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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您怎样看待此次参与“脱贫攻坚题

材报告文学创作工程”的意义？

徐剑：这是中国作协与国务院扶贫办共

同推出的重大报告文学工程。中国是一个传

统的农耕文明的古国，在这种大背景下，中国

作家对于乡村题材的书写，许多仍然赓续着

旧日的情怀和理念，寻找乡愁与诗意，揭露愚

昧无知、贫穷落后。这个文学的坐标和叙事

系数不断被重复，好像中国的乡村除此之外

再无其他。因此，我觉得写好脱贫攻坚题材

作品，应该有国际和历史的视野，要看到中国

共产党人确实是做了中国5000年来很多人

未能做到的事情，我们以前所未有的历史气

魄与雄心，动员各方力量，展开了这场声势浩

大的脱贫攻坚行动。

记者：可否简单介绍一下，您这次创作所

选择的对象，以及为此次采访都做了哪些准

备工作？

徐剑：当时我有许多选择，可以写内地，

亦可以写边疆，比如我的老家云南，或者大西

北，甚至去我最想写的西海固，但我最终选了

西藏。青藏高原或者说西藏，最吸引我的是

它那无法逾越的高度，地理的、精神的标高，

对于一个文学探索者而言，西藏环境恶劣，地

域艰苦，民俗宗教风情多样复杂，对文学叙事

来说意味着一片片精神高原、一座座高峰。

再就是我对西藏历史文化风情地域的熟悉。

35年间，我 20次入藏，了解那里的一草一

木，一屋一瓦，又写了7部关于西藏的作品。

我去写西藏扶贫，可能是比较合适的。

本来去年10月就该入藏，但是当

时要写《天晓1921》，再则当时西藏进

入冬季，已经下雪了，无法在高海拔之

地采访。于是，想过了春节再进去，结

果遇上了新冠肺炎疫情。所以我是这

25部作品的作者里最晚进行采访的

一个，纵使这样，我给自己设计的采访

路线又笨又远。从藏东昌都入，沿

317国道，入藏北、走大北线，再从无

人区挺进阿里，然后入后藏重地日喀

则，最后到拉萨、山南、林芝，走完西藏

最后一批19个精准脱帽县，等于环西

藏高原行走了一个圆弧。这意味着我

要走过农区、牧区、无人区，走过无边

的旷野与村庄，我必须从繁华走进荒

凉，从都市走向偏僻。一路向西，海拔

不断升高，许多地方都在 5000米之

上，很多时候我都置身于生命的禁区。

你问我为这本书准备了多久，我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35年。我从1985

年就开始在准备这本书，用一生的准

备来书写这个重大题材。某种意义上

说，就是以一个汉地作家的眼光来看

西藏的精准扶贫。这场精准扶贫行

动，这场西藏扶贫的书写，具有伟大的

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

记者：采访中有什么令您印象深

刻的人或事吗？

徐剑：这一次赴西藏采访，最让我

感动的是每天都遇到独特的、传奇的、

鲜活的和感动人的故事，大风般地扑

来。这些老百姓的故事，处处氤氲和弥

漫着牛粪的青烟。在西藏海拔最高的

地方行走，我看到西藏自治区政府做

了一件非常艰难却又功德无量的事

情，把高海拔之地的人和家禽，全部迁

往雅江流域，四个高海拔县乡，四万人

从无人区边缘大搬迁，牧人出乡关、别

牧场，令人非常震撼。我在那曲和阿里

住了好几天，从一个点到另一个点采

访，从申扎县到双湖县，走一天就是

400多公里。 （下转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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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贡觉县阿旺乡路遇建档立卡户牧人丹增（左三），
作家停下在路边采访

