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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文学七十年足迹·名家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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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王觅）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2周

年、人民海军成立70周年之际，8月1日，由中国出版集团

主办、中译出版社和国声智库承办的《中国海军》新书发布

会暨主题类图书出版研讨会在京举行。中国作协名誉副主

席翟泰丰及李岩、汪东波、魏玉山、茅院生、路英勇、徐蕴峰、

陶利明、张高里、贾兵伟等专家学者、出版界人士和主办方

代表与会。

中译出版社近期出版的长篇纪实文学《中国海军》是海

军作家黄传会、张帆为人民海军成立70周年推出的一部献

礼之作。1949年4月，人民海军在江苏泰州白马庙乡诞生。

70年来，经过几代海军人薪火相传、奋发图强，人民海军不

断获得跨越式发展，已成长为守护深蓝海疆、维护世界和

平、壮我国威军威的海上钢铁长城。《中国海军》全景式展现

了人民海军成立70年来波澜壮阔的光辉历史和风雨征程，

详实记录了海军历史上诸多重要的历史事件和英雄人物，

生动讲述了几代海军指战员艰苦创业、砥砺奋斗的动人故

事，披露了大量鲜为人知的历史细节。为写好这部作品，两

位作者翻阅了大量文献史料，并几乎走遍中国沿海，走访了

多个历史事件的原发地，采访了大批海军老兵和历史亲历

者，积累了丰富的第一手素材，历时10年时间创作了这部

系统完整书写海军70年历史的文学长卷。

与会者认为，《中国海军》生动再现了人民海军70年间的战火烽

烟和沧海激流，既奔涌着劈波斩浪、纵横海疆的豪情壮志，也饱含着

穿梭历史、感召现实的心路历程。该书主题鲜明，立意高远，选材精

当，情感丰沛，不仅是一部向军旗和军人致敬的厚重之作，也是一部

讴歌党、讴歌祖国、讴歌人民、讴歌英雄的主旋律报告文学精品。作者

用心用情用功“十年磨一剑”，体现了作家的历史责任感和使命担当。

会上，专家学者还结合《中国海军》的创作，围绕“新时代主题出

版的内容打造”这一主题展开对话和研讨。中译出版社向国家图书馆

赠送了新书，颁发了该社选题顾问团专家聘书，并与国声智库签署了

战略合作协议。

本报讯（记者 王觅） 7月 20日，由北京十月文艺

出版社等联合主办的“关于英雄的坚硬与柔软——周诠

《白乙化》新书分享会”在京举行。作家解玺璋、侯磊与作

者围绕这部长篇新作的相关话题展开对谈交流。

北京作家周诠著有小说集《爬台阶的鱼》《生死界》，

现就读于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创造性写作硕士研究生

班。他的长篇小说《白乙化》近期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推出，从不同角度、以全新笔法书写了一代知识分子的英

雄抗战传奇。与会者认为，白乙化是抗战英雄，但这部表

现他的作品并非一部简单的抗战小说。作品立体地展现

了主人公战斗的一生，多视角状写了当时的国内和国际

形势，真实刻画了白乙化从纯粹的知识分子到深明大义、

有胆有识的民族英雄指挥官的蜕变。小说借鉴西方小说

写作技法，既重故事情节推进，也重人物形象塑造，高扬

英雄主义、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精神，启发人们重新思考

战争与和平，颇具文学性和探索性。

《白乙化》分为四部，每一部都有不同的叙述者，这也

是该小说重要的结构特点。周诠表示，有关白乙化的资

料非常有限，自己多年潜心收集，力求用巧妙的结构让它

们丰富立体起来。“白乙化这个人物的史实部分没有杜

撰，但是我会在历史的基础上虚构一些情节，使小说更加

丰富。”

