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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重
要要
新新
闻闻

5月16日出版的第10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

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正确认识和把握我国发展

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

文章强调，进入新发展阶段，我国发展内外环境发生深刻变化，

面临许多新的重大问题，需要正确认识和把握。

文章指出，要正确认识和把握实现共同富裕的战略目标和实践

途径。要正确认识和把握资本的特性和行为规律。要正确认识和把

握初级产品供给保障。要正确认识和把握防范化解重大风险。要正

确认识和把握碳达峰碳中和。

（据新华社北京5月15日电）

出版行业畅谈文学与科技融合发展前景——

让人类在科技时代诗意地栖居
□本报记者 徐 健 罗建森

作为与现实世界和人类生活紧密相连的题材领

域，科技相关文学作品近几年备受期刊与出版行业青

睐，发表和出版的数量及质量都在逐年上升，创作队

伍进一步扩大、涉猎学科进一步宽泛、图书种类进一

步丰富，整体呈现出向好态势。在全社会大力提倡科

学精神、科普科幻题材影漫游作品快速发展的今天，

如何进一步推动此类题材作品的出版发行，让期刊、

出版在文学与科技融合发展中发挥更大作用？相关

业界人士表示，科幻类作品前景可期，文学创作者要

主动学习并拥有熟悉的学科知识范畴，与科学家、科

技工作者紧密合作，致力于如何生动有趣地讲述科

学，增强科普作品的文学感染力和科普效力。

科技题材创作需要贴近“可知可感
的生活”

