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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秀文艺作品反映着一个国家、民族的文化创

造能力和水平。时代成就优秀作品，优秀作品彪炳

时代辉煌。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没有优秀作品，其

他事情搞得再热闹、再花哨，那也只是表面文章、过

眼烟云。”

优秀之作来源于对我们国家历史现实的深刻洞

察，要立足中国现实，植根中国大地，讲好中国故事，

特别是要把当代中国发展进步和当代中国人的精彩

生活表现好展示好。要站在思想的高度、理想的高

度，去理解社会、烛照现实、洞察人生，提高作品的精

神高度、文化内涵、艺术价值，深刻揭示社会的本质

和发展趋势，深刻体现对人生理想和价值追求，为人

们认识社会、认识世界提供有益参考，给人以思想的

启迪。

优秀之作属于伟大时代、具有鲜明中国气派，以

反映时代精神为神圣使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

当代中国精神的集中体现，是凝聚中国力量的思想

道德基础。作家艺术家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

引领，用创作体现中国人独特的思想、情感和审美，

热情表达新时代要求之新内涵，形象揭示社会进步

新律动，把对真善的情感融入创作之中，用更多有筋

骨、有道德、有温度的作品，展现大真大爱大美，让人

们在艺术的陶醉与情感的激荡中，自觉崇尚时代的

价值观。

创新是文艺的生命。美国诗人埃兹拉·庞德曾

说，“艺术家总在创新。任何不是创造、发明、发现的

作品都没多少价值。”优秀作品体现着创作者的创新

勇气创新精神。原创性是好作品的标志。提高原创能

力，要求作家艺术家要有独辟蹊径、开风气之先的勇气，要敢为天下

先，敢于冲破旧模式的藩篱。要紧跟时代生活的步伐，标举时代风貌，

引领时代风气，把从新时代获得的灵感和元气运用到创作实践中，在

审美领域、审美标准、审美品格、审美形式上不断有新的提高、新的突

破。要不断开掘和利用独特的文化资源，凸显独特艺术个性和艺术风

格，强化属于自己的“辨识度”，以新的创意构思、新的题材内容、新的

艺术表达收获创新性成果。

多出优秀作品要大力推动深度创新，实现观念和手法相结合、内

容和形式相融合。观念在文艺创作中具有先导性。创作观念始终循规

蹈矩、保守陈旧，思想艺术创新就是奢谈。要总结以往文艺经验，挖掘

规律性认识，吸收文艺创作前沿性成果，更新调整创作观念。内容是

作品的根本，要吸取各种文学艺术资源，探索新的表现内容，充分汲

取优秀传统文化营养，吸收外来有益文化，综合运用各种方式，不断

推进文艺形式创新。要运用各种艺术元素，使用多种艺术语汇，把民

族特色与世界潮流结合起来，以我

为主、兼收并蓄，丰富创作样态，借

力互联网和新媒体，助推创作方式

转变，提升创新空间，不断推出富有

艺术创造力的传世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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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王觅） 贵州是我国西

南地区的重要省份之一。4月14日至18

日，中国作协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主

题采访活动第一团来到这里，深入黔南布

依族苗族自治州、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

州、贵阳等地，一路走一路看，用心深入挖

掘这片土地上精彩的中国故事。

位于平塘县克度镇的500米口径球

面射电望远镜（FAST）是新时代我国综合

国力和科技创新不断提升的重要标志之

一，被誉为“中国天眼”。采访团实地察看

了这项重大科技工程的全貌，向工程技术

人员详细了解有关情况，并参观了“时代

楷模——天眼巨匠南仁东事迹展”、平塘

国际天文体验馆。河北省作协主席关仁山

表示，“中国天眼”可以观测遥远的天际，

让人类目光走出地球，对宇宙进行探索，

给人以蓬勃的力量。科学家南仁东坚毅执

著、严谨求实，用点点滴滴的平凡工作折

射出不平凡的光辉，无愧为我们身边的英

雄，值得我们学习。新时代的作家要善于

捕捉日常生活中的英雄故事，歌唱祖国，

讴歌英雄，努力为新时代的巨变画像。

三农问题关系千家万户、国计民生，

党的十九大将“精准脱贫”确定为决胜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三大攻坚战之一，这些都

