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2责任编辑：王 觅 2022年9月28日 星期三新 闻

今天，我们怀着崇敬的心情，纪念李季同
志的百年诞辰，回顾他为中国文学事业作出的
巨大贡献。我谨代表中国作家协会，对李季同
志的亲属表示诚挚的问候，对出席会议的领
导、专家表示衷心的感谢！

李季同志的创作，就像一首灵动奔放的信
天游调子，回荡在中国文学探索民族形式的大
路上。李季出生于1922年，原名李振鹏，在他
童年的时候，鼓儿词、高台戏等民间艺人口中
传唱的曲调，就深深滋润了他的精神世界。当
家境贫寒的他，用仅有的一点糖果钱买“七字
段”小唱本，放在床头反复描摹、哼唱时，那些
淳朴、欢腾的艺术形式就根植在他的脑海之
中，曲词中英雄好汉、仁人志士的勇气和精神
也变成了他性格中的一部分。

1938年，年仅16岁的李季孤身一人从河
南奔赴陕北，踏上革命的道路。这个从没有出
过远门的少年，风餐露宿、星夜兼程，从河南唐
河到陕西西安再到延安，留下了一条长达650
公里的足迹。用诗人自己的话说，他就像“夜幕
笼罩中的幼蛾，飞扑向闪耀着太阳般光辉的宝
塔山下”。这一年，李季在抗日军政大学加入了
中国共产党，在太行山的游击队、八路军总部
特务团投入战斗。“我们必须首先是一个革命
战士和共产党员，而后才是一个文艺工作者”，
李季拿起创作的笔之前，先在民族危亡和枪林
弹雨的洗礼中，成为了“腰里掖着两颗手榴弹，
还挂着一把马刀”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

“现在工农兵面前的问题，是他们正在和
敌人作残酷的流血斗争，而他们由于长时期的
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统治，不识字，无文化，
所以他们迫切要求一个普遍的启蒙运动，迫切
要求得到他们所急需的和容易接受的文化知识
和文艺作品，去提高他们的斗争热情和胜利信
心，加强他们的团结，便于他们同心同德地去和
敌人作斗争……”1942年，毛泽东同志发表《在
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文艺创作中蕴藏的
巨大革命性能量，被时代的嘹亮号角所召唤。就
在这一年，李季撰写了他公开发表的第一篇作
品《在破晓前的黑夜里》，以笔为旗，在《讲话》精
神的鼓舞和指引下向着黎明发起了冲锋。

身处陕北，李季浓郁的河南乡音时刻提醒
着他的“外乡人”身份，如何写当地人喜闻乐见
的作品，是萦绕在他心头的难题。毛泽东同志
在《讲话》中指出，工农兵群众是文艺创作“最
广大最丰富的源泉”，当质朴动人的信天游击中
了李季的心灵，难题有了答案。从此，李季拜“这
些在共产党领导下，不仅用生命、血汗创造了新
社会，而且也用生命、血汗创作了无数优美诗篇
的、淳朴的男女农民”为师，跟着骑驴赶骡的脚
户们走过运盐道、翻过野长城，跑遍了三边的大
小村落、沟壑山川，让回荡在风中的民间曲调变
成诗歌创作的新鲜血液，把人民大众朴实真挚
的情感，深深融化在自己的灵魂里。据熟悉李季
的人们回忆，他在粗糙的马兰纸上记录了数千
首信天游，和农民聊天、开展工作，各种小曲小
调信手拈来，当地人都喜欢这位黝黑、憨厚的
干部同志，把他当成自家人一般。此时，李季不
再是来自河南的异乡异客了，他就是一个地道
的“陕北哥”，一个土生土长的“三边人”。

