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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文学创作出版事业高质量发展
——繁荣新时代文学创作出版暨人民文学出版社成立70周年座谈会侧记

值此人民文学出版社70周年华诞，我谨代表中国作

家协会，向人民文学出版社表示热烈的祝贺，向长期以

来致力于文学出版事业的同志们致以崇高的敬意！

刚才，我们一起参观了人民文学出版社珍藏的名家

手迹和出版的重点图书。那些稿纸、那些书页纤薄而厚

重，凝结着创作者和出版人的才华和劳作，彰显着新中

国文学的光荣与梦想。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地址是朝阳门

内大街166号，它迎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朝阳成立，它以

“人民”命名，这其中寄托着炽热的激情和高迈的理想，

它志在建设人民的文学，为悠久灿烂的中国文学开辟新

的、更加广阔的天地。70年来，人民文学出版社无愧于人

民，无愧于时代，在它的道路上，耸立着中国社会主义文

学的一部部经典、一座座高峰。

最近，我看到一张照片，是四十二年前人民文学出

版社召开中长篇小说部分作者座谈会的合影。那是1979

年 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结束不久。在照片中，我看

到了人文社当时的领导严文井先生和韦君宜先生，我认

出了许多作家前辈和朋友，他们朝气蓬勃，他们的目光

向前，通过镜头望向远方，展望着新时期文学的盛大前

景。我想，这样一张照片，它不仅有历史价值，它还体现

着人民文学出版社70年一以贯之的精神，那是开风气之

先的使命感，是引领潮流的自信和勇气，是鼓励创造与

探索的胸襟，是与广大中国作家紧紧联系在一起的热情

和温暖。在这张照片中，我还认出了一些人文社的编辑

老师，那时他们正当壮年，现在已经是老前辈、老编辑

了。我想，很多中国作家都会怀着亲切感佩的心情记起他们在人文社的编

辑，这些编辑是敏锐的、活跃的，又是专注的、耐心的，兢兢业业，一丝不苟。

中国文学的繁荣发展，凝结着作家们的心血，也凝聚着编辑和出版人的付

出与奉献。70年来，人文社的编辑们陪伴着几代作家的成长，你们的风范、

学养体现着、守护着文化和文学的标高，使人文社成为一处精神的殿堂。多

少次，当我怀着忐忑和敬畏走进朝内大街166号朴素的大楼，总是期待自己

最满意的作品，能在人文社出版。我相信，这也是我的一大批作家同行的真

挚愿望。在此，作为一名写作者，我要特别向人文社的编辑前辈、向活跃在

编辑出版第一线的同志们表达诚挚的感谢，你们辛苦了！

人民文学出版社是作家的家园，也是广大读者的家园。我们每个人如

果检视一下自己的书柜，必定会有很多人文社的书籍，既有各门类、各体裁

的当代中国文学，也有我们从小就读的四部古典、《鲁迅全集》，有外国文学

名著“网格本”，有孩子们喜爱的童书，还有《当代》杂志，所有这一切是一个

中国人文化涵养的丰厚土壤。在中国，一代又一代读者都可以说，我是读着

人文社的书长大的。这些书籍引领我们进入文学的殿堂，领略更辽阔的世

界。人文社长期形成和坚持的标准、品味和旨趣，深刻影响着读者，参与形

成了我们的精神底色和文化基因。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文学创作是光荣的

事业，文学出版是光荣的事业，繁荣文学创作出版，满足人民文化需求，增

强人民精神力量，这是广大作家、广大出版工作者的光荣使命。

同志们，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是“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

的历史交汇点，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中国人民正

满怀信心地踏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一百年天翻地

覆，九万里风鹏正举。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在2035年建成社会主义

文化强国的远景目标，在这样的时刻，我们更深切地体会到，我们所从事的

事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的一部分，是中国人民前进和奋斗的一部

分，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中国的文学创作和文

学出版必将在新时代、新征程上迎来新的更大繁荣。在前方，更壮美的风景

等待着我们，更巍峨的高峰等待着我们，让我们和人民一道前进！

（本文系作者2021年3月26日在繁荣新时代文学创作出版暨人民文
学出版社成立70周年座谈会上的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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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3月26日电 3月26日，繁荣新时代文学

