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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经济工作会议12月15日至16日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
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李克强、李强、赵乐际、王沪宁、韩正、蔡奇、丁薛祥、
李希出席会议。

习近平在重要讲话中总结2022年经济工作，分析当前经济形势，部署2023年经济工作。
李克强对明年经济工作作了部署。李强作总结讲话。

会议认为，今年是党和国家历史上极为重要的一年。我们胜利召开党的二十大，描绘了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宏伟蓝图。面对风高浪急的国际环境和艰巨繁重的国内
改革发展稳定任务，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迎难
而上，砥砺前行，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统筹发展和安全，
加大宏观调控力度，应对超预期因素冲击，发展质量稳步提升，科技创新成果丰硕，改革开放
全面深化，就业物价基本平稳，粮食安全、能源安全和人民生活得到有效保障，保持了经济
社会大局稳定。

会议号召，全党要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增强“四个意识”，
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勠力同心、勇毅前行，努力完成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出新贡献。

（据新华社北京12月16日电）

本报讯 今年是中韩建交30周年，为发挥文学促进民心

相通、加深两国友好情谊的独特作用，12月9日，中国作家协

会和韩国大山文化财团共同举办了 2022年中韩作家对话

会。中国作家、学者陈楸帆、陈曦、飞氘、吟光和韩国作家、学

者李政勋、李起昊、徐河辰、黄仁灿、禹多荣、赵礼恩，以线上线

下相结合的方式，围绕“文学的未来，未来的文学”这一主题展

开对话交流。此次对话会着眼于科幻文学，共分3个环节，徐

河辰、陈曦、李政勋分别主持，陈楸帆、李起昊，陈曦、黄仁灿，

飞氘、吟光、禹多荣、赵礼恩分别参与对话。

期待一种“来自东方的想象”

在第一场对话中，陈楸帆作题为“来自东方的想象力正

在流行”的发言，向韩国作家学者介绍中国科幻文学的历史

及近年来发展情况。他表示，科幻小说作为探索并深刻揭示

人类与科技复杂互动图景的文学形态，具有先天的跨语言、

跨文化的全球性视野。中国科幻文学引起全球范围的关注，

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科幻文学可以帮助人们深入了解当代

中国与中国人。中国如何想象未来，中国人如何看待科技与

人类、万物的关系，将极大影响未来世界的走向和格局。他还

谈到，以全球受众为视野的韩国文化产业，其打造“软实力”

的眼界和战略、长期培养人才与资源投入的举措，值得中国

同行学习共勉。“科幻具有能够突破地域、语言、文化的差异

与隔阂，达成更广泛共识的特殊魔力。”他期待，“来自东方的

想象”酝酿出变革未来的风暴，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谱写出新的篇章。

李起昊引用了韩国科幻作家金宝英在其早期作品《走向

未来的人们》中的论述。他谈到，“未来”一词在韩国文学中首

先让人想到的便是科幻文学。韩国科幻文学走过了艰辛历程，

在与传统文学的激烈碰撞中曾受到无形的歧视。即便如此，韩

国科幻文学还是展现出某种“行动”和“状态”。他进而分析了

韩国科幻文学突破主流文学束缚的原因，韩国科幻作家们通

过联手策划科幻文学作品选、创办网络杂志、创设科幻文学奖

项等一系列行动，造就了韩国科幻文学的现状。他认为，无论

未来世界如何变化，作家继续书写下去的姿态都不会改变，这

样的“行动”和“状态”或许是今天的作家有望留给后世作家的

唯一资产。

文学的未来意义在于强调“人的主体性”

