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 王觅） 近日，国家大剧院“献礼新中国成

立70周年”系列演出在京开启，邀请北京市曲剧团和北京人

民艺术剧院为首都观众连续呈现三台京味大戏，生动呈现了

北京城的风土人情。

4月6日至7日，北京市曲剧团首次登台国家大剧院，带

来北京曲剧《龙须沟》。该剧改编自老舍先生的同名代表作，由

导演顾威携手李永德、胡优等领衔演绎。全剧讲述了北京一个

小杂院中几户人家在社会变革中的不同遭遇，以此表现新旧

社会翻天覆地的变化。

4月11日至14日，由李龙云编剧、杨立新执导的北京人

艺话剧《小井胡同》将在国家大剧院与观众见面。全剧以小井

胡同为背景，讲述了30年间“小井儿人们”的生活变迁及苦辣

辛酸。刘辉等话剧舞台的实力派演员将携手演绎个性鲜明的

人物群像，淳朴风趣的京腔京韵带领观众领略地道的老北京

民风民情。

4月25日至28日，北京人艺将带来另一部经典话剧《天

下第一楼》。该剧由何冀平编剧，夏淳、顾威联袂导演，刘辉、王

长立、郭奕君等演员将以地道京味儿演绎老字号“福聚德”的

兴衰演变。自1988年首演至今，《天下第一楼》已上演超500

场，久演不衰。顾威表示，该剧用中国方式讲述中国故事，雅俗

共赏，是舞台上的常青树。

图为北京曲剧《龙须沟》剧照（曹立栋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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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近日，各地作协纷纷组织广大作家和文学工

作者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全国政协十

三届二次会议文艺界社科界委员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大家

表示，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文艺工作的重要论述为指导，奋发进取，扎实工

作，切实增强脚力、眼力、脑力、笔力，努力创作出更多无愧

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精品力作。

3月14日，湖北省作协七届二次全委会在武昌召开。湖

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邓务贵出席会议并讲话。湖北省作协

主席李修文主持会议。湖北省作协党组书记文坤斗传达学

习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全国政协十三届二次会议文艺

界社科界委员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并作工作报告。邓务贵

在讲话中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担当新

时代历史使命、把握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崇德尚艺、

深化作协改革等方面，对湖北文学工作提出了具体要求。

他说，湖北省作协要努力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贯

穿到文学创作和作协工作的各领域、全过程；要聚力推动湖

北文学精品创作生产，教育引导文学工作者坚持以人民为

中心的创作导向，坚持用明德引领风尚；要充分发挥政策的

导向和激励作用，聚焦时代主题，突出荆楚特色，打造“长江

文化”品牌；要统筹抓好文学队伍建设，守正创新、奋发进

取，努力开创新时代湖北文艺事业繁荣发展的新局面。与会

代表在讨论中认为，当前湖北文学在新时代面临着新的重

要发展机遇，正处于最好的发展时期。党和政府对文学事

业和广大作家寄予殷切期望，湖北文学工作者应以习近平

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导，不忘初心，不负时代重托，不

辱历史使命，为湖北文学的高质量发展作出新贡献。

3月22日，黑龙江省作协六届八次全委会在哈尔滨召

开。黑龙江省作协主席迟子建主持会议。黑龙江省作协党组

书记李红作工作报告。黑龙江省作协副主席司兆国传达了

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全国政协十三届二次会议文艺界

社科界委员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希望黑龙江省各级作协组

织带领广大作家进一步学习宣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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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续深入生活、扎根人

民，加强文学创作的规划组织，推动精品创作和现实题材创

作。会议指出，黑龙江省各级作协要紧紧依靠广大作家和文

学工作者，全面加强作家队伍建设，着力推动文学精品创

作，着力开展增强“四力”教育实践活动，自觉承担起举旗

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的使命任务，守正创新，

推动黑龙江文学事业的繁荣发展，为黑龙江全面振兴汇聚

坚实的精神力量。

日前，重庆市作协采取多种形式，以实际行动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全国政协十三届二次会议文艺界

社科界委员时的重要讲话精神。重庆市作协分别召开主席

团会议、全委会、干部职工大会，全面传达和学习讲话精神。

同时，着力加强现实题材精品创作，统筹安排进行第八届重

庆文学奖与巴蜀青年文学奖评选、文学项目资助、《红岩》等

文学期刊推出中青年作家优秀现实题材作品专辑，引导重

庆广大作家将笔触对准当代中国的伟大创造，反映时代巨

变，描绘时代精神图谱。据悉，重庆市作协下一步将把文艺

工作放在培根铸魂的高度，按照为时代画像、为时代立传、

为时代明德的要求，扎实推进增强“四力”教育实践工作，围

绕提高政治能力、增强专业本领、锐意创新创造和培养优良

作风，加强思想武装，提升文学队伍服务文学事业与开展文

学创作的能力。进一步落实兼职副主席联系基层和“红色文

学轻骑兵带头人下基层”活动，加强对区县、行业作协与社

团的学习贯彻指导，推进全市上下联动，确保重庆文学界把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落在实处。

