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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书贴

本书是作家杨
晓升的中短篇小说
集，收录了《寻找叶
丽雅》《丢人》《溅血
的城市》《赌村》等
10 篇代表作。这些
作品自 20 世纪 90
年代跨越至今，作
者用真诚的笔触表
达了自己与人民同
呼吸、共命运的态
度，字里行间展示
出鲜明的时代特
征，其不断跃进的
语言架构范式和语
言表达方式给人以
奇特的阅读体验。

解读文学中国解读文学中国 博览艺术新知博览艺术新知
活跃理论争鸣活跃理论争鸣 传承华夏文脉传承华夏文脉

本报讯（记者 王觅） 9月4日，鲁迅文学院第十三

期网络文学作家培训班（现实题材班）开学典礼在京举

行。中国作协副主席、鲁迅文学院院长吉狄马加出席开学

典礼，并与学员们合影留念。

吉狄马加在讲话中说，近年来，中国作协不断强化现

实题材文学创作工作，并把网络文学中的现实题材创作

作为一项重要内容，不断加大深化和推进的力度。为进一

步繁荣现实题材文学创作，加强网络文学作家队伍建设，

引导网络文学创作方向，鲁迅文学院特举办本期现实题

材创作专题网络文学作家培训班，以便为现实题材网络

文学作家更好地提高写作水准提供机会和平台。吉狄马

加希望学员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以良好的身体状态和饱满

的精神状态迅速投入到学习中，捕捉时代重大命题，思考

网络文学如何更好地认识和表现现实，思考个人生活与

时代、社会、民族、历史的关系，以更宽广的视野、站在更

高的高度进行网络文学的现实题材创作，不断推出更多

具有生活广度、精神厚度、艺术力度、美学气度的作品。

起点中文网推荐的段武明（卓牧闲）、爱奇艺文学推

荐的王凌英（却却）、铁血网推荐的张佳海（泗源）等学员

代表先后发言，表示将珍惜此次难得的研修机会，努力学

习，充实自我，力求取得更多收获。

据介绍，本期培训班为期近一个月，共有来自全国26

家文学网站和单位选拔推荐的40名学员参加。学员平均

年龄34岁，其中不少已是具有较大影响力和读者号召力

的网络文学作家。结合网络文学的特点与本期培训班现

实题材专题的特性，鲁院进行了精心筹备。在课程设置

上，将邀请国情时政、文学艺术、创作技巧等方面的国内

知名学者进行授课，并将邀请网络文学的知名作者、研究

专家等与学员们进行面对面的交流对话。此外，培训班还

将组织学员们参加第七届鲁迅文学奖颁奖典礼，组织教

学观摩等活动，力求通过多种多样的教学形式，使培训班

达到最佳学习效果。

出席开学典礼的还有鲁迅文学院常务副院长邱华

栋、中国作协网络文学中心主任何弘等。开学典礼由鲁迅

文学院副院长邢春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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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徐健） 9月 3日，陕西省戏曲研究院成

立80周年纪念大会在西安举行。陕西省委书记胡和平出

席并讲话。陕西省省长刘国中主持。革命先辈先烈亲属

代表习远平出席大会并讲话。

陕西省戏曲研究院由1938年毛泽东同志领导建立的陕

甘宁边区民众剧团和1939年习仲勋同志领导建立的关中八

一剧团等合并组建而来，是我们党创立的第一个红色戏曲艺

术表演团体。在80年风雨历程中，从延安窑洞走到古城西

安，影响辐射大西北乃至全国，以秦腔、眉户、碗碗腔等地方

剧种的形式创作演出了600多部优秀剧目，培养造就了一大

批深受群众喜爱的艺术家。在不同历史时期，为宣传革命、鼓

动抗战、讴歌社会主义和改革开放，为繁荣发展民族戏曲艺

术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胡和平在讲话中说，80年来，在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

