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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王先霈蓦然想起，他走近湖北作家始于63

年前。那是1956年，他还是华中师范学院中文系的学生。

作家姚雪垠来华师开课，讲的是《现代文学史》，一讲就是

3个月。其后，学校又陆续请来黄声笑、徐迟、碧野讲课改

稿。那时的湖北省作协还是其前身中国作协武汉分会。作

协与大学之间这种深切的联系，成为一种传统一直延续至

今。1964至1965年，他借调到《文艺报》工作近一年，对文

学界对作家又多了一些了解。而他更直接地接触湖北作

家，是上世纪80年代以后。他用手中的笔和一篇篇掷地有

声的评论，开掘了一条宽阔的大道。上世纪90年代起，他

任湖北省作协副主席，后又任湖北省作协主席，与湖北现

当代一大批作家产生了深刻的互动交流。从阅读文本到同

作家面对面，谈起往事，这种亲密的切近，虽沾不上半点的

私情，却让他年届八旬，仍热血沸腾，感喟不已。

王先霈说，湖北文学有两个时期特别引人瞩目。一是

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可以说是湖北文学大出风头

的时期。姚雪垠的长篇历史小说《李自成》和徐迟的系列报

告文学，尤其是《歌德巴赫猜想》横空出世，成为当代文学

史上难以复制的奇迹。姚雪垠写《李自成》直接得到毛泽东

同志的关注和支持，这种幸运是很少人能够遇上的。小说

于1976年出版后，立即“洛阳纸贵”。有人套用形容读柳永

词的情形说，“有井水的地方，必定就有人在读姚雪垠的

《李自成》”。一些地方书不够，于是出现排队接力阅读《李

自成》的场面。湖北大学专门成立了“李自成研究室”。这部

作品不仅对历史小说创作，对中国文学都起了巨大的推动

作用。这种力量是靠读者自发推动的，也可以说是读者用

他们争相阅读的巨大热忱捧起来的。

徐迟的《歌德巴赫猜想》《地质之光》等系列报告文学，

则直接影响着中国社会的变革。当时人民迫切希望夺回十

年动乱给科学和教育事业造成的巨大损失，渴望科学研究

和教育步入正轨，加速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步伐。《歌德巴

赫猜想》的出现，为文化人点燃了希望。从年轻读者，到工

农兵学员，到研究人员，到院士，都饱含深情地阅读，感慨

万千。这在客观上对年轻人参加高考，报考研究生，起了巨

大的鼓动作用。可以说，出现这种局面，不仅因为作品本身

写得好，更因为“文章合为时而著”，切合了时代之需和人

民的心理，以至后来影响和带动了湖北报告文学的迅猛发

展，湖北成为报告文学的重镇。

以姚雪垠、徐迟、碧野、曾卓等为代表的老作家为湖北

文坛树立起标竿。在他们的影响和教导下，新一代作家如

雨后春笋，迅速成长。如方方、池莉、熊召政等都得到老作

家直接的关怀和指导。一个地方，一个省份，正因为有这样

一批大作家和他们对文学几十年的赤诚追求，才使得这片

土地后继有人，方兴未艾。

1982至1983年，一些省市的新作家和新风格、新气

派的文学作品若春潮翻涌，湖北文学的步伐倒显得慢了半

拍，于是湖北的文学界、理论界开始焦虑、反思和研究。令

人欣喜的是青年作家出手不凡，迅速崛起，开始了湖北文

