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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首四十年回首四十年
放歌新时代放歌新时代

据新华社电 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出版发行业获得了

快速发展。来自国家新闻出版署的数据显示，从1978年的

105家出版社、年出版图书约1.5万种，发展到2017年拥有

580余家出版社、出版图书近50万种、总印数92.4亿册、出版

物销售总额3704亿元，我国已成为出版发行大国。

日前由中国书刊发行业协会、中国新华书店协会、山东出

版集团共同主办的中国改革开放40年图书发行业致敬活动

上，如何深化出版发行业改革、顺应读者需求、探索打造阅读

新业态引发关注和思考。

国家新闻出版署印刷发行司司长刘晓凯表示，改革开放

40年来，发行业深入推进体制机制创新，大力推动事业产业

发展，实现了“四大转变”。一是由计划经济体制下行业管理

向市场经济体制下行业治理转变；二是由单一的新华书店渠

道向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转变；三是由供给短缺向文创产品

和服务极大丰富转变；四是由传统的图书批零向产业链上下

游、文化商业科技融合发展的新兴业态转变。

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高度重视实体书店的生存

和发展，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支持实体书店发展的政策措施，我

国实体书店走上了融合发展和转型升级之路。中国书刊发行

业协会理事长艾立民说，坚守实体书店的文化价值，推进线上

线下融合发展，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已成为

书店业发展的主流趋势。山东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刘文田说，以实体书店为基础，顺应读者阅读行为的转变，为

读者打造多功能新型阅读空间、提供更多更优质的阅读服务，

是书店业转型发展的方向。

当前，中国出版业已经进入到印刷出版、电子出版、数字

出版、互联网出版、大数据出版并存的时代，读者的阅读方式

正悄然变化。中国出版协会理事长柳斌杰认为，中国发行书

店业是我国出版业离市场最近、离读者最近的环节，一直处在

改革前沿。相互交叉、相互融合、优势互补、创新发展已成为

行业的显著特点。发行业要抓住机遇，运用新技术打造阅读

新业态。

改革开放40年出版发行业快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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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庆邦短篇小说编年（六卷）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18年8月出版

这套书从刘庆邦1978年发表的第一篇短篇小说编起，逐年编入
他在2003年底之前发表的 140篇短篇小说。丛书分别为《走窑汉》
《新娘》《平地风雷》《夜色》《幸福票》《手艺》六卷。刘庆邦小说中的乡
村冲和恬淡，有着人情美、人性美；他笔下的煤矿生活粗犷热血，有人
间的至情至性，又有着无数的悲欢离合。这套短篇小说编年还将继续
编选下一个六卷本，以囊括作家发表过的其他短篇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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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11月18日至22日，全国青年作家深入学

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专题培训班

（第二期）在京举行。此次培训为中国作协2018—2019

年全国文学业务骨干系列培训的第十二期。中国作协书

记处书记吴义勤出席开班仪式并讲话。来自各地、各行业

作协的130余名青年作家参加培训。开班仪式由中国作

协创联部主任彭学明主持。

吴义勤在讲话中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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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实加强马克

思主义文艺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是本次培训班

的首要学习任务。今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中国人民的

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在旗帜高扬的道路上经历着深刻的

腾飞与剧变，40年波澜壮阔的生动实践成为文学创作的

丰厚沃土，作家与文学工作者应当积极投身于大地，扎根

人民、扎根生活，倾听时代的呼吸，感受时代的脉搏。新时

代的文学要在日益开阔的生动图景中呈现出人民的生活

变迁、岁月的行进发展、祖国的万千气象。青年作家和文

学骨干要认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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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奋发有为、昂扬向上的精神状