《白乙化》书写
英雄的坚硬与柔软

本报讯（记者 行超） 儿童文学作家金波的文学生

涯，从新中国成立初期开始，如今已走过一个甲子的时

光。多年来，他在文学创作上坚持探索，花费相当的精力

提携后进，致力于儿童文学理论研究，为中国当代儿童文

学的繁荣发展作出了多方面贡献。7月31日，由中国作协

儿童文学委员会、中国现代文学馆、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

版总社联合主办的“呵护童心纯美60年——金波儿童诗

创作交流活动”在京召开。中国作协主席铁凝发来贺信。

中国作协副主席李敬泽，中国作协副主席、中国作协儿童

文学委员会主任高洪波，民进中央副主席朱永新，中国少

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党委书记、社长孙柱以及20余位作

家、批评家围绕金波的儿童文学创作，以及中国儿童诗的

走向、诗歌之于儿童教育的意义等话题展开研讨。研讨会

由中国作协儿童文学委员会副主任曹文轩主持。

铁凝主席在贺信中说，“呵护童心纯美60年——金波

儿童诗创作交流活动”举行，借此机会向金波先生致以崇

高的敬意和真挚的问候。金波先生从1956年发表第一首

儿童诗至今，奉献了许多意韵悠长的诗歌、散文、童话。他

的作品广为流传，几代小读者都记得金波叔叔或金波爷

爷，从他那里领悟了纯真的美与善。他的多部作品在新时

代的今天依然不断被收入中小学语文和音乐课，这是经典

美文的魅力，亦是金波先生的魅力。

李敬泽谈到，金波对中国儿童文学来说是美好的，他

对中国儿童文学的发展作出了多方面重要贡献。金波的

诗是中国当代儿童文学领域的一道靓丽风景，他的创作基

本上贯穿了整个当代儿童诗歌的发展历程。在生活中，金

波是一位慈祥的、宽厚的、心地明亮宽敞的长者。他的诗

和他的为人一样，有魔力般的美好。祝愿金波能为读者写

出更多美好的诗篇。

高洪波认为，金波是一位学养深厚的教授、一位从理

论到实践都著述丰富的作家，还是一位从传统文化汲取丰

厚营养、在作品中寄托深沉家国情怀的歌者。他的一系列

诗歌作品，在中国儿童诗的发展进程中具有特殊的意义。

这些作品是金波与小读者的心灵对话，也是为孩子创作终

生至今仍佳作迭出的一位长者的内心独白。金波用自己

的诗意人生，铸造了一个堪称优秀楷模的坐标。

童年、母爱、大自然，是超越时空，不分民族、国界的，

是普天下少年儿童心灵能共同感受的东西。束沛德认为，

金波的作品能够经受住时间检验，具有永恒的艺术生命

力，是因为他十分珍惜童年生活、自然万物、母爱亲情的馈

赠。金波儿童诗富有音乐性，讲究韵律美；他率先把十四

行诗引入儿童诗领域；他倾情于创作诗化童话，丰富童话

世界。这是金波对当代儿童文学的独特贡献。

准确地触摸和把握儿童的思想、心理特点并加以真切

的表达，是儿童诗从心灵上真正走进广大儿童的途径。优

秀的儿童诗人总是带着孩童的心，透过儿童的目光，来打

量这个世界，感悟这个世界，揭示儿童的内心世界，编织生

动的儿童心理万花筒。在会上，谢冕称金波为“可亲、可

爱、可敬的永远的大朋友”，钦佩于他能够保持不老的诗

心。他认为，《金波60年儿童诗选》中的每一首诗歌都有

美丽而稚朴的心境，用语浅近明快，易于上口，适合少

儿朗读和吟咏。在金波作品中，世间不美的事物、我们

