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5
每周一、三、五出版

（今日八版）2021年9月22日中国作家协会主管主办

1949年9月25日创刊（总第4791期） 国内统一刊号CN11-0093 代号1-102

星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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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月12日，“对抗壁垒，拥抱世界”纪念诗

人杰克·赫希曼诗歌朗诵会在北京举行。中国作协副主

席吉狄马加，谢冕、李少君、安琪、付帅以及20多位青年

诗人参加朗诵会。

吉狄马加说，杰克·赫希曼是在我们共同出席的在

线上举办的世界诗歌运动协调人会议前五分钟过世的，

他是这次会议的总召集人。当我们十几位身处世界不同

地域的诗人第一时间听到他过世的消息时，感到极度的

震惊和深深的悲痛。杰克·赫希曼年轻时就具有社会主

义理想，成为了一个名副其实的为追求人类平等、反抗

一切暴力的社会性诗人。到了晚年，他不顾行走上的诸

多不便，前往许多国家和地区，用诗歌促进不同民族、不

同信仰、不同文化背景的人民的对话和交流。他身上所

传递的反对一切壁垒，拥抱人类和世界的诗歌精神，将

会被更多的诗人和热爱诗歌的人们发扬光大。

在朗诵会上，林珊、周卫民、吕达、马泽平、徐晓、王

二冬等青年诗人朗诵了杰克·赫希曼的《俩》《派尤特·

蚂蚁布丁》《罗伯士角的奥秘》《巴拉邦》《露头》等诗作。

据介绍，美国诗人和社会活动家杰克·赫希曼于

2021年8月22日在旧金山家中去世，享年87岁。他是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垮掉的一代”的一员，曾出版