创作出版暨人民文学出版社成立70周年座谈会在京召开。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黄坤明出席并讲话，强调

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和出版工作的重要

论述，坚持社会主义文化前进方向，弘扬优良传统、担当文化

使命，推动文学创作出版事业高质量发展，用更多文学出版

精品讴歌时代、激励奋斗。

黄坤明指出，文学是凝聚民族之魂、构筑精神家园的重

要力量。70年来，人民文学出版社始终与党的事业同向同

行，与时代发展同频共振，以文学的瑰丽多姿记录党和国家

伟大历程，以优秀文学作品弘扬社会主流价值，凝聚和培养

了一大批优秀作家和出版家，为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作出

了重要贡献。

黄坤明强调，繁荣发展新时代文学创作出版，要始终高

举思想旗帜，把握正确方向导向，坚定宣传党的主张、启迪人

民思想、鼓舞奋进力量。要始终追求向真向善向美，坚持内

容为王、品质至上，严格质量标准，加大原创力度，注重数字

化赋能，推出更多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文学精

品。要用心搭建文学桥梁，把中国风格、国际表达融通起来，

不断提升中国文学的标识度和影响力。要坚持出作品与出

人才并重，培养造就更多名作家、名编辑，不断壮大文学出版

新生力量。

黄坤明在繁荣新时代文学创作出版暨人民文学
出版社成立70周年座谈会上强调

用更多文学出版精品讴歌时代、激励奋斗

本报讯 1951年3月28日，人民文学出版社成

立，新中国文学出版事业从这里开始。在中国共产党

百年华诞之际，人文社今年也迎来了她的 70岁生

日。回望人文社70年的璀璨星河，层出不穷的优秀

作家与经典作品构建起无数中国人漫长而充实的文

学记忆，不断引领着时代的阅读潮流与文化追求。

3月26日，繁荣新时代文学创作出版暨人民文学

出版社成立70周年座谈会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

局委员、中宣部部长黄坤明出席座谈会并讲话。中宣

部常务副部长王晓晖，中国作协主席、中国文联主席

铁凝，中宣部副部长张建春，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副

书记李勇，中国作协副主席吉狄马加、李敬泽，以及部

分作家、学者、评论家、翻译家代表等出席座谈会。座

谈会由中国出版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黄志坚主持。

铁凝在发言中说，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地址是朝阳

门内大街166号，它迎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朝阳成

立，它以“人民”命名，这其中寄托着炽热的激情和高

迈的理想，它志在建设人民的文学，为悠久灿烂的中

国文学开辟新的、更加广阔的天地。70年来，人民文

学出版社无愧于人民，无愧于时代，在它的道路上，耸

立着中国社会主义文学的一部部经典、一座座高峰。

70年来，人文社的编辑们陪伴着几代作家的成长。

人文社长期形成和坚持的标准、品味和旨趣，深刻影

响着读者，参与形成了我们的精神底色和文化基因。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文学创作是光荣的事业，文学出

版是光荣的事业，繁荣文学创作出版，满足人民文化

需求，增强人民精神力量，这是广大作家、广大出版工

作者的光荣使命。

铁凝说，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是

“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点，在以习近平同

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中国人民正满怀信心

地踏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一

百年天翻地覆，九万里风鹏正举。党的十九届五中全

会提出了在2035年建成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远景目

标，在这样的时刻，我们更深切地体会到，我们所从事

的事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的一部分，是中国人

民前进和奋斗的一部分，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指引下，中国的文学创作和文学出版必将