第二场对话围绕“诗的未来”展开。陈曦谈到，诗歌在所有

文学体裁中有特别之处，不但具备文学的所有特征与功用，还

因其抽象性与极致的抒情性，完成着三种“链接”，即在凝练与

发散中，在尺寸之间链接了当下、过去与未来，以极具个性的

表达唤醒群体的深层共鸣，链接了个体与群像，以及作为最接

近“幽灵代笔”的文学体裁，链接了虚与实。他进而表示，文学

对于未来的意义不该只是记录与呈现，其更大的意义在于强

调有血有肉的“人的主体性”。“任何伟大的科幻作品，其核心

都是人文关怀，文学让我们以人的立场，清晰、坚定、多情地存

在。”正是文学告诉世人，情感、精神、道德、大义与悲悯是人之

为人所不可替代、更不可能战胜的独属价值。

“诗是视觉载体，观看先于阅读。”黄仁灿从诗的视觉载

体、诗的印刷媒介、诗的画面图像、诗集的字体和版型、现代诗

的当代转型难度等角度，对诗歌创作进行探讨。他认为，韩国

文学特别是韩国诗歌一直对“纸页”这一物理条件“漠不关

心”，与此同时，现代诗的外在形式又摆脱不了印刷媒体这一

近代媒介属性，这就使得从形式角度探索诗歌创新具有重要

意义。“诗与其他现代艺术门类一样，也是通过不断破坏传统

的规范来建构自身现代性的。”现代诗正是通过从“声音”向

“活字”的媒介转换，从容摆脱了传统的规范。不过，黄仁灿也

担忧与其他艺术相比较，韩国现代诗就其形式而言很难进行

持续的现代更新。“现代诗是一种内在形式，‘印刷媒体’这一

物质载体和由此延伸的‘默读’这一欣赏方式构成了其核心，

因此注定甩不掉内在性这个枷锁。当下正值从‘印刷媒体’向

‘网络媒体’转型的时期,现代诗既要坚守从前的美学规范，同

时还要适应媒体的变化，恐怕有不小难度。”

