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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0月20日电 第六届世界互联网

大会10月20日在浙江乌镇开幕。国家主席习近平

致贺信。

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互联网诞生50周年。当

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演进，人工智

能、大数据、物联网等新技术新应用新业态方兴未

艾，互联网迎来了更加强劲的发展动能和更加广阔

的发展空间。发展好、运用好、治理好互联网，让互

联网更好造福人类，是国际社会的共同责任。各国

应顺应时代潮流，勇担发展责任，共迎风险挑战，共

同推进网络空间全球治理，努力推动构建网络空间

命运共同体。

习近平向第六届
世界互联网大会致贺信

本报讯（记者 王觅） 10月15日，由广东

省出版集团、广东省作协、南方出版传媒股份有

限公司、粤港澳大湾区文学联盟主办，花城出版

社、《花城》杂志社承办的“粤港澳大湾区文学笔

会启动仪式暨《花城》创刊40周年座谈会”在京

举行。中国作协名誉副主席王蒙，中国作协副

主席李敬泽、张抗抗，广东省作协党组书记张培

忠，广东省出版集团、南方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

司董事长谭君铁，广东省出版集团总经理杜传

贵、副总经理何祖敏，南方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

司总编辑肖延兵、副总经理应中伟及20余位作

家、评论家与会。

李敬泽在讲话中对《花城》创刊40周年和

粤港澳大湾区文学笔会的启动表示祝贺。他

说，40年来，《花城》始终体现着中国文学探索

创新的努力和成果，几代编辑始终保有对文学

标准的一份坚持。广东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前

沿，文学如何立时代潮头、领风气之先，始终保

持探索和创新精神，对广东作家、广东文学而

言始终是一个重大课题。粤港澳大湾区国家战

略的实施，体现了广东自近代以来所承担的面

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文化责任。相信在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文艺工作的重要论述引领下，广东

