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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书贴

“新力量”文丛

《文学新活力》《绽放的荣光》
文艺报社 主编

安徽文艺出版社 2018年9月出版

安徽文艺出版社近期推出“新力量”文丛。其
中，《文学新活力——当代中国青年作家创作实力
展》是《文艺报》“聚焦文学新力量”栏目作品的汇
编。此栏目自2013年3月一直持续至今，选取创作
实力较为突出的60位中青年作家作为评述对象，评
家也多为“70后”、“80后”作者，栏目受到广大读者
的关注。书中每组包括作家创作简介、评家观点与
作家自述三部分，让读者较为全面地感受这些青年
作家为文坛带来的新力量、新活力。

《绽放的荣光——74位中国作家创作历程全记
录》收录了《文艺报》“文学院”专刊2013年7月至今
推出的74位作家的相关评述。这些作家都是在鲁迅
文学院学习过的，在创作上都取得了较好的成绩。
针对每一位青年作家，以作家自述、文友印象、评价
观点三篇文章为一组，较为立体地展示了他们的创
作风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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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李晓晨） 10月30日，全国网络文学重点园地工作联席会

议专题会议在京举行。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的重要论

述，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网络文艺的重要论述，要求坚决抵制官场“亚文

化”小说等不良创作倾向，满足广大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美好精神生活需要，

切实承担起网络文学的责任与使命。中国作协副主席李敬泽出席会议并讲

话。中国作协网络文学中心副主任安亚斌，以及来自阅文集团、中国作家网、

晋江文学城、17K小说、掌阅文化、纵横中文网等40家文学网站的代表参加会

议。会议由中国作协网络文学中心主任何弘主持。

李敬泽在讲话中谈到，近年来，我国网络文学发展势头迅猛，影响力不断

增强，与此同时，网络文学创作依然存在泥沙俱下、野蛮生长的问题，严重影

响、制约了网络文学正常、健康的发展。官场“亚文化”小说沉渣泛起就是其中

一个症候，这些小说有的主题黑暗，将所谓黑幕作为卖点，有的内容低俗，为吸

引眼球和增加点击率加入了大量权钱、权色交易情节。这些小说以隐蔽方式

借助门户网站、微信、微博、APP等渠道大肆传播，宣扬错误、低级、腐朽、阴暗

的价值观，误导读者，严重扭曲了部分党员干部的人生观、价值观，损害党和政

府的形象，产生了十分恶劣的社会影响。究其根本，这一现象存在的原因在于

相关网站思想上存在偏差，没有切实做到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打擦边球”、

“唯点击率”的思想仍然存在。中国作协高度重视这一问题，网络文学中心等

相关部门进行了大量梳理和调研工作，相关网站必须采取措施坚决抵制这一

不良倾向。要以此为例，以此为戒，举一反三，积极、主动、认真进行清理整改，

切实承担责任，坚决杜绝以官场“亚文化”小说为代表的一系列违背社会公序

良俗、有违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现象。

李敬泽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对网络文学提出了新的要求，

新形势下，网络文学界要按照习近平总书记要求，把提高作品质量作为生命

线，创作出更多优秀作品。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的重要论

述，特别是关于网络文艺的重要论述。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

视网络文艺的发展，多次作出重要论述，近期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又专门

谈到网络文艺的发展，这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对网络文艺的关心和支持。习近平

总书记的重要论述是网络文学健康发展的根本指南，网络文学界要认真学

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论述，入脑入心，并由此出发解决行业中存在的

问题。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弘扬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承担起

对一代代青年读者、对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责任。

来自多个网站的代表在会上发言。大家表示，网络文学创作中存在的官

场“亚文化”小说造成了非常不良的社会影响，网站对此负有重要责任。要深

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深入学

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的重要论述，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

