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0
每周一、三、五出版

（今日八版）2020年10月9日中国作家协会主管主办

1949年9月25日创刊（总第4651期） 国内统一刊号CN11-0093 代号1-102

星期五

WENYI BAO 中国作家网网址 http://www.chinawriter.com.cn

责任编辑：李晓晨 新闻版邮箱：wybxinwen@sina．com

本报讯 今年10月5日是著名作家冰心诞辰120

周年纪念日。9月30日9时30分，中国作协主席铁凝、

副主席李敬泽同冰心的女儿吴青，共同向位于中国现

代文学馆的冰心墓敬献鲜花。铁凝将120朵红玫瑰组

成的花束轻轻放置于墓碑前，以纪念冰心先生诞辰120

周年。

玫瑰是冰心先生特别挚爱的花卉种类，冰心曾经

说道：“1919年，我进协和女子大学时，在长廊下开满了

长长的一大片猩红的大玫瑰花。这些玫瑰花第一次进

了我的眼帘，从此我就一辈子爱上了这我认为是艳冠

群芳，又有风骨的花朵，又似乎是她揭开了我生命最绚

烂的一页。”从此，她在百花齐放的大花园中找到了这

群芳之首、浓艳清香、闪现出铮铮傲骨的玫瑰。

1999年 2月，冰心与世长辞，人们用玫瑰和涛声

依依不舍地送别了这位世纪老人。2000年，中国现

代文学馆在新址落成后，冰心先生的部分骨灰即安葬

在位于其中的冰心雕像旁边。这座雕像由艺术家钱

绍武以白色大理石材质雕琢而成，主体形象以作家19

世纪 20年代的青春形象为蓝本，雕像后方一块横向

大理石碑上镌刻着冰心先生的名言：“有了爱就有了

一切。”石碑的背面镶嵌着一块铜牌，上面是赵朴初题

写的墓碑。雕像四周种有冰心喜欢的玫瑰及三株日

本友人馈赠的樱花，每到春天，盛开的樱花和玫瑰格

外喜人。

“有了爱就有了一切”，冰心先生的这句话点亮了

无数人的心灵，就像那盏温暖的小桔灯，启迪着一代

代读者。铁凝在回忆起冰心先生时表示，“相识的日

子如吉光片羽，直到今天，上世纪80年代第一次拜访

冰心先生的情景犹在眼前。她清爽的神情、明澈的目

光、睿智的言语，于我，如同生命里的春水、春风。冰

心先生秉持着深挚的社会关怀，她对人性、人情朴素

美好的感受，如一盏小桔灯，照亮了无数人的生活。

先生已经离去了，但她的光、她的温暖长久地留给了

我们，她在无数人心里闪亮着。我想这美丽的景象，

正如同她所吟唱的‘繁星’。”斯人已逝，人们不仅没有

淡忘冰心的名字和她的作品，反而更加怀念她、热爱

她和她的作品。爱心似海，繁星满天，作家用她一生

的言行和所书写的几百万字锦绣文章，充分显示了爱

与美的力量。

献花仪式结束后，铁凝、李敬泽、吴青还一起参观

了在中国现代文学馆举办的《墨上笔端总关情——冰

心捐赠书画展》。

冰心先生是中国现代文学馆的老朋友，也是当年

巴金先生倡议成立中国现代文学馆的热情支持者，她

不但将自己的大部分藏书和文稿都捐赠给文学馆，还

将毕生珍藏的136幅书画作品一同捐赠。为感谢她的

深情厚谊，也为了纪念这位书写“爱与美”的作家，中国

现代文学馆特意在冰心诞辰120周年之际举办此次展

览。展览所展出的书画作品，每一幅都有故事，每一张

都深含着文化、艺术与情谊、情趣。除了24幅绘画、11

幅书法作品外，展览还展出了冰心先生的手稿《回国以

前》（1959 年）、《三寄小读者》（1979 年）、《五四前

后——我是怎样走上写作道路的》（1979年）、《空巢》

（1980年）、《我和儿童文学》（1980年）、《我的第一篇文

章》（1982年）、《忆烟台》（1984年）、《闲话我向中国现

代文学馆捐赠字画的经过》（1986年）、《关于男人之四·

我的老伴吴文藻》（约1986年）、《关于男人之六·我的

三个弟弟》（1987年）。

中国现代文学馆副馆长梁飞、李洱、计蕾，以及中

国现代文学馆全体职工参加活动。

“她的光与温暖长久地留给了我们”
中国现代文学馆举办纪念冰心诞辰120周年活动

本报讯 近年来，重庆市作协聚焦文艺举旗帜、聚民

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的使命任务，围绕决战脱贫攻

坚、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用文学的方式书写新时代重庆

乡村的巨大变化，展示重庆乡村新时代画卷，传播重庆脱贫