1945年，身为代理县长的李季，白天处理
各种民事诉讼和公务，夜里裹着单薄的被筒在
油灯下创作长诗，“羊肚子手巾包冰糖，/虽然
人穷好心肠”，一种此前未有的民歌从他的笔
端开始，在三边百姓的口中传唱。从延安来到
这里的记者大为惊叹，顺着歌声从老乡手里要
过近千行的底本，在《解放日报》上连载三天，
轰动了整个解放区文学界。这部作品就是叙事
长诗《王贵与李香香》。茅盾称其为“民族形式”
的史诗，郭沫若说它是“人民翻身”“文艺翻身”
的“响亮的信号”，孙犁认为它“是完全新的东
西，是长篇乐府”，“是真正与当地群众血肉相
连、呼吸相通的”，诗人“不是天生之才，而是地
造之子，是大地和人民的儿子”。一时间，这部
作品收获了无数的赞誉，然而李季知道，只有
那些和王贵、李香香同命相连的人们感受到愉
悦和鼓舞，牢牢凝聚在革命事业周围，这部作
品才算得到了最高的褒奖。

除了《王贵与李香香》，这段时间李季还创
作出了《卜掌村演义》《老阴阳怒打“虫郎爷”》

《凤凰岔历劫记》《新烈女传》等一批脍炙人口
的作品。在陕北方言和民间曲艺的基础上，李

季走出了一条别开生面的与人民同行的道路。
诗人并未止步于此，随着新中国成立，中国农
村掀起了广泛而深刻的“山乡巨变”，李季迅速
意识到传统调子面对“这些正在形成中的社会
主义的新型农民”已有不足，必须要“以民歌为
基调，广泛采用传统诗、词和新诗的表现手
法”。1950年，李季写出的叙事长诗《菊花石》，
正是这种尝试结出的硕果。

1952年，抗美援朝硝烟正浓，党中央已经
开始擘画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宏伟蓝图。伟大的
事业需要热情的歌者，广大作家接受时代的
召唤，奔赴全国各地。李季披着一件老羊皮，
离开了熟悉的农村和乡土，奔向苍茫戈壁上
的油田。从1952年到1961年，李季举家搬迁，
数次放弃舒适的城市生活入驻兰州、玉门等
地。他还参加了大庆石油会战，和铁人王进喜
成为了要好的朋友。李季写给石油人的诗驱
散了荒原上的风沙和寂寞，奏响了时代的强
音，无数年轻人手捧着《生活之歌》《玉门诗
抄》《致以石油工人的敬礼》，从五湖四海奔赴
大西北，甘当中国的石油拓荒者，将青春奉献
给社会主义事业。

李季的诗歌鼓舞了一代又一代人，这种强
大的动员力量，出自诗人对生活与战斗的衷心
热爱。扎根油田之际，李季曾经致信中国作协，
说：“如果可能，我真愿意在这里住他一辈子。
就光看那些黑得闪光的石油，它也会诱惑着你
献出全部身心。”寒来暑往，石油工人粗布工衣
上的蓝，成了李季最爱的颜色；日月如梭，玉门
的口音和曾经的陕北方言一起，化作李季人生
中最难忘的旋律。刘白羽曾说，“深入工农兵生
活，在我们中间，李季是做得最好的一个。”当
石油的芬芳与泥土的气息一起洋溢在李季的
诗歌中，我们惊讶地发现，时间似乎在诗人身
上静止了。他与石油工人打成一片的忙碌身
影，和16岁踏上革命之路、23岁奋斗三边的身
影自然而然地重叠在一起——为人民写作、为
时代放歌的诗人是永远年轻的。在创作石油诗
的同时，李季还出版了《幸福的钥匙》《西苑诗
草》等短诗集，创作出了《杨高传》《李贡来了》

《向昆仑》等叙事长诗。中国的说唱文学传统绵

延千载，李季进一步将其与民歌、古典诗词和
新诗熔铸一炉，推动中国新诗在民族化、大众
化的道路上前进了一大步。

李季同志是党的文学事业和作协工作的
优秀组织者、领导者。新中国成立后，他先后担
任《长江文艺》主编，中国作协创作委员会副主
任，中国作协兰州分会主席，《人民文学》副主
编，《诗刊》主编，中国作协副主席、书记处常务
书记等职务，为推动中国社会主义文学的繁荣
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直到今天，很多文学
界的老同志仍然会深情地回想起李季对文学
事业的尽心竭力，对同事朋友的真诚热情。