脱贫攻坚脱贫攻坚
创作进行时创作进行时

本报讯 11月18日，由北京师范大学国际写作中心主

办的“当代文学批评工作坊”第一期“乡土叙事，城镇经验与

世界想象——以徐则臣创作为视点”研讨会在京举行。北师

大国际写作中心主任莫言，以及张清华、徐则臣、丛治辰、梁

鸿、孟庆澍、翟文铖、徐晨亮、李蔚超、程旸、刘诗宇、姜肖等批

评家与会研讨。工作坊由北师大教授张莉主持。

莫言致辞表示，一个作家要不断地超越自己，不断创新，

难度很大。要想自己每一部作品都有新的角度、新的形式、新

的元素是不容易的，但徐则臣基本做到了。与会专家认为，徐

则臣的写作包含了地方性，同时又有世界性的延伸。他用直觉

的方式，抓住了城乡经验的流动性，写出了属于他的当代中国

经验。他敏锐地找到了他所属的地方的历史、文化、地域元素，

找到了在历史洪流之中书写和理解地域、理解时代的位置。大

家表示，“70后”作家的乡土书写与城市书写面临前代作家的

巨大成就，需要突破影响的焦虑，开拓出新的书写方式。

徐则臣说，他们这一代作家，书写城市不是策略，也不是

逃避，而是在尝试往城市乃至往世界去的过程中，在继承乡

土来路的基础上，再往前走。本次研讨也许会帮助大家发现

个人写作和一代人写作的问题。

“当代文学批评工作坊”由北师大国际写作中心主办，以

扶持新锐作家、关注新的文学现象为创办初衷，每期邀请一

位嘉宾作家、一位主发言人及多位学者批评家，以主题发言

与圆桌讨论的形式展开交流，旨在推动一代作家的写作进入

学术研究领域。 （康春华）

北师大举办首期“当代文学批评工作坊”
本报讯 近日，于琇荣现实题材长篇小说《南风歌》作品研讨会在济

南举行。中国作协办公厅主任李一鸣、山东作协主席黄发有、天津作协副

主席武歆、河北作协副主席李浩、中国电影文学学会副会长刘毅等20余

位专家学者与会研讨。

该作品共35万余字，以古老村落枣林湾为背景，讲述了祖孙三代带

领乡亲奔小康的跌宕起伏的故事。全面展现了农民在土改、互助组、生产

队，到改革后的联产承包、土地流转、乡村振兴等重大历史节点发生的重

大变革，并通过人物命运，对农村、农业、农民、农田等问题进行深入思

考。该作品已由山东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并获选“山东省作协文学精品

打造项目”。与会者围绕《南风歌》的立意、语言、人物以及小说的架构等

方面进行深入探讨。大家表示，小说细节丰沛，人物形象感人，作者充分

发挥了长篇小说的独特优势，在语言的考究锤炼中对人性进行了深入的

挖掘，体现了一种大格局和大情怀。 （欣 闻）

本报讯 由北京大学中国诗歌研究院、北京大学中文系、首

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中国诗歌

学会、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联合主办的“《诗探索》创刊40周年

纪念暨学术研讨会”11月28日在京举行。

张炯、谢冕、程步涛、白烨、洪子诚、叶橹、刘登翰、杨匡汉、赵

敏俐、马自力、林莽、吴思敬、刘福春、李耕等就《诗探索》的办刊

历程、学术品格、发展方向等进行了深入研讨。大家谈到，40

年前，中国的改革开放步伐刚刚迈开。一批崭新的诗歌创作带

来普遍的陌生感和新的启迪，也随之带来不同的价值观和美学

分歧。其实，它们带来的是中国诗歌的新气象和新生机。这些

现象引起诗歌理论界和其他学界的注意。中国诗歌面临着新的

前所未有的挑战，新的主题、新的艺术方式与新的表现手段，亟

需诗歌理论的支持、总结和阐释。可以说，是应思想解放之运催

生了《诗探索》这本诗歌理论刊物的诞生。40年来，《诗探索》的

创办者及后继者怀揣一个梦想，筚路蓝缕，走过了一条坎坷而光

辉的路。《诗探索》密切关注当代诗歌理论批评的进展，深度介入

当代诗歌发展的各种话题。将之置于当代诗歌潮流更迭的背景

下评价其历史意义，它在中国文学发展过程中的重要性亦自不

待言。

由学苑出版社出版的“《诗探索》创刊40周年纪念丛书”也

在研讨会上推出，该丛书包括《〈诗探索〉纪事》《〈诗探索〉与中国

当代诗潮》《〈诗探索〉之路》《结识一位诗人》《诗学研究》《新诗发

展问题研究》《寻找话语的森林》《是什么让海水更蓝》共8本。

（欣 闻）

本报讯 11月23日，第十九届

全国文学院院长联席会议在广西北

海举行。会议由鲁迅文学院主办，

北海市文联、北部湾文学院承办。

广西文联党组书记、主席吕洁，中共

北海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刘伯贤

致辞。全国各省区市文联、作协负

责人和文学院院长近百人参加会

议。鲁迅文学院常务副院长徐可主

持会议并代表全国文学院院长联席

会议作工作报告。

大家表示，作为新时代的文学

院工作者，要携手同心、合作共赢，

在教学相长中探寻文学真谛，在服

务人民中砥砺文学初心，坚持以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文学教育，

更好地承担起举旗帜、聚民心、育新

人、兴文化、展形象的使命任务。

全国文学院院长联席会议是由

鲁迅文学院主办，各省、自治区、直

辖市文学院轮流承办的一项全国性

会议，至今已分别在北京、辽宁、湖

南、广东、四川、云南、浙江、河南、福