文学一定能不断从高地、高原迈向高峰。

傅华说，经过40年的积累沉淀，如今的《花

城》已成为广东面向全国乃至世界的标志性文

化符号。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花城》要虚怀

若谷，志存高远，努力打造“岭南文学高地”，更好地书写、记录人

民的伟大实践和时代的前进步伐。活动现场，傅华为王蒙颁发

了“《花城》巨擘”奖，向这位“人民艺术家”致敬。王蒙在《花城》

首发、花城出版社出版的《这边风景》，曾获得第十三届精神文明

建设“五个一工程”奖、第九届茅盾文学奖、2013央视“中国好

书”奖等众多荣誉。

粤港澳地相近、人相亲，语言同源、文化同宗，文化共融前景

广阔，文化合作得天独厚。大湾区建设的生动实践，为文学创作

提供了鲜活素材。在10月15日至19日举办的粤港澳大湾区

文学笔会期间，十多位作家、评论家赴广州、深圳、珠海等地进行

采访、交流、创作活动，走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一线，感受领略岭

南民俗风情和历史文化，推出反映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生动实践

的作品。

创刊于1979年的《花城》扎根岭南文化土壤，率先为中国文

学界打开了“南风窗”，迅速成为中国重要的文学期刊之一。在

以“开放与坚守”为主题的《花城》创刊40周年座谈会上，与会者

深情回忆了与《花城》之间的渊源，对《花城》勇于探索创新的办

刊风格给予高度评价。大家表示，《花城》创刊以来的40年，是

不断走向开放的40年，是始终吸引文学名家、发现潜力新人的

40年，是坚持积极探索、不断创新求变的40年。祝愿《花城》的

未来更加美好。

此外，为鼓励、支持、推动创作出版更多无愧于时代的优

秀文学作品，根据广东省委宣传部部署，广东省出版集团、南

方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花城出版社将投资千万元打造“花

城文学高地”计划。该计划涵盖“年度文艺精品出版计划”“优

秀作家签约计划”“共建花城文学院计划”“国内、国际文学交

流计划”等4个子计划，具体措施包括加大投入用于提高优秀

作品稿酬标准、进一步办好“花城文学奖”、充分发挥《花城》

和《随笔》杂志聚拢优秀作家资源的作用、每年出版 10部以

上一线作家的优秀文学作品等。主办方表示，希望通过该计

划的实施，继续擦亮“花城”品牌，繁荣新时代的广东文学创

作，推动富于岭南文化特色和反映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实践的

优秀文学作品不断涌现。

参加活动的还有孟繁华、贺绍俊、叶兆言、格非、毕飞宇、张

清华、李洱、潘军、蒋韵、徐剑、西川、林白、何平、北村、梁鸿、阿

乙、笛安等。

本报讯（记者 王觅） 10 月 15

日，鲁迅文学院第十六期网络文学作

家培训班开学典礼在京举行。中国作

协副主席、鲁迅文学院院长吉狄马加

出席开学典礼。

吉狄马加在讲话中说，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网络文

学的繁荣发展，网络文学已成为我国

社会主义文学中充满活力的重要组成

部分。为切实加强网络文学工作，中

国作协出台了一系列相关措施和办

法，取得了可喜的成果。当前，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新的形势、

新的发展对网络文学提出了更高更新

的要求。吉狄马加希望学员们深入学

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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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更高的高度进行网络文

学写作，以良好的身体状态和饱满的

精神状态迅速投入到学习中，以更多

优秀作品表现新时代的美学气度与艺

术风格，为网络文学的繁荣发展贡献

自己的力量。

盛世阅读网推荐的静夜寄思、起

点中文网推荐的老鹰吃小鸡、晋江文

学城推荐的易人北等学员代表先后发

言，表示将珍惜此次难得的培训机

会，努力学习，充实自我，力求取得

更多收获。

据介绍，本期培训班为期近一个

月，共有来自全国27家文学网站和

单位选拔推荐的41名学员参加。结

合本期学员的特点，鲁院进行了精心

筹备。在课程设置上，将邀请国情时

政、文化艺术、文学创作与批评等领

域的知名学者进行授课，同时将邀请

知名网络文学作家、研究专家与学员

进行交流对话。此外，培训班还将通

过多种教学形式，力求达到最佳学习

效果。

鲁迅文学院常务副院长徐可、中

国作协网络文学中心主任何弘等出席

开学典礼。开学典礼由鲁迅文学院副

院长李东华主持。

山西是华夏文明的发源地之一，从中国最早有传录的

民歌《击壤歌》开始，文学在这块沃土上摇曳生姿。新中国

成立70年来，山西文学事业在党的领导下，在共和国的沃

土中茁壮成长，枝繁叶茂，呈现出晴空一鹤排云上的气象。

山西成为全国文坛重镇，山西文学成为中国文学蒸蒸日上

的重要组成部分。

“山药蛋派”影响深远

1949年10月1日，山西诗人高沐鸿满怀激情地写下新

诗《这是我们人民自己的胎生》歌颂新中国的诞生。年仅27

岁的马烽在《人民文学》的创刊号上发表了小说《村仇》，山

西文学伴随着新中国的成立掀开了崭新的一页。

以人民为中心成为文学的号角，也成为时代的需要。

赵树理、马烽、西戎、束为、孙谦、胡正等在上世纪40年代走

上文坛时，就把农民推到文学的中心，完成了在大众化的基

础上艺术化的创新，出现《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和

《吕梁英雄传》等作品。随着新中国的成立，从山西各根据

地分散到全国各地的作家们，在50年代中后期陆续回到

山西，创作了大量表现新生活的作品。赵树理发表了《三

里湾》《登记》《锻炼锻炼》，马烽发表了《我的第一个上级》

《饲养员赵大叔》《三年早知道》，西戎发表了《宋老大进城》

《赖大嫂》，胡正发表了《汾水长流》，束为、孙谦等各有重要

作品发表，充满山西的地域特色。这批山西的第一代作家

被文学评论界称之为“山药蛋派”，赵树理作为“山药蛋派”