是采访团此次贵州之行关注的重要内容。

与以往的主题采访活动不同，此次采访团

积极创新，首次采取小分队形式，兵分两

路分头采访，旨在更好地拓展基层采访的

深度和广度，真正取得实效。

由军旅作家柳建伟带领的采访团一

分队深入黔南州，实地走访龙里县新时代

文明实践中心、新时代农民（市民）讲习

所、易地扶贫搬迁“贵州样板”奋进社区及

部分帮扶安置就业企业，考察贵定县沿山

镇石板村工固寨文艺家思想扶贫观摩点、

云雾镇东坪村长寿寨新农村建设示范点

等地，对优秀驻村扶贫干部代表进行一对

一采访，对他们为民务实、勇挑重担的精

神感佩不已。军旅作家钟法权认为，新时

代讲习所及时传达了党的声音和政策，坚

定了广大群众的“四个自信”，就像一座凝

聚人心、鼓舞大家脱贫致富奔小康的加油

站。来自青海的自由撰稿人索南才让注意

到，当地村口的广场上有一面小土墙，村

民们在此写下“正直善良”、“诚实守信”等

家训，表达了大家脱去贫困帽、进入新生

活后的希望，以及对国家扶贫和新农村建

设的拥护和感恩。青年作家甫跃辉表示，

文学是对现实的映照，作家要深入鲜活的

现实生活，更切近、更准确地理解和把握

这个世界、这个时代。

采访期间，中国作协“文学照亮生活”

