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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0日至11月15日，在浩瀚

奔腾的扬子江畔，第二届“中国江苏·扬子江作

家周”精彩上演。本届扬子江作家周由中国作家协会和

江苏省委宣传部支持、指导，江苏省作家协会和凤凰出版

传媒集团共同主办。

据江苏省作协党组书记、副主席汪兴国介绍，“中国江苏·

扬子江作家周”是江苏省作家协会自2017年开始举办的大型

文学活动。作家周的主题是：文学创造梦想，秉承的宗旨是：坚

持人民性、时代性、文学性，努力扩展文学与社会各阶层的接触

面，展示江苏形象，促进文学交流，推动文学惠民，不断提升江

苏文学、中国文学的国际影响力。

在为期6天的时间里，来自国内外的70多位知名作家、

出版人、文学机构负责人以及近百名江苏中青年作家，在

南京、无锡、扬州、苏州等地的学校、图书馆、书店举行

主题论坛、新书分享、对谈交流、诗歌朗诵等20

余场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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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0日下午，第二届“中国江苏·扬子江作家周”主题论
坛在南京召开。本届论坛以“文学：稳定与变化”为主题，叙利亚诗

人阿多尼斯、法国作家多米尼克·西戈、英国作家西蒙·范·布伊，中国
作家张大春、阿来、毕飞宇、李修文等分别作主题发言。

论坛主题的灵感来自阿多尼斯的著作《稳定与变化》。阿多尼斯认
为，传统思想中的稳定妨碍了前进，需要发现、审视文化中被边缘化的

“变化”因素，对于这些因素需要重估其价值，需要自省、反思的勇气。
阿多尼斯赞赏文学对于传统超稳定文化结构的冲击和改变。

张大春谈到中国文学的稳定与变化时，引用了顾炎武的观点。“文
学会产生变化，一切都是由于‘势’的缘故。汉赋不得不变为诗，诗不得
不变为词，词不得不变为曲。”如果所有作者只是跟随文体内部的规
则，那么文体就不会被丰富起来，就不会有李白、苏轼，甚至不会有从
赋到诗、从诗到词、从词到曲的整体发展。

多米尼克·西戈善于用现代小说技巧将采访得来的真实素材扭曲
变形，以达到一种全新的审美效果。多米尼克·西戈认为，语言是作家
的立足点，26个字母是稳定不变的，而由于作家无穷的创造力，语言的
变化也具有了无穷的可能性。

阿来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探源，认为“礼”“道”“法”在中国古代变
动不居的社会中，构成了不变的恒常。到了新文化运动，传统文学依凭
的价值遭到批判，但中国知识分子忧国忧民的传统却得到了保留。阿
来进一步审视当代文学发展面貌，从短暂的自我封闭到具有反思精神
的解构性文化倾向成为一时之风尚，再到当下解构风潮已近尾声，而
消费主义文学借助互联网等新型媒介出现，构成了文学所面临的新的
处境。他认为，在当下中国，不用担心过于稳定的不变，反而要警惕过
度的“求新求变”。

毕飞宇同样强调稳定的价值对于文学的重要性。他认为，表面上
看，一个作家的书写是漶漫无边的，而事实上，一个作家终其一生只写
了一个内容：他对生活的态度。他以莫言、余华、郑板桥为例，分析了
《红高粱》《活着》和郑板桥笔下的竹子蕴含的生活态度。谈到改变，他
提及近来重新阅读高晓声的感受，认为高晓声用他的改变坚守了一个
作家的尊严。

西蒙将“稳定与变化”的主题扩展至整个人类世界的稳定与变化。
他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导致自然法与道德法的冲突，如果要稳定和
变化兼得，必须在两种法之间进行调和。“文学是我们最大的希望，也
许是惟一的希望。”西蒙认为文学的力量来源于文学拥有的想象力。

“日常语言依赖于说话者和听者就言语传达之意所拥有的重合体验，
文学则为这种共同经历赋予想象力，从而创造出一个全新的世界。”

李修文在发言中提出疑问：为何我们的写作似乎总是无法与我们
置身的时代、遭逢的人事和际遇互相印证？他回溯中国古典文学传统，
回到鲁迅先生的小说世界，赞赏文本中的总体性视野和现实关怀感。

