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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寻红色足迹
续写雪峰传奇

本报讯 为追寻红色足迹、弘扬时代精神，续写雪峰传
奇、助推乡村振兴，5月24日至27日，由中国艺术报社、湖南
溆浦县委宣传部、湖南雪峰山生态文化旅游有限责任公司主
办，溆浦县文联、雪峰文化研究会等承办的全国著名作家“红
色雪峰山”创作之旅活动在溆浦举行。中国作协副主席徐贵
祥，湖南省作协主席王跃文，王久辛、徐剑、徐可、尹汉胤、邓宏
顺、谢宗玉、马笑泉、沈念、江月卫、周洪剑、俞胜、蓝野、明江、
栗振宇、杨玉梅、陈小庚、谷禾等作家、诗人、当地文联和作协
有关负责人及报刊编辑等参加了活动。启动仪式上，《中国艺
术报》总编辑康伟，溆浦县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杨日培，湖南雪
峰文化研究会会长陈黎明分别致辞。

作为革命老区的溆浦是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妇女领
袖向警予的故乡，也是红二、六军团长征时经过的地方。活动
期间，采风团参观了位于溆浦县卢峰镇的向警予同志纪念馆，
表达对先烈的缅怀之情，并来到位于雪峰山东麓、沿溆水而行
的穿岩山茶马古道，重走红军路。在位于溆浦县山背村的花瑶
梯田，采风团观赏了沉浸式花瑶婚俗体验剧《花瑶喜宴》和在
梯田旁演出的溆浦辰河目连戏，近距离感受了花瑶的民俗魅
力和溆浦民间文艺的艺术成果。

袁隆平对雪峰山有着深厚感情，1953年于西南农学院毕
业后，他被分配至位于雪峰山中的安江农业学校任教，在这里
开始了杂交水稻的研究，上万亩基地的杂交水稻实验取得了
成功。在花瑶梯田旁举行的祭奠袁隆平院士仪式上，采风团成
员和雪峰山花瑶稻农一起用花瑶传统的仪式向袁隆平表达哀
思、致以敬意，随后还举行了插秧节活动。

此行使作家们感受到当地为加快脱贫攻坚，在推动文旅
融合、开发文化旅游方面作出的贡献。大家表示，雪峰山在未
来开发中应增加更多的文学元素，让雪峰山与文学紧密联系
在一起，成为一座真正的文学之山。活动期间还分别举办了诗
歌创作交流会和散文创作交流会，采风团成员与当地作家、诗
人、文学爱好者从提升写作能力、把握编辑选稿准则、投稿技
巧、写作者应具备的创作素养等方面展开深入探讨。（邓立峰）

本报讯 由北京文学月刊社举办的《北京文学》2020年
度优秀作品评选近日揭晓。《北京文学》（精彩阅读）发表的原
创中篇小说、短篇小说、报告文学、散文、诗歌、新人新作6个
门类的32篇作品和《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转载的6部中
篇小说入选。这些作品题材广泛内容丰富，风格多样个性鲜
明，总体代表了上年度两本杂志发表或转载作品的最高水平。

在年度优秀原创作品中，中篇小说有葛水平的《养子如
虎》、陈蔚文的《这一年》、罗伟章的《逆光》、池莉的《打造》、张天
翼的《雪山》，短篇小说有裘山山的《江边少年》、蒋子龙的《桃花
水》、邓一光的《离开中英街需要注意什么》、南翔的《果蝠》、乔
叶的《给母亲洗澡》、刘建东的《删除》、余一鸣的《都市夜骑手》，
报告文学有李燕燕的《无声之辩》、徐江善的《枯荣与沉浮》、长
江的《“养老”革命》、彭名燕的《其实我一直没走远》、李琭璐的
《小康路上，因病致贫之痛》，散文有赵钧海的《档案母亲》、彭程
的《公园记》、陆春祥的《癸辛街旧事》、胡烟的《大匠之门》、赵丰
的《聆听鸟语》、阎纲的《“神仙哟挡不住人想人！”——怀念路
遥》、王常婷的《相遇中药》、刘汉俊的《皋陶，一个人的四千年》，
诗歌有李皓的《重新定义一些美德和美学》、赵丽宏的《在天堂
门口》、傅天琳的《钢轨诞生》、阮殿文的《生死谣》、高若虹的《在
眼科病房》，齐七郎的《寻道深山》与牧寻的《末日》两篇小说入
选优秀新人新作。年度优秀转载作品包括邵丽的《黄河故事》、
石一枫的《玫瑰开满了麦子店》、艾伟的《敦煌》、蔡骏的《戴珍珠
耳环的淑芬》、老藤的《猎猞》和陈河的《天空之镜》。