的关心关怀下，陕西省戏曲研究院和广大戏曲艺术工作者积

极响应党的号召，始终坚持“双百”方针、坚持“二为”方向，自

觉把自身发展融入民族命运，忠实履职、扎实工作，为凝聚人

心、汇聚力量作出了重要贡献；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贴近

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创作了一大批深入人心的优秀作

品，为广大群众提供了丰富的精神食粮；始终坚持实干苦干，

发扬改革创新精神，演绎了一部部艰苦奋斗的绚丽篇章，推

动陕西省戏曲艺术成为一张亮丽的文化名片。

习远平转达了齐心同志的祝贺，讲述了习仲勋同志对秦

腔艺术的深厚情缘和深情热爱，回顾了习仲勋同志高度重视

文艺工作和亲切关怀文艺工作者的许多感人故事。

作为陕西省戏曲研究院建院80周年纪念系列活动之

一，由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陕西省戏曲研究院、陕西

省艺术研究院共同举办的“中国戏曲现代化与艺脉传续——

陕西省戏曲研究院成立80周年学术座谈会”9月4日在西安

举行。数十位来自北京、西北五省区的文艺界、戏曲界专家围

绕中国戏曲的现代化发展与陕西省戏曲研究院80年来的艺

术成就等论题进行了广泛讨论。

本报讯 今年是作家刘知侠诞辰100周年。在中国人

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3周年之际，9月3

日，由山东省作协、中共枣庄市委宣传部、中共枣庄市委

组织部共同主办的纪念刘知侠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

在铁道游击队的故乡——山东枣庄举行。山东省作协党

组书记姬德君，中共枣庄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政法委

书记李爱杰出席并讲话，刘知侠夫人刘真骅作主题发言。

王兆山、陈文东等与会。

刘知侠曾任山东省文联党组书记、副主席和山东省

作协主席。自上世纪30年代开始文学创作起，他将自己

的一生与祖国和人民紧密相连，孜孜不倦地讴歌英雄，共

创作文学作品400万字。尤其是脍炙人口的长篇小说《铁

道游击队》出版60多年来，已被翻译成10余种文字发行

1400多万册，至今流传不衰。“爱国爱党、不怕牺牲，敢于

亮剑、攻坚克难，机智勇敢、敢为人先”的铁道游击队精神

今天依然激励着中华儿女的爱国热情和责任担当。

座谈会上，李向春、程光炜、王兆山、张学军、逄春阶、

赵林云、陈铎等先后发言，深情追忆了刘知侠朴实无华、

平易近人的生活点滴，严谨认真、精益求精的创作态度，

及其对文学艺术后辈言传身教的深远影响，对其为人为

文表达了由衷敬意。大家表示，刘知侠毕生致力于回顾革

命历史、歌颂革命战争，始终将个人艺术追求与国家和民

族的前途命运结合在一起，其作品和著述已成为一笔珍

贵的文化遗产，为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伟大民族精

神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铁道游击队队员后人代

表、铁道游击队后裔部队代表，刘知侠家乡代表等50余人

参加座谈会。

（王 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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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丛子钰） 8月17日，由作家出版社、上海市作