《美国人的通信》《倾倒》《遗留的一切》等多部诗集，其

诗作呈现出强烈的反战和左翼色彩。他是世界诗歌运

动组织的创始人和核心成员之一，20多年来积极推动

诗歌走入更广阔的社会大众，经常在旧金山的街道和

咖啡馆诵读自己的诗歌。 （黄 柯）

本报讯 中央宣传部等五部门联合印发的《关于加强新

时代文艺评论工作的指导意见》，在文学界引发热烈反响。连

日来，各地作协采取多种形式，认真学习、深入贯彻落实《意

见》精神，研究进一步做好文艺评论工作的有效举措，表示将

牢牢把握《意见》总体要求，切实发挥文艺评论的独特作用，

不断提高文艺评论的质量和水平，为推动新时代文学事业繁

荣兴盛作出更大贡献。

黑龙江作协对学习贯彻落实《关于加强新时代文艺评论

工作的指导意见》高度重视，第一时间对相关工作进行了部

署，迅速组织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进行集体学习，并以处室

为单位开展专题学习讨论。经过学习讨论，广大党员干部一

致认为，在黑龙江文学发展进程中，文学评论始终发挥着重

要的作用。在新时代，要进一步发挥文学评论的价值引导、精

神引领、审美启迪作用，以《意见》出台为契机，乘势而上，推

动龙江文学评论事业繁荣发展。要加强政治引领，坚守评论

阵地，把好文学评论的方向盘。发挥文艺评论的优势，开展专

业权威的文学评论，引导文学创作服务龙江发展大局。创新

体制机制，加强文学评论队伍建设，不断优化评论人才成长

环境。加强文学评论阵地建设，建立线上线下文艺评论引导

协同工作机制。

日前，四川作协召开专题会议，认真学习传达《关于加强

新时代文艺评论工作的指导意见》。此次会议是在前期自学

的基础上进行的集体学习和深入交流，研究四川作协落实

《意见》精神、加强新时代文艺评论工作的具体措施。会议指

出，《意见》针对文艺评论的现状“正本清源”，提出了新时代

文艺批评的总体要求和具体举措。要把好方向盘，坚持正确

方向导向，注重文艺评论的社会效果；客观评价作品，好处说

好、坏处说坏，用评论来推动文学创作和作家成长；以“拿来

主义”的态度对待中国古代文艺批评理论优秀遗产和西方文

艺理论，拒绝生搬硬套西方理论来裁剪中国文学。我们的评论

家要立足中国、面向世界，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文艺理论批

评。会议要求，四川作协理论评论专委会要抓紧落实《意见》精

神，发挥牵头作用，开展实际活动，完善相关措施，组织专题学

习；在省作协重点作品扶持项目中加大对文艺评论的扶持力

度；在省作协会员发展工作中适当增加评论工作者的比例；在

中国作协网络文学中心指导和支持下，加快推进《中国网络文

学评论》杂志筹备工作；由省作协理论评论专委会牵头组织文

艺评论专题学习培训；省作协主办的作品研讨会、发布会等要

以《意见》精神为指导，结合已有的规章制度，做到择优配强、

提升质量、强化效果。

9月2日，贵州文联、作协加强和推进贵州新时代文艺评

论工作座谈会在贵阳举行。贵州文艺家、作家共同就发展和

繁荣新时代文艺评论各抒己见。会议深入学习中宣部等五部

门联合印发的《关于加强新时代文艺评论工作的指导意见》，

与会者认为，《意见》高屋建瓴、言简意深、令人振奋，充分体

现了党中央对文艺评论工作的高度重视，为新时代文艺评论

工作明确了方向和职责。大家表示，当今正是文艺繁荣的崭

新时代，贵州广大文艺评论工作者置身于这样的时代理应奋

发作为，始终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时代放歌、

为时代评传。在坚持正确导向的基础上，新时代的贵州文艺

评论工作者要充分发挥文艺评论功能，当好文艺创作的“镜

子”、做好文艺审美的“梯子”，在艺术质量和水平上敢于实事

求是，对各种不良文艺作品、现象、思潮敢于表明态度，在大

是大非问题上敢于表明立场，倡导说真话、讲道理、讲正气，

营造开展文艺批评的良好氛围。此外，还要加强人才建设，壮

大文艺评论队伍，把薄弱艺术门类评论人才和青年文艺评论

人才作为重要培养和扶持对象，通过有效手段密切联系新文

艺群体中有发展潜力的评论人才，为他们参与研讨交流、培

训研修、出版成果等创造条件、提供帮助，以此吸纳文艺评论

的有生力量，壮大文艺评论的基础队伍。

近日，甘肃作协召开专题会议，与会者对甘肃作协长期

以来推进文学评论工作进行总结回顾，并落实部署下一阶段

的相关工作。近年来，甘肃作协加强与省内高校的交流，多次

与兰州大学、西北师范大学等联合举办甘肃知名作家作品研

讨会，加强文学评论人才本土化培养，储备文艺评论有生力

量。甘肃作协注重“请进来”与“走出去”双管齐下，多方联动

积极搭建对外文学评论交流平台，举办各类文学研讨活动。

在甘肃作协微信公众号、《飞天》等刊物发表作家作品专题评

论，加强本土文学评论的品牌建设。重视文艺评论的多样态

发展，既重视学院派评论，也重视媒体评论、大众评论，促进

二者良性互动。下一阶段，甘肃作协将组织重点文艺评论家

认真学习《意见》内容，吃透《意见》精神，用《意见》指导评论

工作，发挥好文艺评论价值引领、精神引导、审美启迪作用。

建立文艺评论专题评论长效机制，立足甘肃全省高校，对重大

主题、文学作品开展精准、专业、权威的文学评论。进一步加强

对网络文学评论的引导，开展网络作家及文学作品研究，培养

网络文学研究人才，扩大网络文学评论人才队伍。进一步加强

与甘肃省文艺评论家协会的联动，共同守好甘肃文学评论阵

地，打造甘肃文学评论品牌。

云南作协日前召开会议，学习《关于加强新时代文艺评

论工作的指导意见》精神。会议要求，云南作协、云南作协文

学评论及各文学创作专业委员会要进一步加强与云南省文

艺评论家协会的联系，在会员中广泛宣传《意见》精神，推动

云南文学界形成学习贯彻《意见》精神的热潮，以评论提升

文学创作、以评论促进文学发展、以评论培养文学新人，承

担起文艺评论引导创作、推出精品、提高审美、引领风尚的

使命任务。

延边作协召开专题会议，传达学习《关于加强新时代文艺