本届评选始于2021年3月。7个门类的终评委由全国63
位知名作家、评论家和编辑家组成，各门类评委提前阅读候选
作品，对自己提名的每部作品写出推荐语并投票。《北京文学》
编辑部综合得票结果，最终评出各门类优秀作品。（京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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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5月21日至27日，由中国文联主办，中
国美协、中国摄协和西藏文联共同承办的“雪域新
篇——庆祝西藏和平解放70周年美术摄影展”在北
京炎黄艺术馆举行。作为文艺界喜迎建党百年活动之
一，此次展览共展出美术和摄影作品86件，以新世纪
创作的西藏题材精品力作为主，展现了西藏的大美风
光、人文风貌和时代风尚，并以新旧对比的形式再现
了新时代西藏的发展进步。中国文联党组成员、书记
处书记张雁彬，巴拿马驻华大使甘林等为展览剪彩。

中国摄协分党组书记郑更生在致辞中说，摄影记

录时代、反映现实，此次展览展出的一幅幅新老照片
见证了70年来西藏发生的人间奇迹。中国摄协将进
一步团结广大摄影工作者深入生活、扎根人民，更好
肩负起为时代存照、为人民画像的使命与责任。中国
美协分党组副书记陶勤表示，青藏高原为中国美术家
提供了不竭灵感，西藏题材的创新创作为中华文化发
展增添了宝贵财富。中国美协始终支持少数民族主题
的创作展示、人才培养和交流合作，愿意同各国友好
人士一道，介绍和展现美丽西藏、美丽中国和美丽世
界，推动世界文明融合进步。 （路斐斐）

庆祝西藏和平解放70周年美术摄影展举行

《尘界与天界：
汪曾祺十二讲》

王 干 著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21年5月出版

本书为评论家王
干研究汪曾祺数十载
的整体性论述合集，
共分为十二讲，涵盖
文学、艺术、人生哲
学、里下河作家等，涉
及汪曾祺作品的现代
性、历史感、民间性等
多个核心内涵，对汪
曾祺的小说、散文、书
画艺术等进行了深入
细致的解读与阐述。
本书既有较高的学术
水准，又以“讲”的形
式实现了雅俗共赏，
帮助读者全面理解汪
曾祺其人其文。

新书贴

新华社北京6月1日电 6月1日，庆祝中国日报创刊40
周年大会在京召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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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中国日报
创刊40周年的贺信精神，牢记联接中外、沟通世界的职责，创
新对外话语体系，增强国际传播能力，着力宣介中国理论、讲
好中国故事，更好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

黄坤明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贺信充分肯定了中国日报
40年来发挥的重要作用，对中国日报在新的起点上更好担当
职责使命、作出新的贡献寄予殷切期望，体现了党中央对外宣
工作的高度重视、对中国日报的亲切关怀，为我们做好工作指

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
黄坤明强调，立足新起点、面向新征程，要坚持把对外宣

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首要任务，彰显
强大真理力量、实践力量、人格力量，让世界更好了解中国主
张、中国智慧、中国方案。要聚焦党的初心使命、情怀担当，讲
好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不懈奋斗的故事，展现百年
辉煌成就的历史逻辑、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历史景深。要大
力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精心打造传播品牌，深化对外交流
合作，培养造就具有国际视野、符合时代要求的人才队伍，搭
建起推动文明交流互鉴、促进民心相通的坚实桥梁。