协和游读会共同主办的陈仓文集四部首发式在上海举行。中国作

协副主席阎晶明，上海市作协党组书记王伟、副主席赵丽宏，游读

会董事长赵春善等与会。此次首发的四部作品共计100万字，包

括长篇小说《后土寺》、长篇非虚构作品《预言家》、长诗《醒神》和扎

根系列作品《地下三尺》。作者以四种文学形式反映大移民时代的

人们如何安家扎根、寻求灵魂的安妥，提醒人们尊重土地、热爱土

地上生长的万物，以善良宽容的生活和传统道德文明的回归，再造

灵魂与肉体彼此融合的新故乡。

阎晶明谈到，随着中国城市化的迅猛发展，出现了大量的人

口迁徙，很多人的家乡已变成故乡。这使人们在有更多机会走向

外面世界的同时，也对大都市和山村生活之间的体验构成了一种

隔阂。陈仓努力用自己的写作来弥补这种隔阂，他的作品除写出

了大移民时代的人性冲突，也反映了城市文明与乡土文明的融

合，更加接近当代人的生活感受。这是今天我们十分需要的一种

文学态度。

与会专家表示，陈仓的作品有新鲜感、有深度，他从写诗开始，

陆续进入到多方面写作，在文学创作上始终在不断成长。虽然他

在作品中书写了上海的城市生活，但血液和灵魂里依然存在着自

己的故乡，并且把故乡和现代化城市交织在一起，用文学的力量向

人们传递生活的善意。城乡迁徙过程中的社会变化非常值得作家

去深入发掘，陈仓在这方面为文学创作者树立了一个榜样。

陈仓文集四部在沪首发

本报讯 8月21日至23日，由中国作协儿童文

学委员会、浙江省作协和义乌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

的首届义乌“骆宾王”国际儿童诗歌大赛现场决赛和

颁奖晚会在浙江义乌举行。中国作协副主席、儿童文

学委员会主任高洪波，浙江省作协党组书记臧军，

《中国校园文学》主编张亚丽及方卫平、孙建江、薛卫

民、萧萍、王立春等专家学者、作家参加。

义乌“骆宾王”国际儿童诗歌大赛是一项面向全

球爱好儿童诗歌作者征稿的文学赛事，每两年举办

一届，分青少年组和成人组进行评比。本届大赛于今

年初启动，至4月30日截稿，共收到来自海内外的投

稿作品15968件。评审委员会从中初评出青少年组入

围者50名，后经过现场诗歌创作大赛，最终评出一、

二、三等奖和入围奖，来自江苏的8岁学生赵慕尘、澳

门的9岁学生虞子昂获青少年组一等奖。来自广东的

丁勤政创作的《外星系老师说的话》获成人组大奖。

颁奖晚会后，第二届义乌“骆宾王”国际儿童诗歌大

赛也正式启动。

义乌历史悠久，曾涌现出包括“初唐四杰”之一

的骆宾王在内的一大批文化名人。主办方表示，在改

革开放40周年、义乌撤县建市30周年之际，举办此

次活动不仅将提升义乌的人文底蕴，培养更多新生代

儿童作家，而且有助于义乌以打造“儿童诗歌重镇”为

金名片，不断提升国际知名度与影响力。（范 得）

首届义乌“骆宾王”
国际儿童诗歌大赛落幕

本报讯（记者 李晓晨） 在中国的地理版图上，位于安

徽东北部的凤阳县小岗村看上去似乎是个不起眼的落点。

然而40年前，正是在这里，18位村民在土地承包责任书上

按下鲜红的手印，开启了一段新的征程。2016年，习近平

总书记视察小岗村时指出，“当年贴着身家性命干的事，变

成中国改革的一声惊雷，成为中国改革的标志。”“实践证

明，唯改革才有出路，改革要常讲常新。”改革开放40年，中

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40

年波澜壮阔的生动实践也为文学创作提供了丰沛的资源。

9月3日至7日，中国作协主席铁凝率领中国作协庆祝

改革开放40周年主题采访活动第三团走进安徽，前往岳西

县石关乡、黄尾镇，霍山县东西溪乡，凤阳县小岗村等地深

入采访考察。中国作协副主席阎晶明，中共安徽省委常委、

宣传部部长虞爱华，以及来自全国各地的30余位作家、编

辑、记者参加活动。

看改革开放40年，安徽是不可错过的富矿

9月3日下午，中共安徽省委书记李锦斌在合肥会见了

铁凝一行。李锦斌对作家们来安徽采访表示欢迎。他说，

近年来，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工作的重要论述指引下，

安徽省文艺工作者围绕大局，把握时代大势，围绕“四个讴

歌”创作出了一批精品力作，推动了文艺事业的繁荣发展。

安徽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进程，为文艺创作提供了广阔的

空间和舞台。希望各位作家慧眼观江淮，妙笔书华章，创作

出更多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的时代精品。

铁凝谈到，来安徽之前，我和我的同行们就达成了一个

共识，看改革开放40年中国社会的巨大变化，看中国人精

神面貌的变化，安徽是一个不可错过、一定要来的地方，这

里是一座文化富矿、文学富矿、创作富矿，值得作家艺术家

们一来再来。此次中国作协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主题采

访团走进安徽，对大家来说是一次难得的机会。采访团的

成员中有知名作家、编辑，也有年轻的网络作家和来自基层

的农民作家，大家都对当代中国的现实生活充满热情。希

望大家充分珍惜这次机会，利用有限的时间，从这里汲取实

践营养，得到精神滋养，激发创作灵感，以更多优秀的作品

回馈这块美丽富饶、充满故事的土地。

精准扶贫不能丢下一个人，精准还原时
代需要深入生活

岳西是安徽省首个“摘帽”的国家级贫困县。改革开放

初期，这里“松为灯，椒为盐，养猪为过年，鸡蛋换油盐”，

2017年该县生产总值已达92.6亿元。9月4日，采访团前

往岳西县石关村小垅中心村考察高山茭白、花卉扶贫产

业，走访当地贫困农户，举行座谈会。5日上午，采访团前

往岳西县黄尾镇黄尾村考察推进乡村旅游、发展旅游扶贫

的相关情况。5日下午，采访团赴霍山县东西溪乡考察月

亮湾作家村、画家村，了解其给当地经济、文化等带来的诸

多变化。

在茭白种植基地，采访团一行听党员村民余金国介绍

茭白种植情况，了解茭白扶贫给村民带来的大实惠。贫困

户李叶森便是脱贫攻坚政策的受益者，他家墙上的建档立

卡公示牌记录了这个家庭的致贫原因、帮扶干部、年均收入

等。一踏进家门，铁凝和女主人聊起家常，了解家里的基本

情况，询问家里的病人是否从新农合以及当地的“180”

