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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书贴 《昔日风景看不尽》
何镇邦 著

四川人民出版社

2018年12月出版

这 部 散 文
集是何镇邦的
文学回忆录，记
录了其在60年
文学生涯中所
经历的重要文
学事件和与作
家 冰 心 、刘 白
羽、浩然、汪曾
祺、张一弓、莫
言等交往中的
逸闻趣事。作
者以深情朴实
的笔调记录了
一段独特的历
史。全书史料
丰富，可谓一部
当代文学的“微
型档案”。

据新华社电 为更好地用先进典型引领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建设，中宣部宣教局、中国作协创研部于2018年4月开

展了“时代楷模”报告文学创作征集活动，受到全国广大作家

和文学爱好者的积极响应，截至2018年底共收到有效申报选

题130余项。

据中国作协创研部介绍，2018年6月，在第一次选题评

审会上，经专家论证投票，确定对第一批28个选题立项资助；

11月，确定对第二批9个选题立项资助，并将诗歌文体纳入

选题资助范围。截至目前，立项作品中已有5篇中短篇作品在

国家级报刊杂志发表，1部长篇作品在出版社出版。

即将由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高地——“时代楷模”报

告文学精选》一书，将收录已出版发表的“时代楷模”主题报告

文学作品24篇，包括“时代楷模”报告文学创作征集活动中已

发表出版的优秀成果，以及本次活动之外具有代表性、已公开

发表出版并在社会上引起巨大反响的“时代楷模”主题作品。

据介绍，此次“时代楷模”文学创作征集活动，呈现出征集

范围广泛、选题类型多样、作家配备合理、社会影响广泛、带动

创作热潮等特点。

本次活动放宽了选题申请限制，无需省级作家协会推荐、

可由个人提出申报，不设选题申报数量名额限制，弹性设置创

作篇幅要求和创作时间要求，在尊重文学创作规律的前提下，

最大程度地调动广大作家的参与积极性。

在选题确定方面，着力避免出现题材扎堆现象，努力让选

题覆盖尽可能多的“时代楷模”典型；交叉采用自由来稿遴选

与定向约稿两种方式，力求让最有实力的作家去创作自身最

擅长的题材，同时在作家配备方面兼顾不同的年龄、行业与风

格特点，使资深作家与新锐作家都深入参与，作品呈现出多

样、丰富的美学特征。

活动开展以来，已有多篇（部）优秀作品完成创作、出版发

表，获得社会认可与好评，由此带动一批作家和文学爱好者投

入相关主题创作，发表大量具体扶持项目之外的优秀作品，掀

起一场更广泛意义上的“时代楷模”主题文学创作热潮。

“时代楷模”报告文学创作征集活动产生积极反响

本报讯（记者 黄尚恩） 2018年12月20日，“2018·

中国作协诗歌委员会年会暨改革开放四十周年诗歌研讨

会”在四川乐至县举行。活动由中国作协诗歌委员会主

办，乐至县委县政府和《草堂》诗刊社承办。中国作协副主

席吉狄马加出席并讲话。叶延滨、梁平、李文朝等20位诗

歌委员会委员和诗人代表参加活动。

吉狄马加在讲话中说，伴随着改革开放40年的进程，

中国当代诗歌始终与人民同心、与时代同行，在新诗和当

代诗词两方面都取得了丰硕的创作成果。但是，如何促进

诗歌更好地走向未来，如何继承几千年来的优良诗歌传

统，并融入到当下的诗歌创作，这是非常重要的课题。现

在全国上下正在不断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诗人们要进一步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以

优秀诗作反映人民创造美好生活的生动实践、见证这个伟

大的时代。诗人当然要表达个人的独特发现，但这种发现

应该与时代、社会、人民紧密相连，反映出这个伟大时代的

崭新气象。中国作协诗歌委员会要充分发挥其专业性优

势，对当前诗歌创作态势有总体分析把握，引导诗人们关

注现实生活、倾听人民心声，创作更多具有正能量的作品，

促进诗歌更好地走进公众生活，为建设美好精神生活空间

发挥更重要作用。

与会委员们对中国作协诗歌委员会过去一年所做的

工作进行总结，并就新一年如何更好地开展工作提出建

议。大家说，2018年是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中国作协

诗歌委员会组织诗人走进四川、广东、贵州等地进行采访

创作，以真诚的诗句来讴歌改革开放取得的巨大成就。在

中国作协的指导下，诗歌委员会在新的一年里要更好地发

挥对于中国诗歌发展的专业的、正面的引导作用。要加强

与各地作协、高校和科研机构的联系、合作，对重要的诗歌

现象、诗人诗作和诗歌理论问题进行探讨。围绕“庆祝中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的主题，积极开展多种形式的