今天追忆和纪念李季同志，我们要学习他
与时代同步伐，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矢志不
渝投身革命、建设、改革事业的精神，不断增强
文化自觉、坚定文化自信，以强烈的历史主动
精神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热忱描绘
新时代新征程的恢宏气象；我们要学习他深
入生活，扎根人民，不仅是身入，更是心入、情
入，与人民大众心心相印，始终坚守人民立
场，书写生生不息的人民史诗；我们要学习他
坚持探索新诗的民族形式，以“大众化”为自
觉的艺术追求，从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和鲜活生动的民间文化中汲取养分，不
断开拓文学新境界，以人民大众喜闻乐见的
作品增强人民力量、振奋民族精神。

1980年，李季同志离开我们的时候，他的
病榻旁还放着题为《三边在哪里》的遗稿；按照
生前的愿望，他戴着石油工人的银色头盔安然
长眠。三边和玉门、乡村与油田是诗人念兹在
兹的精神原乡，为他提供了创作的动力，也安
放了他激越的灵魂。现在，李季同志的创作早
已成为了现当代文学史上一个耀眼的坐标，他
的精神已经熔铸进百年以来中国文学在党的
领导下高扬人民性的光荣传统，照耀、启迪着
我们的创作和生活。“何当凌云霄，直上数千
尺。”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工作的重要论
述指引下，中国文学必将以丰厚的创作实绩，
在新时代新征程上谱写新的华彩篇章！

（本文系作者2022年9月26日在李季百
年诞辰纪念座谈会上的讲话）

为人民写作、为时代放歌的诗人永远年轻
□铁 凝

（上接第1版）
张宏森强调，今天我们缅怀李季同志，就是要继承发

扬前辈作家的精神追求和光荣传统，坚定新时代文学的
初心与使命。要始终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工
作的重要论述，用心书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辉历程，
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与人民心心相印、息
息相通，创作出更能满足人民文化需求、增强人民精神力
量的优秀作品。要继续开掘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同时
坚持守正创新，在各种艺术门类、表现形式融合互通的背
景下，不断突破自我、勇攀艺术高峰。要坚持弘扬正道、
德艺双馨、立德树人、培根铸魂，推动新时代文学高质量
发展，以优异的成绩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施战军在书面发言中表示，李季是我国社会主义文
学事业功勋卓著的建设者、人民性叙事性新史诗的卓越
开创者和民族化大众化新诗风的成功实践者，也是报刊
编辑史中值得高度重视的研究对象。他尤为注重发现和
扶植来自各行各业的基层作者，乐于从群众中发掘创作
力量、敏于把握文学与时代的互动，其工作是信仰信念坚
定、人民立场笃定、人生价值恒定的前辈最有宗旨意识、
最为爱岗敬业、最具淳厚诚意的编辑劳动的伟大象征。
他以赤诚之心投身火热时代、歌咏劳动奋斗者的人民诗
人精神，他以厚道之为营造文学美好氛围、托举新人新作
的人民编辑家风采，必将长久留存在后辈心中。

中国现代文学馆原副馆长周明、《诗刊》主编李少君、
中国诗歌学会副会长王久辛、首都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
吴思敬、青海油田文学协会原常务副主席李玉真、中国石
油天然气总公司科技局原局长蒋其垲、北京大学地球与
空间科学院教授邵济安、李季长子李江夏等先后发言，表
达了对李季的深切思念和崇高敬意。大家表示，李季是
属于人民、土地和时代的诗人，是有着历史自觉与历史主
动精神的作家，始终扎根于人民之中。他的《王贵与李香
香》等重要作品，体现了主体诗情与艺术形式的完美结
合，不仅在当时构成了语言创新的巅峰，对于时代精神的
形象概括与提炼、对于新诗百年后的再创辉煌，也具有十
分重要的启示意义。要学习他无私奉献的精神和艰苦朴
素、埋头苦干、主动开拓的革命情操，主动投入时代潮流，
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积极进行诗歌艺术探索，努力推动
新时代诗歌创作走向高峰。（部分发言摘要见今日3版）