文学与科技尽管有着不同的发展轨道，但二者

始终是相互促进、相辅相成的。作家出版社副总编

辑颜慧表示，科技发展对我们生活的影响从未像当下

这样强烈，科学也始终是文学出版探索的一个重要领

域。科技刷新了人们对世界的认知，为文学创作带来

了新的审美体验和深远空间；文学也为科技发展提供

了瑰丽想象，推动人类在科技时代诗意地栖居。她介

绍说，作家出版社相继出版了一系列经典科普题材作

品，如高士其的儿童科普故事《细菌世界历险记》讲述

了细菌家族的形态特征、生活习性及其对人类生活的

影响；卞毓麟的《星星离我们有多远》勾勒出人类探索

宇宙的奇妙旅程；李鸣生的《飞向太空港》再现了中国

自主研发的运载火箭首次成功发射外国卫星的全过

程；美国作家蕾切尔·卡逊的《寂静的春天》将近代污

染对生态的影响展示在读者面前，给予人类强有力的

警示。近年来，中国本土科幻文学因其眼界、思维和

爆发力而备受关注，为展现其面貌，作家社出版了一

批新锐科幻作家的作品，并推出“青·科幻”丛书，收录

近年来银河奖、全球华语科幻星云奖得主及其他青年

科幻作家的代表作。丛书名之“青”取青年之意，更取

“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之祝福，希望作家们回到初心和

原点，真正思考个体、技术、语言和时代之间的复杂关

系，创作出足够人性化和世界化的优秀作品，推动中

国科幻写作良好生态的可持续性发展。

人民文学出版社当代文学编辑室主任赵萍谈到，

科幻的体量虽在人文社不算大，但推出的都是有经典

气质的原创作品。除关注国外雨果奖得主的科幻作

品外，人文社从2015年开始推出中国科幻作品年

选，主推当年优秀的中短篇，同时深耕原创科幻长篇

小说，力图做一些开创性工作，及早发掘、培养和扶

持优秀作家，关注作家的成长过程，培养科幻的新生

创作力量。她谈到，好的科幻作品需要与现实有所

连接，在现实的基础上展开想象，需要多使用现实主

义的方法来进行创作。科技要与文学相结合，既需

要“硬核知识”，又需要“可知可感的生活”，出色的文

学素养和技法、对科技发展的充分了解和反思、对社

会人生的正确认知，三者缺一不可。作家要贯通融合

个人的经验与情感，以自己的方式观照和表达技术与

人的关系。

凸显科普作品的人文色彩和精神探索

科普文学是科技与文学的巧妙结合。通过文学

艺术的构思和手法，形象生动地表达和传播科学知

识、科学技术、科学方法、科学思想和科学精神，可以

使人既得到科学启迪，又获得文学审美享受。中国科

普作协秘书长陈玲谈到，当下科技发展与文学创作同

频共振，正是科普文学大有作为的时候。科普文学创

作需要更深刻、更及时地反映科技现实，克服技术变

革给科普文学带来的多重影响，架起沟通公众与科技

之间的桥梁，同时也要具备一定的反思性和超越性，

警惕现代科技转化为危及人类自身生存的否定性因

素，这是时代赋予文学创作的使命和责任。她表示，

近年来的科普创作面临着三大转向及挑战。一是叙

事方式的转向，“科学+艺术”成为科普创作的主要叙

事方式；二是主题热点的转向，从关注技术走向关注

自然，自然博物类科普图书成为科普出版热点；三是

出版形式的转向，融媒体时代倒逼科普创作革新。在

这种情形下，需要鼓励更多科学家、科技工作者投入

科普创作，保证科普作品的原创性、准确性和前瞻性，

提升科普作家队伍水平。文学创作者要与科学家、科

技工作者紧密合作，致力于如何生动有趣地讲述科

学，以人文艺术的感性，中和传统科普叙事的概念化、

逻辑化、学理化。同时，要多利用电子书、微视频、微

电影、动漫、游戏等作为科普作品的载体形式，借助新

型媒体社交平台加以传播，让优质科普资源得到充分

开发，服务公众。最重要的是凸显科普作品的人文色

彩和精神探索，通过文学将科技融入生活轨迹，激发

读者的审美情趣和情感共鸣，以增强科普作品的文学

感染力和科普效力。

科普文学的繁荣程度，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一个国

家和民族科学想象力与文学创造力的发达程度。中

国科普作协副理事长、《科普时报》原总编辑尹传红谈

到，科普图书传授给读者的不仅有科学知识，还有先

进的科学思想、正确的科学方法和严谨的科学态度。

近年来，科普图书出版数量越来越多，精品不断涌现，

题材和内容比以往丰富了许多，选题也越来越精细

化、个性化，取得了不错的成绩。从外部环境来看，科

普图书的出版也受到了国家相关部门的重视、支持和

鼓励，中国科普作家协会优秀科普作品奖、北京市优

秀科普作品奖、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科普类）、吴大

猷科普著作奖等科普图书奖项相继设立，图书推介活

动和出版基金资助也更注重科普类图书的入选比例，

这些都有助于推动科普文学的健康发展。同时她提

到，要实现原创科普作品水平的大幅提高，最重要的

抓手是科普创作队伍的建设。要鼓励科学家参与科

普创作，对科研新成果和科技信息进行加工整合，有

效促进科技资源及时转化为科普资源，使其以更便于

被公众接受的形式展示和传播，让社会公众共享科技

成果。她还建议，应当把科普图书纳入全民阅读计划

的整体布局当中，加大优秀科普图书推荐力度，特别

是调动青少年学生对科学阅读的兴趣。这也是提高

国民科学素养、推动科普图书发展的重要一环。

（下转第2版）

生活是一口井，文学是一根针，用“拿一根针去深

挖一口井”的精神来进行文学创作，是作家卜利民（笔

名卜谷）长期深入生活之后的创作感受。他说：“作为

一个作家，我永远都处在创作或者为创作做准备的状

态之中。我的一生就在做一件事情，即坚持以赣西南

革命历史和现实生活为主要题材进行文学创作。”