诗歌活动，让新诗和当代诗词两方面的诗歌写作者都参与

进来，加强彼此之间的沟通、联系。要把各种不同创作倾

向的诗人更好地团结起来，大家一起为繁荣诗歌事业齐心

协力。诗歌委员会委员要以身作则，扎扎实实地安下心来

搞创作，对有价值的诗歌问题敢于亮出自己的声音，积极

扶持诗歌新人，以切实的行动来推动诗歌发展。

大家还围绕“改革开放40年来的诗歌创作成就”进行

研讨。大家认为，这40年来的诗歌发展，一个浪潮接着一

个浪潮，涌现出了一大批优秀的诗人诗作。诗人们的诗歌

观念越来越开放、多元，形成了各种各样的诗歌创作风

格。诗歌理论批评也更加活跃，有很多批评家既有理论的

高度和视野，又能够紧盯诗歌创作现场，写出具有生命活

力的诗歌批评文章。诗人写评论、诗人译诗等现象非常普

遍，诗歌出版进一步回暖，诗歌越来越走进人民的生活空

间之中。总结这40年来的诗歌发展经验，站在新的历史

节点，诗人们要继续保持与时代、与社会的紧密联系，继承

中外优秀诗歌传统，写出属于新时代的伟大诗篇。

活动期间，主办方还组织诗人就“中国当代诗歌的田园

书写”等话题进行座谈。诗人们还走进陈毅故里和乐至乡镇

进行采访，并就向永生诗集《风吹诗花向天涯》进行研讨。

本报讯（记者 行超） 近日，由《中国作家》杂志社、鄂

尔多斯市人民政府主办的第十届“《中国作家》鄂尔多斯文

学奖”在鄂尔多斯市举行颁奖典礼。中国作协副主席白庚

胜出席并讲话。牛俊雁、王山、艾克拜尔·米吉提、程绍武、

高伟、祁毕西勒图、王建国、苏翠芳等主办方相关负责人、作

家评论家、获奖者代表参加颁奖典礼。

白庚胜在致辞中说，《中国作家》“鄂尔多斯文学奖”自

2008年创立以来，在中国文学界已经成为一块金灿灿、沉

甸甸的文学品牌。他希望继续办好“鄂尔多斯文学奖”，鼓

励广大作家和文学工作者从改革开放宏伟实践中，从全国

人民的砥砺奋进中获取向上的力量，创作出更多展示人民

群众奋发有为的动人故事，让更多人从文学中获得更饱满

的文化自信。

本届评奖共评选出26部获奖作品。其中，关仁山的

《金谷银山》，何建明的《死亡征战》获得大奖；辛铭、叶延滨、

程蔚东的《新时代之歌》，南丁的《经七路34号》，黄蓓佳的

《珞珈路》，陈启文的《西藏之路——林拉高等级公路拉萨段

追踪》，李春雷的《妮妮下乡——定西“精准扶贫”纪事》，柳

建伟的《生死七日》等16部作品获得优秀奖；唐诗云的《白

雪皑皑》，杨中华的《大悲咒》，慕容料的《蟹子蛛》，张金凤的

《双字诀》获得新人奖；乌雅泰的《成吉思汗和他的两匹骏

马》，郝泽军的《大河人家》，刘志成的《民风中的鄂尔多斯》，

魏金梅的《鄂尔多斯儿女》获得特别奖。

关仁山、辛铭、宋方金、乌雅泰、张金凤作为获奖作家代

表发表了获奖感言。作家们认为，加强现实题材创作是新

时代的召唤，也是文学发展的内在要求。作家必须与时代、

与人民走到一起，才能有生命力。时代需要英雄，人民需要

英雄，作家应该有责任为时代而歌，为英雄而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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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作协诗歌委员会2018年会探讨诗歌发展举措

诗歌创作要见证时代反映人心

本报讯（记者 王觅） 2018年12月23日，由中国作

家出版集团主办、中国作家网承办的全国文学内刊工作

座谈会在京举行。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中国作家出版

集团管委会主任吴义勤出席并讲话。来自全国各地38

家文学内刊的主编、编辑参加座谈。座谈会由中国作家

出版集团管委会副主任鲍坚主持。

吴义勤在讲话中说，为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和

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精神，根据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群