参加座谈会的还有新闻出版署音像司原司长谢明清，
中国作协外联部原副主任陈喜儒，中国作协办公厅主任
李一鸣，中国作协创研部主任何向阳，中国现代文学馆副
馆长梁飞、计蕾，中国石油文联原常务副主席路小路，中
国作协创研部综合处处长赵宁，《中国作家》原编辑郭小
林，作家出版社编辑丁文梅，以及李江晴、李江树、刘华、
刘婷婷、杜方利、史建国、吴晓东、张章、江宛柳、张西南、
阮援朝、许进安、严欣强、周晓俊、曲衍虎、吴晓向等李季
同志亲友代表。 （罗建森）

本报讯 作为第七届北京十
月文学月系列重要活动之一，9月
19日，“中国好书”文学创作出版
经验交流会以线上线下相结合方
式在北京十月文学院举行。中国作
协副主席、书记处书记李敬泽，中
宣部出版局副局长杨芳，“中国好
书”评委代表徐德霞，中国报告文
学学会会长徐剑，鲁迅文学院副院
长李东华，中宣部出版局图书处副
处长陈颖，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读
书》栏目导演张梦喆，以及李红强、
韩敬群、毕胜、张懿、张晓楠、刘凯
军、赵彤等出版界人士与会交流。会议
由中国图书评论学会会长郭义强主持。
来自全国300余家出版社的近2000人
参与线上观看。

李敬泽在讲话中说，在浩如烟海的
图书中，如果有一个舟楫能让读者知道
好书有哪些、在哪里，“中国好书”的评
选无疑对此功不可没。在新的时代条件

下，我们应认真思考怎样做一个好
作者、好编辑，这是新时代给我们
提出的新命题，需要我们作出新的
回答。

杨芳表示，这些年来，“中国好
书”坚持面向大众、健康有益、优中
选优的原则开展评选工作，已经成
为我国图书推荐的知名品牌。进一
步推进“中国好书”创作出版是迎
接党的二十大、营造热烈喜庆文化
氛围的一项重要工作。要坚持服务
大局、把握正确方向，聚焦主题主
线、紧跟时代步伐，坚持质量第一、

追求精益求精，加强统筹协调、形成工
作合力，不断增强“中国好书”的传播
力、吸引力、感染力、影响力。

会上，国内部分文艺出版社、少儿
出版社代表从各自的出版工作实践出
发，展开了多角度的研讨交流，并结合
出版成果总结分享了各出版社打造精
品图书的宝贵经验。 （欣 闻）

本报讯 作为第七届北京十月文学月重点活动之一，9
月24日，王蒙青年作家支持计划·“新时代与新的文学”主题
论坛在北京十月文学院举行。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青年工
作委员会主任邱华栋，北京市委宣传部一级巡视员王野霏，
北京出版集团党委副书记、董事、总经理吴文学，以及王山、
何向阳、夏中南、乔叶、杨庆祥、石一枫、师力斌、季亚娅、徐晨
亮、李宏伟、丛治辰、郑在欢等20余位评论家、作家、出版人
与会研讨。论坛由中国作协创研部理论处处长、评论家岳雯
主持。

为支持鼓励青年作家创作，作家王蒙捐出个人稿费，在
中华文学基金会设立王蒙青年文学发展专项基金。王蒙青年
作家支持计划·年度特选作家便是该基金运作开展的第一个
项目。今年该计划的评选邀请刘大先、何平、张莉、杨庆祥、黄
德海、季亚娅、金理、丛治辰、岳雯、李壮10位新锐批评家作
为推荐人，在其推荐基础上，由李敬泽、邱华栋、何向阳、王山
组成的评审委员会经过认真讨论，评出孙频、郑在欢、渡澜三
名特选作家。