提起军旅作家黄传会，读者们会想到他多年来
创作的《托起明天的太阳——希望工程纪实》《中国
山村教师》《中国贫困警示录》《发现青年》《中国海军
三部曲》《为了那渴望的目光——希望工程20年纪
实》《中国婚姻调查》《我的课桌在哪里——农民工子
女教育调查》《军徽与五环辉映》《中国新生代农民
工》《潜航》《国家的儿子》《中国海军：1949—1955》
《大国行动——中国海军也门撤侨》等一大批优秀的
报告文学作品。近期，他的报告文学新作《仰望星
空——共和国功勋孙家栋》又即将付梓。作品聚焦我
国的航天事业，全景式展现了“共和国勋章”获得者
孙家栋院士的传奇人生和卓越贡献。日前，记者对黄
传会进行了专访。

记 者：在您看来，这次创作有着怎样非同寻常
的意义？

黄传会：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孙家栋等8
人被授予“共和国勋章”荣誉称号。按照中宣部部署，
浙江人民出版社策划了《共和国功勋》丛书，并希望
由我来写孙家栋院士。孙家栋这个名字如雷贯耳。他
曾先后获得“两弹一星”功勋奖章、改革先锋奖章、共
和国勋章等，担任过40多颗卫星的总设计师，为我国多项重
大航天工程作出了卓越贡献。一个有前途的国家不能没有先
锋，一个有希望的民族不能没有英雄。正是像孙家栋这样一
批又一批的先锋将士、民族英雄，挺立起中华民族的脊梁。于
是，这次创作让我充满着一种渴望和期待，并第一次走进了
航天领域。在写作过程中，我不仅采访了孙家栋院士本人，还
采访了叶培建、欧阳自远、吴伟仁、范本尧、李祖洪、杨长风、
谢军等航天界的翘楚。这次采访让我真正理解了什么是新时
代、什么是报国情怀、什么是创新精神，对我产生了极大的启
迪。当然也“淘”到了许多鲜活的素材。

记 者：您在这部作品的后记中写道：“对于报告文学作
家来说，如果你书写的是一群仰望星空的人，那是一件多么
令人憧憬、令人激情四射的事情。”在这次采访和创作的过程
中，您有哪些难忘的经历和感受？

黄传会：我没有料到的是，这次竟然会是我最具挑战性
的一次创作。

2020年1月6日，北京迎来新年的第一场大雪，我冒雪
前往中国运载火箭研究院，开始了第一波采访。在研究院办
公楼门厅里，我第一次见到科学巨匠钱学森塑像，他目光炯
炯，右手指向前方，仿佛依然在带领着中国航天人向太空挺
进——一种崇敬感油然而生，我隐隐约约地感到，钱学森将
会是贯穿这部书稿的一个灵魂人物。

正当我准备大干一场之时，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肆
虐神州大地，搅乱了整个世界，同时也打乱了我的创作步骤，
原定的采访计划不得不中止。报告文学写作是一种需要深入
采访的写作，不能出门、无法采访，就像双手被捆绑住一样，
让我心慌意乱、十分焦虑。就在此时，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给我
寄来一大箱图书资料，包括《钱学森导弹手稿》《钱学森航天
岁月》《钱学森科技人生》《山高水长——我父亲聂荣臻》《中
国航天大事记》，以及十多位航天院士的传记，大约有六七百
万字。我利用居家隔离的机会，闭门静心研读了两个多月。当
我穿越时间隧道，走进中国航天初创时期，我被那个激情燃
烧的岁月深深触动了。在研读钱学森和“航天四老”任新民、
屠守锷、黄纬禄、梁守槃传记时，我发现“一钱四老”有一点共
同之处，在新中国成立前夕或之初，他们都像是听到祖国母
亲的召唤，不约而同地放弃国外优裕的生活待遇和先进的科
研条件，远涉重洋，历尽艰辛，甚至冲破种种阻挠，毅然回到
祖国。他们的归国不是寻常的羔羊跪乳、慈鸟反哺，而是体现
了中华优秀儿女浓烈的报国情怀。作为他们的弟子，孙家栋
1958年留学归国，一参加工作最强烈的感受，便是这种爱国