学的又一个高峰时期。许多作品一出现，就凭借独特的视

角和新写实的写法，为文坛内外所关注。不同水平、身份的

读者都钟情于他们的作品，读者信件纷至沓来。王先霈谈

到，一次他在从广州回武汉的火车上，与一个往返于香港

与广州之间的货轮船长相遇。这个船长竟几乎读过池莉的

所有小说，一路上都在复述小说中的故事，津津乐道，眉飞

色舞，表现出情不自禁的阅读欣喜。这千千万万热心的读

者，正是我们文学发展不可缺少的支撑。

上世纪90年代初，刘醒龙、邓一光突显出来。刘醒龙

的《村支书》《凤凰琴》《秋风醉了》等作品，写出了

农村改革巨变中人们的伦理观、价值观受到的冲

击。邓一光的《战将》《大妈》《父亲是个兵》等作品，

将对革命传统的继承和对历史的反思结合得恰到

好处。

可贵的是，30多年过去，湖北一批“50后”作

家依然维持着高水平的创作，始终保持着旺盛的

创作力。他们成为湖北文学的顶梁柱，迄今仍活跃

在中国文坛。

进入新世纪，尤其是近几年，以李修文为代表的青年

作家创作成绩突出，在文学界产生较大影响。随着人们的

生活状态发生变化，新媒体的大量涌现导致人们阅读方式

的巨大变革，纸质阅读受到挑战。湖北文学应时而动，奋力

追赶网络文学的新潮流，出现了以猫腻、匪我思存等为代

表的网络作家。网络文学成为中国文学不可忽视的一个方

面军。如何引导、研究这个新型群体，湖北省作协给予及时

关注，在网络文学的研究和扶持政策上已逐步走上正轨。

王先霈提及湖北文学发展中有两个值得关注的好传

统。一是1949至1966年，湖北出现了一批在全国有影响

力的革命文学作品，且作者多为领导干部，如李晓明的《平

原枪声》，李尔重上世纪80年代创作的小说《新战争与和

平》。领导干部熟悉的领域往往是专业作家很难深入了解

的，他们的创作恰恰弥补了专业作家的短板。领导干部搞

文学创作，不仅是湖北的传统，也是中国的传统。文学是人

学，这对领导干部关注民生，有百利而无一害。他接着感慨

地说，湖北还有一个好的传统，就是一线的工人农民搞文

学创作。工人黄声笑、王英、张庆和的诗都在全国产生过影

响。鄢国培是宜昌多年的水手，创作了《长江三部曲》，后来

担任湖北省作协主席。现在农民诗人余秀华在全国也有较

高的知名度。这是湖北文学一种传统的延续，也是读者的

选择。正是在读者的参与下，湖北文学在不同的历史时期

得以持续发展，生机勃勃。 （尔 容）

王
蒙
开
讲
茅
奖
作
家
沙
龙

中国作协深入推进主题教育
党组书记处同志带头讲党课

本报讯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在这70年中，涌

现了一大批优秀的当代作家和长篇小说，其中荣获茅盾文

学奖的作品可以作为重要的代表。7月开始，人民文学出版

社策划推出“茅奖作家沙龙系列”，陆续邀请茅奖获奖作家

与读者进行交流。近日进行的第一讲活动中，第九届茅盾

文学奖获奖作品《这边风景》的作者王蒙、文学评论家胡

平，同读者分享了他们对文学与生活的感悟。

对于《这边风景》，王蒙这样评价：“《这边风景》记录了

我39岁到47岁之间的人生，就像一条鱼的中段，那个时候

的我是多么有理想，多么真诚。虽然今天看来是一部‘过时

的作品’，但小说更多的是记录了那个时期维吾尔族人的

生活风貌，而且从头到尾都是掏心窝子的认真，真情实感，

这是我今天再也无法抵达的写作状态了。”

