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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电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电影展

近日在埃及首都开罗中国文化中心开幕，6部中国电影将陆

续在开罗、亚历山大等城市上映。

据中国文化和旅游部中外文化交流中心相关负责人介

绍，此次电影展将展映《流浪地球》《开国大典》《甲方乙方》等

6部中国各个时期的优秀影片，观众可以通过这些电影了解

中国的发展成就和中国文化。

中国驻埃及大使廖力强在开幕式致辞中说，埃及是第一

个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阿拉伯国家，中埃建交63年来，两

国始终是好朋友、好伙伴、好兄弟。中国期待与埃及继续加强

人文交流，希望此次电影展能进一步增进中埃两国人民友谊。

埃及文化部文化发展基金会主席法西·阿卜杜勒-瓦哈

卜在致辞中说，电影产业已成为很多国家国民经济的重要组

成部分，电影也已成为文化交流的重要渠道。埃及期待与中

国在电影产业方面加强交流与合作。

据介绍，此次电影展是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

海外中国电影展的首场活动，未来在多个国家还将举行类似

影展。 （李碧念）

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电影展
在埃及开幕

本报讯（记者 王觅） 7月4日，鲁迅文学院第三十

六届中青年作家高级研讨班结业典礼在京举行。来自全

国各地的学员们圆满完成为期4个月的学习研修任务，顺

利结业。中国作协党组书记、副主席钱小芊，中国作协副

主席、鲁迅文学院院长吉狄马加，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吴

义勤、邱华栋出席结业典礼，并为学员们颁发结业证书。

吉狄马加在本届高研班总结讲话中说，今年是新中

国成立70周年，当前全党上下正在大力开展“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文艺和文学事业作为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文化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道路上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作家朋友们要把满足

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精神需求作为自己的初心和使命，

以创作为中心任务，以作品为立身之本，心无旁骛、精益

求精，在文学道路上砥砺前行，不断创造出精品力作，把

最好的精神食粮奉献给人民。吉狄马加希望学员们继续

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

一步坚守艺术理想，增强文化自信，牢记文学使命，始终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不断提高文化修养，涵养