3月22日，内蒙古作协第八届主席团举行扩大会议，学

习传达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全国政协会议文艺界社科

界委员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中国作协九届四次全委会精神，

介绍了内蒙古作协2019年重点工作安排情况。今年，内蒙

古作协将紧紧围绕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四个坚持”要求，

坚定文化自信、守正创新，紧紧围绕新中国成立70周年这

一重大时间节点积极开展总结性、庆祝性活动，推出反映70

年来党和人民奋斗实践的优秀作品，更加自觉地为实现“两

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提供强

大的精神激励。内蒙古作协还将发挥作协各专业委员会职

能作用，依靠社会力量扩大作协的工作面；做好内蒙古生态

文学研讨会筹备工作，回顾与展望内蒙古生态文学的发展。

近日，新疆作协在乌鲁木齐的主席团成员及作协机关

全体工作人员深入学习、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看望参加

全国政协十三届二次会议的文艺界社科界委员时的重要讲

话精神，举办增强“四力”教育实践工作动员会，标志着新疆

作协增强“四力”教育实践工作拉开了序幕。2019年是新疆

作协改革全面深入推进之年，大事多、喜事多、重要时间节

点多，做好今年作协工作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新疆作协今

年将紧紧围绕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这条主线，坚定文化

自信、把握时代脉搏、聆听时代声音，着力推进深化改革和

职能转型，最广泛地团结引导广大作家听党话、跟党走，结

合工作实际，着力增强脚力、眼力、脑力、笔力，坚持与时代

同步伐、以人民为中心、以精品奉献人民、用明德引领风尚，

充分发挥作协的纽带作用，为实现新疆工作总目标作出积

极贡献。

为提高文学工作者的政治素质、理论水平、业务能力，

切实增强“四力”，3月8日，河北省作协组织开展了“作协讲

堂”2019年首场培训活动。河北省作协副主席李延青围绕学

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全国政协十三届二次会议

的文艺界社科界委员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作了题为《以文学

的形式，为时代明德立传》的讲座。讲座中，李延青传达了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围绕树立文化自信，深入生

活、扎根人民，勇于创新、把握创作规律等方面，阐释了如何

正确认识文学与时代的关系，明确文学的时代意义和现实

价值，建构文学创作中的“时代叙事”。河北省作协青年干部

职工、河北文学院签约作家40余人聆听了讲座。

（欣 闻）

切实增强“四力” 不断推出精品
各地作协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全国政协会议文艺界社科界委员时的重要讲话精神

江苏研讨王大进作品
本报讯（记者 李晓晨） 3 月 27

日，由江苏省作协主办的王大进作品研

讨会在南京举行。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

鲁敏，江苏省作协主席范小青，江苏省

作协党组书记汪兴国及贾梦玮、贺绍

俊、李国平、朱辉、刘琼、孔令燕、李寂

荡、叶开、吴俊、温潘亚、张光芒、何平等

20余位专家学者与会研讨。研讨会由

江苏省作协副主席汪政主持。

王大进自上世纪80年代开始小说

创作，已出版长篇小说《阳光漫溢》《欲

望之路》《这不是真的》等多部，发表中

短篇小说300余万字，最新长篇《眺望》

去年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随后

即引起广泛关注。

“这是一个阅读量和创作量都很大

的作家。”鲁敏表示，从某种程度上说，

阅读可以决定一个作家的审美趣味，而

创作的价值观则会影响作品水准的高

下。作家对现实有着敏锐和深刻的洞

察，其小说人物不管经历怎样的曲折，

最终都会走向善良和温暖，这是来自于

文学层面的正义和对个体的深切关爱。

现实是王大进小说的厚重底色。与

会者认为，王大进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

创作导向，植根时代、植根现实，同时又

独立于时代、独立于现实，是走进生活深

处的现实主义。近些年他的写作开始回

到日常生活，回归到平民，回归到朴实的

话语，抒写普通个体的生活，新出版的

《眺望》便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小说由一

个农家女在城市中的遭际钩连起众多人

物，呈现了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巨变，在生

动的叙事和波澜起伏的故事中探测人性

的幽微，具有饱满的时空张力。这也使得

他的小说具有当代世情小说的特点，接

续了江苏文学的传统。大家还认为，心理

现实主义是其小说创作的一个特点，作

家强调对人物心理的探测，注重揭示人

物精神世界和外在世界的相互关系，对

人物的心理有精准的把握和刻画。此外，

他始终看重故事和叙事，他的作品中有

惊心动魄，也有意外变故，在这二者之外

又能展现出命运的不同。

王大进在会上由衷地说：“一个作

家最幸福的事情就是30岁能写，40岁

能写，50岁还能写，到60岁还能写出东

西，我觉得特别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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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3月22日，由作家出版社主办的朱东惠长篇小说

