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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近日，为加强对当地诗歌创作的引导指导工作，重庆作协组织开展一系
列诗歌相关活动，以更好推动重庆诗歌创作进一步发展。

一是组织李钢创作50周年纪念活动。上世纪80年代，李钢的组诗《蓝水兵》影响了
一代人，诗人以其富有现代色彩的语言和技法，对军旅诗歌创作进行了突破性的探索，
被称为“新时期军旅诗歌的先行者”。重庆作协结合打造“重庆文学公开课”品牌，在南
岸大众书局开展“我的文学之路：李钢文学创作50年特别活动”，邀请李钢讲述《蓝水
兵》的创作和发表经历，分享自己文学创作的心路历程与经验。在李钢看来，作为中国
诗歌的重镇，重庆诗歌已经步入较快速的发展阶段，内容更大气，题材更广泛，取得了
可喜的成绩。接下来，重庆要进一步培养更具影响力的诗人，推出更多能够引领风气的
作品；诗人们也要用更优秀的作品突破自我，为重庆的诗歌建设作出新贡献。

二是举办“旷野的诗意”专题讲座，邀请重庆作协副主席李元胜围绕自然生态与
诗歌创作主题，以“旷野的诗意”为题进行讲座。李元胜《旷野的诗意》是一部具有鲜明
自然生态特色的作品，也是他“荒野寻访”系列的第一部作品，细节丰富、可读性强，涉
及海南西沙群岛、广东南岭国家森林公园、贵州茂兰自然保护区、四川攀西大峡谷等
地域，将大自然的诗意和神秘娓娓道来，带领读者追随野外科研人员的脚步，在日常
难以见到的环境中去观察和感悟自然。讲座中，李元胜结合自身的创作实践，从户外
采风和博物旅行对创作的影响入题，结合《黄河边》等作品的创作经历，分享阅读、摄
影和诗歌创作之间的奇特关联，引领读者走进诗歌创作的隐秘殿堂。

三是直播格律体新诗讲座，邀请重庆市诗词学会格律体新诗研究院院长万龙生
主讲“格律体新诗总结·格律体新诗漫谈”。讲座前后开办8讲，时间长达一年，并以电
视直播方式进行传播。讲座中，万龙生对格律体新诗未名期、现代格律诗前期、现代格
律诗后期、格律体新诗时期等进行简要回顾，并对格律体新诗时期的“格律体新诗”命
名依据、体式的“三分法”谱系等重要成果进行系统讲解，吸引了众多格律体新诗爱好
者，对扩大格律体新诗影响、持续推动格律体新诗创作起到了重要作用。

（渝 闻）

重庆作协组织系列诗歌活动

本报讯 4月16日晚，人民文学出版社于线上举办石
一枫最新长篇《漂洋过海来送你》首发式。中国作协副主席
李敬泽，茅盾文学奖得主李洱，编剧、书评人史航与作者石
一枫，围绕“新顽主vs新世界，跨越时空的通关之旅”展开
对谈。活动由《十月》杂志副主编季亚娅主持。

“70后”作家石一枫曾以小说《世间已无陈金芳》获得
第七届鲁迅文学奖，《地球之眼》《心灵外史》《借命而生》等
作品也赢得了文学界的关注与读者的喜爱。在长篇新作《漂
洋过海来送你》中，他将笔触伸向了北京胡同，书写胡同里
的“原住民”。主人公那豆自小跟爷爷相依相伴，在胡同平房
里生活。爷爷陡然去世，那豆心中悲痛万分，偏偏此时又意
外在骨灰中发现了一块似乎不属于爷爷的“异物”。为了寻
找线索、一探究竟，那豆决定背上行囊，为了爷爷亲赴美洲
大陆走一遭。小说通过探寻爷孙两代人的经历，折射了长达
半个世纪的历史变迁，从爷爷辈的保家卫国、工厂转型，到
孙子辈的漂洋过海、世界互联，截然不同但又彼此支撑的生

活，撑开了小说的时空尺度，其中不变的是中国式的血浓于
水、生生不息。

首发式上，嘉宾们充分表达了对小说的肯定与喜爱。李
敬泽说，在书写祖孙关系的当代文学作品中，《漂洋过海来
送你》是他近期看过最动人的一部。石一枫写出了祖孙双方
世界观与价值观的沟通，两人的关系有时甚至像兄弟俩。李
敬泽尤其赞扬小说对爷爷那年枝的塑造，这个人物“讲理”

