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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着对故乡的眷
恋，作家叶梅踏上了
一段寻根之旅；怀着
对远方的好奇，她游
历四方，漫步行吟。
作者以 38 篇散文舒
放自如地展示了沿途
遇见的风景以及不同
民族的风土人情，为
我们展现了一个陌生
而又新奇的世界。作
者还对行走中所遭遇
的传统与现代、乡村
与城市、环保与发展
等现实问题进行了深
入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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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1月22日，中国作协党组书记钱小芊主持召开

中国作协党组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届二中

全会上的重要讲话和全会精神，中国作协党组成员吉狄马加、

李敬泽、阎晶明、吴义勤参加会议。

会议认为，党的十九届二中全会是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

精神、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一次十分重要的

会议。习近平总书记在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深刻阐明了宪

法修改的重大意义，明确提出了宪法修改的总体要求和原

则，是我们党在新时代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

路的政治宣言，是指导宪法修改工作的根本遵循和科学指

南。大家完全赞成和坚决拥护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

会议指出，党中央对宪法修改工作的高度重视，充分表

明了我们党全面依法治国的坚定决心，体现了坚持党的领

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宪法修改的内容，

充分反映了我们党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和制度创新的成果，

使我国宪法能够更好地表达人民意志，更好地发挥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和国家长治久安提供了有力的宪法保障。中国作协党组完

全赞成和坚决拥护党中央的重大决策部署。

大家一致表示，一定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

讲话和全会精神，在宪法修改后深入推进宪法的学习宣传和

贯彻实施，不断增强宪法意识和法治观念，维护宪法权威，在

文学界形成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

宪法的良好氛围。

中国作协党组
传达学习党的十九届二中全会精神

本报讯 新世纪以来，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日益增强，

中国文学正前所未有地与世界发生着越来越深的关联。1月

17日，“新世纪中国当代作家、作品海外传播数据库”项目启

动仪式暨“首届文化自信与文学传播”论坛在京举行。中国

作协副主席阎晶明、北京语言大学校长刘利、中国文化对外

翻译与传播研究中心主任黄卓越、中国外文局对外传播研

究中心副主任于运全、《小说选刊》副主编王干等参加启动

仪式。活动由中国文化译研网负责人徐宝锋主持。

“新世纪中国当代作家、作品海外传播数据库”项目由

中国文化对外翻译与传播研究中心暨中国文化译研网

（CCTSS）联合《小说选刊》杂志社共同主办，旨在向全球推

介100位中国当代优秀作家，将作家简介、代表作品以及展

示作家风采的短视频翻译为阿拉伯语、英语、法语、德语、俄

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土耳其语、尼泊尔语、罗马尼亚语

等10种语言，1000张作家名片集体亮相。项目集结了专业

译介团队和文学阵地的资源，各取所长。其中，《小说选刊》

提供当代作者、作品资源，中国文化译研网负责海外译者资

源及技术支持，北京语言大学提供学术支持。

阎晶明在致辞中表示，长期以来，中国作协非常重视并

致力于中国当代文学海外传播，举办了三次国际汉学家文

学翻译大会和多次多边文学论坛，主办中国当代文学海外

译介工程，支持《人民文学》杂志9个语种出版发行，为扩大

中国文学海外影响力做了许多实实在在的工作。我们欣喜

地看到，越来越多的汉学家、翻译家热情参与，主动、迫切地

选择中国作家作品进行翻译推介，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中国

当代作家及其译作数量、语种不断增多，莫言、曹文轩、刘慈

欣等先后获得国际文学大奖；当代中国文学研究者国际学

术交流日益增强。这是我国综合国力在文化、文学方面发展

进步的体现，也是软实力显著提升的有力证明。但是，我们

要做的工作还有很多，需要多方合作，从多角度、多方位推

动中国文学更好地“走出去”。“新世纪中国当代作家、作品

海外传播数据库”项目采取多家专业机构合作的方式，有利

于打破瓶颈，开拓新局面。

于运全分享了最新的一组中国国家形象海外调查数

据。他谈到，在全球最大的22个经济体中，52%的受众认为

中餐是最能代表中国文化的元素，47%的受众认为中医药

代表中国文化，而仅有10%的受众认为中国文学作品代表

中国文化。由此可以看出，中国当代作家作品的群体不够鲜

明，尚未在国际上产生广泛影响。我们要在翻译与传播方面

多下功夫，为推动中国文学“走出去”作出贡献。

王干在启动仪式上详细介绍了项目整体设计，即整合

主办方优势资源，以精准、鲜活、客观的传播标准，努力解决

中国文学对外传播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把最好的作家作

品呈现给全世界。首批遴选的100位作家中，将充分考虑当

代文学的丰富性和多样性，包括“30后”作家5位、“40后”