的旗手，被誉为描写中国农民的“铁笔圣手”；“西、李、马、

胡、孙”是“山药蛋派”的主将。他们不仅身体力行地实践着

他们的创作思想，同时发现和扶植了一大批本土青年作家，

成为“山药蛋派”的第二代传人，成绩显著的有韩文洲、李逸

民、义夫、杨茂林、田东照、谢俊杰、马骏、田昌安等等。此

外，冈夫、力群、刘江、李古北、马作辑等作家的作品也引起

广泛关注。

“山药蛋派”作家们在电影文学剧本创作上也大显身

手。孙谦一生创作了《农家乐》《丰收》《葡萄熟了的时候》等

近30个电影文学剧本，是新中国电影文学的开拓者、奠基

人之一，后来与马烽合作创作了《泪痕》《咱们的退伍兵》，马

烽独立创作了《我们村里的年轻人》，均为新中国电影史上

的经典之作。

“晋军崛起”享誉文坛

上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山西作家创作呈现喷

涌之势。“山药蛋派”作家宝刀未老，一批本土中青年作

家以及插队和分配到山西的知识青年登上历史舞台。焦祖

尧的《总工程师和他的女儿》是新中国最早以知识分子为主

人公的长篇小说。以成一的《顶凌下种》获1978年“全国

优秀短篇小说奖”为开端，一支实力雄厚的年轻作家队伍

逐渐形成。

文学刊物顺应时代发展，1950年创刊的《山西文艺》几

经更名，从《火花》改为《汾水》，1982年成为《山西文学》。

1985年，山西省作协主办的文学期刊《黄河》问世。山西青

年作家以两家刊物为阵地，迅速走向全国。同年，《当代》

集中刊发了山西青年作家的作品专辑，被文学界誉为“晋军

崛起”。

“晋军崛起”百花齐放，代表作家有成一、李锐、柯云路、

周宗奇、张石山、韩石山、张平、王东满、钟道新、燕治国、赵

瑜、蒋韵、哲夫、张锐锋、潞潞、吕新、王祥夫、曹乃谦等。

成一的《顶凌下种》、张石山的《镢柄韩宝山》、柯云路的

《三千万》及《新星》《夜与昼》等成为呼唤、描写改革初期社

会变革的重要作品。钟道新的《超导》《特别提款权》等聚焦

时代发展的前沿地带。张平保持对现实生活的激情，创作

了《天网》《抉择》《国家干部》等大量的中长篇小说。另一些

作家则关注传统文化的形态及其现实意义。李锐的《旧址》

《厚土》，成一的《白银谷》《茶道青红》均产生了重要影响。

韩石山的《徐志摩传》《李健吾传》成为传记文学领域的代表

性作品。赵瑜创作了《兵败汉城》《马家军调查》《寻找巴金

的黛莉》等社会反响强烈的报告文学作品。蒋韵数十年专

注小说创作，是有代表性的女作家。哲夫纪实与虚构同时

发力，环境生态题材作品受到关注。张锐锋着眼于散文新

文体的探索，成为中国新散文的代表作家。潞潞投入新诗

创作，“无题”诗系列引起关注。吕新坚持先锋写作，是中国

先锋文学的代表作家。王祥夫着力将传统和现代融合，短

篇小说享有盛誉。曹乃谦专注描写雁北风情，地域小说令

文坛瞩目。

文学评论比翼齐飞，李国涛、董大中、蔡润田等以敏锐

的眼光关注与时代同步发展的文学，《〈野草〉艺术谈》《且说