生活是打磨作家的熔炉，要向生活学习、向实践

学习，在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中不断磨炼自己、铸造自

己、升腾自己。作家柳青当年为创作《创业史》，一个

人克服重重困难，长年驻扎在皇甫村，亲身参与了当

地农村合作化的过程。他放下知识分子的身段，真正

把自己变成农民中的一分子，穿农民的衣服，理农民

的发型，与农民为伍，急农民所急、想农民所想，切实

做到身入、心入、情入，完成了从“体验生活”到“深入

生活”的蜕变，成为后来许多作家的榜样。

卜利民长期致力于红色题材创作，他以自己的家

乡赣西南为文学创作根据地，以自己的父老乡亲为文

学原型，在过去40多年间采访了1000多名红军及其

后代，先后创作出《少共国际师》《红军留下的女人们》

《走歌的红妹子》《为毛泽覃守灵的红军妹》《红军留下

的孩子们》《红脉——134位开国将军故里扶贫70载》

《最后的红军——百名百岁红军口述史》等作品，走出

了一条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的文学创作之路。

以信念写信念，以精神写精神

每个作家都有可能在创作中陷入困境，没有创作

灵感，缺乏创作动力。每当这个时候，卜利民就去采

访红军，或者去重走长征路。对于卜利民来说，永不

停歇的采访，已经成为他生活的一部分。

卜利民的父亲、岳父、伯父都是参加过长征的红

军干部。他的家族有7个人参加了红军，这种情况在

赣南原中央苏区比比皆是，在赣西南的许多县份亦是

如此。他生活过的地方叫“西厢村”，也叫“红军村”。

住在这里的，除了参加长征的红军，还有参加多年游

击战的红军，以及好几百户的红军家属。大多数红军

希望有人去采访他们，他们有太多坎坷的经历需要

倾诉，需要有人书写下来。有人给卜利民写了委托

书，要求他把自己的经历写出来，还有人临死前将此

作为遗嘱交代。每采访一个红军，卜利民就像欠了

债一样耿耿于怀，常常寝食不安，觉得如果不把采访

对象诉说的故事写出来，就会心怀愧疚。在赣南这

片红土地上，那些故事就像空气一样浸润在作家的

血液里，红色基因在作家身上生根发芽、分蘖长大、开

花结果……

抱着这样一种红色情结，卜利民决定创作长篇小

说《少共国际师》。赣南的宁都县是“少共国际师”的

诞生地，当地有不少人参加过“少共国际师”，卜利民

的父亲就曾经是一名“少共国际师”战士。卜利民的

妻子肖英曾担任当地博物馆革命文物组的组长，手头

搜集掌握了一些相关的革命历史资料，他和妻子做了

一个相当大胆的决定，要倾尽全力写一部关于“少共

国际师”的长篇小说。

但是，命运的多舛完全出乎意料。当采访正在进

行、创作刚刚起步的时候，卜利民的妻子就患胃癌住

进医院。在妻子住院的日子里，除了谈论死亡，夫妻

俩说得最多的话题就是这部作品。1981年，在妻子

住院近8个月的时间里，卜利民一个小时都没有离开

濒临绝境的妻子，亲眼看着一个活生生的人是怎样万

般无奈地离开了人世。死亡让卜利民深深地感觉到

生命的无常和短暂，那时候他就想：“这一生我就做一

件事，哪怕一生就写《少共国际师》这一部作品也行，

也算对得起死去的妻子。”

他进入生命的低谷，带着一个3岁、一个5岁的孩

子，挣扎着生活下去，一边工作，一边在业余时间坚持

文学积累和采访创作。即便是在低谷，也存在一些可

能性，人不能气馁，不能向命运投降。卜利民抓住了

这些可能性，翻越了一座座难以攀登的大山。《少共国

际师》是卜利民攀登的第一座文学山脉，他克服了无

数难以想象的困难，经过20多年采访和积累、十几次

大修大改，终于在2003年完成了这部长篇小说。

人生最艰难的时候，信念是最大的支撑。创作是

一种情感寄托，也是一服苦难的“解药”。事实证明，

卜利民20多年对一个题材的坚守是值得的，不但践

诺了妻子的临终遗嘱，也填补了一项相当重要的红军

题材创作空白。

（下转第2版）

本报讯 5月7日，由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主办

的“一叶轻舟承载时代巨变——薛涛长篇小说《桦皮船》作品研讨会”以线上形式举

行。全国政协副秘书长、民进中央副主席朱永新，中国出版协会理事长邬书林，中国

作协原副主席高洪波、书记处书记邱华栋出席研讨会。安徽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查结