周围的丑陋和不洁被神奇地“过滤”了，他给天真无瑕

的心灵在想象中留下一片晴朗的天空。张之路说，金波的

诗有一种魔力，能让人返老还童。读金波的诗，既像行走

在布满鲜花的小路上，又像走进温暖的家。金波把对生活

的热爱和通晓带到了创作中，他的诗歌洋溢着郁郁葱葱的

盎然生机。

据孙柱介绍，多年来，中少总社出版了金波的诗歌、散

文、童话及众多优秀图画书。2018年，汇集其60年创作

精华的《金波60年儿童诗选》出版。《金波60年儿童诗选》

共3册，分别为《白天鹅之歌》《萤火虫之歌》《红蜻蜓之

歌》，每册收录诗歌60首。诗集内的诗由金波亲自挑选，

插画家钦吟之做了写意又不失童趣的插画诠释。在这些

作品中，金波以纯真的童趣、诚挚的情感、纯熟的技艺和充

满智慧的哲思，构建了独特的艺术世界，用诗歌和孩子们

一起体会母语的音乐性、拓展想象力，在潜移默化中帮助

他们成长。

在研讨会上，王泉根、李东华、梁飞、刘颋、白冰、窦桂

梅、汤锐、陈晖、葛冰、刘丙钧、纳杨、刘秀娟、张晓楠、陈香、

孙珏等专家还就金波诗歌创作的儿童视角、诗歌形式创新

以及他在儿童教育领域的贡献等话题进行了深入讨论。

本报讯 7月25日，由人民文学出版

社主办的茅奖作家沙龙系列活动之第三

讲“毕飞宇——我的小说生活”在京举办。

第八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推拿》的作

者毕飞宇，评论家张莉通过对谈，与读者

分享了他们的文学感悟。

《推拿》首次出版于 2008 年 9 月，

2011年获得茅盾文学奖。活动中，毕飞宇

坦言写《推拿》的时候从来没想过得奖这

回事，“它很边缘，又没有历史感，也没有

宏大的天问，无非就是写了一种被很多人

忽略的生活，就像是在黑暗的建筑底下还

有一个巨大的黑暗。”毕飞宇说自己写《推

拿》其实是在和命运拔河，想把黑暗尽可

能拉到阳光底下来。在张莉看来，毕飞宇

写出了盲人世界的特殊性，在中国文学史

上还没有一个作家如此深入、切实地进入

那个黑暗的世界，并把那个黑暗的世界带

给读者。“毕飞宇写盲人的时候，他写的是

人和人之间的爱情，人和人之间的尊重，

人和人之间的日常的尊严。”

2013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了毕飞宇、张莉的对

谈集《牙齿是检验真理的第二标准》。近日，该书再版并改

名为《小说生活》。在书中，毕飞宇与张莉谈到了对许多文

学名家和作品的看法，更重要的是，毕飞宇非常真诚地披

露了他作为一名小说家所经历的成长之路，他在创作中

所遭遇的犹疑、困惑、折磨、自我完善与自我提高。正如张

莉所说：“这本书里面潜藏有一个乡下少年如何成长为优

秀小说家的秘密，因为毕飞宇写他的创作经验和小说经

验以及阅读经验的时候，是完全毫无保留、完全敞开自我

的方式。” （欣 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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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在上世纪80年代初，您的诗作《干妈》获得全国中青年