“山药蛋派”》《瓜豆集》《泥絮集》等引起关注。1985年4月

《批评家》创刊，即引起较大反响，办刊5年，不仅培养了一批

山西的本土评论家，如韩玉峰、艾菲、段崇轩、杨矗、杨占平、

阎晶明、杜学文、侯文宜、王春林、谢泳、傅书华等，还推出了

一批广受好评的理论文章，推动了中国评论的发展。

“三晋新锐”势头强劲

新世纪以来，山西文学保持良好的发展态势，“晋军崛

起”的一批作家如蒋韵、王祥夫、吕新等不断有新作佳作问

世，董大中、陈为人、郭新民、董耀章、郭天印等老作家、老诗

人创作力惊人。一批更为年轻的新锐作家也勤奋创作，积

蓄力量。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山西广大作家和文学

工作者学习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工作的重要论

述要求，肩负时代使命，紧跟时代进程。山西作协全面加强

党的领导，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加强优秀人才培养和

精品力作创作，引导作家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以民族优秀

文化为根，在继承与创新的基础上，辩证地吸收世界文学的

营养，面向当下中国现实，一批作家迸发出强劲的创作势

头，创作了大量为现实中国提供精神食粮、价值引领、审美

启迪的优秀作品。

小说、散文、诗歌、报告文学、评论等全面开花，“60后”

“70后”“80后”“90后”作家共同登台。小说方面如葛水平、

李骏虎、王保忠、韩思忠、唐晋、杨遥、杨凤喜、李燕蓉、张乐

朋、陈克海、手指、浦歌、马牛、李来兵、曹向荣、李心丽、燕霄

飞、张暄、杨晋林、袁省梅、顾拜妮、王棘等，散文方面如聂

尔、玄武、闫文盛、赵树义、蒋殊、白琳、指尖、汉家等，诗歌方

面如雷霆、石头、温建生、王立世、王文海、韩玉光、张二棍、

张琳、孔令剑等，报告文学方面如鲁顺民、黄风、郭万新、江

雪、王芳等，影视文学方面如张卫平、钟小骏、封泉生、张军、

孙国强、宋福聚、王小枪、朱七七等，评论方面有崔昕平、闫

秋霞、刘芳坤、金春平、吴言、王朝军等，这批活跃的作家有

的已经成为国内文坛中坚人物。他们创作的报告文学《掷

地有声》《大湄公河》《中国水土》《重回1937》，长篇小说《下

弦月》《裸地》《活水》《共赴国难》《甘家洼风景》《出口》等引

起广泛关注，大批中短篇小说、散文、诗歌、剧本、文学评论

发表在全国重要刊物，频频获奖。这批作家被誉为“三晋新

锐作家群”。2016年，中国作家协会、中共山西省委宣传部

在中国现代文学馆为这一群体召开了研讨会，他们创作门

类齐全，创作势头强劲，得到了专家学者的高度肯定。

科幻文学异军突起。2015年，山西文学院第二届签约

作家刘慈欣凭借科幻小说《三体》获得了第73届“雨果奖”