“如此真切地将人之为人的处境送达到我们的眼前，这就是那个时代
的文学先锋”。李修文认为，当代文学需要一种历久弥新的先锋精神，
这种精神敢于将自身的感受作为感知今日生活的最敏感神经，也敢于
将自身体验当作一种文体本身来建立。

主题论坛：稳定与变化，创造和反思

共度作家节日 共享文学成果

3开幕典礼：名家荟萃，星光熠熠
枫红杏黄，丹桂飘香。11月10日上午，第二届“中国江苏·扬

子江作家周”在南京盛大开幕。江苏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王燕
文，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邱华栋，江苏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徐宁出席了开
幕典礼。

邱华栋代表中国作家协会向第二届扬子江作家周的举办表示热烈
祝贺。他说，文学是世界多元文化交流互鉴的重要纽带，连接着天涯海
角的作家们。世界文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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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作家周，必将促进不同国
家和地区、不同创作领域的作家朋友们，分享创作经验，增进情感沟通，
筑牢中外文学交流的新平台；也将进一步促进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作家
朋友们，通过感知现实中国的新变化而形成对中国现实的新认知，传递
出更加生动的文学感受，以更大的格局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
力量。

汪兴国在开幕典礼上感谢海内外作家朋友对扬子江作家周的热情
支持。他说，江苏文化底蕴深厚，拥有一大批优秀作家和文学品牌。江苏
文学的进一步繁荣发展，有赖于文学创作与文学阅读的双向发力，也有
赖于文学走出去与文学请进来的良性互动。希望通过扬子江作家周，让
广大文学爱好者和普通市民更便利地亲近文学、感知文学的无穷魅力。

江苏省作协主席范小青和叙利亚诗人阿多尼斯分别代表中外作家
致辞。范小青说，文学要走得更好、更远，需要我们具有足够的积累、足
够的耐力、足够的激情、足够的广博与深邃。相信在之后的活动中，我们
会撞击出心灵的火花，互相沐浴思想的光泽，互相审视灵魂深处的渴望
与诉求，互相淬取，得到升华。阿多尼斯说，很高兴参加中国江苏·扬子
江作家周，期待中国在发生史无前例的经济和社会巨变的同时，也发生
着可与之相称的艺术和文学的伟大变化。作家徐则臣代表青年作家发
言，他回忆了青年时期在南京的求学、写作经历，认为正是在人生重要
的时期，南京给予了自己及时的启发、引领、鼓励和扶持。

此次扬子江作家周名家荟萃、星光熠熠。阿多尼斯、多米尼克·西戈、
西蒙·范·布伊等国际知名作家，（以下作家按姓氏笔画排序）艾伟、叶舟、
田耳、李修文、张大春、阿来、陈应松、欧阳江河、罗伟章、周晓枫、胡学
文、徐则臣、黄咏梅、臧棣、潘向黎等知名省外作家，以及王大进、叶弥、
叶兆言、毕飞宇、朱辉、朱文颖、孙频、张羊羊、范小青、罗望子、赵本夫、
胡弦、徐风、黄孝阳、韩青辰、黑陶、储福金、鲁敏、戴来等知名省内作家
齐聚江苏，为广大读者带来了一场场高品位的文学活动。

结语
文学以独特的方

式影响着、改变着、塑
造着一个城市。此次
作家周的举办适逢

南京入选“文学之都”，更富有特别的意
义。作为江苏省倾力打造的“扬子江”系列
文学品牌之一，扬子江作家周既立足于在
全球视野下为中外作家的思想交锋搭建平
台，也致力于以丰富多元的活动扩展文学
与社会各阶层接触面，培育良好的文学氛
围。作家周的举办必将为文学事业的繁荣
发展作出积极贡献。 （周韫 俞丽云）

第二届“中国江苏·扬子江作家周”——

研讨、分享、对谈：不断向文学深处探寻
第二届“文学多样性与城市可持续
发展”国际高峰论坛——

10月31日上午，南京入选联合国教科
文组织“创意城市网络·文学之都”，这一历
史性契机为南京城市的未来发展打开了新
的前景。11月11日，在第二届“中国江苏·
扬子江作家周”期间，由江苏省作协和南京
市委宣传部主办的“文学多样性与城市可
持续发展”国际高峰论坛在南京六朝博物
馆举行，中外作家代表、文学之都代表，以
及国际汉学家、翻译家代表等参加，探讨文
学与城市可持续发展之间的关系，启示南
京完善文学之都的发展规划。
陈应松《森林沉默》研讨会——