联、安徽出版集团总经理董磊、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郑可等为新书揭

幕。海飞、杨平、张明舟、张之路、马光复、徐德霞、刘海栖、张莉、陈晖、李东华、

李朝全、刘琼、刘颋、王志庚、郭艳、徐妍、崔昕平、纳杨、陈香、胡丽娜等专家学者及

该书作者薛涛与会研讨。研讨会由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社长张堃主持，时代出版传

媒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韩进总结发言。

薛涛新作《桦皮船》聚焦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桦皮船的制作技艺，将宏阔的

民族史诗、和谐的生态画卷、当代少年成长、文化守正出新有机融合，生动描绘了鄂

伦春族非遗传承人托布带着久居城市的孙子乌日回溯故乡，祖孙二人与桦皮船一

路上始终形影不离的景致，呈现了少年乌日第一次出门远行、追寻精神故乡的成长

历程。作品入选“十四五”时期国家重点出版物出版专项规划项目、中国作协重点作

品扶持项目。

与会者围绕《桦皮船》的艺术特色和精神价值等展开讨论。大家认为，该书是薛

涛个人创作走向更为开阔的审美空间的代表性作品。作品根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的丰厚土壤，通过独具匠心的结构、生动饱满的人物、幽默风趣的语言、丰富真挚的