“要脸”，两样加在一块儿，就显出了人物的“范儿”，这也是
中国传统的“范儿”。此外，相比于“北京性”与“在地性”，他
更愿意强调石一枫小说的“世界性”，因为世界性在这个时
代已经深深刻进我们生活的肌理中。写北京也就是写世界，
它已自然地与世界发生关联。

史航评价《漂洋过海来送你》是用精明的方式讲厚道的
故事，小说里的人物有时不想承认自己的厚道，把内心像蜡
丸一样封起来，但作者在关键时刻一个一个将其拍碎。李敬
泽认为，石一枫在表现这种厚道时，怀有一种“羞涩感”，他

要用文学表达来平复自我，我们由此看到了他作为小说家
的艺术才华。

李洱提到，石一枫的写作注重故事性，在这个经验被搞
得七零八落、充满“事故”的世界里，他还能够讲一个完整的
故事，这说明作家一定是敏锐地感知到了世界的变化，对世
界以及世界上与自己有关的人怀有强烈的兴趣。在石一枫
趣味横生的叙述中，能看到跟王朔相近的“痞”、跟刘震云相
似的“绕”，但他还是一位“肯定型”的作家，作品中有对传统
和民间文化价值观的肯定和认同。

谈及“国潮”话题，石一枫表示，在自己这代人小时候，
“国”的东西是不“潮”的，流行风尚大多来自港台或欧美，而
近些年，本土文化元素重新开始“潮”起来。史航谈到，我们总
是容易把明明活着的文化当成化石去供着，而“国潮”则是本
来活着的文化凑到你面前告诉你它活着，那是一种始终在成
长的文化，它们面向年轻的世界，《漂洋过海来送你》就具备
这种气质。李洱认为，小说的核心就是“寻找”，那豆寻找爷
爷，这个过程也是在寻找回忆、寻找文化，跟传统价值重新建
立联系，这才是真正的“国潮”。

（欣 闻）

石一枫新作《漂洋过海来送你》线上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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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王觅） 4月18日，鲁迅文
学院第二十一期网络文学作家培训班开学典
礼在京举行。中国作协副主席吴义勤出席并
讲话。

吴义勤在讲话中说，2022年是党的二十
大召开之年，也是全面实施“十四五”规划、开
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关
键一年。网络文学作为社会主义文艺的重要组
成部分，在时代中孕育成长，并极大程度影响
着青年一代的思想建构。广大网络文学创作者
理应进一步转变观念，树立精品意识，明确使
命，勇于担当，推动网络文学高质量发展，为文
化强国建设贡献更大的文学力量。希望学员们
深入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工作的重
要论述，特别要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
文联十一大、中国作协十大开幕式上的重要讲
话精神，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书写
人民奋斗，塑造人民英雄形象，珍惜这次学习
机会，以良好的身体状态和饱满的精神状态迅
速投入到学习中，认真对待每一次课程与交
流，圆满完成本期培训任务。中国作协正在组
织实施“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和“新时代
文学攀登计划”，希望广大网络作家也踊跃参与，深入生活、扎根
人民，创作出更多反映新时代的网络文学精品力作。

张栩（匪迦）、谢漠兮（漠兮）、何健（天瑞说符）、张芮涵等学
员代表通过网络视频形式先后发言，分享了各自的创作体会，表
示将珍惜宝贵的学习时光，努力收获更多知识和感悟，以更好的
作品回馈伟大的时代。

据介绍，本期培训班为期两周，参加培训的115名学员是由
中国作协网络文学中心推荐、鲁迅文学院审定、中国作协党组批
准，优中选优选拔出来的，其中很多学员在网络文学创作方面已
经取得了优秀成绩。为响应疫情防控工作要求，本期培训班以线
上形式举办，将借助网络平台进行授课和交流。为办好本期培训
班，鲁院与中国作协网络文学中心进行了充分沟通和精心筹备，
对教学环节进行了具有针对性的设计安排。培训班将邀请全国
知名的作家、学者、编辑进行授课，组织高水准的文学研讨和讲
座，既着力提供国情时政、文学创作与批评等各类精彩课程，也
注重搭建交流思想、分享经验的平台，力求使学员们的视野胸襟
得到扩展、思想认识得到提升、创作积淀得以丰厚，各方面都获
得新的提高。