11月13日下午，《钟山》杂志社、南京
大学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在南京举办陈应
松《森林沉默》作品研讨会。江苏省作协书
记处书记、《钟山》主编贾梦玮，丁帆、王彬
彬、贺仲明、张光芒、何平等批评家参与研
讨。研讨会由《钟山》副主编何同彬主持。
《森林沉默》是陈应松最新的神农架长篇小
说，刊登在2019年第3期的《钟山》杂志。与
会专家从作品的立意、文本、构架、叙事等
方面进行了深入的剖析，认为《森林沉默》
比较全面地反映了神农架的地理和文化，
是一部可以生发多元思考的生态哲理小
说，作品以变形夸张的描写手法向前推进，
其叙事方式有后现代先锋派的影子。
鲁敏携新书讲述虚构者的非虚构之路——

11月9日下午，作家鲁敏携《时间望着
我》《路人甲或小说家》《虚构家族》三部新
作来到南京奇点书集与读者见面。《时间望
着我》是一部凝结个体经验和智性拷问的
自选随笔合集；《路人甲或小说家》是鲁敏
20年写作生涯中，近30篇创作随笔、文学
访谈与演讲稿的首次集结；《虚构家族》则
收录了鲁敏多年间的文学阅读笔记及她为

“同道中人”开列的一份杂食书单。活动现
场，鲁敏结合自己的人生体悟、阅读感受和
创作思考，深刻剖析了一个虚构者的非虚
构之路。
阿来《攀登者》新书分享会——

11 月 11 日晚，“心有高山，就往上
攀”——阿来《攀登者》新书分享会在南京
森林警察学院举行。四川省作协主席阿来
在分享会上描述了登山运动员登顶珠峰的
艰辛历程，讲述了他们在数次登顶期间发
生的感人至深的故事，他希望通过出版《攀
登者》，让大家不仅可以从电影中，也可以
从文字中了解登山队员的坚韧与不易。
“从《敦煌本纪》说起”专场活动——

11 月 11 日晚，“长歌高踏，跃马边
疆——从《敦煌本纪》说起”专场活动在南
京先锋书店举行，作家李修文、评论家何平
对话《敦煌本纪》作者叶舟，与读者分享了
作品的文本故事、创作历程及其之于当代
文学的重要意义。在李修文看来，《敦煌本
纪》“既严丝合缝又有一种混沌庄重的力
量”。评论家何平赞赏了《敦煌本纪》的气
质，认为“无论文学创作还是中国文化的格
局，都需要这种飞沙走石的少年气象”。
陈应松分享“我的神龙架往事”——

11月14日晚，“我的神农架往事——
陈应松作品分享会”在万象书坊举行。分享

会由作家李黎主持，作家黄孝阳作为嘉宾
参与对谈。陈应松以其鲁迅文学奖获奖作
品——中篇小说《松鸦为什么鸣叫》和其自
认为最好的作品——长篇小说《还魂记》为
例，讲述了作品背后的神农架故事，并分享
了由故事到小说作品的转化过程。
阿多尼斯携最新诗作《桂花》来宁——

阿多尼斯携新作《桂花》来到南京，并
先后在南京先锋书店和先锋诗歌书店举办
诗歌朗诵会和诗歌音乐会。《桂花》是阿多
尼斯多次访华后创作的首部中国题材长
诗，作品由50首相对独立的诗篇构成，其创
作灵感源自阿多尼斯去年九、十月间的中
国之行。整部作品不拘一格，叙述、沉思与
想象熔于一炉，语言瑰丽而奇峻，意象丰满
而密集，堪称思想性和艺术性兼具的佳作。
西蒙·范·布伊新书分享签售会——

11月14日晚，西蒙·范·布伊新书分享
签售会在凤凰云书坊举行。西蒙·范·布伊
曾凭短篇小说集《爱，始于冬季》入围当年
度弗兰克·奥康纳国际短篇小说奖，新作
《偶然天才故事集》入围英国边山短篇小说
奖。在签售会上，西蒙·范·布伊与南京读者
分享了他对“短篇小说”这种文体的理解，
并畅谈短篇小说的写作艺术。
“小说家徐则臣的文学地图”——