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正能量，对读者进行正确引导。对内容低俗的

小说要采取零容忍，并予以坚决抵制。要深挖问题存在的根源，主动采取措施

清查整改，解决问题。要实行审核和激励并行，弱化各类榜单、点击量影响，建

立良性竞争机制，营造良好的业态环境。要出台相关整改措施，进一步加大筛

选力度，加强对内容和渠道的审核，严把关细把关，切实落实编辑责任制度。

积极组织从业者与作家、评论家进行对话交流，引导从业者牢记使命担当，不

断提高思想素质、政治素质、业务素质。要加大现实题材创作力度，提高网络

文学的创作水准，努力打造不负党和人民期待的平台和企业，为网络文学的繁

荣发展贡献力量。

以丰富的创作见证现实的巨变
《文艺报》举办“回首四十年 放歌新时代”首场研讨会

本报讯（记者 王杨） 今年是改革开放40

周年。为了回顾改革开放40年来文学的发展历

程，为新时代文学创作提供有益借鉴，文艺报社

将陆续举办“回首四十年 放歌新时代”系列文

学研讨会，请各个文学门类的专家共同研讨改革

开放40年来当代文学的特点、经验和启示。

10月29日，“回首四十年 放歌新时代”系列

文学研讨会的首场研讨会在京举行。本次研讨会

聚焦改革开放40年来的小说、诗歌、儿童文学三

个门类的创作成就及启示意义。中国作协书记处

书记吴义勤出席研讨会并致辞。潘凯雄、施战军、

王干、程光炜、张志忠、牛玉秋，叶延滨、商震、李少

君、张清华、何言宏、霍俊明，张之路、王泉根、方卫

平、海飞、徐德霞和徐可、胡军等与会研讨。研讨会

由《文艺报》总编辑梁鸿鹰主持。

吴义勤在致辞中说，改革开放让文学回归到

启蒙传统和现实主义传统，文学在自身的发展逻

辑中变得更为丰富、多元。40年来，中国文学与

世界文学同步发展、密切关联。今天，我们的文化

和文学自信逐步增强，文学实现更好地“走出

去”。文学的观念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大家的观

念更具包容性。中国文学能够取得今天的成就，

文学价值观的改变是非常重要的内部支撑和动

力。文学的外部环境也越来越好。中国文学从生

产、传播到消费各个领域，已经完成了从计划经

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化。中国文学已经从传统形态

开始向网络、高科技、全媒体时代的新形态转变，

文学的生存方式、感受方式、审美方式发生了巨

大的变化。

小说：聚焦时代，不断探索

谈到小说这种文体的发展，潘凯雄认为，40

年来小说的发展可以概括为“纵横不出方圆，万

变不离其宗”，文学发展背后最重要的“推手”是

“时代的变化”和“艺术规律的探索”。时代的发展

变化无疑是影响文学走向的一股巨大力量，而作

家们对艺术规律的不断探索也会促进文学的多

样化发展。两方面的综合作用刻画出改革开放

40年文学的发展轨迹，这在当下依然有着重要

的启迪作用。当我们思索文学如何实现从“高原”