精神品格，接续鲁院高研班的优良传统，在新的时代条件

下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文化基因，在未来的文学之路上

走得更加坚实、更加有力。

尹马、叶浅韵、贺涛、闫语等学员代表先后发言，回顾

分享了各自的学习收获，畅谈了参加本届高研班的心得体

会，表达了对鲁院的不舍之情以及今后继续创作出更多优

秀作品的决心和信心。学员们表示，鲁院的课程设计和教

学安排，更多的是着眼于大家的未来发展，给人以持久的

助推力和发展后劲。鲁院坚定了自己的文学理想，让每个

人在这里重新归零，认真思考，牢记自己的社会责任，用自

己的心灵去点燃人民心中的美好与希望。

据介绍，本届高研班各项工作开展顺利，圆满完成预

定教学计划和安排，学习研修成果丰硕。学员们表现出良

好的精神和学习风貌，学习热情高，有文学情怀，有钻研

精神。本届高研班累计开设精品课程35次。在课程设置

上，文学课、国情时政课、大文化课科学搭配，统筹安排，

不仅涉及领域广、覆盖面大，而且注重精品化、高端化，力

求最大范围开拓学员视野，最大程度提升学员素养，最大

容量丰富学员创作经验，最高标准强化学员使命意识。专

家学者们不仅就深入学习领会党的十九大精神、党的文

艺思想、党史、培育文化思维、宪法与法律以及国际热点

问题等做了专题讲座，同时还从文学写作、文艺理论等不

同方面给予学员专业上的启迪和指导，并以不同领域的

课程为学员们开辟了崭新的艺术天地，令大家受益匪浅。

本届高研班组织各类文学活动15次：开展中外经典

作品研读，并对十多位学员的诗歌、散文、小说作品进行

了深入研讨交流；举办有外国作家、学者参加的文学论坛

和交流活动，以开阔学员的写作视野；利用北京丰富的文

化资源，组织学员进行课堂外教学观摩；积极创造各类条

件，鼓励学员自发开展形式多样的文学沙龙，营造良好的

对话交流氛围；组织学员参加在京举行的文学研讨会及

各类文学公益活动。此外，高研班延请全国知名文学刊物

的主编、副主编担任学员辅导老师，在课程学习之外对学

员进行一对一辅导；组织学员赴京郊考察社会主义新农

村建设和民俗文化；组织学员赴延安进行社会实践活动，

在梁家河、文安驿及鲁艺、枣园、杨家岭等革命旧址接受

红色革命历史教育，并重温入党誓词。学员们还建立了班

级的微信公众号，实时推出和分享学习动态、学习体悟各

自的作品。丰富的学习和实践活动给学员们带来关于国

家、历史和人生的深切体验，入乎文学之内，又出乎文学

之外，是观念上的更新、认识上的顿悟、文学之心的沉潜

和对写作深深的敬畏。

出席结业典礼的还有中国作协办公厅主任李一鸣，

鲁迅文学院副院长邢春、李东华等。结业典礼由鲁迅文学

院副院长徐可主持。

鲁迅文学院第三十六届
中青年作家高级研讨班结业

本报讯 在日前举行的贝尔格莱德国际书展上，中译出版社授权

塞尔维亚知名文学出版社博特出版的4部新书首发，分别是赵瑜的《寻

找巴金的黛莉》、杜文娟的《阿里阿里》、张雅文的《生命的呐喊》、叶尔克

西的《远离严寒》。

发布会上，博特出版社总编杜博拉夫卡介绍了与中译出版社的合

作历程，并表示这4部作品是她从中译社众多出版物中精心选择的，相

信塞尔维亚的读者和她一样，能够从中感受到普通中国人的情感和生

存状态，中国的发展和贯穿其中的中国精神。

中国出版集团公司副总裁刘伯根表示，这是“一带一路”大背景下

中国文学走出去的成果。2019年中国驻塞尔维亚大使馆将就这4本

图书在塞尔维亚进行重点宣传和推广。在此之前，还翻译出版了莫言

的《丰乳肥臀》《酒国》，余华的《第七天》，张悦然的《十爱》。此次书展还

签订了阿来的《空山》出版合同。 （欣 闻）

本报讯 为使读者有更多机会深入体会世界文学经典，“阅读文学

经典”系列讲座第二季于6月29日在京启动。本次活动由人民文学出

版社和首都图书馆联合主办，讲座邀请余中先、陆建德、曹立波、陈众

议、刘文飞5位学者，分别围绕“巴黎圣母院与《巴黎圣母院》，彼此造就

对方”“莎士比亚笔下的女性形象”“《红楼梦》中人与曹雪芹的眼前人”

“永远的骑士——塞万提斯与《堂吉诃德》”“托尔斯泰的三部长篇小说”

等题目举办讲座，为广大读者深度解析5位世界文学大家及其作品，展

示文学的魅力。

此外，为了使读者能从多角度赏析经典名著，更深入了解文学名

著、品读经典，系列讲座期间，首都图书馆还举办了《巴黎圣母院》《莎士

比亚全集》《红楼梦》《堂吉诃德》《托尔斯泰文集》等的插画作品展及人

民文学出版社的版本展。展览针对讲座主题共展示20余种不同版本的

推荐图书，以呈现经典流传的轨迹和不同时代的审美特色。（陈泽宇）

“阅读文学经典”讲座启动
本报讯 6月 28日，中国美术家协会连环画、美术

理论、陶瓷、工艺美术艺术委员会换届大会在京举行。中

国文联党组书记李屹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国美协主席范

迪安，中国美协分党组书记徐里，中国美协分党组成员、

秘书长马锋辉以及来自全国各地的美术家等百余人出席

会议。会议由中国文联美术艺术中心副主任李伟主持。

会上宣读了中国美协关于四个艺委会成员的聘任决

定。中国人民大学艺术学院教授沈尧伊任连环画艺委会

名誉主任，鲁迅美术学院教授李晨任连环画艺委会主任；

中央美术学院教授邵大箴、薛永年任美术理论委员会名

誉主任，美术杂志社主编尚辉任美术理论委员会主任；清

华大学文科资深教授韩美林任陶瓷艺委会名誉主任，清

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白明任陶瓷艺委会主任；山东工艺

美术学院院长、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潘鲁生任工艺

美术艺委会主任。

据介绍，此次会议是中国美协践行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文艺工作的重要论述精神，推动新时代美术事业发展

的重要战略部署。依据《中国美术家协会章程》和《中国

美术家协会艺术委员会工作条例》的有关规定，聘任第五

届连环画艺委会成员18人，第四届美术理论委员会成员

35人，第三届陶瓷艺委会成员17人，第二届工艺美术艺

委会成员20人。委员选拔自各领域具有杰出成就的专

业权威、精英和青年骨干，在各研究方向上具有学术代表

性，富有开拓进取精神，热心艺委会公益活动。

（陈泽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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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丛子钰） 6月 29日，湖南师范