主义情怀和奉献牺牲精神。他后来常常说的“国家需要，我就
去做”，便是由此而升华开的。于是，我似乎一下子抓住了本
书的血脉——爱国主义和奉献精神。我将书稿的第一章定为
《归来》，集中笔墨书写“一钱四老”归国。这样的开头与本书
的主题并不游离，因为这体现了两代知识分子一脉相承的报
国情怀，彼此具有一种内在的精神联系。正是有了“一钱四
老”的言传身教，才有了孙家栋丰富多彩、辉煌灿烂的人生。

到了2020年6月，疫情转入常态化防控阶段，我便抓紧
时间开始新一轮的采访。第一个采访对象是中国工程院院
士、“嫦娥一号”总设计师叶培建，见我戴着口罩，他问：“还需
要戴口罩吗？”我说：“你是国宝级人物，为了保护您，我必须
戴口罩。”他笑着说：“咱们还是按北京市的规定办吧。”这是
我采访生涯中第一次戴着口罩采访，仿佛我们之间隔着一层
磨砂玻璃，刚开始有些不在状态，但是很快便找到了感觉。

整个采访创作过程，我一直处在感动和激动之中。孙家
栋已是91岁高龄，朴素得就像一位退休的中学老师。他说：

“写航天，你主要应该写航天这个集体。卫星不是只靠一个总
师干出来的，而是几十万人共同努力，才干出了我们的东方
红一号工程、嫦娥工程、北斗工程、天问工程。”北斗卫星里有
一个管时间的核心部件原子钟，当时西方对我国禁运，孙家
栋说：“我们已经被逼到了绝境，如果原子钟不能国产化的
话，北斗就不要上天了！”我们的科研团队埋头苦干、历尽艰
辛，终于研发出“中华牌”的原子钟。北斗三号全球卫星导航
系统，不仅可以和GPS媲美，而且还有我们的优势，比如短报
文通信等。

记 者：作为一名军旅作家，多年来您在报告文学创作
领域笔耕不辍，推出了反映百年海军史、希望工程、农民工群
体、先进模范人物等不同题材的优秀报告文学作品，产生了
广泛深远的社会影响。您认为，报告文学创作的题材选择有
何“秘诀”？

黄传会：有位评论家说，每个时代总是存在着一些让人
们最感焦虑和痛苦的问题。这种包含着时代重大问题的题
材，可以称之为“时代的迫切性题材”。与这些题材相关的人
物与事件，不仅严重而普遍地影响人们的生活，改变人与人
之间的关系，而且还深刻地改变一个时代的社会风气，改变
人们的道德意识和行为方式，甚至改变历史的前行方向。我
觉得这段话讲得特别好。一个有经验的报告文学作家面对一
个新的题材，首先应该考虑这个题材里的人物与事件是否能
产生上述的影响。一部由好题材产生的好作品，应该彰显信
仰之美、崇高之美；应该让读者心灵一震，有所感悟，有所提

升，选择了什么，坚定了什么，抛弃了什么。
对报告文学作家来说，一生其实很难遇到几个

心仪的题材和几位心仪的人物。我写了将近40年报
告文学，真正算起来总共也就写了十几个题材。所
以，对每个题材都要敬畏和珍惜。不能贪多求全，巴
不得把很多题材都抓在自己手里，结果光有好题材
却没精心打磨好，成了对创作资源的一种浪费。

“七分题材三分写”，强调了题材的重要性，却
容易造成误解，以为只要抓住一个好题材，作品就
成功了七分。其实好题材离好作品还差得远着呢，

“三分写”根本写不出好作品，必须是“七分写”，甚至
“十分写”。

记 者：作为文学的“轻骑兵”，报告文学有其自
身的文体特征和创作规律。一部优秀的报告文学作
品应当兼具报告性、新闻性和文学性。您认为现在的
报告文学作品在这方面普遍存在的突出问题是什
么？报告文学作家应如何在实现这三者的有机统一
上下功夫？

黄传会：中国文学源远流长，无论诗经汉赋、唐
诗宋词还是明清小说，每种体裁都有其诞生的因由，

也都有其演变发展的过程，有的长达两三百年时间。报告文
学是一种年轻的文体，是一种最能贴近时代、可以与现实“零
距离”的写作，它一诞生便显示出勃勃生机。如瞿秋白的《饿
乡纪程》《赤都心史》、夏衍的《包身工》等早期作品，都已经充
分具备这种体裁的特性。