11月9日下午，“在故乡，北上，或者到
世界去——小说家徐则臣的文学地图”专
场活动在南京师范大学举行，徐则臣和批
评家何平就相关话题展开对谈。“故乡，北
上，到世界去”刻画了作家地理意义上的行
走轨迹，也标明了其文学地图，其创作与地
域之间的关系堪称紧密。在《北上》这部作
品中，徐则臣借古老河流展示了近代百年
以来的民族历史，使之成为审视中华民族
发展图谱、悠远文脉的一扇窗口。
茅奖作品《北上》分享会——

11月10日下午，徐则臣做客南京大众
书局，与批评家王晴飞对谈。徐则臣分享了
自己的写作历程，讲述自己试图在时空交
错的坐标里探寻一条大河，并通过这条河
流的故事，努力追溯几代中国人的情感与
命运。
胡学文、黄咏梅围绕“从俗世中来，
到灵魂中去”开展对谈——

11月12日晚，胡学文、黄咏梅来到南
京万象书坊，参加“从俗世中来，到灵魂中
去”的文学沙龙活动，活动由江苏凤凰文艺
出版社副总编辑黄孝阳主持。两位作家交
流了关于文学创作中的现实与虚构等问题
的看法，并就文学创作技巧及文学创作中
的性别问题等进行了探讨。
多米尼克·西戈和西蒙·范·布伊
开展文学对谈——

11月13日下午，法国作家多米尼克·
西戈和英国作家西蒙·范·布伊来到江苏中
青年作家高级研修班，进行文学对谈。多米
尼克讲述了作为战地记者的工作体验，分
享自己创作非虚构作品的初衷，她希望用
语言深入洞察人与世界的关系，讲述人与
人之间的故事，以期与分裂、战争等相抗
衡。西蒙·范·布伊说，对写作的选择源于自
己的梦想，并结合自身经历分享了对写作
的看法。两位作家均看重文学所具有的独

特力量，主张在文学创作与生活经验的密
切互动中，不断丰富对世界、对人生的感受
和思考。
张大春、陈应松、阿来走进高校
作专题文学讲座——

11月9日上午，台湾作家张大春做客
扬州大学，作题为“崭新的旧学——从书法
结构到小说结构”的专题报告。从书法写作
的章法布局到小说创作的结构分布，张大
春生动诠释了一位传统文人的现代生活。
一次次书法练习，回馈他的不仅是书法上
的精进，也对他在小说创作上的结构安排
和亮点分布有所启发。

11月 12日下午，陈应松来到苏州大
学，以《文学的祛魅与增魅》为题作专题讲
座。陈应松从他的出生地——神秘的荆楚
大地讲起，结合其自身的创作历程，带领大
家走进其精神领地——神农架，生动地讲
述了何为文学之魅以及如何寻找并重建山
川与河流的神性。

11月12日下午，阿来走进南京大学文
学院，以《文学的生命与未来》为题作专题
讲座。阿来以美国自然文学为例，指出当代
文学不应拘泥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问题，
而应该继续追求中国传统文学中物我相融
的文学境界；他还反思了当前文学命名中
存在的盲目技术崇拜现象，并就当前灾难
文学、战争文学写作中存在的局限和问题
表达了自己的认识。
潘向黎、欧阳江河在公共图书馆
作文学讲座——

11月10日下午，潘向黎走进南京图书
馆，以《今天我们怎么读古诗》为题作专题
讲座。潘向黎认为，古诗词是日常生活的解
毒剂，是功利型人生的反面。读古诗词的方
法主要有两种：随遇而安型、顺藤摸瓜型。
对生活中遇到的古诗，要追根溯源，回归文
本，读懂弄通，天长日久，对古诗的领悟力
和理解力自然得到提升。

11月13日下午，欧阳江河在苏州市独
墅湖图书馆作题为《诗歌写作中的私人性
与公共性的转化》的专题讲座。欧阳江河通
过多个诗人笔下的动物形象，生动地阐释
了写作中私人性与公共性的转化关系。讲
座最后，欧阳江河朗诵了其诗作《梦见老
虎》和《博尔赫斯的老虎》，并与现场读者交
流互动。
作家们为读书班学员授课——

11月9日下午，李修文为宜兴陶都文
学院第五届研修班学员作《文学中国之于
今天》专题讲座。李修文分析了西方文学和
中国古典文学的主题脉络和内在气质。他
认为，作为写作者，要不断向深处探寻，让
自身成为最敏感的神经，写出真正属于当
代中国人的优秀作品。