大学中国当代写作研究中心在长沙成立。由湖南师

范大学文学院、《文艺报》社、中国现代文学馆共同主

办的“走向辉煌——新中国成立七十年”研讨会同

时举行。湖南省政协主席李微微、作家韩少功为该中

心授牌。湖南省文联主席欧阳斌、湖南师范大学校长

蒋洪新致辞。南帆、施战军、贺绍俊、王跃文等数十位

作家、批评家出席活动。

欧阳斌表示，湖南师范大学当代写作研究中心

的成立，是为了创建一个贴近中国当代文学创作实

际的平台，既可以激活高校师生的研究兴趣和创作

潜能，推动作家创作理念和创作方式的改变，同时也

能促进高校研究人员文学观念的更新，让学术走出

象牙塔，更接地气。

据介绍，该中心将以湖南师范大学中国语言文

学一级学科为依托，打造兼顾当代文学创作、文学批

评和文学教育等功能的人才培养高地，为讲好中国

故事、构建中国批评话语体系作出贡献。汤素兰任研

究中心主任。

随后，与会者还围绕中国文学70年回顾与展

望、理想性与现实主义文学的可能性、全球化语境下

中国文学的创新与坚守等议题开展了研讨。大家认

为，当代文学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延续和继承，理想主

义是当代文学的一个重要的精神来源，理想主义不是

虚幻的乌托邦，而是真实的未来。21世纪的文学仍然

需要重新考量境遇与人的关系。文学家的重要职能就

是把日常生活的经验转化为美学，从文学内部进行中

国文学气质的转化，为人们的内心世界点亮灯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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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日前，由甘肃省社科院、甘肃省文联共同主办，甘肃省作

