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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届国际写作计划在京开幕
本报讯（记者 王觅） 十月的北京天朗气清，丹枫迎

秋，来自荷兰、希腊、韩国、新加坡、俄罗斯、乌克兰等国的7

位作家相聚在鲁迅文学院，开启了他们在中国一段特殊的

文学之旅。10月25日，由中国作家协会主办、鲁迅文学院

承办的第五届国际写作计划在京开幕。中国作协主席铁凝

出席开幕式并致辞。中国作协副主席、鲁迅文学院院长吉狄

马加出席开幕式。

铁凝在致辞中代表中国作协向各位作家表示热烈欢迎

和诚挚问候。她说，随着世界文化的多元化发展，国际写作

计划已经成为世界范围内的文化交流纽带，连接着天涯海

角的作家们。国际写作计划自2017年启动以来，来自30多

个国家的文学同行在中国度过了难忘的时光，相互间结下

了深厚友谊。中外作家们在跨语际对话中表达了对世界文

学整体境遇和发展趋向的关切，交流卓有成效。国际写作计

划明彻了我们在文学场域中探求文化和心灵密码的美好愿

景，也启示我们不断探求时代新表达的写作路径。期待作家

们在这段短暂的文学旅程中能够感受深度的文化体验，碰

撞出鲜活的灵感。

铁凝说，文学追寻的是人的生存意义，探询的是人类的

心灵秘境，优秀的文学作品闪烁着艺术之光和思想之光，给

我们带来审美上的新奇愉悦、精神上的震撼滋润。世界文学

打破了民族和语言的界限，是不同文明间交流的媒介，它的

世界性不仅是普通意义上的人性体现，还包含了深广的人

文主义精神，以及在相异的传统背景下通过交流和对话形

成的真诚共识。各民族文学本就是世界文学的一分子，循环

反复的开放互动不仅是现代知识体系建构及传播的重要体

现，更是异质文明之间开展洽谈、探讨沟通的有效途径。

2019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今天的中国在吸收和借鉴

世界优秀文化精粹的同时，也满腔热忱地与世界分享中国

灿烂悠久的文化和精神遗产。期待以本届国际写作计划为

契机，让大家切实感受中国日新月异的变化和活力。相信这

将更新和放大作家的个人生命体验，以更广大的格局和视

角审视我们自身和我们所处的背景。盼望本届国际写作计

划能为大家留下珍贵的回忆。

吉狄马加在欢迎辞中介绍了鲁迅文学院和国际写作计

划的有关情况。他说，作为国际性文学交流项目，国际写作

计划立足于世界文学的多元与共性，旨在构建起不同文化

传统下友好沟通的桥梁，为来自不同国家不同文明的作家

搭建起文学交流的平台，进一步继承发扬传统文学精神，并

赋予其新的时代意义。建设世界文明共荣之桥，文学是不可

或缺的部分，这是身为文字创造者的荣耀，也是使命和担

当。文学的真实性要求我们更多地关注人类共同命运。希望

在文学光芒的指引下，大家携手跨越民族、地域、文化、信仰

的边界，为世界文学的发展与人类文明的进步作出更大的

贡献。期待作家们真切感受到中国社会的历史与现实，感悟

到中华文化绵延数千年的精神所在，品味人类文明中的差

异与共识，期待这段文学之旅成为大家珍藏的灵感源泉。

作家们在发言中充分表达了对本届国际写作计划的期

待。希腊作家卡特琳娜·穆里基说，在未来一个月内，我们各

位外国作家和鲁迅文学院将搭起交流的桥梁。我们的头脑

充溢异国文化的芳香，这一文化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同时

我们也带来了各自文化创造性写作的知识和经验。我们都

憧憬像蜜蜂吮吸花蜜一样，如饥似渴地亲近中国日新月异

的变化和无与伦比的文化，从而焕发我们为人为文的激情，

获得进一步创作的灵感。鲁迅文学院第十六期网络文学作

家培训班学员袁锐（静夜寄思）表示，文学让自己的情绪有

了寄托的港湾、心灵有了安放的家园，甚至带领自己穿越了

数千年的时空文化长河。中外作家因文学而相聚在鲁院，虽

然来自不同地域和民族，拥有不同语言和肤色，但因为有文

学这条纽带而可以共同探讨写作，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贡献力量。这就是我们欢聚在这里的意义。

