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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部作者“十年磨一
剑”推出的最新长篇小说，
通过讲述两个人的结合、
两个家族的联姻，延展出
三代人近百年的跌宕命
运。一场看似门当户对、一
见钟情的自由恋爱，却是
众人运筹帷幄、通力配合
的精密部署。历史画卷徐
徐展开，宛如一条曲折又
动人的长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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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读者 本报2019年5月1日、3日休刊，特此告知。

江西举办谷雨诗会

新华社北京4月25日电（记者 熊争艳 丁小溪） 第二届

“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智库交流”分论坛25日在国家

会议中心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黄坤明出席

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

黄坤明指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中外智库合作在共建

“一带一路”中的积极作用，专门向“一带一路”国际智库合作委

员会成立大会发来贺信，对加强智库交流，不断深化互信、凝聚

共识，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向更高水平迈进表达了殷切期望。

黄坤明强调，共建“一带一路”是一项源于中国、属于世界

的事业，需要凝聚各国人民的智慧。近6年来，“一带一路”建设

的生动实践，为开展理论研究提供了源头活水、打开了广阔空

间。深化“一带一路”研究，要坚持登高望远、树立命运与共的宽

广视野，坚持开放包容、保持互学互鉴的豁达胸襟，坚持客观理

性、秉持求真务实的严谨态度，坚持义利兼顾、做出互利共赢的

不懈努力，推动“一带一路”成为和平之路、繁荣之路、开放之

路、绿色之路、创新之路、文明之路。要加强智库和媒体的沟通

对接，实现智力资源与舆论资源的互联互通、互学互鉴，为“一

带一路”工笔画着墨增色，让世界变得更加绚丽多彩。

“智库交流”分论坛由中宣部主办，来自60多个国家和地

区的300多名智库、媒体代表出席。

阳春三月，春城昆明格外温暖。86岁高龄的周良沛

斜靠在窗前的沙发上，眯缝着眼，阳光爬上了他沧桑的皱

纹和斑白的鬓角。一只花猫温柔地伏在他腿上，陪伴着自

己的主人，共享着午后悠闲的时光。

周良沛，一位绝不该被忽视的诗坛老人。早年一直担

任中国作协《诗刊》社编委，甘为诗坛背后“提灯人”，年轻

时代是富有影响的诗人，中年以后，则一直“顽固而又敢

言”地坚持诗歌批评和编辑工作。由于早年患病，腿脚不

便，他不再参与云南的任何文学活动。

然而，他却将整个中国百年诗歌藏于胸中，凭一己之

力，潜心5年，选编着一大套共六册《中国百年新诗选》。

750余位诗人、1568首诗，在他看来，每一位、每一首，皆

是新诗百年不可或缺的印记与历史。

以诗歌作为自己的信仰

初次登门拜访的午后，周良沛佝偻着腰身出门，于电

梯口迎候。我诚惶诚恐，深感不安。进入书房，但见书籍与

各类生活物品杂陈，颇为凌乱。年轻的保姆做完饭后，就

出门消遣去了。因为周老十分宽容，又一直觉得自己没问

题，完全可以照顾好自己。

电脑屏幕上，一个分行的文档正开着——周老正在

对《中国百年新诗选》做最后的校对工作。这让我很是不

解：2017年6月，由中国艺术研究院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

研究所主办的“新诗的道路——中国新诗百年”研讨会上，

这套作品即已对外发布，并同时公布了系列书影，为何近

两年后依然还停留于校对环节？原来，由于担心市场销路，

早就编辑完成的这套书，一直并未投入印刷。周良沛说，这

套书成本大约100万元，听说现在已经预售了许多，相关

方面已进账近200万元，所以，才终于打算开机印刷。

第二次拜访已入夜，依然是佝偻的身影，候于电梯

口。时隔仅三周，周良沛的精神头有所减弱，寥寥几句，便

伴随明显的喘息。重又叨扰，是因我又淘到周良沛的几部

旧作来请求签名，顺便想再请他补充一些给当代诗歌的

希望、寄语。

“诗歌应该成为文化大国文化自信的核心，在我华夏

泱泱诗国，这还需要我来说吗？这是个一目了然的问题，

却也是个越说越难的问题。”

对于他而言，诗歌就是他的信仰。信仰对于一个创作

者是十分重要的。

1933年，周良沛出生于江西井冈山地区的永新。童

年便与父母离散，抗战时沦为难童，流浪四方。内战后寄

寓于教堂孤儿群体，在宗教氛围浓郁的地方，度过了一段

相对平静的生活。

那个战乱年代，宗教却也无法成为任何人的庇护所。

“教会学校被砸了，我要找地方吃饭，所以就入伍了，随着

横渡长江的大军南下。那时，我真没啥崇高的理想。”