团改革工作重要指示精神，中国作协开拓思路、创新办

法，在延伸工作手臂、服务基层作家和文学爱好者方面做

了大量工作，其中就包括对文学内刊的关注。改革开放

以来，文学内刊伴随着新时期文学的发展大量涌现，和全

国的文学报刊一起构成了当前规模庞大、层次丰富、风格

多样的文学作品发表园地。在数字化时代、新媒体语境

中，文学期刊尤其是文学内刊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

办好文学内刊要进一步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

信”，把好意识形态关，增强使命感和责任感，加强组织协

调，提高业务能力，以发现文学的新生力量、培养文学新

人为己任，继续发扬改革创新精神，积极应变，主动求变，

把提高质量作为文艺作品的生命线，把刊物办出品位，办

出特色。

会上，施战军、李少君、杨晓升、孔令燕、徐晨亮、张菁

等文学期刊负责人在发言中肯定了文学内刊的重要作

用，并从文学刊物的现状、价值定位、办刊特色、组稿与编

辑工作等不同角度进行了分享，希望文学内刊发挥灵活

多样的优势，不断提升办刊质量。刘建东、王晓渭、魏丽

敏介绍了河北、陕西、浙江文学内刊工作的先进经验。

参加此次座谈会的既有历史悠久、成绩斐然的文学

内刊，也有近几年刚刚创办的新刊，既有省级作协刊物，

也有市县级文联、作协、文化馆主办的刊物，具有广泛代

表性。与会者围绕文学内刊在当代文学发展中的作用、

如何利用新媒体做好内刊工作、如何与中国作家网联手共创新的

文学平台等话题展开探讨。主办方表示，这是首次举办全国范围

的文学内刊工作座谈会。今后将继续发挥中国作家网的平台阵地

作用和技术、资源优势，形成文学内刊工作的长效联动机制，广泛

团结作家，激发文学创作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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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民族文学》杂志在新的一年以新的面