向“高峰”的攀登、文学如何在新时代发挥更为重

要的作用等命题时，牢记时代使命、遵循艺术规

律这样的“初心”依然是须臾不可忘却的。

施战军认为，上世纪80年代小说与时代联

系特别紧密；到90年代前后，文化小说、新历史

小说开始游离于这种紧密关系；再到新世纪以

来，小说中出现了一种新的历史与现实的统合关

系。回顾这些进程，一些问题值得我们进一步深

入探讨，比如长篇小说中的史诗性书写如何避免

套路化、小说书写新时代主题时如何兼顾现实性

与文学性等。

王干表示，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文学在思

想观念、叙事艺术、语言技巧等方面都取得了丰

硕的成果。在小说领域，作家们实现了叙述的多

样化，即使是在现实主义小说中，也融进了现代

主义甚至后现代主义的很多元素，让小说的总体

风貌更为丰富。与此同时，小说家们在作品中融

入了中国经验、中国文化、中国精神，塑造了一大

批我们耳熟能详的典型人物，为中国文学的人物

画廊增添了新的光彩。

牛玉秋特别关注改革开放以来中篇小说的

发展，在她看来，中篇小说真正崛起于改革开放

新时期的根本原因在于，它的文体特点适应了时

代的社会思潮和文学形式的需要，适应了中国作

家厚积薄发的创作需求。

诗歌：令人惊喜的丰富性

改革开放为中国诗坛注入了空前的活力，形

成了多样化的发展态势。叶延滨认为，近40年来

的中国诗歌有三种主要流向：一是面向世界、向

外的姿态，他们往往以现代主

义诗歌为主要创作倾向；二是

面对现实、向下的姿态，也即对

脚下土地的写实主义和民间的

姿态；三是面向传统的坚守姿

态，坚守古典诗歌的传统，坚守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传统，坚守革命文化的传

统。40年来，这三种姿态互相角力、互相影响，使

中国诗坛生态平衡、健康发展。

商震谈到，40年来诗歌创作最重要的特征

是对现实主义传统的恢复。现实主义诗歌还在

继续发展，从审美视角的扩大到对生活本质的

挖掘，都值得肯定。除此之外，其他的艺术探

索从未停止，当下诗歌创作的丰富性越来越让

人惊喜。从诗歌创作态势来看，40年来，诗歌对

经验的记录、对审美的挖掘方兴未艾，还有很大

前景。

李少君说，在大众传媒时代，中国诗歌经历

了向下挖掘的探索，也需要在未来有向上超越

的勇气，在新美学原则的演化下不断开拓诗歌

的疆土。张清华认为，因为改革开放而获得的世

界视野，让中国作家有了身份自觉，更加注重对

本土经验的探究。目前诗歌生态具有多样性，无法

用同一种风格或思想去概括。对于中国诗歌的发

展，值得抱以较高的期待。

儿童文学：坚持以儿童为中心

儿童文学创作坚持以儿童为中心，起到为儿

童系好人生的第一颗纽扣的重要作用。王泉根认

为，40年来，儿童文学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们

从成人中心主义转向儿童中心，对儿童文学的功

能有了更为深入的思考。儿童文学创作越来越多

样化，文体形式也更为丰富。儿童文学作家和出

版者的读者意识越来越明确。学校教育、阅读推

广，跨行业、跨门类的参与，促进了儿童文学的发

展。此外，中外儿童文学交流比以往任何时候更

加密切，儿童文学作品不断“走出去”。

（下转第2版）

学界纪念郑振铎诞辰120周年
本报讯 10月30日，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哲学部、国家文物局在京联合举办纪

念郑振铎先生诞辰120周年学术研讨会。张伯江、刘跃进、彭冰冰、朱岩石、吴晓

都、毛巧晖、陈福康、颜彦等参加会议。

在中国现代文化史上，郑振铎是一位百科全书式的学者，涉猎极广，在创作、翻

译、编辑、藏书、美术、考古、治史等方面，无不成就斐然。新中国成立后，郑振铎担

任中央文化部文物局局长（后为主管文物工作的文化部副部长），还兼任中国科学

院文学研究所和考古研究所的第一任所长，在延揽人才方面尽心竭力，还积极推动

古籍整理计划和相关学术研究。

大家谈到，郑振铎是一个有着开阔视野和广博胸怀的作家、学者。他自觉运用

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方法，辩证地吸纳外国文学的优秀成果，他在《文学大纲》等著作