评论工作的指导意见》，对下一阶段如何贯彻落实《意见》作出

具体部署。会议认为，要把好文学评论的正确导向，积极发挥

评论创作委员会的作用，引导会员学习《意见》精神，进一步深

刻领会文学评论发挥价值引导、精神引领、审美启迪作用的重

要性，履行好应尽的职责。加强文艺评论阵地建设，加强与《延

边文学》《民族文学（朝文版）》《长白山》《道拉吉》《松花江》等

重点朝鲜文文学期刊的合作，巩固和延伸原有评论阵地，为文

学评论工作者搭建更加健康、宽松、优质的平台。推动创作与

评论有效互动，积极组织开展系列作品研讨会，团结凝聚文学

评论家，加强对优秀作品、新人新作、文学现象、热点问题的评

论，切实增强文学评论的主动性，提高评论工作的实际效果。

壮大文学评论队伍，定期举办文学评论培训班，切实建立起培

养评论人才长效机制。加强对重点评论家的培养，打造思想素

养好、专业知识强、学术造诣深的评论队伍。重视网络评论队

伍建设，培养新时代文学评论新力量。

中国石化作协日前召开秘书长会议，认真学习贯彻《关

于加强新时代文艺评论工作的指导意见》。会议认为，党和政

府历来高度重视文艺评论工作，中宣部等五部门此次联合印

发《意见》必将产生深远影响。《意见》用“继承创新”“批判借

鉴”来明确处理中西文论的关系，强调要建立具有中国特色

的文艺理论和评论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提出多

出文质兼美的文艺评论，明确了文艺评论的评价标准。今后，

石化作协会刊《太阳河》将拓展与国内优秀评论平台的协作，

建立起评论家与作家之间的常态化对话机制，充分发挥文学

评论的积极作用。

（欣 闻）

切实发挥文艺评论激浊扬清的独特作用
各地作协认真学习贯彻《关于加强新时代文艺评论工作的指导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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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9月21日，由国家电影局指导、中央广

播电视总台和北京市人民政府主办的第十一届北京

国际电影节在北京雁栖湖国际会展中心开幕。中宣

部副部长慎海雄宣布电影节开幕。北京市委常委、

宣传部部长莫高义致辞。田华、谢芳、王晓棠三位老

艺术家真诚讲述“心里话”，寄语年轻电影人“不忘初

心，敢于胜利！”

本届北京国际电影节以“新机·新局”为主题发

出邀约，希冀全世界电影人携手前行、不懈奋斗，共

同为电影事业孕育新机、开创新局。电影节设置了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特展”“冬奥影像特

展”“修复经典”“系列饕餮”“大师回顾”“中国故事”

等17个展映单元。

本届电影节的主竞赛单元“天坛奖”共有77个

国家和地区的889部影片报名参赛。中国影片《关

于我妈的一切》、俄罗斯影片《攻城日记》、丹麦影片

《信誓》等15部全球佳作入围。本届电影节“北京展

映”单元首次走出北京，辐射京津冀。31家影院放

映近300部、1000余场次的中外影片，让观众畅游

光影世界的星辰大海。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中国

电影资料馆历时7个月精心修复的首部4K彩色超

高清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成为北京展映单元的

首展影片。

为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本届北京国际电影

节继续突出云上特色，创新组织云评奖，探索云经

济，加大云传播，推出云发布，在云端展现电影沟通

心灵的磅礴力量。“天坛奖”评奖、北京展映、电影嘉

年华、闭幕式暨颁奖典礼等活动全面升级，以云端连

线、远程交易、视频会议、直播互动、线上观影等数字

化手段，为嘉宾、媒体、影迷提供更好的云端沉浸式

参与体验。第十一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将持续到9月

29日。

（辛 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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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长春9月17日电 9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

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黄坤明在吉林调研时强调，要深入

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紧紧围

绕铭记伟大奋斗历程、弘扬伟大建党精神、把握历史经验启

示，持续深化党史学习教育和“四史”宣传教育，扎实有效开

展“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不断巩固庆祝建党百年的

浓厚氛围。

调研期间，黄坤明先后来到长春市、四平市等地，深入企

业、高校、农村、社区、革命纪念馆和基层宣传文化单位，了解

有关情况，与干部群众、高校师生交流并听取意见建议。

黄坤明强调，要聚焦党苦难辉煌的伟大历程，结合吉林光

荣厚重的红色历史，深入挖掘红色资源，大力弘扬革命精神，

彰显不怕牺牲、英勇斗争、敢于胜利的英雄气概，讴歌排除万

难、艰苦创业、锐意创新的奋斗风骨，展现新时代自信自强、守

正创新的伟大成就和实践创造。要聚焦学习研究阐释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大力推进新时代马克思主义