科幻文学帮助我们走向未来

第三场对话的主题是“科幻小说的可能性”，大家在朗读

各自的科幻作品后作交流发言。飞氘分享的《寂寞者自娱手

册》来自他的超短篇系列小说，讲述未来世界的人类在收到银

河系中心发来的神秘信号后乘坐恒星际飞船，开始漫长朝圣

旅程的故事。禹多荣的《世界和平》探讨在人的精神能上传云

端、延长生命的情况下，现实世界与云端世界如何共存的话

题。吟光的《海上舟》对未来文学进行尝试与实验，讲述未来人

类面临一场洪灾，主人公们如何通过创造艺术的“灵光”找到

解救的办法。赵礼恩的《写在葬礼上的一封信》以拥有时间停

止能力的女性为主人公，她在爱女的葬礼上用写信的形式表

达惋惜之情，表达了未来世界具有超能力的人类是否仍可能

被束缚的困惑。

飞氘表示，禹多荣和赵礼恩的作品有着动人的情感，从

中可以看到人类的痛苦和牵绊。两个故事如同“旧”和“新”的

比喻，与他一直在思考的问题有相似之处，那便是今天的文

学如何帮助人类告别旧世界、走向未来。“理性上知道应该勇

敢向前，身体却习惯性地按照过去的方式思考和行事，情感

上迷恋着过去”，是两篇小说带给他的共鸣。吟光同样在两篇

小说中读到人性与情感的纠缠，小说对心理的描写非常到

位。她表示，在媒介不断迭代的今天，科幻小说的叙事范式也

要不断更新，不仅要讲未来的故事，还要“未来地”讲故事。

《海上舟》便是她用未来的方式创作的作品，主题、风格和内

容均具有鲜明的东方科幻色彩，形式上大胆创新，运用跨媒

介分布式叙事打破主客体界限，让“读者从看故事的对象，变

成讲故事的主人”。

对话会在“是否愿意进入虚拟世界”的话题交流中落幕。

与会者一致认为，此次中韩作家对话增进了两国科幻文学界

的友谊，为进一步加强两国青年作家交流奠定了基础，提供了

重要舞台。

（刘鹏波）

2022年中韩作家对话会举行——

科幻文学的核心在于人文关怀

本报讯 近日，“新时代 新征程 新起点——鲁迅文学院

河北青年作家读书班”以视频形式在线上举办。鲁迅文学院常

务副院长徐可，鲁迅文学院副院长李东华，河北省作协党组书

记王凤、作协主席关仁山、副主席刘宝书，鲁迅文学院培训部

副主任胡嘉以及50名学员参加读书班开班仪式。

王凤在致辞中表示，此次读书班内容丰富，有助于学员们

解决创作困惑、提高文学认知、开拓文学视野、增强文学自信。

希望各位学员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和党的二十大精神，在创作中追求高远的思想境界、正

确的价值判断和丰厚的文化底蕴，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

作导向，创作出更多体现河北文化、反映河北人民精神生活

的优秀作品。

关仁山寄语青年作家，要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认真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工作的重要论述精神，坚定

理想信念，坚持“二为”方向、“双百”方针，把“做有信仰、有情

怀、有担当的作家”作为人生准则和艺术追求，聚焦重大战略

和先进典型，讴歌新征程、赞美新生活，以青春之笔描绘波澜

壮阔的时代画卷，努力推出一批有中国气派、燕赵风骨的精品

力作。

本次读书班邀请了陈曙光、西渡、张莉、杨庆祥、宁肯、李朝

全、方卫平、王冰、计文君、沈念等作家、诗人、学者进行授课，并

举行青年作家作品改稿会，邀请《十月》《中国作家》等期刊编辑

与鲁院教师一对一点评学员作品，指出未来的提高方向。在“学

习党的二十大精神”和“新时代山乡巨变文学创作”等主题讨论

中，学员们进一步坚定了“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的文学理

想和创作方向。期间，鲁院还组织学员们集体线上收看了“中国

文学盛典·鲁迅文学奖之夜”。

主办方表示，举办本次读书班，是鲁院和河北省作协学习

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具体举措，是鲁院延伸服务手臂、服务

更广大基层作家、把握时代脉搏的重要实践，对基层作家坚持

正确创作导向、开阔眼界、锻炼笔力有着积极的引导作用，对

加强基层作家队伍建设、发挥基层作家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

艺事业生力军作用有着重要意义。

（冀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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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院举办河北青年作家读书班本报讯 12月11日，王宏图长篇小

说《无所动心》学术研讨会在上海举行。研

讨会由复旦大学中国当代文学创作与研

究中心主办，中国作协副主席、书记处书

记吴义勤，陈思和、陈晓明、郜元宝、张新

颖、张学昕、王鸿生、杨剑龙、金理、张晓

琴、张永禄、王雪瑛、张业松、张怡薇、木叶

等专家学者，从不同角度对《无所动心》进

行了深入分析。研讨会由栾梅健主持。

吴义勤认为，《无所动心》具有鲜明的

理性化特征，处处体现着对人生命题的思

考。作品对当下知识分子进行了人性剖析

和精神考察，既是在讨论精神救赎问题，

同时也启发我们思考今天的知识分子还

有怎样被救赎的可能性。作者在小说中形

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和叙事结构，展现了

既有现实性、有雄心也有个体温度的文学

追求。

陈思和将该作品置于海派文学的整

体格局下进行考察，他分析了小说在当代

上海文学格局中的独特追求，认为王宏图的创作摒弃了对

繁华大都市的赞美，对现代性消费和现代性场景进行了充

分展示，重塑了对现代性过于泛滥的批判与反思。陈晓明

认为，小说直击灵魂，写出了“救赎”与“欲望”之间的矛盾，

作为中国当代都市文学的重要作品，具有独树一帜的审美

价值，同时注重探讨传统文化进入当代小说的可能，把古

典美和现代小说艺术结合了起来。大家还提到，《无所动

心》对当代知识分子精神、心理、灵魂的书写和对知识分子

的人性发掘非常出色，在知识分子欲望叙事方面作出了贡

献。小说中塑造的人物代表了一代知识分子形象，是现代

知识分子的坐标式人物。

王宏图在会上分享了自己的创作心得，他认为，都市

文学的书写有别于传统的乡土叙事，他愿意在这个领域继

续探索、继续前行。 （沪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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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贺敬之是我国著名诗人、