《大河风流》研讨会在京举行。滕贞甫、彭学明、刘云宏、王干、吴秉

杰、张陵、顾建平、王必胜、牛玉秋等与会研讨。

长篇小说《大河风流》由作家出版社推出，作品分上中下三

部，描绘了大辽河畔以冯氏家族为主的几个家族四代人跌宕的

人生命运。与会者认为，该书以家族命运的传奇书写浓缩了上

世纪初至今百年间中华民族的春秋大义、沧桑巨变。作品中主

人公的成长际遇、悲欢离合，映衬了国家的命运、民族的衰兴、

世事的炎凉、人心的幽微，显现了光明与黑暗、先进与落后、文

明与愚昧、磊落与无耻、无私与贪婪的缠斗和转化。这部小说故

事性强且富有哲学意味，在对历史的再现和人物性格的把握上

给读者留下了深刻印象。

大家表示，从某种程度上说，《大河风流》回归到中国文学

的传统叙事风格，讲究故事情节，追求人物刻画的鲜活生动，小说

中的一些“闲笔”在文本中起到了间离的效果，这样的方式特别类

似于我们对中国传统美学的追求。此外，小说还用一种历史的视

角重新审视那些人和事，在写法上更具历史感和传奇性。（晓 辰）

长篇小说《大河风流》
书写家国沧桑巨变

本报讯（记者 丛子钰） 4月4日，由中国作协创

研部、文艺报社、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主办的“现实主

义精神与雷达的文学批评”研讨会在京举行。中国作协

副主席李敬泽、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会长白烨、中国作

协创研部副主任李朝全及十余位专家学者与会研讨。

研讨会由《文艺报》总编辑梁鸿鹰主持。

李敬泽谈到，在雷达的批评生涯中，他一直坚持现

实主义道路，与时俱进，尤其是新时期以来，在文学的

发展中思考和探索现实主义的新的可能性，打开现实

主义的新空间。在这一点上，雷达是那一代批评家中非

常突出的一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文学界

强烈感觉到，如何表现新时代的现实，这对文艺创作是

巨大的挑战和考验，而现实主义问题在新时代的条件

下，还缺乏深入的、立足于历史的理论探讨和创新。回

顾雷达的批评遗产，对我们今天探讨现实主义问题、开

拓现实主义新的可能性，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白烨表示，从1978年开始批评生涯，到2018年去

世整整40年，雷达一直处于当代文学批评的中坚地

位。对文学发展的现状和问题，他都有自己的思考，体

现出强烈的责任感。雷达对现实主义理论本身的探讨，

特别强调人的发现和现实主义的关系，尤其是民族灵

魂的重铸使得现实主义精神保持了人文的厚度。本着

这样的思路，他在发掘作品的过程中把现实主义深化。

吴秉杰、牛玉秋认为，雷达的文学批评之路几乎与

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同步，他关心一切有影响力的作

品，很少有重要的作家、作品他没有评论过，其中反映

社会现实的或针砭时弊的作品占了大多数。他一生的

批评实践，或可证明他是一位开放的、与众不同的现实

主义批评家。

回忆与雷达的过往，胡平感慨道，他对文学时潮

的观察，背后涌动着对文学现场广大现象的体验，他

置评一部小说，会比较已经阅读过的无数作品。雷

达对作品的判断与审美感受力与普通的评论家不

同，他能够首先把握艺术品位，一锤定音，“这是他得

天独厚之处，也是他让作家们服气、让许多同行难以

超越的主要原因。”