态和高尚的思想道德境界，投身于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

学事业的伟大实践。

培训期间，吴义勤、邵丽、彭学明先后为学员们进行

授课，从“中国当代文学发展道路与形式”、“如何看待现

实主义文学创作”、“新时代文学的精神内蕴”、“文学与生

活的互动交融”等话题出发作了深刻而生动的教学。吴义

勤提出，中国当代文学经历了巨大的转变，文学的样态更

为丰富，文学的空间更为辽阔。在这样的背景下，青年作

家要努力拓展文学视野，敏锐捕捉时代火光，将日常经验

转化为可供言说的文学素材。邵丽结合自己的创作经验

讲述了新时代下文学何为、怎样激发文学灵感、如何坚守

文学初心等问题。她建议青年作家要坚持阅读经典，从经

典作品中汲取宝贵的文学营养。彭学明说，文学的源泉就

是时代生活，作家要融入生活进而提纯生活，这样文学才

会有生命力。文学要照亮时代的幽暗，向时代提供向真向

善向美的正能量。

培训期间，学员们围绕会议主题进行分组讨论。大家

谈到，时代是一个庞大命题，文学面临新的机遇，同时也

迎来新的挑战。青年作家的时代经验与生活经验不能只

依靠想象和虚构，更应该保有对日常的敏锐、对生活的热

忱。要始终把提高质量作为文艺作品的生命线，享受创

作，在文学工作中实现个人自我价值与文学艺术价值的

统一。学员们同时倾听了彼此在写作中的疑问与困惑，分

享了在文学道路上的创作体会与实践心得。大家表示，深

刻体会到自己作为写作者所肩负的责任和使命，任何书

写都必须脚踏实地，虚心汲取生活的养分，热情讴歌伟大

的时代，礼赞美好人生，以饱满的热情讲好中国故事。

培训班期间还设置了大会交流环节，由中国作协创

联部副主任包宏烈主持。许劲草、南飞雁、范小雅、李冈、

高满航、周玉娴、李蔚超7位学员分别讲述了自己的学习

收获与感悟。他们谈到，通过参加此次学习培训，更加深

刻地认识到作为一个作家的责任、使命。青年作家要深入

生活、扎根人民，做到脑中有理想，肩上有责任，心中有使

命。青年作家在提笔时就应该怀有敬畏之心，要以自己的

良知和责任来面对每一个文字，将更多有筋骨、有道德、

有温度的文学作品奉献给广大的读者。青年作家既要继

承优秀传统文化，又要吸收外来、面向未来，让作品多维

度多向度地表达现实社会，贴近人民与生活。我们的文学

作品要积极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只有笔尖朝下、主

题向上，才能写出有温度、有力量、有悲悯之心、有人性之

光的作品。时代在快速发展，文学创作的脚步也应该及时

跟上。青年作家要在深入现实生活、广泛阅读经典的基础

之上，创作出更多反映时代气象和人民心声的优秀作品，

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作出新的贡献。

培训班期间，学员们参观了国家典籍博物馆，在流淌

着千年文脉的古文墨香中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博大精

深。大家认为，这样的现场教学意义非凡，面对一件件文

物，历史的记忆扑面而来，让大家在寻找文化之根的过程

中进一步坚定了文化自信。

（周 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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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时代之象 琢文学之心
全国青年作家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专题培训班在京举行

四川研讨陈新《九寨祥云》

本报讯 11月18日至22日，由诗刊社、中国少数民族作家

学会、四川作协、凉山州人民政府、四川出版集团、新华文轩出版

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主办的“2018西昌邛海‘丝绸之路’国际诗歌

周”在四川西昌举行。中国作协副主席吉狄马加、四川省副省长

杨兴平出席并致辞。侯志明、李少君、何志勇、曾令举、钟承先、肖

春等主办方相关负责人和来自海内外的50余位诗人参加。

吉狄马加代表本届国际诗歌周组委会向来自世界各地的诗

人朋友们表示欢迎。他说，凉山是一片充满了诗意的土地。诗歌作

为人类最古老的艺术形式之一，直到今天也是这里的人民和现实

中最富有魅力的精神生活的一个部分。诗歌在这里是纯粹的，它

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让每一个人的心离得更近，让这个世界变

得更加美好。凉山西昌邛海“丝绸之路”国际诗歌周的举办，就是

我们积极响应“一带一路”宏伟构想、进一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的具体行动，因为我们相信诗歌永远是一种能走进彼此心灵的最