情感，言浅意深地探讨文学、教育学、生态学、人类学、哲学等诸多命题。在艺术上，

整部作品富有浪漫主义的色彩、现实主义的基础、童话语言的色调和小说语言的扎

实，呈现出很强的诗性美，体现了儿童文学创作的艺术高度、思想深度和内容宽度。

（皖 闻）

本报讯 在作家高平90岁寿辰之际，甘肃省文联、省作协日前在兰州举办了

高平文学创作座谈会。甘肃省文联党组书记、主席王登渤，甘肃省作协名誉主席

高平，甘肃省作协主席叶舟，甘肃省作协副主席牛庆国、阎强国，以及彭金山、郭浚

卿、刘秋菊、滕飞、王熠等主办方代表和专家学者等与会。座谈会由甘肃省文联副

主席王正茂主持。

王登渤回顾了高平以剧作家、诗人、词作家、小说家等不同身份在各个创作领

域取得的成就，以及对甘肃文坛的突出贡献。他说，高平始终坚守创作的文学性，

在生活的浸泡中产生艺术的灵气，坚守诗歌诗性。希望广大年轻作家向高平学习，

坚持守正创新，坚守作家品格，培养广博的生活趣味，勇于承担起自身的责任，创作

出更多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的精品力作，回馈时代与人民。叶舟表示，高平用文

学追求远方，走遍万水千山，始终扎根人民大地，反过来，土地也造就和成全了其文

学创作。他始终保持少年的童真，在诗歌王国里信马由缰。诗人要努力追求这种

生命力，眼睛看到的不能仅仅是云上的日子，而应是生活的、土地的、自然的、四季

的。王正茂谈到，长期以来，高平坚守文学本真，不忘初心，始终扎根生活的源头，

创作了一大批艺术精湛、影响深远的经典作品，其精神是甘肃文学事业发展的宝贵

财富。祝愿高平文艺生命之树常青。

与会者回忆了与高平在工作和生活中相交相知的往事，分享了高平对自己文

学创作的影响。大家表示，高平把文学创作作为一生追求的事业，在耄耋之年仍笔

耕不辍，其对文学的坚守和热爱令人感佩。他一直致力于对文学本真的追寻，努力

突破自我、超越自我，其文学创作始终坚持艺术的高标准，其严谨谦逊的态度值得

年轻的学人作家学习，对后辈的提携关爱也让人肃然起敬。

高平对甘肃省文联、省作协表示感谢，回顾了自己走上文学道路的因缘际会，

并讲述了近几年的文学创作及今年的出版计划，希望大家坚守文学之心、厚植文学

沃土。他说，从15岁起，自己一辈子没有离开过文学传播的专业岗位，当了一辈子

专业作家从没改过一天的行，这是非常幸运的。 （冯丽君）

《桦皮船》书写当代少年成长历程

坚守文学之心 厚植文学沃土

坚守文学的“革命根据地”
——记作家卜利民 □赵兴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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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在一线作家在一线

本报讯 5月13日，由《文艺报》社、四川新华出版发行集团有限公

司主办，新华文轩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天地出版社承办的报告文学

《我用一生爱中国》研讨会，以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在北京和成都两地

同步举行。中国出版协会理事长邬书林，中国图书评论学会会长郭义强，

中国作协副主席阎晶明、书记处书记施战军，四川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四

川省新闻出版局（版权局）局长周青，中国作协副主席、四川省作协主席

阿来等出席。四川新华出版发行集团、新华文轩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党

委书记、董事长罗勇，天地出版社社长杨政等主承办方代表，白烨、潘凯雄、

叶梅、何向阳、柳建伟、马国仓、程绍武、李舫、李炳银、李朝全、秦艳华、何

明星、黄永军、王国平等专家学者，以及该书传主伊莎白·柯鲁克及其子柯

马凯与会。研讨会由《文艺报》总编辑梁鸿鹰主持。

《我用一生爱中国：伊莎白·柯鲁克的故事》由作家谭楷创作，是一部

反映“友谊勋章”获得者、国际共产主义者伊莎白·柯鲁克百年人生的报告

文学作品。伊莎白1915年生于中国成都，亲历了中国百年来的历史巨变，

始终与中国人民同呼吸、共命运，为新中国的教育事业和对外友好交流作

出了杰出贡献。作品以伊莎白的百年人生故事展现了中国的发展历程，特

别是中国共产党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伟大历程。

邬书林表示，《我用一生爱中国》是一本可读性强、思想深刻的书，字里

行间充盈着作者的真挚感情。好的主题出版物要有好的叙述表达，要用真

善美的力量打动人，同时要兼具国际视野，该书在这方面作出了有益探索。

阎晶明谈到，该书是讲好中国故事的生动范例。谭楷用精彩的故事讲

述了一位外国友人是如何做到热爱中国，并将这种热爱一代代传承下去，

乃至于成为一种信念的。希望更多读者能够通过阅读，领会作品所传递的

精神和理念。

施战军说，《我用一生爱中国》具有文学史的意义，是一部留得下的好

作品。作品书写了伊莎白坚定的理想信念、纯粹的中国立场、朴素的行动主

义和高尚的人格精神，表现出伊莎白的精神特质和人类共同的价值追求。

与会专家认为，伊莎白的故事不仅是中国的，更是世界的。伊莎白的

人生贯穿着她对中国人民百年不变的深沉的爱、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仰，

以及对为之奋斗的事业的坚守与奉献。她的事迹将感召众多读者更好地

弘扬爱国主义精神，把自己的人生同中华民族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奋

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

作者谭楷表示，追寻百岁老人伊莎白足迹的过程，既是学习思考的过

程，也是撼动心灵的过程。“我今年79岁，想到伊莎白98岁时还在修订她

的人类学著作《兴隆场》，就觉得自己还很年轻。应当向她学习，继续努力

写好读者们喜闻乐见的中国故事，用好作品来感谢读者。”（罗建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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