攻坚“好声音”。

强化脱贫攻坚题材创作组织规划。近两年，重庆市作

协把决战脱贫攻坚、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主题创作作

为工作重点，加大统筹力度，进行题材规划和组织作家创

作，近20名作家创作了约15部脱贫攻坚主题作品。将决

战脱贫攻坚、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主题纳入《重庆文学

创作季度重点选题指引方案》，面向基层作协组织和广大

作家发布，引导广大重庆作家聚焦重庆大地上脱贫攻坚

的生动实践，深挖美丽乡村建设丰富素材，形成重庆各级

文学组织开展脱贫攻坚主题创作的浓厚氛围。

整合力量加大主题创作扶持力度。重庆市作协相继与

重庆市扶贫办、重庆市农业农村委、重庆报业集团，以及重

庆出版社等出版机构合作，加强脱贫攻坚、乡村振兴题材创

作扶持，对13部脱贫攻坚重大主题作品给予出版支持。实

施“城口文学扶贫工程”，组织7名作家深入城口脱贫攻坚

一线采访创作，推出《来自主战场的报告——城口脱贫攻坚

纪实》《脱贫攻坚手记》等。与《重庆日报》、华龙网等市级主

流媒体联合开设脱贫攻坚主题专栏，加强主题创作成果传

播推广。在重点项目资助、定点深入生活和文学评奖等方面，向脱贫攻坚主题

作品倾斜，20余部作品得到扶持。今年将推出《太阳出来喜洋洋》《我把中坝当

故乡——驻村扶贫纪实》等10余部书写重庆脱贫攻坚精彩故事的优秀作品。

发挥基层组织和作家主观能动性。为推动脱贫攻坚主题创作向纵深发展，

更好地书写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时代壮举，重庆市作协今年相继召开“重庆乡

村题材创作会议”、“扶贫题材主题创作推进会”，全方位、多角度将脱贫攻坚主

题创作向基层作协组织和作家延伸。重庆纪实文学学会、重庆市新诗学会等，

以及区县（行业）作协相继组织作家、会员深入区县村社采访创作，实地感受新

农村建设丰硕成果，丰富脱贫攻坚第一手素材，引导广大作家聚焦脱贫攻坚，

书写新时代农村发展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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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界在行动文学界在行动

作家到巴南区二圣镇采访创作作家到巴南区二圣镇采访创作

作家在武隆文凤村采访创作作家在武隆文凤村采访创作

本报讯（记者 丛子钰） 9月28日，由《收获》杂志社、上海文艺出

版社主办的《艺术家们》研讨会在上海举行。中国出版集团副总裁潘

凯雄、上海世纪出版集团总裁阚宁辉、中国作协创研部主任何向阳、

上海作协党组书记王伟、上海作协副主席孙甘露、《收获》主编程永

新、上海文艺出版社社长毕胜等20余位专家学者及小说作者冯骥才

参加研讨。

在《艺术家们》中，冯骥才以三位画家楚云天、罗潜和洛夫从心灵

交汇到逐渐离散的过程，折射近50年来的时代变迁。小说首发于

《收获》长篇专号2020秋卷，按时间顺序分为前卷、中卷、后卷，时间

跨度从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到90年代，小说即将由人民文学出版社

推出单行本。

大家认为，这是一部“清澈明亮的艺术家心灵史”。潘凯雄认为，

冯骥才一直是一位创作力旺盛的作家，《艺术家们》以小题材写大时

代，以小故事写丰富内涵，这与作家的艺术追求、艺术标准高度吻

合。赵丽宏说，我非常仔细地读了这部作品，感触很深，有时候甚至

会流眼泪。冯骥才的创作就是这样，他对这个时代的感受、思索、经

历都非常深刻细腻地写在这部小说里。何向阳说，“我在这里面看到

了冯先生的赤子之心，对这部作品的解读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历久

弥新。”孙甘露认为，《艺术家们》表面上写的是艺术家的生活，实际上

反映的是剧烈变动的时代。程永新表示，作品让人看到“明亮而流动

的阳光”，“作家写了一群出生在天津租界区的艺术家生活，通篇流淌

着明亮的情绪，哪怕是写困厄和苦难，也有着他特有的节制和悠长。”

