创作了一大批具有
强大感召力、足以凝聚广大人民的、具有内蒙
古特色和彰显中国精神的优秀作品。优秀的
文艺作品是生命力、持续力和价值力的呈现，
通过被广大人民群众所接受、传播和发展，达
到陶冶情操、启迪心智、引领风尚的作用，从
而提升人文修养，持续提高社会道德水平。

新时代新征程，内蒙古文艺事业的繁荣
发展，应充分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艺

术创作生产传播中的引领作用。文艺工作
者必须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生动活泼、活
灵活现地体现在文艺创作之中，引导人民树
立和坚持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文
化观，坚持以文艺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引领全社会提升人文修养和社会风尚。
这既是开展文化艺术作品生产创作的根本
遵循，也是繁荣文学艺术生产的重要保证。
传承历史文化、弘扬现代文明，坚持用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文学艺术作品创作和
生产，以领跑内蒙古文化高地建设，助推中
国式现代化中内蒙古的战略目标的实现，努
力为内蒙古文明建设贡献文艺力量。

三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努
力为人民提供优秀的精神食粮

文艺要反映好人民的心声，就要坚持为
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这个根本方向。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社会主义文艺，从本质
上讲，就是人民的文艺”。习近平总书记对
文艺人民性的深刻洞见，为内蒙古文艺工作
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也为继承发扬内蒙古
优秀文化传统、拓宽文化艺术视野指明了道
路。以乌兰牧骑来说，乌兰牧骑始终坚持

“扎根生活沃土，服务于人民”宗旨，根植于
民间，从人民群众的生动实践中汲取创作养
分，创作了一个又一个为广大人民所喜爱的
文艺节目。这些从民间汲取营养的文艺作
品，经过乌兰牧骑编创人员的整理、加工、编
创，传统文化登上专业舞台，反哺给民间，走
进广大农牧民生活中，充分展示了文艺人民
性的当代价值。

新时代新征程，内蒙古广大文艺工作者
面临新的使命，这就是在文化自信基础上锐
意推进文化自强。我们要在党的二十大精
神指引下，深入内蒙古文学艺术内核，挖掘
地域文化精髓，把握文艺的人民性，传承民
族艺术优秀内涵，充分认识和发挥它的价
值，用高质量的文艺成果丰富人民的精神世
界，增强人民的精神力量。

四 .坚持文艺发展的中华文化立场，在
文明交流互鉴中彰显文化自信自强的价值

文艺是国民精神前行的灯火，是为国家
立心、为民族立魂的必要手段，是建设中国
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
求。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我国文化软
实力也得到了极大提升。文艺作为社会主
义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正滋养着民众精神
生活、凝聚着精神力量，在人民群众的文化
创造中不断增强民族自信心、民族自豪感和
民族凝聚力，承担着描绘新征程、讲好中国
故事、弘扬真善美的责任。党的二十大报告
指出，要“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坚
守中华文化立场，提炼展示中华文明的精神

标识和文化精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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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作
为文化对外交流与传播的桥梁，是讲好中国
故事的关键途径，对于树立并坚定文化自信
具有重要意义。

近年来，内蒙古文艺家立足本土，深入挖
掘自治区丰富的地域精神文化资源，在“一带
一路”背景下，与世界多个国家和地区开展了
文化交流与互动，用内蒙古文艺讲述内蒙古
故事，讲述中国故事。其中，“纳荷芽”中蒙出
版交流工程、“丝绸之路影视桥”工程、“中俄
蒙文化走廊”等项目，让内蒙古文化“走出
去”，促进了内蒙古与世界的交流与对话，使
得国外民众对内蒙古文艺、对中华文化有了
了解。同时，增进了与各国各地人民之间的
友谊，并为内蒙古经济发展助力加油。内蒙
古以文艺“走出去”，推动自治区经济、社会、
文化繁荣发展；以文艺“走出去”，生动展现自
治区人民新作为、新担当，塑造自治区良好形
象；以文艺“走出去”，促使内蒙古的文艺发展
成果有更远的传播、更广的影响、更多元的价
值。

新时代新征程，内蒙古文艺工作者要始
终坚守中华文化立场，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发展民族民间文化艺术，从中华文
化宝库中萃取精华、汲取能量，推动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一方面，
文艺的创作与传播既要扎根本土、做好传承、
推进创新，另一方面也要扎根博大精深的中
华文明，以文艺的方式，增强与世界的沟通和
融合。用文艺的形式，满怀信心地书写内蒙
古故事，创作更多讲述中国故事的原创佳作，
提升中国民族文学艺术的国际影响力，为构
建更加紧密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精神纽带作
出贡献。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征程
上，文艺正以它独特方式推动人类文明进步，
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凝心聚力铸就社会主义
文艺新辉煌，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
家提供更为生动、更为强大的精神力量，为不
断推进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做出新贡
献。内蒙古广大文艺工作者应当深刻领悟以
中国式现代化实现民族复兴的战略安排，把
民族复兴的时代主题贯通融汇到创作生产全
过程，把提高质量作为文艺作品的生命线，深
入推进重大主题文艺实践，加大现实题材作
品创作力度，不断提升作品的精神能量和艺
术价值，用选题准、立意高、内容好、制作精的
优秀作品，热忱描绘新时代新征程恢弘气象，
激情唱响昂扬向上的时代主旋律。