“50后”“60后”作家各15位、“70后”“80后”作家各10位以

及20位诗人、10位散文家。

“此次1000张中国作家名片集体‘亮相’，是中国文学

‘走出去’的一大创新，会让世界更加全面、客观地了解中国

优秀作家作品。”徐宝锋介绍，这不仅是对党的十九大精神

的响应，也充分体现了中国文学界的责任意识和担当精神。

启动仪式后，陈晓明、王跃文、邵丽、刘醒龙、梁鸿鹰、张

清华、赵本夫、郭宝亮、徐则臣、蒋泥、周李立、李玲、刘卫东、

于小植、赵冬梅等20余位作家、评论家围绕“文化自信与文

学传播”展开研讨。

陈晓明认为，文学是一个国家最具有公众接受广度的

文化形式。中国的作家队伍非常坚实、庞大、有实力，只是养

在深闺人未知，我们需要通过有效的方式和手段，让我们的

作家为世界所认识，这确实需要中国的有识之士、能人志士

为中国文化走向世界冲锋陷阵。

王跃文谈到，在对外推介中国作家作品时，要用作品质

量说话，避免过多的概念化、符号化的包装，同时要注重作

家权益的保护。

赵本夫说，要消弭西方对于中国文学乃至中国社会的

偏见，最好的办法就是沟通，达到相互理解。中国的价值观

一定会被世界读者更广泛地接受，虽然这个过程会比较漫

长，但中国作家应该有自信，心平气和地创作一些经得起历

史检验的优秀作品。

张清华表示，在中国文学走出去的过程当中，除了注重

传播之外，更要以高度清醒的文化自觉深入研究中西方的

文化差异，推动文化接受。中国作家应该进一步认识到自己

是谁，自己的传统是什么，自己应该怎样面对文化、面对现

实、面对世界，这是中国作家的使命。

刘醒龙自2016年6月起沿长江行走，所见所闻令他对

“文化自觉”深有感触。他感叹，中华民族对文化有着深深

的、自觉的热爱与憧憬，越是走进人民，越感受到应该在创

作中突出本土的文化自觉。

郭宝亮说，中国作家经历了向西方文化学习又回守中

国文化的阶段。这是一种超越式的回撤，体现了中国文化的

自信与自觉。作家在双向吸收和超越的过程中巧妙、和谐地

结合了中国元素和世界元素，形成了属于自己的东西。现

在，作家们要忠实于良知，按照自己对生活的理解，写出真

正立得住的中国故事，这是进行文学对外传播的基础。

（刘晓闻）

开拓中国文学“走出去”的广阔空间
“新世纪中国当代作家、作品海外传播数据库”项目启动

本报讯（记者 徐健） 1月19日至21日，中国文

联第十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在京召开。会议深入

学习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

党的十九大精神，贯彻全国宣传部长会议精神，全面总

结中国文联2017年工作，部署2018年工作，努力推进

文联深化改革，进一步团结动员广大文艺工作者，推动

社会主义文艺繁荣发展。

中国文联主席铁凝主持会议。中国文联党组书

记、副主席李屹作题为《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

努力推动新时代社会主义文艺繁荣兴盛》的工作报告。

据介绍，2018年是中国文联深化改革关键之年、

攻坚之年。中国文联将着力抓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

作：要以团结引导新文艺群体为重点，着力延伸服务手

臂，扩大工作覆盖；要以常态性培训为重要抓手，着力

强化对文艺界思想政治引领；要以提升职业道德素养

为切入点，着力加强文艺界行风建设；要坚持服务与管

理并举，着力加强会员工作；要顺应互联网发展大势，

着力加强网上文联建设；要以提高履职能力为目标，着

力加强协会主席团、理事会、专委会建设；要坚持改革

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着力推动文联系统的改革。

大会期间举行的中国文联十届三次主席团会议通

过了关于更替、增补中国文联第十届全委会委员的决

议，确认王守国、邵丽、张新生、邓长青、李勇、李舸、郑

更生、李燕青、崔晓华、杨洪涛、王俭、何颖为中国文联

第十届全委会委员；吴长忠、杨杰、黄永军、刘永泽、黄

玲、周丽宁、郑歌平、陈田不再担任中国文联第十届全

委会委员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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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黄尚恩） 1月19日，“2018年中国作协老同