邱华栋在讲话中说，希望广大青年作家关心党和国家的
中心任务，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围

绕时代主旋律方面的内容进行文学思考和创造。在艺术创新
上，要深刻体会“国之大者”的内涵，在艺术表现形式、写作技
巧方面不断创新发展，努力用新文学书写新时代。

吴文学表示，要理解和顺应新时代，勇于创新求变、重振
理想，敢于引领文学风尚。要拓宽观察新时代的眼界和视野，
创新传播方式和手段，创新文学的应用场景，不断整合“十
月”文学品牌的资源。

王山深情讲述了父亲王蒙与文学有关的往事，并回忆了
自己作为文学青年的故事。他认为，文学上的“新”和“旧”
不能截然分开，作家现在所做的文学工作不仅是浪漫的，
更是关乎道德良心的，是与勇气、定力、坚持、牺牲、追求密
切相关的。

与会者围绕新时代青年作家的文学创新创作、青年作家
应如何提高文学造诣、新时代文学精品创作的支持机制设
计、青年作家人才培养模式等话题，从不同角度展开交流研
讨。大家表示，王蒙先生是新时代青年作家学习的典范。青年
作家要珍惜时光，虔诚地向前辈老师们学习，孜孜不倦地挖
掘和探求“文眼、文心、文胆”，努力引领时代文化、思想、范式
创新，并赋予其文学价值。 （京 雯）

本报讯 9月26日，由山东省委宣
传部、山东省作协、济宁市人民政府主
办，济宁市委宣传部、济宁市文联（作协）
承办的第八届尼山世界文明论坛尼山文
学论坛在曲阜举行。本次论坛主题为

“文学多样性与人类共同价值”，这也是
尼山世界文明论坛首次设立文学主题论
坛。中国作协副主席白庚胜、书记处书
记施战军，山东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
白玉刚，济宁市副市长刘东波等出席。论
坛由山东省作协党组书记姬德君主持。

施战军在致辞中表示，在党的二十
大即将召开的重要时刻，我们相聚在尼
山脚下，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人类命运共同体、关于文艺工作的重
要论述，展开深入研讨、推动文明交流互
鉴，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参与人类命运
共同体构建，关怀人类的未来，是新时代

文学义不容辞的使命与责任。广大文学
工作者要以高度的文化自觉和坚定的文
化自信，向人类的悲欢、世界的命运敞开胸
怀，更加有效地展开文明交流互鉴。当前，
中国作协正在大力推进“新时代山乡巨变
创作计划”和“新时代文学攀登计划”，将
推出更多具有人类视野和文明情怀的精
品力作，有力彰显新时代文学的价值。

白玉刚在致辞中说，文学是世界的语
言，是传递价值理念的载体，是沟通不同
文明的桥梁。山东是文学大省，齐鲁文脉
源远流长，“文学鲁军”成为当代文坛的一
支劲旅。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山东大力
实施“齐鲁文艺高峰”计划，加强精品创作
生产，文学事业呈现蓬勃发展局面。未来，
希望大家加强合作、共同书写，加强交流、
共同探讨，加强译介、共同互鉴，加强往
来、共同铸就，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论坛上，白庚胜以《丝路文学灿光
华》为题发言，潘凯雄以视频形式阐述
《文学母题与人类共同的情感》，王跃文作
题为《弘扬中国文学精神 讲好当代中国
故事》的发言，滕贞甫与大家分享《兴观群
怨与翕纯皦绎》，关仁山的发言聚焦《精
神资源与文体创新》，贺绍俊以《表现人
类的心灵能够共同感受到的东西》为题
谈了自己的观点，张志忠作《当代文学进
程中的仁爱之心、义利之辨》的发言。大
家认为，新时代中国文学必须立足自身文
明传统，广纳全人类文明的优秀资源，充
分展示当代中国气象和当代中国人的精
神图谱，讲好丰富生动的中国故事，向世
界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