王蒙的创作贯穿了整个新中国70年，自1953年开始

创作《青春万岁》至今，他的文学生涯已经跨越了70个春

秋。1979年，当时的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韦君宜力主出版

《青春万岁》，这部作品终于重新面市。2014年，45卷本的

《王蒙文集》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70年来，王蒙紧贴时

代脉搏、扎根于现实生活的土壤，创作的文学作品已超过

1800万字，反映了半个多世纪中国历史的风云变幻，现在

85岁的王蒙仍笔耕不辍，不断有新作品问世。 （欣 闻）

本报讯（记者 黄尚恩） 7月14日至18日，由《民族文学》杂志

社、内蒙古文联、锡林郭勒盟党委宣传部、锡林郭勒盟文联等单位联合

主办的《民族文学》蒙古文版作家翻译家培训班暨多民族作家文学实

践活动在内蒙古锡林郭勒盟举行。《民族文学》主编石一宁、副主编陈

亚军，内蒙古党委宣传部副巡视员斯琴，内蒙古文联副主席包银山，正

蓝旗旗委书记霍锦炳，锡林郭勒盟委宣传部副部长包文霞，锡林郭勒

盟文联主席常霞，以及50余位作家、评论家、翻译家参加活动。

据介绍，《民族文学》蒙古文版于2009年创刊，10年来共发表

700多篇（组）翻译作品、200多篇（组）母语作品，200多位翻译家参

与蒙古文版的翻译工作，对促进蒙古族文学的繁荣兴盛、我国文学的

多样化发展、民族的团结进步产生了积极意义。举办此次培训班，旨

在进一步提升作家翻译家的创作和翻译水平，总结《民族文学》蒙古

文版的办刊经验。培训班为期4天，共有30多位蒙古族作家、翻译

家参加培训。作家郭雪波、翻译家金宝、学者策·朝鲁门分别以“民族

作家的文学视野和拓展空间”、“翻译的技巧”、“新世纪蒙古族文学创

作与研究”为题为学员们授课。在交流座谈中，学员们说，10年来，

《民族文学》蒙古文版为蒙古族母语作家和翻译家提供了广阔的发表

平台。文学创作、文学翻译犹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要努力耕耘，不

断突破自我，推动蒙古族文学的繁荣发展。

在培训班举办期间，另一组作家走进正蓝旗，进行文学实践活

动。在纳·赛音朝克图纪念馆前，举行了《民族文学》锡林郭勒盟创作

阅读中心授牌仪式。《民族文学》杂志社向锡林郭勒盟文联和正蓝旗

文联捐赠了《中蒙文学作品选集》和《〈民族文学〉精品选》等图书。在

巴音宝力格嘎查，评论家刘大先为大家作了题为“现实、现实主义与

面向生活的写作”的讲座。作家们围绕文学写作如何走出小我、如何

兼顾民族性与世界性等问题进行交流。其间，作家们还深入到草原

腹地，走进牧民家里，体验牧民生活，收集文学创作素材。

《民族文学》举办蒙古文版
作家翻译家培训班

本报讯（记者 王觅） 7月 14日，由广西师

范大学出版社等主办的“生命课：或离你很远，确

与你有关——聂晓华《生别离：陪伴母亲日记》新

书分享会”在京举行。中国作协副主席陈建功、电

影导演王超、文化学者王克明与作者共聚一堂，围

绕新书创作及相关话题展开对谈交流。

《生别离：陪伴母亲日记》由广西师范大学出

版社近期推出，收录了聂晓华15年间在陪护照顾

自己患阿尔茨海默症的母亲之余写下的日记，详

实记录了其母亲患病的全过程。与会者认为，该

书不仅感人至深，而且饱含着作者对生命的深刻

思索，表现了现代文明下普通人对生命尊严的关

注和敬重。书中的文字看似是一种沉静的叙述，

却有着巨大的内在力量，其意义远超女儿照顾患

病母亲的经历。据悉，该书将由王超改编成剧本

并执导拍摄为电影。

谈及记录的初衷，聂晓华坦言，记日记并非

因为自己勤奋，实在是似乎只有这样坚持记录，

才能让她从无助的绝望中跳出来，保持心灵上的

平静。“每当我感到苦恼、无助和无处可诉时，

我便提起笔写一段日记，将痛苦涂抹在纸上，心

灵似乎因此而获得一些解脱。”她希望该书能为

阿尔茨海默症患者家属的陪护工作提供一种参照

和借鉴。