建、广西、重庆、吉林、贵州、江苏、安

徽、甘肃、山西等地成功举办了18

届，得到全国各省区市党委宣传部

及文联、作协与文学院的大力支持

和积极响应，为推动各地文学院加

强交流、相互学习、合作发展发挥了

重要作用。为延伸工作手臂，带动

基层文学院共同发展，今年首次由

地市级文学院承办，并特邀若干市

县级文学院代表参加。

各省区市文联、作协负责人及文学院院

长结合各地文学院工作实际，围绕新时代文

学精品创作、阵地建设及人才培养、文学培训

模式、网络文学发展、签约作家制度、各文学

院跨地区合作等展开深入交流和探讨，提出

了许多富有建设性的意见建议。（欣 闻）

本报讯 11月 16日，宁夏回族自治区

人民政府发布公告，正式批复同意西吉县退

出贫困县序列。至此，宁夏全区9个贫困县全

部实现脱贫摘帽，标志着宁夏区域性整体贫

困问题基本得到解决，历史性地告别绝对贫

困，为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奠定坚实基础。

消息一经发布，马上刷爆了宁夏西海固

地区人们的朋友圈，有人称这是“这个冬天里

最温暖最温馨最幸福的礼物”。西吉县委宣

传部副部长马爱萍和农民作家单小花聊天时

说，一整天她都笼罩在激动和兴奋的氛围中，

一直不停给同事、同学和朋友们转发微信，到

凌晨两点多心情才平静下来。

西吉县位于六盘山西麓，是宁夏人口第

一大县、回族聚居县，是国务院确定为重点扶

贫的三西地区之一。1936年10月22日红军

长征三大主力军在西吉县将台堡胜利会师，

2016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参观西吉县将

台堡红军长征纪念园后，发出了“缅怀先烈、

不忘初心，走好新的长征路”的号召。

西吉县是西海固地区与中国文学有着千

丝万缕联系的一个西部贫困县，中国作协和

宁夏作协对西吉县的文学发展长期持续倾注

着关心和帮助。郭文斌、马金莲、了一容、火

会亮、单永珍、牛学智、王西平等一大批作家

从这里走向全国，还有刘汉斌、单小花、康鹏

飞、马建国等农民作家似小草野花一样正在

茁壮成长。2011年10月10日，中华文学基

金会将第一个“文学之乡”授予西吉。 2016

年5月13日，中国作协“文学照亮生活”全民

公益大讲堂在这里开讲，中国作协主席、中国

文联主席铁凝为广大作家、文学爱好者授

课。在举行座谈会、走访基层文学创作者、了

解“西海固文学”尤其是西吉文学发展情况

后，铁凝感慨地说：“西吉是中国文学宝贵的

粮仓。”

贫困县区的经济发展滞后，但文学丰富

着当地人民的精神家园。吴忠市同心县和固

原市原州区先后被中国诗歌学会授予中国诗

歌之乡，银川市西夏区被中国诗词学会授予

中国诗词之乡。

广大宁夏作家始终心系宁夏扶贫事业，

积极参与脱贫攻坚，同时用自己手中的笔记

录着宁夏大地的变化。

“六个一心连心”文艺惠民工程是宁夏文

联在2018年推出的一个扶贫志愿项目。宁

夏作协联系和推荐农民作家马慧娟、放羊诗

人王学军、乡镇扶贫专干胡静等12位基层作

家，先后去鲁迅文学院高研班、江苏青年作家

读书班、天津作家研修班学习。宁夏作协将

文学公益大讲堂办到了西吉县将台堡镇、吴

忠市红寺堡区等贫困地区，为西吉县新营乡

大窑滩村、吉强镇高同村、将台堡镇明星村等

6个贫困村和原州区三营镇杨郎村、中卫市中

宁县大战场乡等7个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赠

送了价值10万元的电脑、文学书籍、学生文

具等物品。宁夏作协还向农民作家马慧娟、

单小花赠送电脑以方便她们的创作，推荐5位

农民作家出版了文学作品集。通过宁夏作协

主席郭文斌的联系，西吉县一个学校得到广

东省爱心人士捐赠电脑100余台。同心县文

联组织的诗词朗诵小组走遍了全县的每一个

村组。

时间回溯至7月28日的早晨，宁夏固原

市西吉县震湖乡张撇村驻村第一书记李方来

到建档立卡户王海义家和他谋划养殖产业。

李方是固原市文学刊物《六盘山》的副主编，

也是一位创作颇丰的作家。他说，白天走访

农户，夜晚静心记录，这已经成了他两年多来

生活的常态，驻村扶贫让他对国情和民情有

了全新的认识，作为一个写作者能够参与其

中，等于寻找到了创作富矿。目前，他在全力

做好驻村扶贫工作的同时，也收集了不少素

材，一个个关于脱贫攻坚的文学作品正在酝

酿之中。

同一时间，在宁夏，和李方一样驻村扶贫

的还有单永珍、张九鹏、马卫民……在这之

前，了一容、闫宏伟、杨风军、徐新民、李义等

作家都先后担任过贫困村第一书记和扶贫队

队员。季栋梁、张九鹏、马卫民、马凤鸣等人

的扶贫创作选题，也多次入选中国作协定点

深入生活和重点作品扶持项目。（下转第2版）

文学界在行动

助力脱贫攻坚 书写宁夏故事

宁夏作协给西吉县将台堡镇明星村小学的学生捐赠图书文具 宁夏作协组织“送文化下基层”活动，在西吉县兴隆镇下范村慰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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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武翩翩） 11月28日至30日，2020《民