开学典礼由鲁迅文学院常务副院长徐可主持。鲁迅文学院
副院长李东华、中国作协网络文学中心副主任朱钢等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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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4月17日，由《文艺报》社和中原出版传媒
集团主办，大象出版社有限公司承办的“孟宪明长篇小说
《第一个十月》作品研讨会”，以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
在北京、郑州同步举行。中国作协副主席吴义勤，河南省
委宣传部副部长谭福森出席并讲话。河南省委宣传部出
版处处长梁莉，中原出版传媒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王
庆、总编辑耿相新，大象出版社有限公司社长汪林中、总
编辑张桂枝等主、承办方代表，以及潘凯雄、何向阳、胡
平、刘琼、何弘、贺绍俊、张莉、王国平、乔叶、刘颋、冯杰、
南飞雁等作家、评论家与会。会议由《文艺报》总编辑梁
鸿鹰主持。

《第一个十月》是河南作家孟宪明潜心五年创作的长
篇小说，2022年1月由大象出版社出版，讲述了发生在
新中国成立之际的“反特”故事。1949年6月15日，聚集
了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优秀代表的新政协筹备会议
在北平亚洲饭店召开，新中国成立在即，敌对各方势力派
出大量特务潜入北平，威胁新生的共和国。保卫干部们
不怕牺牲，同特务斗智斗勇，在新中国成立前夕，把阴谋
炮击天安门、破坏开国大典的中外特务一网打尽。

吴义勤在讲话中谈到，历史对于文学创作来说是一
座富矿，对重大历史的书写，是当代作家的责任和使命。
开掘历史，需要作家具有大历史观和大时代观，要自觉反
对戏说历史、消解历史甚至历史虚无主义的表达方式。
《第一个十月》选题新颖、视角独特，生动表现了新中国成
立初期人民群众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是对历史的致敬
和正面书写，也是作家向历史交出的一份答卷。小说充
分体现了作者驾驭题材、结构线索的能力，具有较强的文
学性、故事性和可读性，对正反两方人物不同性格的成功
刻画让人印象深刻。

与会专家认为，小说通过一群小人物的命运，折射出
时代的大变迁，让读者从中感悟到中国共产党取得胜利
的内在历史逻辑与实践逻辑。小说以塑造人物群像取胜，
多数人物形象都性格鲜明、特征突出，如吴邑、罗山、梅东
岭、于兵、鲁战凯和孙觅等保卫干部群像，他们为新中国
的成立保驾护航，挥洒青春和热血，读来令人动容。作者

同时塑造了一批社会底层小人物的形象，通过对底层人物的描写，
揭示新中国成立时期的伟大历史变革。小说整体上故事动人、情节
跌宕、描写细腻，具有较强的艺术特色。

会上，作者孟宪明以“我们为什么总往后看”为题，分享了《第
一个十月》的创作心得。他回忆了父辈们的战争经历和记忆，表示
希望通过自己的写作，为父辈们弥补一些遗憾，并唤起今天人们的
危机意识。“父辈们不识字，随着他们的离去，很多东西也就没有
了。他们存在过，他们的恩怨情仇存在过，痛苦和眼泪也存在过，
可是滔滔烟云很快就把他们淹没了。我想回过头，记一记他们的
过往……我们往后看，是因为‘后边’能给我们智慧和力量。《第一
个十月》就是一部转身扭头‘向后看’的书。” （罗建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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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4月15日电 4月中旬起，中央主要媒体将
深入革命老区和边疆地区，开展行进式、互动式采访报道，生
动讲述新时代“老区新貌”“大美边疆”的精彩故事。

此次集中采访报道将持续到7月上旬。各媒体将通过
“走街串巷”式的慢直播和互动性、代入感强的行进式采访报
道，深入反映革命老区和边疆地区在打赢脱贫攻坚战、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区域发展等方面的生动实
践、显著成就和感人故事，充分展示党的十八大以来革命老区
和边疆地区的新风貌新变化新成就，生动展示革命老区和边