长篇小说奖。之后，刘慈欣又陆续获得了“轨迹奖”、“克拉

克想象力服务社会奖”等国际奖项。2019年春节期间，根据

刘慈欣小说改编的电影《流浪地球》《疯狂的外星人》受到海

内外热切关注。

网络文学应运而生。山西注册网络作家达3万多名，涌

现出董群、常书欣、陈风笑、谢荣鹏、汪洪、李颖等一批极为

活跃的作家，为《战狼》系列等影视作品创作的剧本获得了

较好的口碑。

科幻文学和网络文学是山西文学事业发展多元化的证

明，它们是新时代的产物，也是山西文脉延续的结果。综观

山西文学70年，每次集中爆发均和国家重要发展时刻合

拍，国运盛，则文运盛，山西文学的成长与新中国国运紧密

相连，在新时代呈现出蓬勃发展的新气象。 （杨 遥）

本报讯 近日，由中国青年出版总社、陕西丹凤县委县政府

主办，青年文学杂志社等单位承办的“文学与新时代”知名作家

丹凤行活动举行。中国青年出版总社社长皮钧，中国青年出版

总社副总编辑、青年文学杂志社社长李师东，以及梁晓声、邵丽、

刘庆邦、李星、海茵、汤养宗、李浩、程青、朱山坡、杨遥、张菁、李

豫琦、郑晓燕等参加活动。

活动期间，作家们参观走访了刘西有纪念馆、宋金街和贾平

凹文学馆。大家深入了解刘西有对党忠诚、自力更生、艰苦创业

的精神，考察丹凤新时代脱贫攻坚成就，听当地人讲述这座古镇

的往昔今日，感慨收获颇丰。唱诗会上，《诗意颂中华，奋进新时

代》《诗画丹凤情，唱游古道中》《诗歌寄情思，中青诉心声》《最美

中国心，难忘祖国情》4个篇章各有侧重，激发了在场观众对祖

国和家乡的热爱之情。活动现场还颁发了“棣花文创小镇文化

顾问”聘书，举办了“中国青年出版总社青少年教育活动实践基

地”揭牌、中国青年出版总社与丹凤县委县政府共建作家签名书

屋仪式。

活动期间还举办了“文学与新时代”丹凤文化论坛。论坛以

“新时代需要新的文学表达”为主题，与会者围绕新时代、新乡

村、新文学三个关键词展开讨论，分享了对“乡村振兴，文学出

发”的认识和建议。大家表示，今天的中国社会正发生着千百年

来从未有过的大变革，中国的乡村也在这一巨变中呈现出新的

风貌。文学创作应该更加关注这些内容，塑造更多的新人物，讲

述更多的新故事。文化是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力量，文化的根

在民间，文化扶贫能够为脱贫攻坚事业注入新的能量。（欣 闻）

《青年文学》组织作家
走进陕西丹凤

山西文学：晴空一鹤排云上 碧霄长鸣七十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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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日前，由中国作协主办、湖北省作协协办的全国

基层文学编辑专题培训班在武汉举行。此次培训班是2019-

2020年全国文学业务骨干培训的第4期，共有来自全国各省

区市、各行业系统及文学内刊的基层文学编辑160余人参加。

中国作协创联部主任彭学明，湖北省作协党组书记文坤斗、主

席李修文分别出席开班仪式和结业仪式。

据悉，此次培训旨在贯彻落实中宣部《2019-2020年全国

文艺业务骨干培训工作计划》，加强文学队伍建设，增进文学工

作者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情感认同，建设一支德艺双馨的文

学队伍，造就一批高水平的文艺人才，为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的

繁荣发展提供有力人才支撑。培训班期间，彭学明、钟红明、何

子英等为学员们授课，学员们围绕培训主题进行了积极踊跃的

分组交流。各位基层编辑从日常的工作经验出发，分享了编辑

工作中的心得体会。结业仪式上，胡竞舟、段吉雄、赖冬梅、贾

飞、冯昱、周习等学员代表畅谈了学习收获。

学员们表示，通过此次培训，在学习交流中取长补短，提高

了政治水平，提升了文学素养。今后在创作和办刊过程中要努

力向社会传递向善、向美、向真、向正的价值观，推出真正为人

民大众喜爱的文学精品。

（刘鹏波）

筑文学之基 助作家成长

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70周年，近日，中国美
术馆举办“典藏活化”系列
展：美丽中国——色彩意象
中的世界。展览从 70年来
创作的具有鲜明主题内涵，
独特民族气派与时代特点的
藏品中选取小幅油画、水彩
经典，主题聚焦美丽中国，以
风景为纽带，以爱国主义为
核心，以经典抒写新时代，诠
释真善美。展览分油画和水
彩两个板块。油画部分囊括
大家如刘海粟、庞薰琹、颜文
樑、李瑞年、苏天赐、吴冠中、
朱乃正、靳尚谊等人的经典
之作。水彩部分集中了如李
剑晨、潘思同、关广志、古元、
宗其香、秦宣夫、黄铁山、陈
坚等几代水彩画家的精品力
作。

图为《桃花簇拥的山村》

（布面油彩）苏天赐 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