报告文学姓“报告”名“文学”。一部上乘之作必须有思想
高度和精神品质，但这种思想高度和精神品质必须靠文学来
完成。对报告文学作家来说，最大的挑战是如何将真实的事
件转化为文学的叙述。多年来，报告文学创作取得了丰硕成
果，涌现出很多精美、厚重之作。但恕我直言，现在的作品是
数量多质量弱，有“高原”缺“高峰”。人会生病，报告文学也有
痼疾新病。其主要症状有：

一是大而长的作品多，短而精的作品少。重大题材、重要
人物，诚然需要用大体量的长篇报告文学来完成。但一味贪
大求长，又无力驾驭，或是成为素材的堆砌，或是变成了“注
水肉”。现在每年出版的大部头报告文学数以千计，但真正耐
读的寥寥无几。我们缺乏的是短而精的作品，一叶知秋、滴水
藏海。哪怕是小人物、小事件、小篇章，只要结构精巧、故事精
彩、思想深邃，同样可以写出精短的美文。在《谁是最可爱的
人》之前，魏巍曾经写了一个长篇通讯，用了20多个小故事。
《解放军文艺》编辑看了，觉得内容太满，感染力不够。魏巍以
一当十，精心挑选了三个最感人的故事，写出只有3000多字
的《谁是最可爱的人》，一经发表，反响强烈，影响了几代人。
徐迟的《哥德巴赫猜想》也是不到2万字的短篇，却产生了广
泛深远的影响。“大人物小角度，小人物大情怀”，已经成为一
种经验之谈。

二是“超市里买的”多，“树上摘的”少。报告文学的素材
就如同水果，从超市里买来的毕竟是大众化的，你买得到，我
也买得到，但亲手从树上摘的便大不一样。作家必须自己去
找“果树”，才能摘到那些成熟的、带着露水的果实。现在不少
作品的素材是从资料堆里扒出来的，或是道听途说来的，而
不是自己深入生活获得的。有些作者在采访上下功夫太少，
甚至写一些重大题材，一个星期或半个来月就完成了采访。

（下转第2版）

报告文学之难：将真实事件转化为文学叙述
——访军旅作家黄传会 □本报记者 王 觅

黄传会（右）与孙家栋合影

黄坤明在庆祝中国日报创刊40周年大会上强调

牢记联接中外沟通世界职责
更好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

本报讯 5 月 22日，由扬州大学文学
院、扬州大学毕飞宇研究中心联合主办的“格
非——‘存在与变奏’”学术研讨会在江苏扬
州举行。中国作协副主席阎晶明、江苏省作
协主席毕飞宇、扬州大学校长焦新安、中国当
代文学研究会会长白烨、扬州大学文学院院
长王定勇，以及丁帆、王尧、王宏图、樊星、谢
有顺、王干、何平、季进等50余位来自全国各
地的专家学者与会，并围绕格非的文学创作
及其当代文学意义展开深入研讨。

阎晶明认为，格非是一位创作成就突出、
在新时期文学发展进程中的不同时期都产生
过重要影响的作家。要从学者、知识分子的
角度看待格非。在焦新安看来，通过“存在与
变奏”这个主题的思辨，我们的文学研究会进
入更宏阔的境地。与会者表示，格非30多年
的创作发生了明显转变，这与中国进入新世
纪以后的文化氛围有关。回顾格非的创作历
程，总结他在“变”与“不变”之间的写作，对今
天的文学创作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会上，格非结合自身的生活阐述了知识
与智慧的区别、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的关系。谈及自己创作
中的“变奏”，格非说：“文学创作里最迷人的或者说最好的东
西，实际上是你试图改变、试图开辟新天地时的一种神秘感，
那种创造性能够让你把所有的情感都投入其中，让你忘记衰
老和病痛。” （杨 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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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年来西藏文学中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胡沛萍

70年来的西藏文学：不断蓄势 应时而变
□次仁罗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