诗人优秀诗作奖，并逐渐为更多的人所了解。您是从何时开始

写诗的，主要诗歌启蒙来自何处？

叶延滨：我是属于上世纪“老三届”插队的那一代知识青

年。1969年春节后，我到延安插队，住进生产队饲养员的家。他

的家境很不好，仅有一孔没有窗户的窑洞，关上木门就什么也

看不见。虽然生活动荡不定，但我始终保持读书和写一点东西

的习惯。1973年，我向刚复刊的《解放军文艺》和《陕西文艺》投

稿。投稿杳无音信，我仍不断将稿件装进信封投进邮筒。当过

农民让我知道，种不种在己，收不收靠天。年底我收到从《解放

军文艺》寄来的厚厚的一个大信封，里面是整齐编号的退稿，

还有一封编辑写的信，内容大意是说，我是他见到的最努力的

作者，相信会成功。没说写得怎么样。签名：雷抒雁。1974年春

节后，我得到邀请，参加陕西诗歌创作座谈会。王丕祥老师对

我很热心，让我当刊物的见习编辑。我可以到图书资料室借阅

封存的资料。在这段时间，我读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出版的所有

能读到的诗集。我觉得这个图书资料室就是我的大学，我的文

学圣地。这些文学阅读以及底层十年的生活经验，让我开始了

诗歌的写作。

问：您参加了1980年第一届青春诗会，能否回忆一下当时

的情况？参加青春诗会对您后来的创作又有怎样的影响？

叶延滨：参加青春诗会前，我在《诗刊》发表了一组诗《那

时我还是个孩子》，这是我进入青春诗会的入场券。青春诗会

最主要的内容就是请文坛的著名作家、诗人给“青年作者”讲

课。第一届的讲课老师阵容强大，包括艾青、臧克家、田间、贺

敬之、张志民、李瑛等。黄永玉、冯牧、顾骧等为与会者报告当

下的创作动态，袁可嘉、高莽向大家介绍了世界诗坛，蔡其矫

透彻地分析了一批著名的外国诗歌。这些都是中国文坛重量

级的人物，他们给17位青年诗人讲课，相互交谈、对话、讨论，

展现了改革开放初期中国文学界特别是诗歌界十分可喜的开

放、宽容和民主的氛围。此时文坛的大家名流，多是刚平反重

新回到久别的文坛，与会的青年诗人同样来自生活的底层，大

家都有共同的愿望，也对改革开放充满了热望与信心。对于我

个人来说，参加青春诗会是我告别青春的一次仪式。我写延安

房东干妈的诗作《干妈》，就是在这次活动中被邵燕祥老师挑

中并刊出的。

问：从《星星》到《诗刊》，您曾当过多年的诗歌刊物负责

人。在这些经历中，您有什么收获和感受？

叶延滨：上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我参与主持《星星》后，

把推出青年诗人、重点扶植有实力的中青年诗人作为办刊方

针，让《星星》成为青年诗人进入诗坛的入口，接纳不同的风格

流派。作为编辑，我的体会就是：一要对新事物敏感，二要对不

同的艺术流派尽可能地宽容和理解。《星星》正是以其包容性，

推出一批又一批青年诗人。1995年我被调入《诗刊》工作。我在

诗刊先后任副主编、常务副主编、主编，工作了14年。在中国

作协和中国出版集团领导的关心和支持下，在全体编辑和工

作人员的共同努力下，《诗刊》在诗歌类期刊中一直处于领军

位置。我们国家有着悠久而优秀的诗歌传统，我们要再创耀眼

的诗歌辉煌，《诗刊》《星星》等刊物始终是诗人们的精神家园。

问：今年是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您认为 70 年来的诗歌总

体呈现出一种什么样的风貌？

叶延滨：新中国70年的发展历程，人民解放和国家复兴

应该是两个最重大的时代主旋律。这些时代主题也成为诗歌

创作的主潮。在这70年里，虽有起伏波折，但新中国成立初期

与改革开放40年是中国诗歌发展的两个重要时期。

新中国成立之初，诗人们在诗歌中积极表现了翻身做主

人的社会情绪。在当时，苏俄文学对我们产生了重要影响。从

普希金、涅克拉索夫、勃洛克、叶赛宁，到马雅可夫斯基、叶甫

图申科、阿赫玛托娃等，都对中国诗人产生过较大的影响。在

创作环境方面，整个国家复兴气象和民族振兴情绪，使诗歌出

现繁荣景象。贺敬之上世纪50年代的《十年放歌》等抒情诗，

孙静轩的《海洋抒情诗》、郭小川的《向困难进军》等都会让我

们感受到这种时代的气息。1957年，《诗刊》和《星星》相继创

办，推动了新诗在更大范围产生影响，邵燕祥、李瑛、张志民、

沙白、张永枚、严阵等诗人的作品展示了浪漫而风云激荡的新

中国初创时期的诗坛。

文化大革命结束，中国文学进入一个黄金发展时期，改革

开放的40年，思想解放，艺术民主，打开国门看世界，回望传

统增自信，给中国诗坛注入了空前的活力。处于中国文化与世

界文化交流的激流中，处于传统与现代的冲突中，中国诗歌空

前的丰富多样。

问：这40年来的诗歌创作，在纷繁复杂之中，有没有一些

共性的写作倾向？

叶延滨：在这个纷繁而杂芜的舞台上，认真梳理一下，大

致有三种主要的流向，扮演着三种主要的文化角色：

其一，面对世界的向外姿态。这是中国大陆自上世纪末以

来，发育了数十年的影响深远的现代主义诗歌潮流。上世纪70

年代末，思想解放，对外开放，让中国年轻的一代有机会接受

到现代主义文学思潮，表现自我成为人性张扬的最有吸引力

的口号。在一批曾受到不公正待遇的著名诗人艾青、牛汉、蔡