开幕式上还举行了作品朗诵会，中外作家们用不同语

言朗诵了各自的诗歌或小说片段，文学在不同的文化和语

言体系中彰显出崭新的生命力。

开幕式由鲁迅文学院常务副院长徐可主持。中国作协

外联部主任张涛，鲁迅文学院副院长邢春、李东华等出席。

鲁迅文学院第三十七届高研班、鲁迅文学院第十六期网络

文学作家培训班、鲁迅文学院北京师范大学联办研究生班

全体学员参加。

新华社北京10月26日电 2019年“读懂中国”广州国

际会议于10月26日在广州开幕。国家主席习近平向会议致

贺信。

习近平指出，当前，经济全球化遇到一些曲折困难，但经

济全球化潮流不可逆转，各国利益日益交融、命运更加休戚与

共是大势所趋，不断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是各国人民的共同

期待。中国是经济全球化的受益者，更是贡献者，将坚定不移

走和平发展道路，奉行互利共赢开放战略，继续为开放型世界

经济发展增添动力，同世界各国人民一道，推动经济全球化朝

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让经济全球

化更好造福世界各国人民。

“读懂中国”国际会议迄已成功举办三届。今年有包括30

余位全球知名政治家、战略家、学者、企业家在内的约600人

与会。

习近平向2019年“读懂中国”
广州国际会议致贺信

本报讯（记者 丛子钰） 10月22日，由中国

作协网络文学中心、浙江省作协主办的2020中国

国际网络文学周新闻发布会暨中国网络文学海外

传播圆桌会在浙江乌镇举行。中国作协网络文学

委员会主任陈崎嵘，浙江省作协党组书记臧军，中

国作协网络文学中心主任何弘等出席活动。

发布会上大家表示，近年来，中国网络文学

发展迅猛，已从幻想类、历史类占绝大多数，向现

实题材拓展，为电影、电视、动漫、游戏提供了大

量文学蓝本，逐渐形成了繁荣发展的良好局面。

同时，它已经通过中国特色的互联网模式输出全

球，成为向世界讲述中国故事、弘扬中华文化、表

现中国力量的重要形式。2020中国国际网络文

学周在已经举办两届的“中国网络文学周”基础

上进行了升格，将总结中国网络文学发展的成功

经验，探索中国网络文学健康发展的道路，回顾

中国网络文学走出去的历程，展示中国网络文学

作品及其改编影视动漫作品走向世界的成果，并

对中国网络文学海外传播影响力进行评估，对网

络文学海外传播作品、网站、译者以及改编作品

进行权威评价。

据介绍，2020 中国国际网络文学周将在

2020年5月由中国作家协会、浙江省人民政府和

杭州市人民政府共同举办，选址定在杭州市滨江

区，将邀请网络文学组织、创作、产业、传播、研究

五个方面的国内外领军人才，召开中外网络文学

专家、网络作家、翻译界人士、阅读网站、网络文学

组织工作者、海内外文创企业等参加的座谈会或

沙龙，研究探讨国际间网络文学传播、合作意向，

借鉴吸收国外大众文化创作、制作和产业发展的好经验、好做法。

此外，2020中国国际网络文学周将举办国际网络文化博览会，邀

请网络文学产业链上重要企业、平台、专家参与博览活动，为网络

文学IP改编、版权合作、国际版权开发等提供高端平台，并组织部

分外国驻华领馆文化参赞、国外大众文学作家（网络作家）、出版

商、翻译家、国外影视作品编剧导演、与会嘉宾在浙江采访考察，体

验浙江新发展新变化新成就。

唐家三少、我吃西红柿、天蚕土豆等网络文学作家，邵燕君、夏

烈等评论家以及来自阅文、掌阅、中文在线等网络文学企业代表参

加圆桌会议并发言。与会者认为，网络文学当前处于平缓期，下一

个增长点将是外文版权。网络文学在海外的广泛传播暨读者的反

应、网站与资本的兴起，俨然成为了中国文化软实力增量的一种体

现。网络文学在海外的传播对于讲好中国故事、扩展国际文化交

流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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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10月18至20日，吴岩、王晋康、何夕、凌晨、顾备等10