中，坚持“文学统一观”，希望将革新后的中国文学带入世界文学的大舞台。他在俗

文学、民间文学研究方面成绩斐然。他对宝卷、变文、传奇剧等领域的研究，他对史

诗、神话等文类的研究，有着明显的比较文学的视野。他的藏书大宗在于集部，这

和他治中国文学史、俗文学史的研究方向密切相关。他为中国考古事业及文物保

护事业同样作出了巨大贡献，在文物立法、人才培养、杂志创办等方面起到了非常

重要的作用。郑振铎一生的工作，真正体现了用学术服务社会、服务人民的初衷。

我们纪念先生，就是要学习他的创造精神，发扬他在保存中开拓、在开拓中建设的

实践精神，对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进一步推动新时代文学、文

化的繁荣兴盛。 （欣 闻）

国家大剧院迎来“春华秋实”展演周

民族舞剧《尘埃落定》剧照（凌风/摄）

本报讯（记者 王觅） 10月23日至11月

21 日，国家大剧院迎来第十一届“春华秋

实——艺术院校舞台艺术精品展演周”。其

间，来自全国9所艺术院校的师生们为观众呈

现9台各具特色的演出，涵盖话剧、戏曲、音乐

会、舞剧等多种艺术形式。

据介绍，参加本届“春华秋实”展演周的作

品大多聚焦民族传统艺术，其中不乏师生原创

之作。中国传媒大学的话剧《安提戈涅.re-

mix》，用现代手法重新演绎古希腊索福克勒斯

的悲剧经典；北京舞蹈学院的民族舞剧《尘埃

落定》选材于阿来的同名长篇小说，以艺术形

式诠释了文学作品中命运与人性的思考；上海

音乐学院的《“大音之韵”之四——协奏与交响

音乐会》，汇聚了该校管弦乐、民乐、声乐、钢琴

等多位优秀艺术家；中央民族大学的《中华民

族风——少数民族舞蹈精品荟萃》风格浓郁、

大胆创新，展现了百花齐放的盛世华彩；上海

戏剧学院的话剧《生命行歌》由查明哲执导，五

代校友倾情演绎，传递了对生命尊严和死亡的

思考；中央音乐学院的《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

2018中国当代音乐——中央音乐学院作曲家

新作品音乐会》，其作品均由中国当代最为活

跃、颇具影响力的音乐领军人物创作；天津音

乐学院的《遇见·琴风——手风琴室内乐音乐

会》呈现了一批风格各异的手风琴之作；中国

戏曲学院的传统京剧《小放牛》《天女散花》《狮

子楼》（片段）作品展演，展示了国粹的独特魅

力；中央戏剧学院对话剧《家》进行重新演绎，

赋予经典作品以全新风格。

国家大剧院长期关注青年艺术力量的积

蓄与培养。作为公益性艺术品牌项目，“春华

秋实”展演周在以往10年间共邀请了23所海

内外艺术院校，带来91台、118场演出，吸引

观众14万余人次。本届展演周继续坚持公益

惠民的低价票原则。

本报讯 10月 23日，由《广西文学》和《散文选刊》两家杂志社联合主办的

2018年“重返故乡”主题创作研讨班在广西南宁举办。本次研讨班采用研讨和专

家授课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与会专家围绕“文学与故乡”、“文学与现实”等话题展开

讨论。大家谈到，对于作家而言，故乡是情感的源头、艺术的源头，故乡造就每一

位作家特殊的感觉、特殊的眼光，提供给作者特殊的经历和生命体验，是他们文学

成长的酵母，是他们创作的永恒营养源。

此次创作研讨班的举办，与《广西文学》的“重返故乡”栏目有关。《广西文学》

“重返故乡”栏目创办于2007年，倡导一种真诚接地气的写作，号召作家们重返故

乡，深入生活，关注百姓的命运和生存状态，并以鲜活的形式扎实呈现。主创者当

时在约稿信中提出，我们要“更注重生活的土壤和情感源头，更看重真诚、扎实而有

责任感的写作姿态”，“直面现实、关注时代变迁和当下人民生存状态和精神状态”。

2011年，《广西文学》“重返故乡”栏目同名作品集出版，此后还经常举办“重返故乡”

采风活动。为拓展栏目空间，扩大栏目影响，吸引全国作家的优质稿件，自2018年

起，“重返故乡”栏目改由《广西文学》与《散文选刊》共同打造，迄今已发表十几位全

国知名作家的作品。 （凌 冬）

广西举办“重返故乡”
主题创作研讨班

回首四十年回首四十年
放歌新时代放歌新时代

本报讯 11月 3日下午，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

长官林郑月娥在礼宾府会见了正在香港出席香港作

家联会成立30周年系列庆祝活动的中国作协主席、

中国文联主席铁凝。

林郑月娥欢迎铁凝率中国作协代表团访问香港，

感谢内地文学艺术界长期以来对香港文学艺术事业

发展的支持，介绍了特区政府发展香港文化事业的

多项举措，同时特区政府通过倡导全民阅读，促进

粤港澳大湾区文化互通互补，推动香港文学艺术进

一步发展。

铁凝感谢林郑月娥特首的会见，表示香港文化具

有多元包容的特点，是中华文化宝贵的组成部分，中

国作协、中国文联愿进一步加强内地与香港文学艺术

界的交流与合作。

香港特区政府民政事务局局长刘江华、香港作家

联会会长潘耀明、中国作协港澳台办公室主任张涛、

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宣传文

体部副部长罗江等会见时在座。

香港特首林郑月娥会见铁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