在新时代、新征程上迎来新的更大繁荣。（全文另发）

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臧永清说，在过去的70年

里，人文社出版了一大批古今中外文学经典，影响了

几代中国人的阅读生活，参与塑造了中国人的心灵世

界，为中国当代文学出版留下了很多可资借鉴的精神

财富。人文社一直以国家文化建设为己任，坚持为人

民出好书，坚持为社会主流价值观建设做贡献；一直

与作者携手同行，相互砥砺，共同进步；一直把原创文

学出版放在重要位置；一直坚守精益求精的工匠精

神；一直发扬创新创造精神。“未来，我们将主动承担

文学出版国家队的使命与责任，扎实做好新时代文学

出版，努力把人民文学出版社建设成原创能力强、版

权资源多、国际传播广、融合发展深的国际一流文学

出版机构。”

人民文学出版社老编辑代表何启治回顾到，记得

老社长韦君宜说过，作家是我们的衣食父母。“所以我

在和作家们打交道时，是真诚地尊敬他们并尽心尽力

地为他们服务的。而作家们也以同样的热情去写好

作品，并鼓励我们做好编辑的服务工作。”在何启治看

来，人文社之所以能得到作家、读者如此热情的赞誉，

具有如此大的影响力，是和一代又一代人文人的奋斗

分不开的。他说：“70年弹指一挥间，我们将怀揣着

光荣与梦想，用我们不懈的努力去进一步繁荣新时代

的文学出版事业，去创造新的辉煌！”

作家们在发言时表达了对人文社的特殊的情感。

王蒙说，人文社的工作是出书，它面对的是文学的果

实，是文学的收获，所以对作家有一种广泛的团结，对

好作品有一种锲而不舍的追求。人文社抓的是文学事

业的根本——出好作品，对作家、对原稿、对书的质量

非常重视，他们的编辑把案头工作做得很细致，总是

尽量做到最好。希望能把这个优势发扬下去。谈及“十

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他认为，高质量

发展的思想对于文学事业来说非常重要。希望大家和

包括人文社在内的众多文学出版社共同思考，推出更

高质量的作品，并注意发现文学的新生代，始终按照

高质量发展的思想来推进我们的文学事业。

会上，谢冕、陆建德、曹文轩、周大新、温儒敏、冯

骥才等作家、评论家、学者先后即席发言，表达了对人

民文学出版社的祝贺、感谢和祝福。谢冕说，自己是

人文社的读者，后来成为了人文社的作者。同时，人

文社也是北京大学中文系的好朋友和好老师。“我的

作品能够得到它的首肯，对我来说是非常大的鼓舞。”

陆建德表示，人文社一直给我们特别多的文学滋养，

对文化文学的发展发挥了重要的引领作用，希望人文

社继续“跟着人民前进”。曹文轩谈到，自己与人文社

结伴而行，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家里书柜上留到今

天的大部分书都出自人文社，自己的几本作品也都由

人文社旗下的天天出版社推出。文学的力量是巨大

的，而人文社则是中国文学的桥头堡、重镇和殿堂。

周大新说，他也是读着人文社的书长大的，后来人文

社出版了他的书，更是结下了特殊的情谊，“我对人文

社的编辑们非常感激，相信人文社在建设文学强国的

征程上会起到更大作用。”温儒敏向人文社致以贺词：

“大哉人文，刊林镇重。七秩艰辛，文界枭勇。万千行

梓，惠世淳淳。摩罗诗力，引亢洪钟。善美刚健，滋润

灵均。树人初心，撄之族群。振发精神，待我人文。”