剿匪、戍边、修路……无疑，是颠沛苦难的人生，催生

了他的文字。19岁起，这些文字就陆续发表于《文艺报》

《人民文学》等报刊。也正因为如此，他得以进入部队文化

部门，开启了令其执念终身的编辑事业。

经过藏区近两年的锻炼，周良沛得以调回昆明，在昆

明军区政治部任创作员。1957年，他出版诗集处女作《枫

叶集》，其早期诗风深受惠特曼《草叶集》影响。一年后，因

为发表纪念惠特曼的诗，他被错划为右派，正待展翅翱翔

的青春年华，却在劳改和牢狱中整整消耗了20年。然而，

祸兮福兮，人生难测。关押的“牢房”竟变成了堆积四面八

方收缴“禁书”的仓库，周良沛喜不自胜，废寝忘食，饕餮

嚼之。或许，这就是抱持信仰所带来的好运，冥冥中似有

天定！

“讲真话”的姿态始终如一

1978年，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春风，在特殊年代饱受

禁锢的人们纷纷走了出来，而诗人们受伤、扭曲的心灵亦

随之挣脱藩篱，从长久的失语与缺席中跃出，开始以分行

文字的形式，表达着自我与时代。

那是一个几乎全民写诗的时代。作为诗人的周良沛，

就此复活；但客观而言，若论形成重大影响的作品，诗人

周良沛无疑是有些苍白的。作为诗歌批评家的周良沛，则

渐渐锋芒毕露，且一路行来，步步铿锵。

整个80年代，周良沛依然写诗，陆续出版《红豆集》

《雪兆集》《雨窗集》等诗集。但劫后重生的他，决定逐渐将

写作重心调整为诗歌批评。

多年后，中国诗坛乃有定评：周良沛的诗论比诗歌

好，周良沛的为人又比诗论还好。

所谓“为人好”，在周良沛看来，最重要的核心之一便

是“讲真话”，此三字在文学批评界最为可贵。他陆续出版

的《神鬼之间》《良知与狗食》《无奈与沉默》《诗歌之敌》等

诗歌批评集中，“讲真话”的姿态始终如一。

《良知与狗食》封面上，周良沛如是写道：“若是真话

讲来不易，谎言只是自辱自欺；嬉笑怒骂，气势张扬，未必

是前锋的进击；世风不古，人欲横流，横眉冷对，伐毛清

髓；流行谎言、套话时，讲真话就是霹雳；良善受欺，公理

受屈，不平就是匕首。”这有些犀利得不太像寻常文本的

诗歌评论或诗歌批评，但长此以往，“骂”人无悔，诲人不

倦，怎能不招人猜忌与怨恨？

与我说起这个话题时，愈是老来沉稳的周良沛早已

一切淡然。老人听力不太好了，但坚持不戴助听器，语速

很慢，但思维清晰。

“不管怎样，还是要讲真话，因为历史需要真相。”周

良沛表示。

真实记录中国新诗发展历程

关于真相，很自然我们就谈到了《丁玲传》。这部厚达

800多页的传记写作手法独特，一时颇受文坛关注，有人

视之为传记文学经典。书中，周良沛援引了大量各种关于

丁玲的文献、史料，因在篇幅上占比较大而遭受质疑，他

所持的一些观点也引发了争议。

对于这部1993年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传

记，周良沛本人极为珍视，该书当年也被出版方纳入“中

国现代作家传记丛书”、与林志浩的《鲁迅传》、钱理群的

《周作人传》等重点作品并列。但亦如他的另一部代表作

《冯至评传》（重庆出版社，2001年），在首版首次印刷后，

便一直未能再印或再版。“也许是因为书中涉及许多历史

问题。”显然，于此，他不无遗憾。

（下转第2版）

本报讯 4月23日正值世界读书日，由诗刊社与

山东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主办的山东航空·云端《诗刊》

主题航班启动仪式在京举行。本次主题航班计划将《诗

刊》送到山东航空乘客的手中。中国作协副主席吉狄马

加出席并讲话。《诗刊》主编李少君、副主编王冰，山东

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总经理王峰等参加启动

仪式。

吉狄马加说，设立世界读书日，旨在推广阅读，让

读书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此次航班

把《诗刊》送上蓝天，送到乘客的面前，将为旅行的人们

提供读诗的机缘。诗歌是语言的明珠，它既属于诗人，

也属于广大读者，要通过多种手段促进诗歌走进大众，

进入更为广阔的公共空间。王峰介绍了山东航空公司

与诗歌的渊源，并从企业文化的角度谈到本次主题航

班在承担社会责任、传承传统文化方面的重要作用。

仪式上，吉狄马加、李少君向山东航空公司赠送了最新一期《诗刊》。

仪式结束后，《诗刊》在世界读书日当天通过山东航空·云端《诗刊》主题航

班送到乘客的手中。 （欣 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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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首诗都是不可或缺的历史
——访诗人周良沛 □温 星