其矫、穆旦、绿原等重返诗坛写作的同时，一批年轻的诗人在

新诗潮的影响下，写人性、写自我、写意识流等，给诗坛以强烈

冲击。舒婷、顾城、杨炼等诗人学习现代主义表现手法，他们的

作品被称为“朦胧诗”。后来，现代主义诗歌一直在发展着。但

随着诗歌创作风格的日益多样化，现代主义诗歌不再独占先

锋诗歌的潮头，对这股潮流的批评也时有出现。

其二，面对现实的向下姿态。向下面对脚下土地的写实主

义和民间的姿态，这种潮流经过多次流变而成为中国诗坛上

主要的新写实主义诗潮。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一批曾受到打击

和批判的老诗人回到诗歌创作现场。同时，也涌现了一批优秀

的青年诗人。他们的诗作表现底层大众疾苦，呼唤思想解放和

民主科学。中国作家协会1979—1980年度首届优秀诗歌奖的

大部分篇目，都是表现底层大众心声的作品。这种潮流得到了

读者的追捧，在推进中国思想解放运动中起到了鼓动作用，同

时，其文学资源和诗歌元素大多来自生活底层，具有较强的民

族性，而与现代主义形成并立潮头。到上世纪90年代，中国诗

坛这种向下的关注底层的诗歌发生一些流变，出现了新乡土

诗、城市打工诗等。这股潮流中的诗人，注重用生活中鲜活的

口语作为诗歌语言，关注底层，为弱势群体呐喊，同时强调自

我独特的创作风格。进入21世纪后，网络的出现，加快了诗歌

在民间的普及，在各地出现了大量杰出的青年诗人，特别是进

入城市的新移民中的青年诗人。虽然诗人们的风格迥异，但成

熟并风格鲜明的诗人正引领诗坛。他们的作品关注现实，将及

物写作与表现自我更好地结合了起来。

其三，面对传统的坚守姿态。坚守古典诗歌的传统，坚守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传统，坚守革命文学的传统，也是中国诗坛

没有缺席的角色。中国有2000多年的诗歌传统，特别是唐诗

宋词在艺术上所达到的完美境界，使中国古典诗歌有最多的

喜爱者。这种传统诗歌在当下中国仍有大量的写作者，他们是

中国文化的坚守者。在新诗写作者中，也有坚守五四传统，坚

守革命文学的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这些写作者创作上坚守

姿态令人敬重。央视的诗词大会撑起了传统诗词的气场，自媒

体和手机又为各类写作者提供了发表的舞台，让坚守者们有

了文化自信。

当代繁荣而杂芜同在的诗坛，还存在一些令读者感到不

满意的问题，认真总结和梳理新中国70年，特别是改革开放

40年以来的诗歌创作得失，会为我们在新时代写出更优秀的

诗歌提供宝贵的经验和可能。

问：回望历史是为了更好地前行，您对中国诗歌未来的发

展有什么样的期待呢？

叶延滨：中国百年新诗真实地记录并表达了中华民族奋

起反抗争取自由解放的百年心路历程，成为中国人振兴中华

的百年情感史。中国新诗在民族危亡和社会变革的每个历史

时期，都产生了代表性的诗人和里程碑式的诗篇。在五四时

期，胡适的《尝试集》、郭沫若的《女神》以及徐志摩、李金发、冰

心、冯至等诗人的作品，都是开一代风气的大家名作。抗战时

期，艾青、田间等一大批诗人的作品，记录了中华民族危亡时

用血肉筑起长城的精神。新中国成立后，贺敬之、郭小川、邵燕

祥、闻捷、公刘等诗人的作品，记录了一个站起来的新中国所

激起的喜悦浪漫情怀。直到改革开放，重新歌唱的牛汉、绿原

等老诗人，以及舒婷等青年诗人的作品，呈现开放的中国青春

焕发的气象……除了那些与时代与民族紧密联系的诗人，还

有许多在诗歌艺术上作出贡献的诗人，细数百年历史可以开

一个长长的单子，写一部厚厚的专著。坚守中国新诗与时代同

行的初心，不忘中国新诗与中华民族同呼吸、为中华复兴而歌

的使命，一定能产生这个伟大变革时代的伟大诗篇。

“坚守始终与时代同行的初心”
——访中国作协诗歌委员会主任叶延滨 □康春华

为充分听取社会各界意见，确保第十五届精神文明

建设“五个一工程”评选公平公正，现将本届入选作品名

单予以公示。公示期为2019年8月2日至8月8日。

在此期间，凡对入选作品有异议的，均可通过电话、

电子邮件等方式向中央宣传部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

程”评选工作办公室反映。

关于电影方面，请拨打（010）83138385；关于电视

剧、戏剧、广播剧、歌曲方面，请拨打（010）63095078；

关于图书方面，请拨打（010） 83138133。每日上午

8：00—12：00，下午14：00—18：00。

电子邮箱：zxbwgy@126.com

中央宣传部精神文明建设
“五个一工程”评选工作办公室

2019年8月2日

关于第十五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

入选作品公示的公告

第十五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入选作品名单（见今日第2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