希望人文社今后继续发扬光荣的优良传统。冯骥才

感慨道：“人文社是我的‘母校’，我在进人文社之前从

来没有发表过作品。如果没有进人文社，我可能是另

外一种人生。”在他看来，自己在人文社学到的最重要

的东西，就是对文学的敬畏和神圣感。他也希望人文

社能建立一个文学出版图书馆，把各种珍贵的文物资

料和不同版本的图书保存好、整理好，展现70年来中

国文学走向光辉的历程。

活动现场还举办了“云霞雕色，草木贲华——人

民文学出版社成立70周年主题展”。展览展出的人

文社社史资料、社藏名人手迹和出版的重点图书等内

容，仿佛带领参观者穿越时空隧道，重温70年来那些

雕刻时光与记忆的日子。

来自全国各地的出版单位代表，作家、翻译家、评

论家、编辑家代表，中宣部有关部门负责人，中国出版

集团负责同志，人民文学出版社员工等近二百人参加

活动。 （欣 闻）

本报讯 3月21日，世界诗歌日

“春天送你一首诗”诗会在北京外研书

店东升科技园店举办。中国作协副主

席吉狄马加出席并致辞。《诗刊》主编

李少君、副主编霍俊明，中国诗歌学会

常务副会长王山，北京外研书店总经

理付帅，以及王久辛、高兴、汪剑钊、刘

笑伟、西渡、西娃、娜仁琪琪格等50余

位诗人参加诗会。

《诗刊》社从2002年发起“春天送

你一首诗”诗歌公益活动，在每年春季

举办不同规模的诗歌朗诵会和直播分

享会，将优秀的诗歌作品送到更广阔

的读者群中，传递更多来自春天的温

暖和祝福。吉狄马加在致辞中说，世界

诗歌日对于所有热爱诗歌的朋友们来

说都是一个重要的日子。在今天，全世

界很多国家都在举行庆祝活动，传递

诗歌给大家带来的美好感受，传播诗

歌精神。经历了一年多的疫情之后在

此参加诗会，实为难得。希望在这个充

满希望的季节里，各位作者的诗歌能

够通过活动传递到更多人的身边。

在诗会上，李少君、霍俊明、付帅

分别介绍了举办此次活动的初衷，50

余位到场的诗人分别朗诵了一首自己

创作的和春天有关的诗作，为读者带

来了一场春日里的诗歌盛宴。此次活

动还通过网络平台进行直播，让更多

观众通过诗人的朗诵近距离领略诗歌

的魅力。

（欣 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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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王觅）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由紫荆文化集团主办、中国对外文化集团