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
“智库交流”分论坛在京举行

黄坤明出席并发表主旨演讲

本报讯（记者 丛子钰） 4月18日，由北京市委宣传部、北京市广播

电视局、中科院科学传播局联合主办的《中国天眼：南仁东传》出版研讨会

在京举行。中国作协副主席李敬泽，北京市委宣传部副部长王野霏及

梁鸿鹰、蔡闯、王山、杨晓升、刘琼等20余位专家与会研讨。

王宏甲创作的长篇报告文学《中国天眼：南仁东传》，旨在通过回望和

梳理“时代楷模”南仁东的奋斗事迹，再现这位新时代科技工作者的真实

形象，全方位呈现他作为“天眼”首席科学家兼总工程师的风采。

李敬泽表示，这部作品是2019年我国主题出版的一个重要收获，展

现了一个中国式科学家的典型形象，体现了奋发自强的民族精神，是对新

中国成立70周年的一曲颂歌，也是献给共和国建设者们的一份礼物。作

品叙事考究、时序交错，在报告文学创作方面进行了宝贵的探索。

作为南仁东生前的科学助理，中科院国家天文台研究员张承民说，这

部作品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弘扬中国文化，文笔精湛、思想深

刻，通过对南仁东灵魂之旅的追踪，让我们看到良知与正能量的迸发。“书

中的文字让我看到往昔的跋涉，想起曾经走过的苦难的岁月，勾起记忆中

的画面，彻夜难眠。”

与会者认为，《中国天眼：南仁东传》有着很强的思想性和文学性，深

刻展现了新时代奋斗者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坚守理想信念、坚

守科技报国的精神风貌和崇高理想，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作品还有力

地诠释了集体主义的精髓，展现了中国人民不计功利、共克时艰的精神境

界。王宏甲的写作兼具科学精神和世界眼光，作者通过与主人公的心灵

对话，栩栩如生地还原了主人公的真实形象，也让读者沿着南仁东走过的

足迹，对世界科技发展史进行了一次回顾。

专家研讨长篇报告文学
《中国天眼：南仁东传》

本报讯 4月 22日，由中国盲文出版社、求真

出版社联合主办的曾令超作品研讨会在中国盲文

图书馆举行。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吴义勤、中宣部

出版局副局长许正明、中国盲人协会主席李庆忠及

李一鸣、郭利群、曾镇南、徐可、禹坤吾、李荣卫等20

余位专家与会研讨。研讨会由中国盲文出版社、求

真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张伟主持。

曾令超是中国作协会员、国家一级作家和全国

自强模范，曾创作了 13部文学作品，获得多种奖

项。他原为湖南省新宁县的一名法官，在1981年的

一次见义勇为行动中双目失明。

吴义勤说，曾令超坚守高尚的艺术理想，坚持正

确的价值方向，创作热情高涨。他从不远离实际生

活，而是从真实的、本原的情感出发，其与众不同的

落笔视角拓展了文学表现力，给文学表达以巨大的

空间。他的作品让人感受到真情实感，充满正能量，

非常打动人。

许正明表示，我国的视力残疾人同样为实现中

国梦贡献着自己的力量，曾令超就是其中一员。他

把崇高的价值、美好的情感融入自己的文学创作，颂

扬真善美，鞭挞假恶丑，作品中自始至终贯穿着对党

和人民的热爱。

会上，专家学者围绕曾令超的《人生跋涉》《一个

女人的调动》《天平至上》《女儿河》4部作品展开讨

论。大家认为，曾令超的作品真实生动，字里行间承载着感

恩、惜爱、求美的“光明情结”，饱含着一位残疾人对美好生活

的向往，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充分展现了残疾人自强不

息、拼搏进取的精神境界，为社会树立了自强不息、感恩生命、

追求理想的家国情怀。他在文学创作的探索实践中不断磨砺

自己灵魂的触觉，使之愈加灵敏精锐。他秉持着内心的光明，

倚仗心灵的视力去看取和书写世路人生，这正是其小说宝贵

而独特的价值和意义。

谈及自己的创作之路，曾令超深情地说：“我负伤失明，

在黑暗里生活近40年，文学创作是我的情怀和寄托，我艰难

跋涉摸索着写出了一些微不足道的作品。因为看不见，我

的创作道路异常艰难，但我始终坚持、尽力追求，不敢有丝毫

怠慢。” （宋 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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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王觅） 由新疆维吾尔自