剧作家，是从延安走向全国乃至世界的

革命文艺家代表，创作了大量优秀文艺

作品，在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重要时

期，都有凝聚人民心声、传达时代精神

的杰作问世，对中国文艺的繁荣发展作

出了巨大贡献。12月 10日，由中国艺

术研究院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所、

中国社会主义文艺学会主办的“贺敬之

文艺创作与思想学术研讨会”在线上举

行，祝东力、贺桂梅、罗岗、马建辉、孙晓

忠、何吉贤、张永峰、周展安、朱羽、朴

婕、李萍、刘欣玥等来自全国多所院校

的专家学者以及马文所全体科研人员

参与研讨。

本次会议共有三场主题研讨和一

场圆桌讨论。在前三场主题研讨中，与

会学者对《雷锋之歌》《放声歌唱》《白毛

女》《周子山》《访日杂咏》等作品进行文

本分析。大家认为，贺敬之的创作反映

了中国革命文艺、人民文艺走过的艰难

而辉煌的历程，如果能从理论上对贺敬

之的创作思想与美学特色进行总结，提出一套具有共通

意义的阐释话语，将有利于推进中国当代文艺研究，反哺

新时代文艺创作。

圆桌讨论以“贺敬之研究的不足及生长点”为主题。大

家认为，贺敬之研究与其创作相伴相随，历时较长、成果较

多，但缺少新的突破，这反映出中国当代文学史对于革命

文艺、人民文艺代表性作家的研究范式存在问题。如何在

既有研究的基础上拓展、深化、更新当前的研究范式，以呈

现贺敬之文艺创作与思想的丰富面向，进而为中国当代文

学研究提供借鉴，是研究界需要认真反思的重要议题。

中国艺术研究院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所所长鲁

太光在学术总结中表示，马文所会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文艺工作的重要论述精神，赓续革命文艺、人

民文艺传统，把贺敬之研究当作所内科研重点，持续发力，

助力新时代文艺研究与创作。 （教鹤然）

本报讯 由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首都师

范大学文学院、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联合举办的“改革开

放四十年中国新诗理论建设——吴思敬诗学思想研究”

研讨会日前在京举行。

本次活动以线上线下结合方式设置了三场研讨，来自

全国各大高校和科研机构的专家学者就改革开放40年中

国新诗理论研究和吴思敬诗学思想研究等问题展开讨论。

与会者认为，无论是在学术研究还是在教学工作方面，吴思

敬都已将中国诗学研究内化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在百

年诗歌“学案”整理、史料发掘、新诗批评、理论建构上作出

了积极贡献。其身上所体现的学者风骨，值得后辈学人了

解和学习。 （张福超）

本报讯 12月10日，暨南大学文学院举办“传统与

新声：经典阅读与00后青年写作交流会”，围绕暨南大学

“00后”本科生的文学创作成果，就“00后”青年的文学阅

读和创作特征进行探讨。本次交流会由暨南大学文学院及

中文系、广东省与暨南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史教改项目课

题组主办，中国文艺评论（暨南大学）基地、珠江文学创作

与研究中心协办。交流会以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来自《青年文学》《花城》《作品》《广州文艺》等文学杂志的