“351”政策中得到帮扶。女主人说，她们现在生活得很踏

实，农家乐旅游、茭白种植、光伏产业改变了这个因病、因学

致贫的五口之家。一年下总收入有七八万元，两个孩子学

费也有了保证。铁凝感慨石关村真正做到了让扶贫政策落

地落实落细，使每个村民都能从中受益。她说，“脱贫攻坚

是中国的大事情，也是作家们关心的大问题，小康路上一个

都不能掉队，精准扶贫不能丢下一个人。”

这些也给作家们留下了深刻印象。浙江省文学院副

院长黄咏梅谈到，走进一户户农家跟村民聊天，她体会

到了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精准扶贫”的意义。“精准”二字

何其重要，只有有针对性地落实到农民生活的每一个细节

里，扶贫才能产生效果，致富、教育、养老、健康、环保这些

农村面临的问题才能得到解决。作为一名作家，她也深

知“精准”二字对于作品的意义所在，这不是拥有超强的

想象力和创造力就能实现的。“我愿意多参加这样的采访

活动，只有多进行实地走访、调查、记录，才能在自己的作

品里精准地还原这个时代的生活，从而进一步表达自己对

时代的理解。”

来自宁夏西吉的单小花是一名农民作家，这次采访令

她深有感触。她说，改革开放40年来，国家的脱贫政策不

仅在这里落实，而且成果显著，让她震惊、羡慕。绿水青山

就是金山银山，安徽的山郁郁葱葱，不像十年九旱的西海固

的山，让人感到荒凉。一走进村子，村民们老早就出来迎

接，笑逐颜开，热情好客。“这次采访让我开了眼界，增长了

见识，丰富了我的创作思路。今后，我会把这里的脱贫经验

写进作品里，让更多人特别是让家乡人了解安徽的脱贫致

富经验。”

对创作保持机警之心，对生活常怀饥饿之感

凤阳县小岗村是中国农村改革开放的主要发源地。9

月6日，采访团赴小岗村采访考察，参观大包干纪念馆，走

进18位村民按下红手印的“当年农家”院落，观看小岗村村

容村貌，在小岗村党员活动室举行座谈会。大包干纪念馆

以翔实的图文资料、丰富的展陈手法，再现了1978年大包

干从酝酿、发生到发展的全过程。一走进展厅，国画《一九

七八年凤阳小岗村》便吸引了大家的目光。在这幅作品里，

18个农民姿态各异，神情复杂，居于中间的4个农民坚定

地按下了红手印。这个具有重要意义的场景在“当年农家”

得到了印证，作家们走进建于上世纪70年代的茅草房，坐

在签字室里按下手印，时间仿佛重新回到了40年前的那一

天。只是40年来，小岗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在座谈会上，铁凝谈到，来到小岗村，踏上这片土地，我

们对于历史、时代、生活和人民的理解都变得更加真切生

动。大包干是中国农村改革开放的第一声惊雷，小岗村是

中国农村改革的第一村。40年过去，敢想敢试、敢为人

先、实事求是、无私奉献的精神激励着许多后来者砥砺前

行。进入新时代，小岗村在各方面都取得了新的发展，这

个村庄的变化也见证了改革开放40年中国社会的生机与

活力。小岗村的经验表明，人民的意志是不可违背的，一

个村庄 40 年的改革实践，也让人感慨“事非经过不知

难”。这一切对于我们思考当代中国，了解当代中国农村，

理解当代中国农民，表现当下的现实生活，都具有非常积极

的启示意义。

铁凝表示，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中国农民的今天，没有

改革开放就没有中国的今天，没有改革开放同样就没有中

国文学的今天，也就没有中国作家的今天。不久前，习近平

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对宣传战线提出增强四

个“力”的要求，即脚力、眼力、脑力、笔力，这样的要求同样

适用于作家。一个作家要对创作保持机警之心，对生活常

怀饥饿之感，不断增强这四个“力”来磨砺自己身处新时代

的生活和创作实践。

（下转第2版）

抒写大别山深处的改革开放新篇章
中国作协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主题采访活动第三团赴安徽采访

采访团在凤阳县小岗村“当年农家”院落参观采访 谢 峰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