貌与广大读者见面。《民族文学》汉文版进行扩版，页

码由160页增加至208页。这是该刊物自2015年改

版之后的再一次扩版，这次扩版意味着《民族文学》

进入了刊发长篇作品的期刊行列。

据介绍，扩版后的《民族文学》，将以刊发长篇作

品的新栏目“长篇聚焦”为龙头，促进各门类作品的

创作。2019年第1期，刊发了关仁山、杨健棣合作

的长篇小说《戳脚》，体现了《民族文学》对加强现实

题材创作的关切和提倡。“戳脚”是北方以腿脚功夫

为主的拳术之一。在小说中，戳脚的功夫及快要失

传的传统武术戏，由李继成和李虎申带到了京城，在

“城市病”泛滥的当下得以闪光，并成功地成为城乡

居民之间的粘合剂。小说以对民间传统文化的书写

为核心，深入探讨了乡村的困境和转型、农民工进

城、城乡之间的隔阂与逐渐走向融合等问题。

从2019年第1期起，《民族文学》还开辟了“庆

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栏目，刊发相关献礼作品，并

将举办“祖国在我心中——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

多语种散文有奖征文”活动。第1期还刊发了壮族作

家亚明的《声音》、藏族作家益希单增的《暗香残留》

等小说，瑶族作家纪尘的《心是所有的千山万水》等

散文，彝族诗人阿卓务林的《万格山条约》、藏族诗人

阿顿·华多太的《白俄罗斯行纪》等诗歌，以及周景

雷、张柱林、李林荣、邱婧等人的评论。

《民族文学》主编石一宁表示，此次扩版，是《民

族文学》对新时代少数民族文学繁荣局面的热忱呼

应，旨在进一步促进少数民族文学的繁荣发展。《民

族文学》杂志社将以这次扩版为新的起点，继续兢兢

业业，勤勉精进，以不断出新人出精品来回应读者的

期许，接受时代的检阅。

（欣 闻）

《民族文学》新年扩版刊发长篇作品

本报讯 近日，由中国人民大学文艺思潮研究

所、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共同主办的“滕贞甫长篇小

说《刀兵过》研讨会”在京举行。白烨、贺绍俊、徐坤、

陈福民、钱念孙、韩春燕等专家学者围绕该作的思想

艺术特色展开研讨。会议由中国人民大学教授程光

炜主持。

滕贞甫的长篇小说《刀兵过》首发于《中国作家》

杂志，2018年9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是一部

以东北大地百年历史为背景、反映主人公经历种种

坎坷始终坚守儒家信念的作品。与会专家认为，《刀

兵过》中传统文化内涵丰富，儒释道等文化因素都在

小说中有所体现。在写作中，作者对暴力革命进行了

深刻的反思。此外，小说语言内敛节制干净，细节绵

密，显示了作者的美学追求，体现了一种儒家的中和

之美。小说中的人物，没有绝对的好，也没有绝对的

坏，体现了作者对世界和人性的复杂观照。

滕贞甫谈到，《刀兵过》的创作，起源于他对辽南

乡贤的持续关注。多年来，他持续关注这方土地及其

人民的命运，发现这里中国传统文化丰富而复杂，他

希望自己的小说能够提供一种了解这片土地近百年

来历史的视角。

（行 超）

专家研讨滕贞甫长篇小说《刀兵过》

本报讯 暌违13年，作家李洱终于推出了他新创作完成的长篇

小说《应物兄》，小说一经出版即引起众多关注。2018年12月24日，

《应物兄》研讨会在上海举行，程德培、金宇澄、吴亮、王鸿生、何平、金

理、张定浩、项静等围绕这部小说进行了深入讨论。

《应物兄》首发于2018年《收获》长篇专号秋卷和冬卷，后由人民

文学出版社出版。“应物兄”这个似真似假的名字，串连起30多年来

知识分子群体的生活经历，小说虚构了济州大学“儒学研究院”的筹

建，试图探讨并勾勒出这一过程中一群负重而行的人群的精神轨

迹。与会者谈到，《应物兄》通过儒学研究院和传统文化的联系，把中

国几十年间知识界、文化界各种现象呈现出来，小说描绘的是复杂、

暧昧的知识分子图像，要了解最近30年的中国知识界，这部小说不

啻为合适的选择。作为一部不分卷、部、回的长达90万字的小说，各

色人等在作品中纷纭出没，人物遍布政、商、学、媒体、寺院、江湖、市

井，但主体仍是三代学院知识分子。小说遵循人物日常的“言行举

止”、即时的“所感所发”，来塑造知识分子群体的风貌。

大家还认为，《应物兄》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相当博大丰富的知识

体系，书中涉及数十种植物、近百种动物，还有器物和玩具等，诗词曲

赋等更是不胜枚举。作家通过知识的叙述，为我们提供了看待当前社

会的总体性视角，从这种百科全书式的书写追求中，读者可以感受到

作家在生物学、历史学、流行文化等领域所做的大量案头工作，其知

识储备之丰富令人叹为观止。有评论家提出，小说阅读本身应该带有

知识补偿的功能，在《应物兄》里，李洱把这个功能发挥到极致。更加

可贵的是，如此繁富的知识元素，在小说中并不是简单的堆砌和炫

技。《应物兄》将知识元素化、元素意象化、意象历史化的叙事方式，增

加了文学趣味，丰满了人物形象，立体地呈现了当代人知识生活的形

态，揭示了知识分子群体的困境。 （欣 闻）

上海研讨李洱《应物兄》

元旦前夕，国家大剧院迎来建院11周年纪念日，一年一度的国家大剧院“公众开放日艺术节”亦如期举
行。当天，50余场丰富多彩的演出及艺术活动在国家大剧院的各个剧场和公共空间轮番登台，力求让每位观
众徜徉在艺术的世界里。“公众开放日艺术节”是国家大剧院最具人气和特色的活动之一，每年都有来自社会
各界的上万名市民踊跃参与。今年艺术节上，歌剧电影《这里的黎明静悄悄》首映、“同一首歌——国家大剧院
建院11周年合唱音乐会”、古典音乐频道演出实况欣赏、“经典与新声——国家大剧院制作剧目特别演出”、

“漫步经典——名家音乐分享会”、“浪漫探戈——阿根廷舞蹈荟萃”等活动各具特色，智能机器人、朗读亭、
“舞台梦·剧中人”体验等巧妙融合科技元素，让人流连忘返。图为艺术节活动现场。 （王觅/文 凌风/摄）

本报讯 近日，由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山东作协、东营市委宣

传部共同主办的“第二届黄河口报告文学创作高端论坛”在山东东

营举行。李炳银、徐福生、赵明印、崔树海等主办方相关负责人，张

陵、张健、丁临一、李忠效、长江、李青松、徐锦庚、任林举等40多位

作家、评论家，以及东营当地的30余位文学爱好者参加论坛。

在论坛上，与会者紧紧围绕“与时代同行、与人民同心——报

告文学与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的互动总结”这一主题，探讨40年

来报告文学的发展变化，总结交流报告文学创作的经验，畅想报告

文学未来的发展方向。大家认为，中国报告文学事业伴随着改革

开放的步伐正在砥砺前行。40年来，报告文学作家坚持深入生

活，保持与社会现实的紧密联系，在创作中表达见识与情怀，创作

出了一批优秀的报告文学作品。

大家表示，报告文学的创作环境越来越好，报告文学的理论研

究日趋丰富和深入。在用非虚构的笔触讲述中国故事方面，报告

文学的独特价值和作用不可忽视，它是对外宣传介绍中国现实社

会的很好的载体和渠道。真实地记录生活，是报告文学的使命。

讲好中国故事，是中国报告文学作家面临的重要课题。报告文学

创作要处理好生活真实和艺术真实的关系、素材事实与人物形象

的关系，从具体的创作中发现问题、提炼思想，进一步加强理论探

讨对创作实践的引导。

论坛期间，大家还前往中海石油东营石化、黄河口自然保护区

等地进行考察采访。 （宋 晗）

第二届黄河口
报告文学创作论坛举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