志新春联谊会”在京举行。中国作协的老领导、离退休老同志等

百余人欢聚一堂，共同庆贺过去一年我国文学事业取得的成就，

迎接新时代文学的美好未来。中国作协党组成员、副主席吉狄

马加出席联谊会。他在致辞中代表铁凝主席、钱小芊书记和作

协党组书记处向大家致以诚挚的新春祝福，对大家长期以来对

作协工作的关心和支持表示感谢。

吉狄马加说，刚刚过去的2017年，对中国文学界来说，是非

常重要的一年。在这一年里，中国作协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

十九大精神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举办了一系

列专题学习班。广大作家和文学工作者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文艺工作的系列重要讲话，深入生活、扎根人民，创作了许

多优秀作品。同时，中国作协不断深化改革，延长工作手臂，扩

大覆盖面，特别是就服务基层、服务新兴文学群体做了大量工

作，作协组织的政治性、先进性、群众性更加突出，凝聚力、影响

力和工作活力显著提高。新的一年带给我们新的期盼，中国作

协在各方面的工作都已经陆续展开，我们要进一步推动新时代

文学的繁荣发展，开创文学工作和作协工作新局面。希望老同

志、老作家们在新的一年里身体健康、吉祥如意、创作丰收，并一

如既往地为作协工作和文学事业的发展建言献策。

联谊会上，老同志们畅谈文学，共叙情谊，还自编自演了丰

富的文艺节目。诗朗诵、京歌、舞蹈和歌曲独唱、合唱等精彩节

目生动展现了老一辈文学工作者们的风采，而年轻的作协青年

代表也奉献了精彩的诗朗诵。大家在交流中互相祝愿身体健

康、家庭幸福，也祝愿作协工作开拓新局面、文学事业进一步繁

荣兴盛。

作协老同志联谊迎新春

本报讯（记者 黄尚恩） 1月13日，由《作家文摘》报社、

华西文学院联合主办的首届中国非虚构博士论坛在江苏华西

村举行。中国作协副主席、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长何建明出

席并讲话。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副会长丁晓原、华西村党委书

记吴协恩，以及来自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上海大学、苏州

大学等高校关注非虚构写作的博士们参加论坛。

何建明说，伴随着中国社会的快速发展，一批批以反映现

实巨变和时代新貌著称的写实类优秀作品不断涌现，在读者

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这类作品通常被称为“报告文学”，有

时则被称为“非虚构”、“纪实文学”等。这些概念之间既相互

交叉，又各有侧重，需要进行理论上的辨析。这些年来，与蓬

勃发展的写实类文学创作相比，理论批评方面显得滞后。举

办此次博士论坛，希望年轻的学者、评论家们能够围绕非虚构

与报告文学的关系、真实与虚构的边界、非虚构作品的审美建

构等问题进行研讨，探索关于非虚构的研究方法和批评范

式。希望有更多的评论家关注写实类作品，对重要作家进行

个案研究。在研究时，既要对文本进行细读，还要深入地与创

作者进行对话、了解创作背后的故事，同时关注作品的社会影

响和社会价值，对优秀作家作品进行全面准确的评价。

丁晓原、沈文慧、马娜、刘大先、丛治辰、郭志云、刘浏、顾

超、黄菲蒂、刘叶郁、邓晓雨等与会者谈到，追求真实是非虚构

写作最重要的特征。为了写出真实，作家要走出书斋，真正地

深入生活、扎根人民，实地进行采访，强调亲历性和直击性。

文学所追求的真实，不是个人化的琐碎的真实，而是在总体视

野观照下的真实，要反映出个人经验与时代社会之间的辩证

关系。讨论真实，还必须把握它与虚构之间的边界。在新闻

媒体异常发达的今天，非虚构写作只有在内容的真实性、思想

的穿透力、作品的艺术性等方面下苦功，才能获得越来越多读

者的认可。

当博士们就非虚构写作进行热烈讨论时，在另一个会场，《作家文

摘》2017年度十大非虚构好书评选活动同时进行。最终，《耿飚回忆

录》、毕飞宇的《小说课》、许渊冲的《梦与真——许渊冲自述》、赵絪的

《孤灯下的记忆》、阿诺德·C·布拉克曼的《另一个纽伦堡：东京审判未

曾述说的故事》、余戈的《1944：龙陵会战》、郦波的《五百年来王阳明》、

何建明的《那山，那水》、弗雷德里克·罗格瓦尔的《战争的余烬：法兰西

殖民帝国的灭亡及美国对越南的干预》、刘强东的《我的创业史》等10

部作品被评选为《作家文摘》2017年度“十大非虚构好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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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1月8日至10日，第二届中国剑门蜀