全民公益大讲堂第22期在龙里中等职业

技术学校举行，柳建伟为当地作家、文学

爱好者和师生作了主题为“以人民为中心

创作的几个关键问题”的讲座。

采访团二分队由中国作协创联部主

任彭学明带队。作家们赶赴黔东南州，在

雷山县和台江县分别与当地干部群众围

绕脱贫攻坚展开座谈，并走访了雷山西江

镇脚尧村、西江千户苗寨和台江排羊乡九

摆村等地，认真听取小康示范建设情况介

绍，采访以旅游和传统工艺带动致富的脱

贫攻坚先进人物代表。宁夏作协副主席张

学东感慨道，中华民族五千年历史生生不

息，在这个过程中一定有一种撼天动地的

精神力量始终激励民族前行。此次在贵州

亲身感受到不甘落后、自力更生的脚尧精

神，可谓中国精神的一个生动注脚，值得

认真书写。

值得一提的是，二分队的采访活动也

是“‘村暖花开’作家助力精准扶贫公益项

目”的重要组成部分。前不久，中华文学基

金会与深圳市平安公益基金会就合作开

展此项目正式签约。此次作家们组成扶贫

采访团来到台江县排羊乡，实地参观了在

平安支持下建起的带动当地致富的食用

菌生产企业，详细了解平安银行扶贫模式

及其经验做法。甘肃省作协主席马步升表

示，平安的扶贫行动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崭

新的“深度扶贫模式”，它唤醒了扶贫对象

的时代意识，整合了政府、企业和农户资

源，最终是要培育农户的生产能力和市场

生存能力，以防他们再度陷入贫困。河南

省作协副主席南飞雁认为，平安支持下的

“台江模式”以人民为中心，将金融保险手

段与助力脱贫攻坚的伟大实践紧密结合，

取得了显著成效。无论作家还是金融工作

者，都应在各自领域不断奉献出来自于人

民、服务于人民并最终让人民受益的精品

力作。

此外，贵州独具魅力的传统文化、民

族特色、民俗风情和自然资源，同样为作

家们今后的创作积累了丰富素材。活动期

间，采访团还前往贵阳孔学堂，龙里刺梨

产业文化展示厅，贵定云雾镇鸟王村贡茶

碑、茶叶种植基地、茶旅一体化示范点，雷

山西江苗族博物馆，都匀秦汉影视城、中

国茶文化博览园等地参观采访，每到一处

都有新的发现、新的灵感。百花文艺出版

社副总编辑汪惠仁谈到，贵州逐步探索出

一套行之有效的帮扶工作方法，既实现了

可以量化的物质帮扶，又在顶层设计上重

视文化帮扶。当地对优秀传统文化，特别

是对少数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尊重、保护

和开发，令人印象深刻。

采访活动结束前，采访团在贵阳举行

总结座谈会，作家们从不同角度畅谈了此

次海南和贵州之行的心得感受。大家表

示，此次活动主题突出、特色鲜明，内容丰

富、组织周密，让人收获颇丰、感慨良多。

接下来自己将用手中的笔，倾情书写此行

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以文学的形式向

新中国成立70周年献礼。

仰望星空抒豪情 脚踏实地看发展
中国作协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主题采访活动第一团走进贵州