学院建设，全方位全过程开展青年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用黄大

年等优秀教师的高尚精神感召后人、激励师生。

黄坤明指出，社会主义文艺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人为革命

理想不懈奋斗。要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下大气

力抓优秀作品创作、抓组织化程度提升，引导文艺工作者深入

生活、扎根人民，奉献更多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影视精品。要

深入开展文娱领域综合治理，出重拳、拿硬招、见实效，营造天

清气朗、正气充盈的行业风气。

黄坤明强调，促进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是新阶段文化

发展的重要目标。要加强高品质文化产品服务供给，发挥好

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和县级融媒体中心的作用，更好满足人

民文化需求、增强人民精神力量。要围绕推动高质量发展加

强宣传引导，充分宣传各地实现“十四五”良好开局的生动实

践，深入报道科技自立自强、国企改革发展、乡村振兴、绿色发

展等进展成效，激励人们同心同德奋进新征程。

黄坤明在吉林调研时强调

持续深化党史学习教育
不断巩固庆祝建党百年的浓厚氛围

本报讯 9月17日，由中国作协

创联部、北京出版集团、浙江省玉环

市人民政府主办，北京十月文艺出

版社、浙江省玉环市楚门镇人民政

府承办的苏沧桑散文集《纸上》首

发式暨研讨会在京举行。中国作

协副主席阎晶明、北京出版集团总

编辑李清霞出席研讨会并致辞。浙

江省委宣传部副部长葛学斌作书

面致辞。浙江省作协党组书记、副

主席臧军，浙江省作协党组副书记

曹启文致贺信。孟繁华、贺绍俊、白

烨、何向阳、施战军、徐可、李舫、陈

福民、陈东捷、周晓枫、张莉、乔叶、

刘大先等十余位专家与会研讨。研

讨会由中国作协创联部主任彭学明

主持。

阎晶明表示，《纸上》水汽和雄风

齐飞，灵气和大气共存，既灵动又厚

重，是苏沧桑散文创作上的分水岭或

者说转折点，意味着她从此迈上了新

的台阶，步入了新的境界。“书中的每

一篇面对的，都是某一传统艺术或技

艺的传承者，都是身在民间又身怀绝

技的人物，天然地不乏故事和生动。

苏沧桑为自己的每一次进入都做了

创作上的充分准备。她把它写得很

清美、很飘逸，但是又很扎实。”