治区党委宣传部组织策划、天山电影制片厂

创作拍摄的影片《昆仑兄弟》日前在京首映。该

片聚焦“民族团结一家亲”主题，讲述了一个关

于诚信和友善的故事。4月16日，电影《昆仑兄

弟》专家观摩研讨会在中国电影家协会举行，

李准、张宏、饶曙光、张思涛、窦春起、赵葆华、康

伟、赵卫防、王海洲等专家学者与会研讨。

电影《昆仑兄弟》以新疆正在开展的民族

团结联谊活动“民族团结一家亲”为题材，围

绕发生在汉族结对认亲干部徐昆和维吾尔族

兄弟马尔丹身上的故事展开，展现了他们之

间的真挚情谊和人性的真善美，讴歌了结亲

干部心系各族群众、全心全意为各族人民排

忧解难的崇高精神。与会者认为，《昆仑兄弟》

艺术地再现了新疆各族干部群众和衷共济、和睦相

处、团结互助、和谐发展的生动现实，勾勒出一幅你

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市井百态图，营造了民族兄弟情

深、民族团结一家亲的浓厚氛围。该片以小见大，言

近旨远，从小视角展现大主题，弘扬了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是一部反映新疆风土人情、自然风光、民俗

文化，具有鲜明民族特点和地域特色的现实题材电

影佳作，也是新疆各族干部群众紧紧围绕社会稳定

和长治久安总目标团结奋斗、不懈努力，讲好新疆故

事的又一次生动实践。

据悉，《昆仑兄弟》由维吾尔族导演阿不都克力

木·阿不力孜和汉族导演姜宏联合执导，拍摄团队也

来自不同民族。他们上昆仑、蹚戈壁，克服拍摄条件

恶劣等诸多困难，最终将影片生动呈现在大银幕上。

电影《昆仑兄弟》讴歌民族团结
本报讯 为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引导江西诗人深入生活、扎根

人民，开展诗歌惠民活动，推动江西诗歌创作发展，4月19日至21日，由

江西省文联、江西省作协、赣州市文联、石城县委县政府、中华文化促进会

朗读专业委员会主办的“美丽中国 多彩赣南”2019年江西谷雨诗会在

石城举行。江西省文联主席叶青，赣州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彭业明，赣

州市文联党组书记、主席李雷等参加。

本次谷雨诗会包括“谷雨葱茏校园 诗歌点亮青春”诗歌进校园、江

西赣南诗群研讨会、诗歌朗诵会、2018江西年度诗人奖颁奖、诗歌采风等

系列活动。其间，王家新、李南走进石城县赣源中学开展了诗歌讲座，专

家学者对三子、邓诗鸿、布衣、圻子、谢帆云、聂迪、范剑鸣、林珊、周簌等赣

南诗人群体展开研讨，诗人圻子获得2018江西年度诗人奖。张清华、谢

剑平、干海兵等诗人、诗评家、诗歌刊物编辑，及江西诗人、作家代表和当

地文学爱好者500余人参加了活动。

据悉，此次诗会是江西省文联、省作协在全省范围内开展的“美丽中

国 锦绣赣鄱”主题系列活动的子项之一。 （江 子）

本报讯（记者 武翩翩） 4月 19日，由中国国

家博物馆与山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山东省文物局、淄

博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海岱朝宗——山东古代

文物菁华”展览在国博开幕。这是齐文化文物首次

大规模、成系列地在国博展出，也是国博继“江口沉

银”“礼出东方”“古蜀华章”“大唐风华”“汉世雄风”

等展览之后，又一次携手地方共同举办古代精品文

物系列展览。

此次展览分为“多源同流”“竞争称雄”“融归一

统”3个单元，以齐文化腹心地区出土的新石器时代

至秦汉时期的精品文物为主体，以时代演进为脉络，

从文化源起、演变、交流等动态视角呈现该地区文化

的渊源、脉络及其时代特色，力图让观众对海岱之间

的齐地文化面貌有更加深入的了解。展览汇集的近

200件（组）文物精品，大多出土于临淄齐故城及其

周边，涵盖了青铜器、金银器、陶器、玉器、镜范、瓦当

等门类，承载着历史的记忆，彰显着齐文化的魅力。

主办方表示，先秦时期的齐文化融合了我国多

个时期、多种族群的文化元素，不仅融合了滨海文化

和内陆文化的特点，还兼具农耕文化、畜牧文化、渔

牧文化、工商文化之所长。举办此次展览旨在以古

为鉴，从历史文化中汲取智慧，让观众对齐文化有更

为具体的认知，进而不断深化对中华传统文化的全

面了解。

“海岱朝宗”展示山东古代文物菁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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