姬德君在总结时说，山东广大作家
和文学工作者要以本次论坛为契机，踔
厉奋发、笃行不怠，不断讲好中国故事、
山东故事，以更加昂扬的姿态奋进新征
程、建功新时代。 （鲁 闻）

本报讯 我国首部非物质文化遗
产大型工具书《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
大辞典》（以下简称《大辞典》），近日由
长江出版传媒崇文书局正式出版发
行。该书由文化学者王文章担任主编，
吕品田、罗微、李荣启任副主编，全国
576位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领域的专
家、学者和从事非遗保护工作的专业
人员参加撰稿，31个省区市非物质文
化遗产保护中心共同参与组织工作，
历时6年完成，充分表现了我国非物
质文化遗产理论工作者直面时代课题
和现实学术挑战的担当。

《大辞典》由前言、凡例、目录、正
文、附录、索引六部分组成，全书共计
320余万字、收录辞条6636条。《大辞
典》立足我国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
护工作框架和学科建设视角，系统阐

释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其保护实践
所涉基本理论（包括基本概念、专业术
语、法律法规、制度机制和实践活动），
逐项介绍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
录代表性项目和代表性传承人为主的
辞目。辞条规划和内涵阐释力求全面
客观地反映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总
体面貌，反映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
族人民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实践经
验、理论探索和突出成就。

据悉，《大辞典》的编纂写作以科
学性、权威性、专业性、实用性为追求，
凸显知识密集、内容实用、检索方便、
适用面广的特点，并努力在内容上形
成有机整体、形式上保持统一规范、语
言上达到科学准确，以适应非物质文
化遗产保护领域理论研究和工作实践
的学习、参考和研究需要。（欣 闻）

王蒙青年作家支持计划·“新时代与新的文学”主题论坛举行

《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大辞典》出版

专家研讨《北斗牵着我的手》

本报讯 9月26日，由辽宁省作
协主办、《小说选刊》杂志社作为学术
支持单位共同举办的第二届曹雪芹华
语文学大奖颁奖仪式在北京和沈阳以
线上线下相结合方式举行。中国作协
副主席、书记处书记，曹雪芹华语文学
大奖评委会主任吴义勤以视频形式
致辞。辽宁省作协副主席、一级巡视
员金方在线上致辞。《小说选刊》主编
徐坤主持颁奖仪式。本届大奖评委
孟繁华、臧永清、梁鸿鹰、兴安、陈涛出
席并为获奖作家颁奖。

第二届曹雪芹华语文学大奖共评
出获奖作品6部，鲁敏的《金色河流》获
长篇小说奖，葛亮的《瓦猫》、林筱聆的
《故香》获中篇小说奖，杨小凡的《某日
的下午茶》、张鲁镭的《浣花溪记》、俞胜
的《一只叫钱钱的龟》获短篇小说奖。

吴义勤表示，曹雪芹华语文学大
奖的举办得到了全社会广泛关注，评
选出的作品有很高的思想艺术水平，为中国
当代文学的繁荣和文学评奖生态的建立作出
了积极探索和有益贡献。本届获奖作家书写
改革开放和新时代的山乡巨变，描绘山川秀
丽、人民豪迈的恢宏气象，体现了勇攀文学高
峰的卓越努力。相信未来曹雪芹华语文学大
奖一定会行稳致远，影响卓著。

金方说，曹雪芹华语文学大奖坚持思想
性与艺术性高度统一的原则，旨在褒奖能充
分体现曹雪芹严谨文学态度，具有中国精神、
中国气派的精品佳作。迄今已评出的两届获
奖作家都取得了卓越斐然的创作成绩，他们
的作品生动记录了新时代欣欣向荣的景象和
人民辛勤劳作的风采，充分反映了大奖的前
瞻性、客观性、学术性和权威性。