新华社北京4月23日电 “一带一路”新闻合作联盟首

届理事会议4月23日在北京开幕。国家主席习近平向会议致

贺信。

习近平指出，“一带一路”倡议源于中国，机遇和成果属于

世界。参与各方秉持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

的丝路精神，努力把“一带一路”建设成为和平之路、繁荣之

路、开放之路、绿色之路、创新之路、文明之路。

习近平强调，我们高兴地看到，“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后，

在共建“一带一路”伙伴网络过程中，媒体发挥了积极的建设性

作用。“一带一路”新闻合作联盟为各国媒体提供了便利的交流

合作平台。希望各理事单位发扬丝路精神，加强沟通合作，在推

动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方面多

做工作，讲好“一带一路”故事，为共建“一带一路”营造良好舆

论氛围，让共建“一带一路”更好更多惠及沿线国家民众。

习近平向“一带一路”新闻合作联盟
首届理事会议致贺信

本报讯（记者 王杨） 在中国现代文学

馆，有三株日本著名作家井上靖送给冰心先

生的樱花，就种植在冰心的塑像旁边，代表了

中日作家的文学友谊。在樱花刚刚盛放过的

春日，4月21日，由中国作协外联部主办、北

京师范大学国际写作中心协办的中日作家恳

谈会在中国现代文学馆举行。中国作协主席

铁凝出席恳谈会。中国作协副主席莫言和日

本作家平野启一郎在开幕式上致辞。中国作

协书记处书记鲁敏主持开幕式。

莫言在致辞中说，本国与外国、传统与现

代、现实与文学这些看似对立的概念之间都

是相互融合、相互借鉴的。在日本，能够感受

到日本文化中充满中国文化的元素。不可否

认，日本文化以中国文化为源头，但在很多方

面又有自己的发明创造，并反过来影响了中

国文化。传统像一颗种子，和本民族的土壤

结合起来，就能生长出繁茂的大树和鲜花。

今年，日本将启用新年号“令和”，这是从

日本古籍《万叶集》中选择确定的。平野启一

郎说，新年号的确定，让很多日本年轻人开始

关注古典文学。语言是有着古老传统的，用

语言来工作的作家不能脱离传统。在写作

中，作家在思考什么和怎样感受是十分重要

的，尤其是在汉字文化圈中，对于现实与文学

关系的思考和写作具有重要意义。

恳谈会上，中国作家鲁敏、余华、李洱、阿

乙、张楚、张悦然、马小淘、丁鹏与日本作家中

村文则、柴崎友香、上田岳弘、泷口悠生、文月

悠光等围绕“传统与现代”、“现实与文学”两

个话题展开交流。

中国文学界、思想界关于传统与现代的

讨论贯穿了新文学百年历程。有一段时间，

人们喜欢把现代放在传统的对立面，在余华

看来，这是一种误解。他表示，传统永远是在

自我革新的，而它自我革新的手段就是现

代。传统与现代不是对立的关系，而是自我

成长的关系。对此李洱回应说，面对传统，作

家必须保持警觉，而现代就是警觉的代名

词。张悦然认为，传统是个人化的，作家创作

时所面对的传统是一个将无数源头融合的整

体性的传统，它可以来自另一个国度，也可以

来自作家的同代人。作家的每次创作都可以

看做是一次与传统的对话。阿乙以先锋文学

为例谈到，先锋文学代表了一种极为开放的

心态和学习精神，在叙事和语言上给中国小

说带来了新意，直接影响了下一代作家的写

作。过去，先锋文学是新的代表，但现在看来

则开创了一种新的传统。中村文则在回顾传

统的影响时说，中国的古诗令人感受到汉字

的博大精深、魅力无限，日本也有短歌、俳句

等形式，自己也很想通过简短的语言创作富

含深意的作品。传统以各种各样的形式影响

着后代文学，同时也不断孕育新生，这正是传

统文学之伟大。马小淘也认为，传统意味着

孕育和衍生，秉承从传统而来的人类幽微的

洞察力、蓬勃的创造力和无边的想象力，去书

写亲历的现实、自己独特而细微的认识和感

知，才是最好地完成传统和现代的链接。面

对广阔世界，作家不仅要有凝视的力量，也要

有不被裹挟的定力。

关于现实与文学，中日作家讨论了文学

对于现实的反映、现实与作者的关系以及文

学表达现实的方式方法等相关话题。鲁敏说，

虚构对现实是一种折射和对话，也是一种观

照和衬托，这种观照方式，有时很直接地以非

虚构的元素来体现。虚构与非虚构有一种很

深的互动，有时外部现实对某一强音的反复

变奏会与作家内心节奏形成共振；有时陌生

人身上的某种精神痛楚像是时代产生的裂

缝，在作家心中产生化学反应，引发创作欲

望。“现实是重要的解救和推动力量，会有效

帮助我们抵达写作的彼岸。”柴崎友香认为，

将现实、幻想以及别人的故事，用自己的话讲

出来，以某人的口吻重述某个故事，这就是文

学——“那些想要向世界传达的东西、遥远过

去的故事、一个不同于自己的世界、一成不变

的事物、通过语言用一种鲜活的触感创作出

另一片天地”。张楚表示，小说家的创作不能

只靠以现实来象征现实，现实主义不单是对

外部世界的还原和构建，更是作家内心真正

的风暴。现实主义是复杂的现实主义，而不是

一元的、机械的人物与故事。上田岳弘说，虽

然自己的作品构思带有科幻色彩，但只是自

己撇开现实偏见，想寻求一种方式表达出能

够被人认同的思想。能够让人“从非现实的事

物中感受现实”，才是文学妙处的体现。文月

悠光不太赞同用文学对“现实”的影响力去衡