余位科幻作家、学者、翻译家走进安徽合肥高新区，进行“游中国声

谷探量子中心”科幻采访活动。在两天时间里，科幻作家们走访了中

国声谷、中科院量子信息与量子科技创新研究院、中科大先进技术

研究院、科大讯飞等科研院所和高科技企业，详细了解量子科技、人

工智能、生物医药再生、智慧城市系统等前沿科技创新成果。

南方科技大学科学与人类想象力研究中心主任吴岩做了《中

国科幻：从过去到未来》讲座，梳理了中国科幻的历史源流，分析了

当前科幻文学的发展态势，认为在科技迅猛发展态势下，人类的

“未来”已到来，只是还未流行。他说，即将发布的《2019年中国科

幻产业报告》显示，在政府、市场和读者合力支持等多个因素协调

发展下，中国科幻到了“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候”。

本次参加采访的作家，包含老中青不同代际的作家，显示出科

幻创作者的年龄梯队性，同时他们也在少儿科普、儿童科幻、科幻

译介、科幻中长篇小说创作等不同题材领域中具有代表性。活动结

束后，科幻作家将创作与量子技术、人工智能有关的科幻作品。

（康春华）

科幻作家走进中国声谷

本报讯 近日，由江苏作协和三江学院主办、《扬子江诗刊》承

办的第二届“扬子江诗会”在南京举行。江苏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徐

宁，江苏作协主席范小青、党组书记汪兴国和书记处书记汪政、王

朔，三江学院党委书记丛懋林、校长吴中江等参加活动。

本届扬子江诗会包括大家讲坛、诗歌朗诵会和“祖国颂”诗歌

征文大赛等系列活动。在大家讲坛中，汪兴国介绍了讲坛的缘起

和举办情况。大解、陈先发、张执浩、杜涯4位鲁迅文学奖获奖诗

人围绕“历史与现实”的主题进行发言、讨论。论坛由评论家何平

主持。诗歌朗诵会突出时代性、群众性和开放性，共有3个篇章、

11个朗诵节目。诗人代表、朗诵艺术家、三江学院学生和江苏作

协干部职工分别登台朗诵爱国诗歌作品，讴歌祖国建设的伟大成

就，展望祖国未来的光明前景。“祖国颂——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70周年诗歌征文大赛”评奖结果也在活动中揭晓。大赛于

2019年2月发布启事，面向国内外作者广泛征稿，7月30日截稿

时共收到参赛稿件1400余件，约5000余首诗歌。经过严格的初

评、终评，最终评出一等奖1名、二等奖3名、三等奖5名、优秀奖

10名。 （刘 雅）

第二届扬子江诗会举行

本报讯 10月17日，由《十月》杂志社、湖北省作

协主办的“罗日新长篇小说《钢的城》作品研讨会”在京

举行。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邱华栋、湖北省作协副主

席耿瑞华、中共黄石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毕正洁、黄石市

文联党组书记李建国、中信泰富特钢集团副总裁王文

金，以及陈福民、朱秀海、刘庆邦等20余位作家评论家

与会研讨。会议由《十月》杂志社主编陈东捷主持。

《钢的城》首发于《十月·长篇小说》2019年第 5

期，由作家罗日新历时8年创作完成。小说以大冶钢

厂为原型，讲述了临江钢铁公司在上世纪90年代陷入

困境后，进行大刀阔斧改制的故事。

邱华栋说，罗日新的《钢的城》是工业题材小说创

作的一个新收获。小说聚焦上世纪90年代国企改革，

呈现了改革进程的艰难及其中人物的奋斗历程。作品

有毛茸茸的生活质感，塑造了鲜活生动的人物群像，细

节扎实感人，很明显是一部在生活里浸泡出来的作品。

与会专家学者表示，《钢的城》是一部优秀的现实

主义题材长篇小说，也是一部值得探讨的工业题材小

说作品。小说对改革中各色人物的心态特征、行为方

式和命运结局的拿捏较为准确，塑造了易国兴、祝大昌

等有血有肉的人物形象。作品将几代工人的命运与时

代变迁及整个中国特钢工业改革进程联系起来，记录

书写了一个时代。《钢的城》在钢铁工业领域里带有某

种诠释性质，小说中呈现出来的问题是全国钢铁工业

的一个缩影。作家有责任为时代保留记忆，为民族保

留记忆。这个小说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意义，就是把已

经消失和隔绝很久的大工厂的社会生活，重新纳入到

读者的认知视野和审美视野中来。而对于有现实主义

创作传统的湖北来说，《钢的城》是个重要收获，这也是

湖北作协近年来采取多种举措夯实基础、打造精品的

结果。

罗日新与大家分享了自己的创作经历，他是黄石

市原大冶钢厂的子弟，曾在钢厂工作多年，亲历过那场

改革，对国有钢铁企业非常熟悉。他说，目前已经着手

小说第二部的创作，自己会继续努力，争取写出更好的

作品。 （李晓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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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王觅） 近日，“童年的游荡与秘密生长——