11月9日下午，田耳以《怎样开始讲故
事》为题，为江苏青年作家读书班学员授
课。田耳结合具体文本，紧紧围绕如何写好
故事中的“起、承、转、合”，为广大学员的创
作提供了必要的指导。

11月9日下午，艾伟为江苏中青年作
家高级研修班学员作题为《文学的内在逻
辑》的专题讲座。艾伟阐释了小说应如何收
集、储存、拓展人类的生存经验。他认为文
学自有其内在的运行逻辑与判断标准，在
善良与残忍、情感与理性的交锋中，揭露出
人性最核心的秘密。

11月11日上午，邱华栋为江苏中青年
作家高级研修班学员授课。邱华栋围绕“小
说的创新性”展开讲解，以《我的名字叫红》
《跳房子》等作品为例，分析应如何将游戏
性、小说结构和小说承载的社会批判内容
相结合。他还从游戏视角介绍了小说类型
和写作手法，揭示了隐藏在意义和游戏性
之间的一座隐秘的桥梁。

11月11日上午，臧棣以“当代诗的转
向”为主题，为江苏青年作家读书班学员授
课。臧棣认为，就当代诗歌的语境而言，写
作意识涉及语言的风格意识、文体意识、结
构意识、场景意识等层面，写作者应在这些
层面确定自己的风格和发展方向。

11月11日下午，周晓枫、田耳来到江
苏中青年作家高级研修班，对学员进行创
作指导。两位作家分别就部分学员的小说
进行点评，给出了具体的修改意见。学员就
小说与生活的关系、小说的情绪酝酿等问
题提出疑问，两位作家一一给予解答。

11月11日下午，罗伟章在江苏青年作
家读书班授课，与读书班学员就“小说的尺
度”探讨交流。他认为，写作需要葆有恒久
的热爱与耐心，坚持写作才会有所收获；小
说的尺度出于自己的内心，遵从本心是写
作者沟通灵魂、与自我对话的根基。

11月12日上午，胡学文以《文学与地
域》为主题，为江苏中青年作家高级研修班
学员授课。胡学文以卡夫卡、托尔斯泰等为
例，阐述作家风格与成长环境、生活条件等
因素的关系，引出地域对文学风格塑造的
重要影响。

11月12日上午，欧阳江河为江苏青年
作家读书班学员作题为《当代写作的“现
场”问题》的主旨授课。他着眼于国际化的
文学视角，从文学的形态、差异等方面深入
讲解，并深入阐释了写作“现场”问题。

11月12日下午，叶舟以《从敦煌到南
京——一种文学地理上的发现》为题，为江
苏中青年作家高级研修班学员授课。他以
河西走廊一带的文学地理为依托，以中西
方经典故事为切入口，分析了作家与地理
的文学关系。

11月12日下午，黄咏梅以《小确幸时
代的写作》为主题，为江苏青年作家读书班
学员授课。她提出写作不能满足于一个故
事的呈现，而要致力于发掘故事背后的意
义。她分析了作家和现实的关系，还就写作
技巧作了具体的讲解。

11月13日上午，阿来以《我们这个时
代的写作》为题，为江苏中青年作家高级研
修班学员授课。阿来以惠特曼与狄金森的
作品为例，深入浅出地分析了西方文学对
肉身和灵魂的书写；进而又以《木兰辞》等
为例，阐述中国传统文学的书写特点。

11月13日上午，陈应松以《写哪儿？写
多少？》为题为江苏青年作家读书班学员授
课。陈应松认为，作家应跳脱出熟悉和同质
的生活，追寻精神的远方，努力实现自身的
辨识度。

11月13日下午，潘向黎以《如何与经
典相处——以〈红楼梦〉为例》为题，为江苏
青年作家读书班学员授课。她分享了自己
阅读《红楼梦》的经验：每次阅读都带来不
同的感受，犹如从不同的小径参观一座花
园，总会在细微之处看到曾经忽视的风景。

11月14日下午，毕飞宇为江苏中青年
作家高级研修班和青年作家读书班学员授
课。他以《小说的高处与低处》为题，探讨公
共意义上的小说的高度、深度与广度。他以
《红楼梦》《阿Q正传》和《局外人》为例，归
纳出小说中的历史哲学、思辨哲学和自然
哲学三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