量它的价值，她认为文学不是直接告诉人办法

和答案，也正因为如此，文学才展示出一种只

有文学才能做到的面对“现实”、与之抗争的方

法。与她同为“90后”的丁鹏认为，作家无法完

全忠实地摹写现实，一部现实主义作品也有

超脱和虚构的部分，而这恰是作品的灵魂和

精华所在。作者以此返照现实、反观人性，可

以抵达更本质的现实、擦亮人性的光辉。

本报讯 4月19日，由诗刊社中国诗

歌网、安徽省文联主办，《诗歌月刊》杂志

社、马鞍山市文联承办的第四届全国诗歌

报刊主编恳谈会在安徽马鞍山举行。“全国

诗歌报刊联盟”在会上正式成立。主办方

组织与会者参加“新时代诗歌的建设与发

展”主题研讨，并深入含山县、和县、当涂县

等地采访创作。中国作协名誉副主席廖奔

出席活动。《诗刊》主编李少君，安徽省文联

主席吴雪，马鞍山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夏

劲松，以及30多位诗歌刊物主编和综合性

文学刊物的诗歌编辑与会，为新时代诗歌

发展建言献策。

全国诗歌刊物主编恳谈会作为诗刊社

中国诗歌网的品牌活动，先后在北京、四川

雅安和江苏连云港举办，迄今已举办 4

届。本届恳谈会聚焦“新时代诗歌的建设

与发展”的主题，旨在推动诗人们创作出更

多“基调明亮、能量充足、人民喜爱、发挥社

会作用”的新时代诗歌。与会者认为，诗人

应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书写人民群众创造

美好生活的生动实践，以更多优秀诗作不

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精神生活需要。诗歌应当承担

记录新时代、书写新时代、讴歌新时代的使命，从当代中国

的伟大创造中捕捉创新的灵感，描绘我们这个时代的精神

图谱。好的诗歌作品应该是思想性和艺术性兼顾。诗人既

要关注现实，也要发挥自己的诗歌想象力，提升新时代诗歌

的原创性，提高诗歌的精神高度、文化内涵和艺术价值。在

新时代的诗歌进程中，诗歌刊物要有自己的立命和担当，秉

持精神的守望，联合推出更多优秀诗人诗作，切实推动诗歌

创作的繁荣兴盛。

会议期间宣布成立“全国诗歌报刊联盟”，并举行揭牌

仪式。主办方表示，组织成立全国诗歌报刊联盟，旨在广泛

团结全国诗歌界的力量，为人民奉献更多精品力作。今后

将通过组织形式多样的文学活动，为诗人们搭建广阔的交

流平台，及时捕捉当下诗歌创作动向，关注与发掘基层诗人

与有潜力的青年诗人，营造良好的诗歌创作、发表、评论和

宣传氛围，推动新时代诗歌创作的繁荣发展。经选举，诗刊

社为全国诗歌报刊联盟理事长单位，中国诗歌网总编辑金

石开任秘书长。

（欣 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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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强交流互鉴 理解传统现实
中日作家恳谈会在京举行

与会作家合影 尹 超 摄

本报讯 4月18日，由中国作协主办、中国电力作协

承办的中国作协“文学照亮生活”全民公益大讲堂第23期

走进湖北电力。作家格非为来自湖北电力系统的350余

位基层作家、文学爱好者带来题为“文学的个人经验与他

者”的讲座。湖北省作协党组书记、副主席文坤斗致辞。

国网湖北省电力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工会主席周新风主

持活动。

讲座中，格非从“个人经验、话语、他者”三方面出

发，引经据典、深入浅出地阐释了写作与这三者之间的

关系。他认为，个体经验的“同质化”和“碎片化”是贬值

的两大原因。时间概念的改变使得过去的经验和现在

完全不同。过去的时间慢，人在沿途中看到的都是故

事；当下的时间变得飞快，人不仅什么都看不到，连生活

都变得不真实。当下人们相似的经历让个体经验慢慢

贬值，变得不再生动。此外，社会分工的破碎、劳动整体

性的丧失使得个体只能了解局部，无法感知整体，对劳

动成果更无法产生自豪感和归属感，也就无法形成有价

值的个体经验。

在格非看来，对当今写作的另一大威胁是话语。面

对话语无时不在的影响，文学需要不断的陌生化。优秀

的作品要能够对生活产生反省甚至冒犯，让读者开始反

思自己的生活，重新理解生活的意义。他还谈到，要发现

个体经验中的真实性，必须要引入“他者”的概念。获得

自身经验的最好方式即先把自身经验放下，不断触及、了

解新的事物，通过新事物发现自己。格非建议写作者要

放开心胸，不要封闭自我，要有勇气面对众多不同类型的

文学和文化，多和性格、意见与自己不同的人打交道。要

多思考事物本身带给自己最真实的感受，不要用陈词滥

调，要真实体会笔下人物所想。

讲座结束后，现场观众踊跃提问，格非为大家签名赠

书。来自湖北电力系统的文学爱好者朗诵了格非长篇小

说《江南三部曲》第二部《山河入梦》的节选片段。

（李 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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