马笑泉《放养年代》新书发布会”在京举行。评论家张莉，作家

付秀莹、王小王及该书作者与会分享了作品的阅读感受和创

作心得。

马笑泉现任湖南省作协副主席，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近

期推出的长篇小说《放养年代》是他对童年的一次深情回望和

深度探照。在作者于中年之际重返校园读书时，其童年记忆被

纯真之气照亮，遂决定以小说形式呈现生命的来路，回望生命

之初的美好与残酷、放养年代的成长秘密。在作者看来，童年

的单纯中蕴藏着被忽略与遗忘的复杂，并与成人世界一样充

满着残酷的竞争。孩子们在童年时无意窥见了成人世界的秘

密，习得了成人社会化的规则，无论温暖还是残酷，这些童年

收获将伴随其一生。

与会者认为，童年经验对作家而言十分重要，甚至可以影响

作家未来的写作路线。马笑泉用儿童视角展开小说叙述，以独特

方式召唤一代人的童年记忆，读者可以从中看到命运的流动轨

迹。马笑泉坦言，“完成这部小说后我再审视它，确实有种溢出我

预设之外的东西。然而，小说最终要回到整体构架和丰盈的细节

上。虽然这本书洋溢着悲感，但它确实也有回望中的温暖。”

本报讯 第十七届“叶圣陶杯”全国中学生新作文

大赛颁奖典礼10月20日在江苏泰州举办。

“叶圣陶杯”全国中学生新作文大赛创办于2003

年，由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主办，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

校园文学委员会和中国少儿新闻出版总社《中学生》杂

志社承办，2019年被教育部批准为首批面向中小学生

举办的全国性赛事之一。今年恰逢庆祝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70周年，因此决赛命题中特别突出了赞美祖

国、感恩祖国的主题。

颁奖典礼上，大赛组委会主任、中国当代文学研究

会会长白烨回顾了主办大赛的初衷，阐述了大赛所肩负

的立德树人的使命，对参赛选手的写作水平和综合素质

给予了充分肯定。评委会主任、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副

会长张清华结合评委阅卷评奖情况对决赛作品进行了

评述，认为经历了十几年的辛勤耕耘，该活动丰富了语

文教学尤其是写作教学的内涵，提升了同学们的写作兴

趣，培养和发现了众多有前途的文学新苗，对中学生的

日常写作乃至文学创作起到了重要的引领作用。

此次受邀参加决赛阅卷工作的评委认为，赛题体

现了大赛的理念和对于中学生价值观的引领以及写作

训练的导向性，引导学生立足身边生活，展现家国情

怀，体现审美情趣，重视逻辑思辨。在题目设计上既

提供了写作空间，又保证学生把握熟悉的生活，能有话

可说，同时最大限度地减少模式化写作的可能。评委

会根据稿件质量，评选出特等奖以及一、二、三等奖；另

根据申报材料及现场作文评选出本届“十佳小作家”等

奖项。

（欣 闻）

《放养年代》深情
回望童年生活

叶圣陶杯全国中学生新作文大赛颁奖

甲骨文是中华民族珍贵的文化遗产，也是全人类共同的文化财富。在纪念甲骨文发现120周年之际，10月22
日，由中宣部、教育部、文化和旅游部、科学技术部、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国家文物局、中国社会科学院、河南
省政府和中国国家博物馆主办的“证古泽今——甲骨文文化展”在国博开幕。此次展览分为“契文重光”“契文释
史”“契于甲骨”三个单元，展出的近190件甲骨、青铜、玉石、书籍实物构成庞大悠久的叙事链条，从文字的视角呈
现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展览将持续两个月。 （王觅 图/文）

本报讯（记者 王觅） 10月20日，“花落，刀落，

跟清少纳言谈心——萧耳《樱花乱》新书分享会”在京

举行。中国作协副主席李敬泽、主持人周微与作者萧耳

围绕该书展开交流分享。

日本文化与中国文化、乃至东方文化既有千丝万

缕的联系，又有自己的独特魅力。《樱花乱——日本集》

是一本日本文化随笔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近期推

出。全书分为《花落》《刀霜》两辑，对日本文化进行了详

尽描述和深入探寻，其中交织着对东方文化和日本国

民性的探究。作品笔触细腻、情感缠绵，观察细微、观点

独到，体现了作者多年来浸淫在日本文化与文学中的

思考。

李敬泽表示，尽管中国文化与日本文化有很深的

亲缘关系，但必须重视二者的差异。日本文化有它

灿烂而极具魅力的一面，写日本文化可谓对中国文

人的一块“试金石”，由此可以体现出作家的学识、水

平、感受力及思想深度。在《樱花乱》中，萧耳站在客

观的角度体会和描写日本文化，并在其中找到美好

之处。“花事无成败，人事难免成败。”萧耳淡化了

成败坚硬的含义，反而由心底过滤出“淡然处之”

的态度。

从《小酒馆之歌》《锦灰堆 美人计》再到《樱花乱》，

萧耳的关注点完成了从西方文化到东亚古典文化的转

移。她坦言，《樱花乱》对自己来说是一本生长已久的

书，其中有对中日文化渊源的追溯，还有自己与日本文

化隐约的、难言的联系。

《樱花乱》：在花落与刀霜中感受日本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