“曹雪芹华语文学大奖”的前身是1997
年设立的辽宁“曹雪芹长篇小说奖”。为推动
新时代文学繁荣发展，铸造辽宁文学品牌，提
升“文学辽军”形象，2020年，辽宁省作协决
定与《小说选刊》杂志社合作，将这一面向辽
宁作家的区域性文学奖项扩展为面向全国乃
至华语文坛的文学大奖，正式更名为“曹雪芹
华语文学大奖”。 （辽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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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届尼山世界文明论坛尼山文学论坛举办

日前，中央芭蕾舞团芭蕾舞剧《过年》（中国版《胡
桃夹子》）在北京天桥剧场上演，由此拉开了为期3个
月的“秋之汇——中芭秋季演出季”的序幕。全剧创
造性地赋予家喻户晓的《胡桃夹子》音乐以浪漫唯美的
中国神韵，实现了西方艺术经典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
有机融合。该场演出是指挥家张艺担任中央芭蕾舞团
音乐总监20年的专场演出，中芭交响乐团在张艺执棒
下为观众奉献了华美恢宏而清澈流畅的音乐演绎，展现
出对作品氛围精准的把控能力。此外，本轮演出首次
由方梦颖、陈铸明、李梦飞、申梦凡等中芭最为年轻的
演员团队担纲演出任务，彰显出剧团的整体艺术实力
和演员梯队建设、人才储备的蓬勃力量。中芭团长、艺
术总监冯英表示，中芭多年来始终注重用西方舞蹈语
汇将中国的优秀文明成果展示给世界，《过年》寄托了
中华民族的美好祝愿，从年轻演员们的精彩表现中可
以感受到这支队伍青春的激情与活力。 （范 得）

本报讯（记者 王觅） 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是我国科技领
域的重要成就之一。为使广大青少年深入了解其背后的故事，
北京少年儿童出版社邀请作家叶梅以此为主题创作了儿童小
说《北斗牵着我的手》。作品将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的研发过程
与小说主人公成长的心路历程紧密相连，凸显了中国科学家
自主创新、开放融合、万众一心、追求卓越的北斗精神。

作为第七届北京十月文学月少儿活动之一，《北斗牵着我
的手》作品研讨会日前在京举行。北京出版集团党委书记、董
事长康伟，北京少年儿童出版社副社长马姗姗，海飞、郝振省、
徐德霞、尹传红、张国龙、周武、李东华、刘颋、向阳、陈香、纳
杨、杨碧薇、李慧等出版界、文学界、科普界专家学者，祁蓉、安
培君等一线教师代表及该小说作者叶梅与会研讨。

康伟表示，《北斗牵着我的手》在展现我国航天事业巨大
成就的同时，刻画了一群崇尚科学、敢于追求梦想的新时代少
年儿童形象，描绘了儿童文学的星辰大海。未来，北京出版集
团愿携手更多作家，持续为青少年阅读、为全民阅读奉献精

品。马姗姗说，希望小读者们通过阅读该作品，进一步认识和
走近“北斗”，培养科学家意识，继承和发扬北斗精神。

海飞认为，《北斗牵着我的手》是一部让小读者“心中有银
河，眼里有星辰”的作品，体现出儿童文学主题创作对“国之重
器”的自觉关注。郝振省表示，阅读这部作品可以感受到科普
理念特别是高科技理念正在融入社会，滋养着少年儿童。在徐
德霞看来，作品从孩子出发，塑造了有探索精神的新时代少年
儿童形象，体现了当代孩子的精气神。李东华说，作者充分考
虑到小读者的审美诉求和理解能力，使作品充满着浓浓的儿
童情趣。张国龙注意到，作者避免单纯以科学知识讲解为重
心，对文学作品中科学题材的处理十分精妙。

谈及创作初衷，叶梅坦言，这部作品是“应时代、应孩子的
召唤”创作的。身处科技时代，如果仍然留守在传统语境中，对
科技时代毫无了解，就不可能做一个合格的当代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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