本报讯 为更好发挥优秀作品的示范性作用，引导

网络文学现实题材创作，7月21日，连尚文学优秀现实

题材作品研讨会在京举行。中国作协网络文学中心主

任何弘，连尚文学总编辑张金国、副总裁卢宁宁及白烨、

肖惊鸿、陈定家、王祥、许苗苗等专家学者与会研讨，共

同为网络文学现实题材创作把脉问诊。

此次研讨会重点围绕获得2019年度中国作协重点

作品扶持的《旷世烟火》和获得2019年度中国作协网络

文学中心重点作品扶持的《无字江山》《第二次初婚》3

部现实题材作品展开研讨。陈酿的《旷世烟火》描绘了

一幅新中国成立70年来楠溪江两岸社会发展和人民生

活的历史画卷，以女性视角展现了各个历史背景下不同

阶层的家族和人物命运。小神的《无字江山》以神秘的

远古时期文明为背景，以二十四节气为辅助线，探讨中

华文明的源流，将历史、文化和现实紧密连接。凌晨的

《第二次初婚》聚焦“试睡师”这一新行业，讲述了女主人

公在困境中坚守梦想、不断前行的故事，反映了当下家

庭婚姻生活中的观念差异和现实问题。

与会者充分肯定并详细分析了3部作品在题材、内

容、结构和写作手法等方面的特色。大家表示，这些作

品都来自连尚文学旗下的逐浪网，不仅体现了对现实题

材的重视，而且反映出网络文学现实题材创作的新趋势

和新特点。网络文学作品只有更好地表达现实经验、触

及现实问题，以好故事和真情实感取胜，不断注重创造

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才能收获读者的共鸣和喜爱。会

上，专家学者还就如何实现时代主题与艺术细节的真实

融合、如何建立现实与艺术创作之间的关系等问题为3

位作者解疑释惑。

据悉，此次研讨的3部作品也是“向新中国成立70

周年献礼——首届网络文学现实题材征文大赛”的参赛

作品。作为主办方之一，连尚文学在逐浪网开辟了大赛

专区，目前已收到近百部作品。主办方表示，将以此次

研讨会为契机，继续引导旗下的编辑和作者们深入生

活，努力打造更多更好的现实题材精品。 （范 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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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网络文学现实题材创作把脉问诊

本报讯 7月16日至18日，由四川省作协主办，中共

眉山市委宣传部、眉山市文联、成都文理学院、《星星》诗刊

承办的第十二届星星大学生诗歌夏令营在四川眉山举行，

22位大学生诗人参加活动。

两场别开生面的主题讲座成为本次夏令营的“重头

戏”。诗人叶舟和批评家杨庆祥与营员们进行了深入交

流。《星星》诗刊编辑分组与营员们探讨了诗歌体裁探索、创

作题材同质化等问题。“通过夏令营把诗界最好的和最想传

达的东西交到大学生诗人手中，希望对他们有所启发，为他

们今后的创作提供切实的帮助。”《星星》诗刊主编龚学敏

说。夏令营期间，大学生诗人们赴三苏祠、青神汉阳小镇、

熊猫馆、电信基地等参观采访。

“在这几天我们点亮了，就不会熄灭。因为诗歌与友谊

永存。”来自南宁师范大学的陈坤浩在朗诵会上诉说自己

10年后的诗歌心愿。7月18日晚，在眉山东坡区图书馆举

办的夏夜诗歌朗诵会为第十二届星星大学生诗歌夏令营画

上圆满句号。

已连续举办12届的星星大学生诗歌夏令营自2008年

开办以来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与认同，为中国当代

诗坛发现、培养和扶持了一批又一批的大学生诗人，为汉语

诗坛源源不断地输送着新鲜血液。 （杜 佳）

第十二届星星大学生
诗歌夏令营举行

7月26日，由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宣传局和中国美协联合主办、国防大学军事文化学院承办的庆祝新中国成立
70周年暨第14届全军美术作品展览，在北京81美术馆开幕。