疆地区人民自信自强、团结奋斗的良好精神风貌。
据了解，4月16日起，中央主要媒体将对赣闽粤原中央

苏区、海陆丰革命老区、湘赣边革命老区、陕甘宁革命老区、浙
西南革命老区、左右江革命老区、琼崖革命老区、大别山革命
老区、湘鄂渝黔革命老区、川陕革命老区、沂蒙革命老区、太行
革命老区等12个革命老区逐一开展行进式采访报道。

革命老区采访报道结束后，将接续推出边疆地区采访报
道，共涉及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古、甘肃、新疆、西藏、广
西、云南等9个省（区）。

“老区新貌”“大美边疆”
行进式采访报道即将启动

科学技术是人类的伟大创造性活动，科技创新是人类
社会发展的重要引擎，也是应对许多全球性挑战的有力武
器。科技发展在深刻影响人们生产、生活和思维方式的同
时，也在无形中渗透至文学艺术创作、人文学科研究、文化
产业发展等多个领域，不断拓展人类的认知边界，重塑我们
关于未来的想象维度。一方面，科技可以借助文学的形式
完成知识的更广范围传播，另一方面，文学作品也在尝试探
寻科技文明的奥秘，阐释人类世界的历史、现实与未来。在
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历史性机遇面前，科技会给
文学的创作、生产及传播带来哪些微观的变化，文学作品如
何才能更好地书写科技时代的现实图景，实现科幻、科普类
文学创作的产业落地还需要做哪些工作？一系列由文学与
科技关系衍生的话题，值得业内进行更深入的探讨。

把握信息科技对现代人文的影响

科学界已然认识到，物质与能量都可以转化成信息，自
然界的一切都是由“开”和“关”、“0”和“1”构成的信息集合
体。中国科普作家协会荣誉理事、全球华语科幻星云奖联
合创始人董仁威认为，物质与能量、生命与非生命、虚拟现
实组成的网络世界与真实的物理世界之间没有绝对的界
限，自然界的一切都可以转化成信息，万物均可以联成一个

“物联网”。他特别谈到，已有研究表明，大约7-10万年前，
现代人类的祖先“晚期智人”大脑中发生了基因突变，由此
具有了虚构故事的能力，进而创造了宗教、文学、艺术、科
学、技术，创建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使现代人进入了文
明时代。因此，想象思维是建构文学艺术的基础，也是进行
文学艺术创作的要素。我们需要用适应现代科学和技术发
展的新的思维来看待科技发展与文学创作之间的关系，作
为人学的文学艺术自然离不开对科学技术的描述。而科幻
小说作为科技与文学的信息载体，正在成为越来越重要的
文学艺术形式，并在科学时代成为主流文学的重要组成部
分，未来甚至有潜力成为新的主流。

文学信息学的基本观点认为，文学是以语言文字为载
体的特殊信息传递过程。从信息论看科技之于文学的挑
战，可以发现文学的创作、接受过程也就是信息的生产、加

工、传播、处理过程。中国作家协会科幻文学委员会委员、
中国科幻研究中心特聘专家三丰表示，文学生产原本是存
在于大脑的信息加工和输出过程，只要我们承认文学生产
的内核是信息加工，那么，算力和算法越来越强的科技，终
究有能力将我们的精神活动信息化，且进行艺术化的加工，
生产出符合人类认知的文学。文学的接受本质上是信息的
输入过程，当VR/AR/MR和脑机接口成为信息I/O的新形
态时，人脑接收信息的速率和效率将获得极大的提升。在
这个大趋势下，三丰预测，未来传统意义上的文学很大程度
上可能会成为其它效率更高的信息接收形式的“文字形态
脚本”。当下文学作品改编成影像类艺术作品需要大量成
本，实现的信息传递效果也受到限制。未来技术可以发展
到从文学作品中提炼人物、情节、场景、情感、情绪、审美感
受等要素，直接快速生成触达感知系统的数字形态作品，甚
至可以做到个性化定制。由此，在这个认知的基础上，我们
能够看到现代科技特别是信息科技对于文学艺术带来的根
本性和颠覆性的影响与转变。

深入理解现实，深耕科普沃壤

文学作为人学，既关注人的本体存在，也始终深度关注
变动不居的现实。科技作为人能力的延伸与外化，也是现
实生活的“符码转换器”。移动通讯、智能家居、自动驾驶、
虹膜识别、基因工程，每一项与人类有关的科技产品，都深
刻地改变着现实的复杂维度。新技术时代的文学何为？