小说主人公在特殊年代的相互扶持和快速消费时期的迷茫无措，在

冯骥才的笔下展现得淋漓尽致。

冯骥才在前言中写到，他一直想用两支笔写这本小说，一支是钢

笔，一支是画笔，正是这两支笔在小说中的挥洒写意，不仅写出了艺术

家们的追求和努力，同时也写出了原创文学百折不挠的追求和努力。

阅读《艺术家们》这个长篇，可以看到置身于改革开放时代的作家，同时

也是画家、文化学者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他要梳理这一代人的来

路，他要看到、留下、发现这一代人的思想脉络、人生历程和艺术轨迹，

甚至是人格锻造的过程。

本报讯 9月21日至26日，由中国作协创联部和宁夏文

联主办的“弘扬黄河文化”2020宁夏文学周暨宁夏青年作家

创作会等活动举行。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邱华栋、中国作协创

联部主任彭学明，以及来自各地的作家、评论家、编辑家参加

活动。

启动仪式上，邱华栋肯定了宁夏文学取得的成就，并对宁

夏文学的未来特别是宁夏青年作家的创作致以诚挚的祝福，提

出了很多中肯的建议。在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62周年之际，举

办“弘扬黄河文化”2020宁夏文学周活动，一方面是为总结宁

夏文学60多年繁荣发展的经验，另一方面是站在新的历史起

点上，深入探讨宁夏文学的未来发展路径，团结动员广大作家

深入生活、潜心创作，塑造时代新人，攀登文学高峰，为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学大发展大繁荣作出宁夏作家的贡献。

一系列文学活动精彩纷呈，吸引了许多人参与其中。为惠

及更多文学爱好者，此次活动中的所有讲座均通过网络直播。

其中，“文学的力量——文学照亮生活公益大讲堂”活动分别

在银川、固原、中卫的高校、剧院、图书馆举行了7场；“文学的

脚步——小康社会采风行”走进贺兰山下、六盘山巅、黄河之

滨；“文学的坚守——作家主编面对面”通过一场场对话点燃

了广大市民特别是文学青年的热情；“文学的凝聚——宁夏青

年创作大会”总结厘清了当下宁夏青年写作存在的问题和解

决的途径；“文学的凝聚——宁夏诗会”以“《诗经》——《清平

乐 六盘山》”为主题，众多诗人云集于固原，用诗歌抒写当下

火热生活；“弘扬黄河文化与文学主题创作”座谈会上，与会者

畅所欲言，碰撞思想，为宁夏文学的发展建言献策。（陈莉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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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王觅） 9 月 22日至 25

日，由中共大连市委宣传部主办，中共大连金

普新区工作委员会、大连金普新区管委会、辽

宁出版集团承办的“大连文学周——百名作

家看金普”采访活动在辽宁大连举行。中国

作协副主席、“金长城”中国作家创作室主任

何建明及来自全国各地的近百位作家、诗人、

学者参加了此次活动。此次活动以“看金普

发展，讲金普故事”为主题，旨在催生更多反

映新时代辽宁精神、符合辽宁人审美需求、具

有较高艺术水平的优秀作品，增强辽宁人民

的情感共鸣和价值认同感，为决胜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实现辽宁老工业基地新一轮全面