协等承办的“写意清水·助力脱贫”文学笔会在甘肃省天水市清水县举

办，来自全国各地的40余位作家参加。

此次笔会为期4天，以“看清水、写清水、助脱贫”为主题。为使作

家们更好地深入乡村生活的肌理，以多样的文学形式书写当地在驻村

帮扶、农村“三变”改革等工作中涌现出的典型人物、典型事迹及文化助

力脱贫的重要成果，主办方将参会作家进行分组，精心设计了包括“脱

贫攻坚”、“美丽乡村”、“产业扶贫”、“人文生态”、“农村人居环境”等8

个主题14条深度采风线路，以期全面立体地展示近年来当地干部群众

在精准扶贫政策下，以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主动实现脱贫致富的奋斗

实践。作家们表示，文学对社会生活的穿透力与影响力是无与伦比

的。文学作品中对社会发展状况的全面展示，对整个社会文明的发展

尤其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用优秀的文艺作品激励人民群众，使之奋

发努力追求梦想，是文化助力精准扶贫的重要体现。

据介绍，本次笔会亦是当地第九届轩辕文化旅游节的系列活动之

一。清水文化积淀丰厚，迄今已纳入国家和省市县非遗保护名录的文

化遗产就有37项，文旅在推动当地经济发展、助力脱贫攻坚方面具有

天然的优势。笔会期间，作家还参观了当地的博物馆、抗日救亡运动纪

念馆、重要的文化遗址与新兴产业园区等。作家们表示，要用手中的笔

书写当地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和淳朴的风土人情，为贫困地区脱贫攻

坚注入新的活力和动力。 （路斐斐）

作家赴甘肃清水采访创作

多部中国文学作品
推出塞尔维亚文版

本报讯 6月 30日，由《钟山》杂志社主办的

首届“《钟山》之星”文学奖颁奖典礼在南京举行。江

苏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王燕文，中国作协书记处

书记吴义勤，江苏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徐宁，江苏省

作协主席范小青，江苏省作协党组书记汪兴国，江

苏省作协副主席毕飞宇，《钟山》主编贾梦玮，以及

近20位青年作家参加活动。

“《钟山》之星”文学奖从去年底开始筹备，与此

前已举办五届的“紫金·人民文学之星”奖一脉相

承，属于江苏省紫金文化系列重要奖项之一，旨在

推出对汉语文学写作始终怀有敬畏之心，能够直面

多元、复杂、蓬勃的时代生活，同时不拘泥于陈旧的

写作习惯，敢于以诚恳而有力的创新思维拓展汉语

文学可能性的青年作家。该奖项面向年龄在35周

岁以下、用汉语写作的国内青年作家，共设两个奖

项：“年度青年作家奖”奖励上一年度文学影响较

大、综合实力和写作潜能俱佳的青年作家；“年度青

年佳作奖”奖励上一年度青年作家创作的有才华、

创造性和影响力的长篇小说、中篇小说、短篇小说、

诗歌及非虚构等单篇部的作品。

经过初评、终评，班宇、孙频获“年度青年作家

奖”，大头马的《赛洛西宾25》、王占黑的《小花旦的

故事》、包慧怡的《缮写室》、张天翼的《辛德瑞拉之

舞》、郑执的《仙症》获“年度青年佳作奖”。王燕文、

吴义勤、徐宁、范小青、汪兴国、韩松林、毕飞宇分别

为获奖作家颁奖。

当天下午，《钟山》杂志社举行2019年全国青

年作家笔会，丁颜、大头马、王占黑、方李靖、包慧怡、

孙频、沈书枝、宋阿曼、张天翼、周嘉宁、郑执、孟昭

旺、赵依、秦三澍、班宇、熊焱、默音等围绕“在过去与

未来之间”这一主题就文学传统对写作的影响、如何

面对严峻和复杂的现实、未来写作的向度或可能性、

文学创作同质化等话题展开了交流讨论。

（苏 闻）

本报讯（记者 王觅） 6月 30日至7月1日，

由重庆市川剧院演出的川剧《江姐》在国家大剧院

与观众见面。这是继2011年川剧《李亚仙》后时隔

8年重庆市川剧院再次走进国家大剧院，也是《江

姐》自2018年1月首演以来首次赴京演出。

作为一部向建党98周年献礼的红色经典剧

目，《江姐》取材于小说《红岩》，根据同名歌剧和老

版川剧改编，由中国剧协副主席、重庆市文联主席、

重庆市川剧院院长沈铁梅领衔主演。演出中，沈铁

梅力求突出和强化川剧的声腔艺术，清丽悠扬、优

美动听的高腔与紧凑的剧情、生动的表演完美融

合，还原了一个有血有肉的优秀女共产党员形象。

同时，该剧注重川剧特色和重庆地域特点，台词全

部采用诙谐的重庆话，给观众留下难忘印象。沈铁

梅表示，在该剧的排演过程中，江姐的精神始终在

感染和影响着自己。在当前全党深入开展“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之时，希望观众通过这部讴

歌党、讴歌祖国、讴歌人民、讴歌英雄的文艺作品，

进一步重温红色精神，感受信仰的力量。

7月2日，川剧《江姐》赴京演出专家研讨会在

京举行。中国剧协分党组书记陈彦，中国剧协副主

席罗怀臻、孟冰及专家学者、《江姐》主创团队代表

和演员等30余人与会研讨，共同品鉴和分析该剧

在思想性、艺术性等方面的特色，并对其进一步打

磨完善提出富有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与会者认

为，《江姐》将重庆本土优秀传统戏曲、独特的地域

文化特色和爱国主义、英雄主义精神有机结合，在

塑造人物的艺术形象上下功夫，可谓红色戏剧、重

庆文艺的一张新“名片”。全剧在继承传统的基础

上加以创新，不仅充分展现了沈铁梅深厚的表演功

底和较高的艺术驾驭能力，而且在音乐、服装、舞美

等各方面都呈现出全新面貌，具有强烈的冲击力和

感染力。自首演以来，《江姐》广受各地观众的欢迎

和好评，这说明江姐的精神在当代依然没有过时，

红色经典的魅力在今天更加光彩夺目。

图为川剧《江姐》剧照

首届“《钟山》之星”奖掖优秀青年作家

川剧《江姐》歌颂传承英雄精神

本报讯 6月28日，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等主办的“话说、

画说北京城里的‘人五人六’——刘一达京味儿文学新书分享会”

在京举行。演播艺术家艾宝良、画家马海方以及《人五人六》作者

刘一达共聚一堂，与各界读者一起探讨了关于文学与艺术的诸多

话题。

1978年以来，刘一达已创作出版诗歌、散文随笔、纪实文学、

报告文学、长篇小说、影视和话剧剧本80多部，形成了典型的京味

儿语言风格。新书《人五人六》中的34篇散文，勾勒出老北京的市

井细民、胡同里的凡俗小事。这些街坊邻居，有拾金不昧的、有地

道仗义的、有江湖侠义的，也有失了初心的、虚荣逞能的。他们有

情有趣，展现了北京人的做派和德行。那些被大历史牵动一生而

仍然冲淡怨怼、笑对夕阳的老人，如今多已作古。作者回忆起他

们，用情至深，浓烈真切。

谈及配图的艺术，马海方认为看一遍小说是不够的，看一遍只

有个大概印象，必须看两三遍才能画。在配图过程中，他发现文字

写人和用画笔画人塑造形象的手段是不一样的，希望大家读作品

的时候也注意人物的多角度性格刻画。

刘一达认为，民间文学就是纯讲故事，但文学不是这样，文学

有深刻的内涵。老舍说北京话是“活”的，就是要不断地推陈出新，

很多老北京话到现在都已经不用了，这是非常令人遗憾的。在他

看来，能咂摸出味儿来的文章才是好文章，而他也希望通过新作，

让读者咂摸出很多人生的味道。 （行 超）

刘一达新作与读者见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