中国作家协会科幻文学委员会副主任、作家韩松认为，
现代科技发展和信息传播的速度极快，文学工作者要兼顾
了解科学知识、练习文学手法、培养想象力三方面的能力，
更要注重以文学的形式提升国人的科技素养。科技和文学
的融合能够改变文学的表达方式、传播形态和思维模式，让
人们用现代的、科学的思维方式来观察问题。“科技是现代
社会的第一现实，也是生存的第一现实。如果说文学讲求

‘烟火气’，那么，科技就是文学最大的‘烟火气’。”韩松认
为，目前，全国范围内已有数十个由腾讯、阿里、京东、百度
等头部企业赞助的科幻奖项，所以，科技与文学艺术的融合
必须要克服自身市场化和商业化的问题，同时，更要让五四

时期崇尚科学的精神重新回到时代，并获得新的上升空
间。文学必须重新聚焦在时代的焦点上，放眼世界，石黑一
雄的《克拉拉与太阳》、麦克尤恩的《我这样的机器》等都在
关注科技带来的巨大变革，显然，科技已然成为时代的焦点
问题，这就是文艺工作者未来要持续努力的方向。

科技知识的细分发展伴随着社会大众知识水平的普遍
提升，科普作品应承担反映发展现实、架起沟通科学与社会
之间桥梁的重任。在科技与文学双向赋能的时代，科普是
一片广阔蓝海。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副总编辑杨虚杰认
为，科普作品是以文学语言表现科学观念、自然万物、科技
发展等核心内容，包含作者独特的艺术感知和社会文化思
考的文体。作为科技与文学巧妙结合的产物，科普作品通
过文学艺术的构思和创作，创造性地传播科学文化知识、科
学技术方法、科学思想和科学精神，使人得到科学上的启
迪，又获得文学上的审美享受，让公众更好地理解科学，助
力全社会科学素质的提升。

文学艺术家和科学家的携手与“联姻”，有利于文学艺
术和科学双方互相滋养、共同繁荣。中国科技信息研究所
研究员武夷山谈到，科研一线工作者与文学艺术家的交流
互动，能相互激发更深刻的灵感涌现。科学家与文学家可
以取长补短，共同创作科普作品。科学家主要保证作品的
科学性，文学家能增强作品的可读性。未来，应当继续拓展
开放合作，持续完善对话互动机制，促进跨学科、跨领域的
经验交流和知识共享，在跨界融合、协同发展中促进科技题
材精品力作的诞生，提高科普作品的科技含量和人文内涵。

科幻网文应该更好地
承担起弘扬科学精神的功能

互联网时代，科技与文学的融合催生了科技网文类型
写作的出现，加速了文学作品的IP化趋势，为文学与文化产
业结合，走向数字化、集群化、规模化发展提供了更丰富的
可能。科幻网文将科技元素、网络元素与文学创作相融合，
既是科幻小说本土化的重要路径，也成为Z世代年轻人了
解前沿科学技术知识的重要载体。

（下转第2版）

业内聚焦文学与科技双向赋能带来的衍生话题——

科技是文学最大的“烟火气”
□本报记者 徐 健 教鹤然 康春华

“中国书法兰亭奖终身成就奖艺术家作品展”于4月2日在中国美术馆开展。此次展览
是中国美术馆学术邀请系列展之一，展出第一届至第五届中国书法兰亭奖终身成就奖获得
者潘主兰、启功、王学仲、李铎、沈鹏、欧阳中石、孙其峰、刘江、沙曼翁、姚奠中、尉天池、陈方
既、刘艺、孙伯翔、周慧珺及“中国文联终身成就书法家”称号获得者高式熊、张海、沈定庵、段
成桂的代表作，共19件作品，涵盖篆、隶、楷、行、草五种书体，既有深沉宽博的碑意古拙，又
有行云流水的帖气性情，流露出书法家精深的艺术修为与丰厚的人文学养。这些书法家，有
的已经逝世，有的已是耄耋之年，但都坚守理想信念、潜心书法创作、培养书法人才，为新中
国书法事业的繁荣与文化艺术的传承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欣赏他们的书法作品，品味他
们的艺术人生，能够从中感受到老一辈艺术家的社会责任、家国情怀，感受到当代中国书法
的正大气象。展览展出至4月27日。 （欣 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