（作者系内蒙古自治区社会科学院文学
研究所副研究员）

穿越散文集《寂静人间》的
文字隧道，身处内蒙古的青年
作家安宁宛如一名棋力高超的
棋手，她调兵遣将、跃马驰骋，
在文学的迷宫里，用文字构建
了超越文学景象的人间万象。

翻开散文集《寂静人间》，
系统地阅读安宁的作品，感受
到她的文字洗练自然，不枝不
蔓，在娓娓道来中讲述着对故
乡的挚爱和对故园的眷恋，同
时也深入探究了人性幽暗的角
落。草木英华、亲情纠葛、云卷
云舒……像故乡老屋檐梁下悬
挂的红辣椒，散发出岁月风化
的浓郁气息，勾起城市中远离
故土的人们对故土家园的深情
回眸。

安宁巧妙地运用拟人的修
辞，把物人格化，增强了语言的
感染力和文学性，譬如“像春天
落在沟渠里的柳絮”“蛇一样嗖
嗖地擦着草尖向前”，这样的句
子随处可见，让作品生动形
象。在散文作品中，如果明喻
过多，文章会有失平衡，安宁又
合理运用暗喻的修辞，诸如“风
有些急了，试图以更大的力将
云朵重新吹散”“那绿在风里瑟
瑟地抖着，左右摇摆，不确定要
不要继续向半空里流动”“天一
黑下来，风就被关在了房间之
外”……合理的搭配，使文章语
言富有艺术美。

有趣是安宁散文作品的一
大特色，“猪们早早地听见了，
扒着猪圈的墙，站起来向外看
着。弟弟拿着木棍，用力敲打
着一头想要出人头地的猪，那
猪于是无奈地
重新回到猪槽
旁边，并用哼哼
表达着心中的
不满”。寥寥数
笔，就在读者心
中勾勒出一幅
栩栩如生的画
卷，具有很强的
画面感。

安 宁 的 文
字简短干净，讲
述毫不拖泥带
水，就是在处理
牵动作者感情
的亲情题材时，
也能做到客观
与克制，如“立即惊恐地呆愣住，并将手中的木棍
迅速地丢开，好像小鬼已经冷冷地缠上身来”“她
对生活不息的热望与渴求，被困顿的生活一日日
削减，到最后，她只剩下暴躁与绝望”。这种不动
声色的讲述，总能产生震撼人心的力量。

在安宁的笔下，风、雨、雪的自然景观，鸡、
鸭、猪等农村饲养之物，山川河流，落笔皆文章。
她的写作聚焦日常生活中的平凡人、寻常事、琐
屑情。有同情心、悲悯心是安宁的写作初心，有
真情、有深情是安宁的写作灵魂，辽阔与诗意是
安宁的写作风格，守护乡愁是安宁的写作方向。
散文集中一篇篇佳作，扎根在生活的深处，体现
时代的变化。凝望乡村的主人公，是安宁雪亮的
眼睛：“他们其实更希望听到阿桑娘说一句‘怕是
熬不过孩子出生了’。阿桑的死，像悬在半空里
的一把锤子，人人都想听到锤子落在地上时发出
的沉闷的声响。”人性的残忍与幽暗，就这样融贯
于全书中；大山一般的沉重，压在读者的心弦上，
让读者不仅仅为书中的风花雪月而轻松惬意，不
仅仅为书中的乡村哲学而掩卷遐思，不仅仅为人
生悲欢离合而愁肠百结。

久居北疆，安宁的文字也因此带上了北疆大
漠的辽阔与大气。她的作品跟内蒙古辽阔的疆
域是一致的，我在她用文字构建的版图里行走、
遨游，从谋篇布局到起转承合，安宁的文字在不
同的角度都呈现给读者抚慰人心的力量。如大
漠，规模宏大又特色突出。也许，正是北疆的辽
阔与大气，对安宁的作品起到了较大的影响，她
的作品，风格清丽俊逸，意境新奇。

她的目光深情注视故乡：《风》的自然之态、
《飞鸟》的死亡悲歌、《云朵》的少年心事、《落叶》
的人生哲理、《野草》的渺小卑微、《家园》的孤独
记忆……安宁以小见大，柔肩担道义，妙手著文

章。在对细微事物的书写中，
她其实是在写人，在探寻人性
幽暗的角落，描写着人间万千
景象。在沉思与抒情中，流露
出作家安宁的社会职责和对故
土的一片赤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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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寂静人间》作者安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