有限公司承办的“唱支心歌给党听”大型主题合唱活动3

月26日在京启动。中宣部常务副部长王晓晖出席启动

仪式。中宣部、财政部、教育部、文化和旅游部、国家广

电总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文联等有关部门负

责人参加。

“唱支心歌给党听”大型主题合唱活动旨在通过

经典文艺作品的全民大合唱，讲述中国共产党带领中

华民族和全国人民不懈奋斗，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

起来的光辉历程和壮阔历史，回顾百年历程、回望百

年初心、献礼百年华诞，向海内外讲好中国共产党与

中国故事，展现中华儿女向着第二个百年目标迈进的

精神风貌。紫荆文化集团董事长毛超峰表示，中国共产

党100年的光辉历程，既是一部感天动地的奋斗史诗，

又是一首气壮山河的精神赞歌。100年来，从革命战争

年代到新中国建设时期，从改革开放到新时代，广大

文艺工作者创作了许多振奋精神、脍炙人口的经典合

唱作品，给千千万万中华儿女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力

量，成为激励新时代中国人民砥砺奋进的重要动力。

据介绍，“唱支心歌给党听”大型主题合唱活动将

于2021年3月至10月先后在北京、上海、嘉兴、遵义、

井冈山、延安、西柏坡、武汉、南昌、深圳等10个城市以

及港澳地区展开。其间将采取线上线下结合的方式，举

办“致敬红色经典”系列合唱音乐会、红色景区合唱快

闪、“青少年心向党”爱国主义教育研学、“铭记党史、不

忘初心”红色主题作品导赏、“榜样的力量”红色经典合

唱进军营、“青春激荡跟党走”红色经典合唱进校园、“同

根同源心连心”港澳与内地学生合唱联谊、“唱支心歌给

党听”优秀作品文艺汇演等八大板块的主题活动。

“唱支心歌给党听”大型主题合唱活动在京启动

本报讯（记者 黄尚恩） 3月20日至21日，由《民族文学》杂志社、

中华文学基金会和广西大化县委、县政府联合主办的“喜迎建党百

年——多民族作家走进大化”文学实践活动在广西大化县举办。《民族

文学》主编石一宁、副主编陈亚军，广西文联副主席石才夫，河池文联

党组书记潘红日，大化县县长蓝胜等参加启动仪式。谷运龙、丘树宏、

孙春平、衣向东、刘晓平、瑶鹰、姚瑶、徐晓华、陈秀民等30多位作家参

加实践活动。

在两天的时间里，作家们深入贡川乡贡川村探寻古老贡川纱纸制

作技艺的当代传承，赴都阳镇沃柑种植基地了解当地扶贫产业的发

展，到岩滩、北景库区了解当地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推进文旅融合的情

况，同时走进大化县民族博物馆、七百弄鸡文化展示厅进行参观，全方

位、多角度了解大化各族人民积极奋进、攻坚克难、如愿实现整县脱贫

摘帽的奋斗历程，以及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民俗风情。作家们表示，

大化人民利用美丽的自然景观、独特的民族文化推动全域旅游，推进

各类产业的转型发展，历史性地告别绝对贫困，其中蕴含着许多动人

的脱贫攻坚故事。大家将以此次采访活动的收获为切入点，深入发掘

创作素材，用手中的笔展现大化的文化、大化的发展。

据介绍，《民族文学》杂志社于 2015年在大化县设立基层创意

写作与大众阅读中心。这些年来，通过改稿、培训、座谈等多种形

式，加强与基层写作者的交流。在此次活动中，来自全国多地的作

家们与当地的文学爱好者进行座谈。大家谈到，民族元素是文学创

作的重要资源，特别对于少数民族作家来说，更是如此。我们需要扎

根于脚下的土地，找到文学创作的根，把原始的民族文化与当下的现

实发展紧密结合起来，传达出自己独特的文学声音。在文学作品

中，民族元素不能只是一种漂浮的符号，而是要跟写作者的内心、当

地人的生活、时代的气象紧密结合在一起，重新焕发出民族文化的生

机和活力。

喜迎建党百年——

多民族作家走进大化 本报讯 3月26日，由北京画院主办的“2021北

京画院迎春画展”正式开展。本次展览遴选出北京画

院山水、花鸟、人物、油画四个创作室31位在职画家的

优秀作品，分两期与观众见面。同时，展览还通过历史

文献梳理了60年来“迎春画展”的发展变化及其所取

得的成就。这一主题展览源于从北京中国画研究会

到北京画院的品牌展览——迎春画展，聚焦北京画

院在职画家近年来的艺术成果，希望实现老一辈革

命家的希冀——“承旧启新，使祖国的绘画艺术更加

丰富多彩”。

此次展览体现了多样化的艺术探索，其中山水画

创作注重文化底蕴与笔墨技法的传承，以当代视角审

视传统、观照生活；花鸟画创作以中国绘画的笔墨形

态追求中国文化独有的意境之美，无论细腻雅致的工

笔翎毛，还是形神兼备的写意花鸟，均致力于对大自

然的美好追求以及花木鸟兽的精微表达；人物画着意

于对作品形式与创造意识的探索与尝试，画家们对艺

术语言进行大胆突破与实验创新，形成了独特的视觉

美感与形式风格；油画作品则既注重油画本土化的艺

术探索，又关注全球视野下的当代表达，从艺术本质

的层面上贯通觉悟、寻源问道。主办方希望通过此次

展览不仅展示出画院的创作力量以及画家在新时期的

艺术实践，同时启迪艺术家相互间进行探讨、审视，

以谋求更广阔的发展空间。

展览将持续至4月24日。 （王亚楠）

北京画院迎春画展与观众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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