编辑和来自上海大学、南京师范大学、湖南师范大学、山东

师范大学、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暨南大学等高校的80余名

师生参会。会议由暨南大学文学院教授张丽军主持。

会议研讨环节邀请《青年文学》主编张菁、《花城》

编辑梁宝星、《广州文艺》编辑杨希等校外指导专家，以

及暨南大学文学院的白杨、申霞艳、赵普光、黄勇、孙

伟、花宏艳、唐诗人等对“00后”青年文学创作进行指导

与点评。来自不同院校的“00后”青年写作者朱霄、付

淇琳、陈李涵、赵婷、谢京春、罗淑欣、姜雅平、邹江睿等

进行交流发言。大家认为，本次活动促进了中国现当

代文学史教改项目的校内外师生互动，扩大了教改项

目的辐射面和影响力，有利于文学拔尖人才的培育。

“00后”文学青年的写作，要在向经典学习的同时从经

典中突围，形成创造经典的意识，同时要深入生活，深

入民间、现实，感知和书写当下活生生的人间烟火，还

要探索新的艺术形式，寻找和建构属于“00后”一代人

的新现实、新情感和新艺术风格。 （粤 闻）

暨南大学推动
青年作家创作交流

专家研讨
吴思敬诗学思想

“一幅小小的插图，既有对自然美的欣赏，也有对
道德美的追求，还有对中国历史进程中精神美的弘扬，
更有对红色文化内涵理想美、信仰美的坚守。”11月27
日，由中国美术馆主办的“品读文与画——中国美术馆
藏文学插图精品展”在京开展。作为中国美术馆“典藏
活化”系列展之一，此次展览还入选了文化和旅游部
2022年全国美术馆馆藏精品展出季活动。展览共展出
馆藏名家经典文学插图作品138件/套（300余件）。作
品涵盖水墨、版画、水粉、素描等多种类别，涉及白描、
工笔、拓印、布面拼贴、剪纸等多种表现形式，还展出了
部分木刻插图原版。许多作品在历次的全国美展等展
览评奖中荣获过奖项。其中，大多数作品是第一次与观
众见面，更有多件作品为首次全套展出。

此次展览分为“画与诗”和“文之象”两个主题单
元。第一个单元以文学体裁对插图作品进行分类展示，
并节选部分原著文字内容和出版物辅助展出，营造阅
读的氛围和环境。第二个单元分“线的魅力”“黑白的节
奏”“色彩的交响”“人物与场景的塑造”“语言的转换”
5个部分，展示美术家们如何通过造型语言去表达、扩
展、延伸原文的内涵。除此之外，展览还特别设置了“画
中的革命经典”“红岩”和“国外文学插图精品”3个专
题板块，在展现插图艺术魅力的同时，带领观众回到文
学作品陪伴的时刻，走进文学与美术的殿堂。

中国美术馆馆长、中国美协副主席吴为山表示，插
图艺术在提供阅读支持，点燃阅读兴趣，推进阅读公
平，建设“书香中国”的行动中具有重要作用，中国美术
馆精心策划此次展览，希望能以小见大，以文化人、以
美育人，引领观众从文学的角度进入绘画，从绘画的角
度阐释文学，在比较观赏的过程中走进文艺的殿堂。据
悉，展览将展出至12月24日。

（路斐斐）

阿诗玛（插画，原著彝族撒尼人经典传说《阿诗玛》，1956年
中国美术馆藏） 黄永玉 作

中国共产党党员、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

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法国

文学专家、翻译家和散文家柳鸣九同志因病医治无

效，于2022年12月15日凌晨在北京不幸逝世，享

年88岁。

柳鸣九，笔名柳邱。1957年毕业于北京大学西

语系。1979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散文集《巴黎

散记》《巴黎名士印象记》《山上山下》，评论集《采石

集》《凯旋门前的桐叶》《理史集》，专著《法国文学

史》《萨特研究》《新小说派研究》，译有《莫泊桑短篇

小说集》《磨坊文札》《局外人》，主编《法国二十世纪

文学丛书》《雨果文集》《加缪全集》等。曾获中国社

会科学院终身荣誉学部委员称号、中国翻译文化终

身成就奖等。

柳鸣九同志逝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