在陈福民看来，以雷达为代表的“40后”批评家，

与五六十年代的评论家相比更懂人生，比三十年代的

评论家更有先锋意识，可谓是承前启后的“桥梁”。雷达

有特别鲜明的问题意识，他关于《白鹿原》等作品的几

篇评论，至今无人超越。

受到雷达扶持、教诲或理论上给予滋养的青年评论家们表

示，雷达于他们而言，是一种“精神”，他的现实主义观讨论的是

人的发现和民族灵魂的觉醒、审美，这正是新时期文学的美学倾

向在他评论里的体现和结晶。让刘大先感触最深的是雷达文学

批评的现实主义精神，他认为，现实主义精神并非局限于于文

学、艺术的手法，而应探讨文学艺术如何面对现实。在丛治辰看

来，这种精神还包括一种勇气，从雷达的文章里，我们可以获得

这种勇气。傅逸尘认为，文学批评不仅仅是一种文章，或者是局

限于文学界内部的观点，而应该是能够引领文艺创作甚至对社

会有所影响的。杨辉认为，雷达一直走在文学前沿，密切地关注

着整个时代、社会的发展进程。刘琼也说，“雷达用文学评论做到

了在公共领域的影响力”。

与会专家谈到，作为新时期以来最重要的批评家之一，雷达

在文学批评中不断发掘和捍卫民族主体精神，坚持和开拓现实

主义创作，以活跃的文风和深沉的思想，在文学批评中发扬了理

性的激情。徐兆寿在书面发言中表示，“一年多来，在关于现实主

义的探讨中，人们会不时地想到这位执旗的壮士。故而在今天重

新去总结和把握雷达的精神遗产是非常必要的。”

新华社北京4月3日电（记者 白瀛） 中央宣传部办公

厅、中国记协办公室近日印发决定，对2019年“新春走基层”

活动中的人民日报社要闻六版编辑组等15个先进集体、新华

社金小茜等360名先进个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相约在零点

37分》等110件优秀作品进行通报表彰。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宣传思想工作队伍要

不断增强“脚力、眼力、脑力、笔力”的重要指示精神，中央宣传

部在全国新闻战线统一部署开展了2019年“新春走基层”活

动，作为增强“四力”教育实践工作的一项集中行动。

据介绍，在活动中，各新闻单位精心组织、认真安排，广大

新闻工作者深入基层、深入实际、深入群众，积极唱响礼赞新

中国、奋进新时代的昂扬旋律，大力宣传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成

就，宣传普通劳动者爱岗敬业、无私奉献的精神风貌，充分展

现祖国各地欣欣向荣、人民群众欢度佳节的美好景象，推出一

大批鲜活动人、质朴清新、富有新意的精品佳作。

中央宣传部、中国记协要求，各地各新闻单位要以通报

表彰的先进典型为榜样，持续深入开展“四力”教育实践工

作，不断加强新闻舆论工作队伍建设，努力提升新闻舆论传

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以优异的成绩迎接新中国

成立70周年。

中宣部办公厅中国记协办公室表彰
2019年“新春走基层”先进集体个人优秀作品

本报讯（记者 黄尚恩） 4月2日至4

日，中国作协信息工作会议在京举行。中

国作协副主席阎晶明出席会议并讲话。中

国作协办公厅主任李一鸣、副主任王军、副

巡视员孔繁洪，以及各团体会员单位、中国

作协各部门各直属单位相关工作人员60

余人与会。

阎晶明在讲话中说，随着互联网技术

的发展和新媒体平台的不断扩大，信息工

作在我们党和国家工作全局中的重要性

越来越突出。党中央高度重视信息工作，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就新闻舆论工作、网信

工作发表重要讲话，对新时代的信息工作

提出了明确要求。中国作协党组一直以来

非常重视文学领域的信息工作和舆情工

作，召开此次会议，就是要以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总结以往

信息工作的经验，分析新形势下的新任务，

着力加强文学信息队伍建设、提升文学信

息质量、增强文学信息时效，更好地服务于

文学事业繁荣发展和作协工作创新发展。

各单位要进一步重视文学信息工作的重要

性，围绕文学领域出现的重要现象、重要问

题进行采集、整合和归纳，注重舆情信息报

送的及时性、针对性，增强舆情信息的原创

性、综合性。各单位要在工作实践中加强

联系，不断完善工作机制。

会议期间，李一鸣作了关于中国作协

2018年度文学信息工作的报告，全面总结

过去工作取得的成绩和需要加强之处，并

对2019年的信息工作提出要求。中宣部舆情局舆

情分析处副处长刘保、人民网舆论与公共政策研究

中心主任祝华新分别授课，深化了大家对舆情工作

重要性的认识，加强了大家对舆情信息进行综合分

析研判的能力。

在大会交流环节，各团体会员的信息工作负责

人就如何做好文学信息工作先后进行发言。大家认

为，要进一步提高对信息工作重要地位和重要作用

的认识，增强做好信息工作的自觉性。要将“四力”

教育实践工作贯彻落实到信息工作当中，增强工作

责任意识、提高信息工作能力、强化信息平台支撑，

力求做到信息报送的准、深、快。在今年的工作中，

要紧紧围绕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这条主线扎实

做好信息工作。各单位之间要进一步加强信息的沟

通，推动信息工作上水平上台阶。

会议期间，还对河北省作协、四川省作协、上海

市作协、山东省作协、陕西省作协、重庆市作协、江苏

省作协、山西省作协、湖北省作协、甘肃省作协、福建

省作协、湖南省作协等12家2018年度文学信息工

作先进单位以及12名文学信息工作先进个人进行

了表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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