道诗歌节在四川剑阁县举行。其间举行了“千年蜀

道、雄奇剑门”诗歌朗诵暨颁奖晚会、第二届中国剑

门蜀道诗歌节诗歌论坛、中国蜀道文化大讲堂作家

讲座等活动。

在“千年蜀道、雄奇剑门”诗歌朗诵暨颁奖晚会

上，举行了“第六届《中国作家》剑门关文学奖”颁奖

仪式，剑阁县被授予“中国作家剑门关创作基地”。中

国作协副主席阎晶明，《中国作家》主编王山、副主编

程绍武，广元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周键，剑阁县委

书记向永东等出席并为获奖者颁奖。

王妹英的长篇小说《得城记》获得本届评奖的大

奖。唐天马的电视文学剧本《横断山》、梅驿的中篇小

说《结算》、张鲁镭的短篇小说《暗香》、张奇的中篇小

说《马不停蹄》、凡一平的电影剧本《沉香山》获得优

秀奖。

“剑门关文学奖”由《中国作家》杂志社与广元市

委、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2011年开始设立，每年评

选一次。

（唐海清）

第六届《中国作家》剑门关文学奖颁奖

本报讯 1月11日，作家梁晓声逾百万字的新

作《人世间》在京首发。中国青年出版总社党委书记、

社长皮钧，中国青年出版总社副总编辑李师东，评论

家孟繁华和作者梁晓声围绕该书的创作、出版等话

题进行交流。

长篇小说《人世间》是中国作家协会2017年度

重点作品扶持选题，也是“十三五”国家重点出版物

出版规划项目图书。该书共三卷，历经数年创作完

成。这部小说以北方省会城市一位周姓平民子弟的

生活轨迹为线索，从20世纪70年代写到改革开放

后的今天，多角度、多方位、多层次地描写了中国社

会的巨大变迁和百姓生活的跌宕起伏。

发布会上，大家谈到，《人世间》在叙事中坚持平

民视角，抒写草根青年的奋斗和拼搏。作家以对生活

的深入体察，精微描摹普通人的生活，精妙表现他们

的喜怒哀乐。小说描写的周氏一家，从“新中国第一

代建筑工人”周志刚，德才貌兼备的周秉义、周蓉兄

妹，到人称“一根筋”的周秉昆，个性和学养有别，却

都不遗余力践行中国传统道德，表现出高度文化自

觉。《人世间》里人物的命运轨迹虽各有不同，但善良

正直、自尊自强、勤劳坚忍、尚礼乐群等人性中的幽

微之光却熠熠夺目。小说时空跨度大，刻画人物多，

既抒写了中国社会发展的光荣与梦想，也反映了改

革开放进程的艰难和复杂，表现出作者驾驭复杂题

材的匠心独具和深厚功力，作品有筋骨、有道德、有

温度，是一部“五十年中国百姓生活史”。（欣 闻）

本报讯 据《人民日报》客户端消息，近日，英国老牌权威报纸

《每日电讯报》从过去一百多年的历史里评出了最杰出的20部间谍

小说。其中不乏我们熟悉的作品，如“007邦德系列”的原著《俄罗斯

情书》、《谍影重重》的原著《伯恩的身份》、希区柯克电影《三十九级台

阶》的同名原著，以及苏联小说《春天的十七个瞬间》等。此外，榜单

还收录了吉卜林、毛姆、康拉德、约翰·勒卡雷、格雷厄姆·格林等知名

作家的作品。

这份谍战小说20强名单中，只有两部来自非英语国家，其中一部

是中国作家麦家2002年出版的长篇小说《解密》。《解密》不仅是这份榜

单中唯一的中文小说，也是亚洲文学唯一的入选者。

《每日电讯报》对《解密》的评语是：这是一个关于孤僻天才成长为

杰出破译家的故事，延续了中国古典小说的叙事传统，整个故事扑朔迷

离、如梦似幻又枝节繁生，但最终读者会迫不及待去破解书中的奥秘，

就像小说主人公对待他的密码一样。 （欣 闻）

《解密》入选间谍小说20佳

作为“中国国家博物馆20世纪名家系列展”中的重要项目之一，1月16日，由中国国家博物馆、四川
博物院和荣宝斋联合主办的“张大千艺术展”在国博开幕。此次展览分为“集古得新”“临摹敦煌”“大风
堂收藏”“大千师友”“大千用印”5个单元，系统展示了20世纪中国画坛的艺术巨匠张大千一生的创作历
程。在展出的100余件（套）作品中，既有艺术家不同时期的代表作，也有他收藏的重要古代绘画藏品。
展览将持续至3月4日。 （王 觅）

图为张大千1936年作品《龙泉寺检书图》（局部）

梁晓声新作《人世间》首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