振兴凝聚起团结奋进的力量。

何建明在活动启动仪式上致辞时说，在

东北全面振兴的宏大背景下，金普新区这片

热土提供了生动鲜活的文学素材，同时又是

北方国家版权交易中心所在地。相信此次活

动将激发作家们的写作灵感和热情，创作出

更多更好的作品，以文学形式为东北振兴作

出时代记录和历史见证。大连市委常委、金

普新区党工委书记兼管委会主任李鹏宇，辽

宁出版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杨建军等出席

启动仪式。启动仪式后，作家们参观了北方

国家版权交易中心，并参加了版权合作推介

会。何建明、徐剑等多位作家分别与该中心

签署了版权委托运营协议。

北方国家版权交易中心是我国北方地

区惟一一家国家级版权交易平台和面向东

北亚的国际版权基地。作为辽宁出版集团

与大连金普新区重点打造的文化项目，该中

心于2018年正式落户金普新区，实现了版

权创造、运用、保护、管理等全链条一站式服

务。为促进出版主业高质量发展，充分发挥

在国家重大题材出版方面的优势，2019年

12月，辽宁出版集团依托该中心，成立了以

国家重大现实题材原创出版为宗旨的“金长

城”中国作家创作室，目前已与20余位作家

签约。

活动期间，作家们还前往辽宁自贸试验

区大连片区、大窑湾港区、金普新区重点企

业、城志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石河东沟五

坊、金石滩地质公园等地参观采访，并参加了

作家论坛、“我看金普”作家座谈会等活动。

大家表示，将结合此次活动的所见所闻所感，

努力创作出一批反映大连和金普新区地域特

色的精品佳作，讲述生动鲜活的金普故事、大

连故事。

作家走进大连金普新区采访创作

专家研讨冯骥才
长篇小说《艺术家们》

本报讯 9月27日，由中宣部出版局主

办、中国期刊协会承办的第四届“期刊主题宣

传好文章”推荐名单公布，推荐活动共遴选出

45篇（组）拟推荐作品。《中国当代文学研究》

专题文章入选推荐名单。

《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自2019年创刊以

来，就专门开设了“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文艺系列论述”的研究专辑，刊发了一系列

学习、阐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工作的重

要论述的理论文章。其中，2019年第1期所

刊张炯《论习近平关于文艺的系列论述及其

历史意义》一文入围推荐名单。（欣 闻）

《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专题文章
入选第四届“期刊主题宣传好文章”

新华社斯德哥尔摩 10月 8日电（记者
和苗） 瑞典文学院 8日宣布，将 2020年

诺贝尔文学奖授予美国女诗人路易丝·格

吕克。

瑞典文学院常任秘书马茨·马尔姆当天

在斯德哥尔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揭晓获

奖者时说，格吕克用她“带有朴素美的、清晰

的诗意声音，令个人的存在普世化”。文学

院在当天发布的新闻公报中说，“她从神话

和古典图案中汲取灵感，呈现在她大部分的

作品中”。

马尔姆表示，他已与格吕克取得电话联

系，她得知获奖感到非常惊喜。因新冠疫情，

今年诺贝尔奖改为远程颁奖，希望明年能邀

请格吕克来斯德哥尔摩。

格吕克1943年出生于美国纽约，1968

年出版处女诗集《头生子》，著有多本诗集和

诗歌随笔集，获得过美国普利策奖、国家图书

奖等多个奖项，被认为是美国当代最杰出的

诗人之一。

美国女诗人格吕克
获2020年诺贝尔文学奖

本报讯 9月25日，由北京市文联、北京老舍文学院主办的陈楫宝“财经

小说三部曲”作品研讨会在京举行。北京市文联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陈宁，

北京市文联副主席白靖毅出席会议并讲话。李朝全、王升山、张柠、张莉、郭

艳、李林荣、王德领、石一枫、岳雯、丛治辰、徐晨亮、饶翔等与会研讨。研讨会

由北京老舍文学院副院长周敏主持。

与会专家认为，财经文学作为随着改革开放时代兴盛起来的一种文学样

式，被称为时代的“记录仪”，陈楫宝的经历和作品为世人观察中国经济生活提

供了一个生动而鲜活的样本。作家以现实题材来书写当代中国经济制度的变

革以及当代市场经济的进程，涉及政治经济学、统计学、货币银行学、财政学、

企业管理、国际金融等十几个学科，覆盖的社会领域广阔，与人们的生活休戚

相关。经济学专业出身的陈楫宝坚守在市场一线，坚持“用现实题材，讲好中

国财经故事”，对于广大读者了解中国经济社会领域发生的巨大变化，具有重

要的现实意义。

据介绍，北京市文联始终高度重视北京文学人才队伍的培养工作，自老舍

文学院成立以来，以“出优秀作家，创优秀作品”为主线，分层打造了多个精品

文学培训课程，初步建立起作家梯队培养体系，取得了良好的社会反响。此次

作品研讨会是老舍文学院的一次新尝试，旨在积极扶持文学新人，不断壮大作

家队伍。 （教鹤然）

陈楫宝“财经小说三部曲”
在京研讨

据新华社北京10月8日电 国家电影专资办8

日发布数据显示，10月1日至7日我国电影票房约为

36.96亿元，取得中国影史国庆档票房第二的成绩。

其中《我和我的家乡》《姜子牙》《夺冠》位列档期票房

前三名。

数据显示，今年国庆档7天票房，显著高于2017

年 24.12亿元、2018年 19.09亿元，仅次于去年44.66

亿元。其中国产影片票房占99.72%，与同期基本持

平。7天观影人次达9298万。

票房前三名中，《我和我的家乡》票房 17.26 亿

元，《姜子牙》票房13.24亿元，《夺冠》票房6.10亿元；

《急先锋》《一点就到家》《八佰》《2019阅兵盛典》等分

列其后。

（白 瀛）

国庆档近37亿元票房再创佳绩
提振电影市场有序恢复信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