有效的交流方式，诗歌所能发挥的独特的作用，是不可能被别的

交流形式所替代的。诗歌给我们的，永远是一种特殊的智慧、一种

最初的启示、一种神秘的隐喻、一种未知的箴言、一种创造的可

能。只要诗歌存在，人类的心灵之灯就不会熄灭，我们的精神世

界也会因为诗歌的存在而充满着光明和温暖。

杨兴平在致辞中说，四川自古就有“天府之国”的美誉，自然

资源富集，人文底蕴厚重，经济发展强劲。这是文学创作的最好时

代，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征程上，中国正在向全人

类展示自己的梦想和形象，而优秀的诗歌作品将成为这个伟大时

代的重要记录，也将成为向世界展示中国文化的重要载体。通过

持续举办诗歌周，有利于搭建一个展现魅力与神奇、促进友谊与

和谐、推动交流与合作的平台，促进四川文化大发展大繁荣。

诗歌周期间，诗人们围绕“语言构筑的世界与疆域：诗歌给

我们提供的无限可能”的主题展开讨论。大家谈到，诗人通过语

言来构建自己的诗歌世界，这个诗意世界既是封闭的，也是开放

的，它在“隐”与“显”之间衍生出复杂的意蕴。因为诗歌，诗人得

以摆脱现实世界的局限性，进入自由的诗意空间，拓展了精神的

疆域。诗人在创作中所使用的语言可能有所不同，但他们所面对的时代命

题、情感体验肯定有很多交叉点。诗人之间的交流，诗歌作品的翻译，有利

于打破不同语种诗歌之间的界限，让不同疆域的文学世界连通起来。通过

诗歌周，不同的思想、意识、文化在讨论中相互激发，会产生更多的共识以

及新的观念。

其间，诗人们还参加了多场诗歌朗诵会，并到西昌多地进行社会历史

调研及田野调查，积累诗歌创作的素材和灵感。 （欣 闻）

本报讯（记者 王觅） 11月17日，由内蒙古自治区

党委宣传部、中国作协创研部主办，内蒙古文联、作家出

版社、《十月》杂志社、内蒙古作协承办的肖亦农长篇小说

《穹庐》研讨会在京举行。中国作协副主席阎晶明，内蒙

古自治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白玉刚，内蒙古自治区党

委宣传部副部长王晓平、乌恩奇，内蒙古文联党组书记张

宇，作家出版社总编辑黄宾堂，《十月》杂志社主编陈东

捷，内蒙古作协主席满全，以及30余位专家学者与会研

讨。研讨会由中国作协创研部主任何向阳主持。

肖亦农在内蒙古高原生活50多年。他一直想用一

部厚重的作品回报这片土地和这里的人们。他查阅了上

千万字的文史资料，数次前往少数民族地区寻找能把生

命注入历史档案的鲜活细节、时代气息和生动人物，历

时12年完成了长篇小说《穹庐》。该作品入选2018年

度中国作协重点扶持作品，在2018年第4期《十月·

长篇小说》以专刊形式全文刊载，近期由作家出版社推

出单行本。

阎晶明说，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关于民族、边疆和特

定区域历史文化的书写已成为创作热点。《穹庐》以跨文

化、跨历史、跨身份的创作立场，就内蒙古地区特定历史

时期的特定历史事件进行了丰富的文学表达。

与会专家学者认为，《穹庐》描绘了一幅宏远的历史

画卷，全景式展示了1920年前后布里亚特草原的峥嵘岁

月和布里亚特人一路征战回归祖国的征程，是一次对民

族命运、国家兴衰、国际共运历史、战争与和平的书写，体

现了作者对20世纪初人类命运的深刻哲思。作品围绕

捍卫、生存和回归主题，展现了个人命运、部族命运与历

史迷雾间的冲突与融合，表达了他们对人性、人格、尊严

的追求和对社会、生活、未来的希冀与期盼。作品题材雄

浑新奇，地域特色鲜明，场面波澜壮阔，彰显了爱国情怀

和英雄主义，对于传承优秀民族文化具有积极意义。

11月 21日，“大美连云港——周明亮水墨写生画展”在京开
幕。展览展出了周明亮创作的50幅水墨写生作品，这些作品生动
地展现了连云港改革开放40年来的发展变化。参加展览开幕式
的艺术家们谈到，周明亮始终耕耘于国画创作，几十年来在各地奔
走写生。在他笔下，一幅幅清新的山水画自然生成，这是笔墨当随
时代的绘画实践，诠释了画家“传统融入自然，写生亦如创作”的绘
画理念。

图为周明亮作品《胜日临沧海》 （辛 雯）

记 者：前不久，您的长篇小说《巨澜》由当

代中国出版社再一次推出。这部小说描绘了从

乡村、县城直到省城的广阔画面，同时也展示出

男女主人公景传耕和丁慧芸之间扣人心弦的爱

情生活以及他们丰富、复杂、细腻的内心世界。

有评论家认为，这部作品“深切地关怀人民命

运”，您怎样看待这样的评价？

叶 辛：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了我上、下两

本的长篇小说《巨澜》，这本书共有70多万字，

是第4次再版了。上一次再版，是1996年的

事，从那一次起，书名改为《巨澜》。这部小说原

来是三部曲的形式，包括《基石》《拔河》《新澜》，

书名原为《三年五载》，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和我其他的长篇小说相比，30多年来再版