苏沧桑的散文集《纸上》系中国

作家协会定点深入生活扶持项目。

大家表示，该书由七篇散文构成，以

记录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宗

旨，以中国南方珍贵的非遗文化、手

艺行当、风物人情等为基本元素，

“我”深入“他们”的生活现场，深度

挖掘其间所蕴含的中华民族特有的

精神价值、思维方式、文化意识、文

化自信。苏沧桑作为一个有使命和

担当的作家，近几年克服诸多困难

深入生活，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

行了沉浸式的体验和书写，真正体

现了一个文学工作者的脚力、眼力、

脑力、笔力。散文集《纸上》热情讴歌

中华民族山水之美、风物之美、传统

之美、劳动之美、人民之美，抒写了新

时代的新精神。 （行 超）

《纸上》首发式暨研讨会在京举行

本报讯 9月 16日，中国作协网络文学中

心主办的中国网络文学影响力榜（2020年度）发

布仪式在广东深圳举行。影响力榜包括四项：

网络小说榜、IP改编榜、海外影响力榜以及针

对“90后”作家的新人新作榜。经过严格初评、

复评、终评和网络投票，24部网络文学作品和4

位新人作家上榜。来自全国各地的网络文学作

家、评论家、网络文学平台负责人、文化产业公

司代表、网络文学爱好者等近200人参加发布

仪式。

目前，网络文学拥有上亿读者，是影视、游

戏、动漫等文娱产业的重要内容源头，也是中国

文化“走出去”的有效载体。发布中国网络文学

影响力榜，旨在发挥优秀作家作品在价值导向、

题材类型、文学品质、美学追求等方面的风向标

作用，推动网络文学在文本质量、IP改编、国际

传播等方面的高质量发展。

此次评审既肯定传统题材的优势、成绩和影

响力，同时引导网络作家走出书斋、面向社会，多

创作反映时代精神的精品力作。现实题材占上

榜作品的半数以上，集中反映了一年来网络文学

的创作成就和发展方向。

网络小说榜上榜作品既有《北斗星辰》《大国

战隼》等反映现实题材创作成就的作品，也有《汉

阙》等优秀历史题材小说，又有《第一序列》等科

幻力作，导向正确、题材丰富、质量上乘。IP改

编榜上榜作品中，既有改编成影视作品的《燕云

台》《一念永恒》，也有改编成动漫的《吞噬星

空》《完美世界》，形式多样。《诡秘之主》《元尊》

《妖神记》《超神机械师》4部作品在海外影响力

榜中脱颖而出。“90后”新人作家老鹰吃小鸡、

言归正传、柠檬羽嫣、懿小茹等4人入选新人新

作榜。

此次评审与往年相比有三个突出特点：一是

特别注重作品的价值导向，强调有大流量同时要

有正能量，引导网络文学高质量发展；二是高度

重视文娱领域综合治理工作，特别警惕娱乐行业

不良现象向网络文学行业的渗透，更加强调网络

作家的社会责任感；三是突出网络文学的国际传

播，推动更多优秀网络文学作品走向国际，传播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讲好当代中国故事。

（虞 婧）

中国作协网络文学中心发布
2020年度中国网络文学影响力榜

本报讯 9月16日，第十九届“叶圣陶杯”全国中

学生新作文大赛正式启动。大赛由中国当代文学研

究会主办，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校园文学委员会和中

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中学生》杂志社合办。

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会长、组委会主任白烨在启

动仪式上宣布开赛。他说，比赛成功办到第十九届，

得到了社会各界的高度认可，说明该活动对提高中学

语文教育、文学教育的质量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在新

的形势下，活动面临新的机遇，也面临新的挑战，主办

方将充分调动各方积极性，集思广益，保证比赛的公

益性、公正性和可持续健康发展。

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校园文学委员会会长、评委

会主任吴思敬说，“叶圣陶杯”全国中学生新作文大赛

重在出“新”，不仅组织工作有新思路，在命题等方面

也要出新出彩；不仅要反映出新的时代精神，更加贴

近中学生的新生活，而且要为拓宽写作教学的新理

念、新思路，为提高写作训练的科学化、系统化，提供

新的实践经验。同时，他期待通过该项活动能对叶圣

陶语文教育思想有新的研究和挖掘。

本次比赛顾问曹文轩以他对《共产党宣言》的感悟

阐述了文学的意义，希望比赛坚持文学的引领，为国家

培养更多的富有人文情怀与文化品位的优秀人才。

参加启动仪式的文学界、教育界人士谈到，比赛

已成为全国竞赛品牌，整体理念与设计立意深远，既

契合了中学生的实际需求，又引领了写作教学的发

展，正是这样的活动使得中学生写作“破茧成蝶”。希

望活动与时俱进，再上新台阶，对语文教学改革发挥

更大的推动作用。 （欣 闻）

第十九届“叶圣陶杯”
全国中学生新作文大赛启动

9月18日，由湖南省委宣传部、中国国家博物
馆、中国书法家协会主办，永州市委、市政府承办
的“摩崖上的中兴颂——永州摩崖石刻拓片展”
开幕式在中国国家博物馆举行。永州现存古摩
崖石刻2000余方，其中以唐宋摩崖石刻最具代表
性。此次展览精心遴选自唐至近代永州摩崖石
刻拓片近60件（套），分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民
安国定，摩崖颂中兴”以历史为主线，重点展陈
《大唐中兴颂》《大宋中兴颂》《大明中兴颂》等石
刻拓片。其中，以元结撰文、颜真卿书写的《大唐
中兴颂》最负盛名，是颜真卿一生中唯一的摩崖
石刻书法作品。第二部分“地缘人彰，山水绿潇
湘”以人文为主题，重点展陈历代名家大师在永
州留下的珍贵墨宝。其中，怀素小草《千字文碑》
与大草《千字文》石刻，在书法史上被世人合称为

“双璧”；苏轼《荔子碑》乃韩愈撰文记载柳宗元事
迹的书法石刻，文化价值极高；《浯溪诗刻》作为
米芾的早年代表作，有效弥补了其早期纸绢墨迹
稀少的遗憾。

（文/图 许 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