此次展览旨在配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和“传承红色基因、担当强军重任”主题教育，以饱满的情感、厚重的笔
触、多维的视角，浓墨绘就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伟大飞跃的历史画卷，热忱讴歌全军将士听党指挥、
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崭新风貌。经过严格的初评、复评，共有259幅作品入展，涵盖国画、油画、版画、雕塑、水彩、宣
传画、连环画、装置、实验艺术等多个门类，既有表现我军浴血奋战的革命历史题材作品，也有反映强军兴军火热实
践的现实题材作品。这些作品散发着鲜明的时代气息，彰显出强烈的战斗品格。主办方表示，阅览70年壮阔征程，感
悟党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创造的伟大奇迹，回顾人民军队在党的领导下砥砺前行的辉煌历史，将激励广大官兵和人民
群众不断强化使命感责任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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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展览将持续到8月中旬。 王觅 图/文

本报讯 由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主办的驻校诗人灯

灯诗歌创作研讨会日前召开。现居浙江杭州的诗人灯灯去年被遴选

为首都师范大学第十五位驻校诗人。在灯灯即将结束驻校生活之

际，诗歌中心举办此次会议，旨在充分研究灯灯的诗歌创作，总结她

的创作经验，更好地推动和繁荣当下的诗歌创作。

大家认为，灯灯近十几年的诗歌写作从清纯、感性而机敏的青年

写作逐步进入了较为自由、有自己独特个性与面貌的写作阶段，在驻

校这一年的时间里，在诗歌的写作上又有了质的飞跃。其诗歌中超

验、洁净的智慧、富有弹性的修辞转换、挖掘日常生活的内在等，都汇

聚上升为一种生命的情感。大家肯定了灯灯在“创作真我，使用非

我”上所作的努力与成效，建议多写带有个人特质的诗作，而非普遍

经验的写作。灯灯近几年诗歌的创作转变、标点符号的运用、精准而

节制的创作风格、叙事与抒情特色等问题，也成为与会者关注的焦

点。这些讨论不仅有效地总结了灯灯的创作成绩，而且剖析了其中

所呈现的基本问题，在一定程度上为她今后的创作提出了建设性的

意见。 （张 颖）

首师大研讨驻校诗人
灯灯诗歌创作

本报讯 近期，中国作协党组书记处同志在开展学习教育

和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按照主题教育的要求，围绕学习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重要论述的认识体会，讲对

守初心、担使命的感悟，讲存在的差距和不足，讲指导实践、改

进工作的思路措施，分别在机关和直属单位带头讲专题党课。

7月19日上午，中国作协党组书记钱小芊为机关党员作

了题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推动文学事业和作协工作创新发

展》专题党课，围绕什么是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如何理解初

心使命、为什么要强调初心使命、如何在作协工作中做到“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等，结合自己的认识体会和作协工作实际，

进行了深入讲解，并对在主题教育中查摆的问题，提出了加强

和改进工作、加强机关党的建设和能力作风建设的要求。党组

成员吉狄马加、李敬泽、阎晶明、吴义勤，书记处书记邱华栋、

鲁敏也分别在鲁迅文学院、中国现代文学馆、办公厅和对外联

络部、中国作家出版集团、创作联络部、社会联络部作了《守初

心担使命、扎实做好新时代中国作协党建和文学工作》《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把好政治方向、坚守文学阵地》等专题党课。

在讲专题党课中，党组书记处同志坚持把自己摆进去，把工作

摆进去，把职责摆进去，注重用理论武装、用事实说话、用案例

警示等方式方法，结合实际、深入浅出，提升了专题党课的吸

引力和感染力，增强了党员的思想认同、理论认同与情感认

同，明确了今后努力方向，有力推动了主题教育深入开展。

据了解，中国作协党组书记处近日召开会议，按照把学习

教育、调查研究、检视问题、整改落实贯穿主题教育全过程的要

求，认真梳理问题、分析原因、对照检查、研究制定整改措施。

（许 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