4次，是比较少的。同时期的其他作品，特别是

广为人知的《蹉跎岁月》和《孽债》，再版的次数

要多得多。但是，《巨澜》这部书从初版到再版，

出版社撰写的内容提要中，都引用了单行本《基

石》于1984年春初版时《文艺报》上的一句评

论：“小说紧扣时代的脉搏，深切地关怀人民的

命运……”这句话道出了我写作这部书的初衷

和主旨。

记 者：小说中重点写到了联产承包责任

制在乡村实行的艰难过程，反映了我国农村20

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巨大变革，可以说全景式地

展现了改革开放 40 年来农村的发展变化。当

初是什么样的契机促使您开始创作这样一部

“紧扣时代脉搏”的作品的？

叶 辛：35年过去了，我至今仍记得引发

创作初衷的那一件小事，真的是一件小事。

1979年的 10月，我抱着在乡间完成的《风凛

冽》和《蹉跎岁月》两部长篇小说初稿，离开我插

队了整整10年7个月的三县交界的深山老沟

时，在那条短短的老乡们每周都要聚集而来的

场街上，我留心了一下，包谷的市场价仍然是三

角钱一斤，而大米稍微贵一点。这个价，在凭票

供应粮食的年代，从1969年我们初到乡间插队

时算起，足足徘徊10年了。至于猪肉，那是连

影子也见不着的。山寨农村的形势好不好，看

农民的口粮标准，我都是用这个尺子来衡量

的。在偏远乡村待久了，我觉得没有其他的标

准能替代它。

1980年10月，离开一年之后，我已经是贵

州作协的一名年轻的专业作家，也是贵州省改

革开放以后批准的第一个专业作家。更主要的

是，长篇小说《风凛冽》和《蹉跎岁月》，继《我们

这一代年轻人》之后，已经分别在《红岩》杂志和

《收获》杂志上刊出。1980年第五期、第六期的

《收获》杂志刊登了《蹉跎岁月》，这两期杂志卖

出了近百万份。我重又回到了插队落户的那个

公社，走到了赶场的街上。令我惊奇的景象展

现在眼前，在去年同一条场街上，包谷只卖到一

角二三一斤了；而新鲜的猪肉，挂得满街都是。

碰到村寨上的老乡，他们喜吟吟地晃着巴掌告

诉我：看看，都是四指膘的肉啊！随便买卖。

为啥偏偏在我离去的这一年中，生活发生

了那么大的变化呢？无须费神打听，乡亲们主

动同我讲了，政策好了，村寨上实行了责任制，

一年啊，仅仅一年，面貌大不一样了！

有感于这件小事的启发，我始终关注着曾

在乡间待了10年之久的村寨上的变化，农民们

的生活形态、精神面貌、人际关系。我既依据

10年知青生活的积累，又时时刻刻盯着责任制

在乡村推行过程中发生的种种人和事，花了4

年时间，写下了长篇小说《三年五载》。

记 者：您的很多作品，比如《孽债》《蹉跎

岁月》等，都是书写关于当年知识青年的命运，

为什么会执著地反复书写这一代人的经历和

故事？

叶 辛：有读者问我，为什么你的《蹉跎岁

月》《孽债》《客过亭》，会被人称为整整一代知识

青年命运的写照？我说，我写的不仅仅是知青

一代人的婚姻爱情、悲欢离合，我写下的是整整

一代知青的生存境遇，把他们的命运和祖国的

命运联系在一起，把他们的命运和时代的变迁

联系在一起。知青一代人是共和国的同龄人，

如今他们都已年过六旬而奔七，和走过近70年

历程的共和国一样，他们的人生与命运，他们的

痛苦和欢乐，他们今天每一个人的具体生活形

态，都是和祖国与人民的命运密切相关的。写

好了他们的命运转回，折射出的是

时代大潮的演变，尤其是改革开放

40年来的巨变。惟在这样的大背

景下来书写，才能写出知青一代人

凝聚绽放出的生命本色，也才能叩

动广大读者的心灵。

“这一代人的命运和祖国发展同步”
——访作家叶辛 □本报记者 王 杨

本报讯（记者 王觅） 在“8·8”九寨沟地震灾后重建全面启动一周

年之际，11月8日，由《中国作家》杂志社、四川作协、九寨沟县人民政府

联合主办的陈新长篇报告文学《九寨祥云》研讨会在四川成都举行。研讨

会由《中国作家》主编王山主持。龚学敏、巴桑、刘志鹏等主办方相关负责

人和专家学者与会研讨。

《九寨祥云》首发于2018年第9期《中国作家》，并由四川人民出版社

推出单行本。作为一部全景式反映2017年九寨沟地震的长篇报告文学，

作品浓墨重彩地书写了抗震救灾英雄群体通过陆海空联动所创造的6万

多名游客零伤亡安全大转移的奇迹，彰显了阿坝州人民面对地震所表现

出的理性从容、顽强坚韧、攻坚克难、排阻除厄、相扶相携的整体风貌。

与会者谈到，作者深入九寨沟地震灾区进行扎实的采访，以文字书写

壮美，用真情传递感动，娓娓还原了诸多生动的现场故事，集中展现了九

寨沟人民面对灾难迸发出的顽强精神和坚毅品质，以及抗震救灾英雄群

体的无畏与奉献、情怀与大爱。作品中既有全景式的宏观扫描，又有对生

命个体的微观体察，不仅还原了地震的现场，也为读者提供了不少值得深

思的内容。作品借鉴了小说和电影的手法，跌宕起伏、环环相扣，情感细

腻、文字华润，在多线索设置、复杂场面处理等方面颇下功夫，使其兼具思

辨性、文学性和艺术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