族文学》重点作家评论家培训班暨“多民族文学名家走进延

边”文学实践活动在吉林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举行。中国作协

副主席、书记处书记吉狄马加，《民族文学》主编石一宁，延边

朝鲜族自治州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金基德，辽宁省作协主

席、党组书记滕贞甫，延边作协主席、党组书记郑风淑等出席

开班仪式。开班仪式由《民族文学》副主编陈亚军主持。

吉狄马加在开班仪式上的讲话中说，今年是决胜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决战脱贫攻坚的重要年份，第一个百年奋斗目

标即将实现，明年即将开启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征程。在

这个重要的历史交汇点举办此次活动具有特殊意义。希望

作家评论家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工作的重要论述，坚

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以更高的政治站位、更深刻的

文化眼光认识当下社会的发展变化，把握时代的精神和本

质。延边少数民族文学的繁荣发展，展现了中国当代文学的

多元态势，体现了党的民族政策优越性。希望各民族作家铸

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继承发扬中华文明的优秀传统，在

活动期间充分感受延边人民创造美好新生活的伟大实践，写

出立意高远的精品力作，为这片土地留下动人的文学记忆。

《民族文学》杂志社曾在延边设立创阅中心。此次文学

实践活动旨在让多民族作家来到延边深入生活、开拓视野，

启发灵感构思，催生创作激情。同时，也使延边各民族作家

和文学爱好者有机缘与文学名家们交流切磋，提高创作水

平。石一宁介绍说，很多著名学者、评论家为《民族文学》撰

写佳作点评或发表理论评论文章，使刊物兼具作品的丰富性

和理论的厚重性。这次培训班邀请了刊物的重点作家和评

论家共聚一堂，互相品评，激趣引思，共同提升专业境界。

活动期间举办了“时代语境下多民族文学创作研讨交流

会”，与会者围绕少数民族文学特别是朝鲜族文学的创作态

势、新人培养、期刊建设和翻译队伍建设等展开交流。中央

党校文史部教授范玉刚作了题为《在文化多样性需求满足中

增强人民的精神力量——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的文化

视角解读》的讲座。大家还参观了位于图们市的中国朝鲜族

非物质文化遗产展览馆，奔赴珲春市防川村体验朝鲜族文化

保护和传承成果，并造访了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过的和龙市光

东村，见证了当地决战决胜脱贫攻坚的可喜成绩，深切感受

到新时代的延边蒸蒸日上、欣欣向荣的美好生活。

2020《民族文学》重点作家评论家培训班暨
“多民族文学名家走进延边”文学实践活动举办

2020金砖国家治国理政研讨会
暨人文交流论坛举行

黄坤明出席开幕式并发表在线演讲
新华社北京12月3日电（记者 王卓伦） 2020金砖国家

治国理政研讨会暨人文交流论坛开幕式3日在线上举行，中

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黄坤明在京出席并发表主旨

演讲，强调这次研讨会和论坛是贯彻落实习近平主席在金砖

国家领导人会晤上重要倡议的具体举措，要以此为契机加强

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深化人文交往合作，促进金砖伙伴关系走

深走实，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黄坤明指出，中共十九届五中全会擘画了中国未来五年

乃至2035年的发展蓝图，充分体现了习近平主席关于治国理

政重要思想的最新发展。新发展阶段是对当前中国发展历史

坐标的科学判断，新发展理念是总结国内外发展经验、开辟现

代化建设新局面的鲜明指引，构建新发展格局是新时代中国

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扩大开放的必然选择，坚持人民至上、以

人民为中心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价值取向和力量源泉，我们

对书写现代化建设新奇迹充满信心。希望各方围绕共抗疫

情、共促复苏、共谋发展，在治国理政、文化、体育、艺术、电

影、青年等领域深化对话交流和务实合作，不断取得新的积

极成果。

本届研讨会和论坛由中宣部、中国外文局、光明日报社、

俄罗斯报、俄罗斯中国友好协会共同主办。来自金砖五国有关

政要、智库和研究机构负责人以及文化界、企业界代表150余

人出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