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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秋季学期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青年干部培训班10月10日

上午在中央党校开班。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开

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历史总是在不断解决问题中前进的。我们党领导

人民干革命、搞建设、抓改革，都是为了解决我国的实际问题。提高解决实际

问题能力是应对当前复杂形势、完成艰巨任务的迫切需要，也是年轻干部成长

的必然要求。面对复杂形势和艰巨任务，我们要在危机中育先机、于变局中开

新局，干部特别是年轻干部要提高政治能力、调查研究能力、科学决策能力、改

革攻坚能力、应急处突能力、群众工作能力、抓落实能力，勇于直面问题，想干

事、能干事、干成事，不断解决问题、破解难题。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王沪宁出席开班式。

（据新华社北京10月10日电）

杰出的奋斗者、见证者和书写者
马识途《夜谭续记》作品研讨会在成都举行

文学界在行动文学界在行动

本报讯 脱贫攻坚是对中华民族、对人类都具有重

大意义的伟业。近年来，福建省作协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文艺工作的重要论述，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

总书记对脱贫攻坚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批示指示精神，坚持

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引导福建广大作家聚焦脱贫攻

坚题材，精心打磨一批反映决胜全面小康和决战脱贫攻坚

的精品力作，以文学的方式助力脱贫攻坚。

福建宁德是习近平总书记曾经工作过的地方，是习近平

总书记治国理政思想尤其是扶贫思想的重要发源地之

一。福建省作协积极组织引导作家深入宁德脱贫攻坚第

一线，挖掘宁德打赢脱贫攻坚战历程中的精彩故事，创作

了一批精品力作。谢宜兴的诗集《宁德诗篇》以现代诗歌

形式抒写宁德地区精准扶贫的故事，探索乡村生态建设和

文化建设对乡村振兴的深刻意义和促进作用，赞颂干部群

众决胜全面小康决战脱贫攻坚的原动力和积极性。该作

品入选2020年中国作协重点作品扶持项目。詹亮浈的长

篇小说《野生的村庄》以“中国扶贫第一村”福建省宁德福

鼎市赤溪村的脱贫致富历程为原型，讲述了红河村两代村

支两委领导班子30多年来团结带领全村广大党员干部群

众，解放思想、敢为人先，摆脱贫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

感人故事。该作品入选中国作协2020年定点深入生活项

目。陈健的非虚构文学作品《我那山青水秀的乡村》讲述

的是宁德贫困县屏南以“文创”活化利用古村，让天南海北

的文化人成为驻村“创客”，复兴传统村落的故事。吴文胜

的散文集《驿路寻香》展示闽东古茶村脱贫攻坚战果。甘

代寿（禾源）的散文《一个寨子的变迁》通过寨子的变迁，讴

歌脱贫攻坚的成果。此外，福建省作协与人民文学杂志社

等有关单位开展中国知名作家“闽东之光”采访活动，邀请

作家赴闽东采访，通过文学作品进一步弘扬“闽东之

光”。宁德市委宣传部、宁德市文联、宁德市作协等单位联

合举办宁德市“决战决胜脱贫攻坚”文艺采访、征文、展览

等活动，相关成果将编辑出版。

习近平总书记在闽工作期间，

曾先后两次到沙县调研沙县小吃，

要求加强以沙县小吃业为支柱的第

三产业，使之成为新的经济增长

点。20多年来，沙县历届县委县政

府积极努力，致力把沙县小吃成功

打造为沙县脱贫致富奔小康的产

业。陈毅达的长篇小说《沙县小吃》

展现了一个普通的乡村青年，利用

改革开放所造就的契机，通过沙县

小吃脱贫致富奔小康并融入改革开

放伟大进程，实现命运改变与奋进

追求的人生。该作品入选2020年

中国作协重点作品扶持项目。

与此同时，福建省作协还广泛

发动作家深入挖掘全省在决胜全面

小康进程和决战脱贫攻坚中涌现出来的精彩故事。近年

来，福建省作协与炎黄文化研究会组织“走进海西·感受县

域经济发展”系列采访活动，组织作家500多人次走进全

省84个县（区、市）采访，创作出一批接地气、有深度的文

学作品，并结集出版为《走进八闽纪实文学丛书》。福建省

作协于今年初向全省作家征集现实主义题材尤其是脱贫

攻坚题材作品，目前已征集到30多部作品，钟兆云的报告

文学《小种大世界》讲述的是出身“茶叶世家”的江元勋满怀

家国情怀，创始金骏眉、创建正山堂，进而带动父老乡亲和

全国众多贫困地区脱贫攻坚的故事。刘建军（鸿琳）的中篇

小说《驻村干部》讲述县派驻村干部致力产业扶贫，带领全

村走上脱贫致富道路的故事。李迎春的长篇小说《向北向

南》反映中央苏区第一模范区才溪在乡村振兴背景下蓬勃

发展的壮丽画卷。林朝晖的长篇报告文学《红苹果的守望

者》关注的是罪犯及其子女奔小康的诉求。简清枝的长篇

纪实散文《土楼人的小康路》抒写大山深处、世遗之下的福

建土楼子民走奔小康与乡村振兴之路。王炜炜的长篇小

说《刺桐红》讲述在实现国家富强、脱贫攻坚、乡村振兴“中

国梦”的历程中金融人的故事。福建省作协后续还将与

《福建文学》杂志社合作，推出“脱贫攻坚”专号。（闽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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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在古田县杉洋镇听当地干部介绍脱贫情况作家在古田县杉洋镇听当地干部介绍脱贫情况作家在福安市溪柄镇楼下村采访作家在福安市溪柄镇楼下村采访

本报讯 9月23日，由中国作协主办，中国作协创联部

承办，山西省作协和大同市文联、长治市文联、吕梁市文联

协办的“我们向着小康走——中国作家山西行”主题采访活

动在太原山西转型综合改革示范区政务服务中心启动。中

国作协书记处书记邱华栋，山西省委宣传部副部长骞进，山

西省作协主席杜学文，及来自全国17个省（市、自治区）的

37位作家参与了启动仪式。

邱华栋说，山西是中华文明发祥地之一，有丰厚的文

学传统。近年来山西涌现出了一批优秀作家，他们为山西

转型综改、脱贫攻坚、生态文明建设等工作贡献了重要力

量。在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战脱贫攻坚之际，作家

要迈开双脚走进生产生活第一线，在人民的创造中实现

艺术的创造，不断增强“四力”，深入认识山西、书写山西和

中国的变化。

启动仪式后，采访团前往山西省转型综改实验区改革创

新展厅、山西博物院、太原钢铁有限公司等地实地参观采访。

25日至28日，作家们分三组以“文学轻骑兵”的形式分别前

往大同、吕梁、长治，深入一线挖掘山西人民在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和转型发展新征程中的新变化、新风貌，以文学的方式

记录和呈现山西各地决胜全面小康、决战脱贫攻坚取得的成

就。作家罗向东、李延青、潘灵、张者、黄殿琴、照日格图、陈

涛、张荔洁等在同煤集团塔山煤矿、杨家窑村、西坪镇坊城新

村、云冈石窟等地采访，感受这座历史文化名城的时代新貌，

了解传统能源行业日益精细化、绿色化的转型之旅。许辉、陈

文东、陶永喜、许平、张应辉、王国平、郭银屏、赵建雄等前往

吕梁市汾阳、兴县、临县、中阳等地，深入脱贫攻坚一线，目睹

吕梁的脱贫成果。龙一、王十月、张世勤、耳根、旷胡兰、王莉

华、温学军、阎珊珊等奔赴长治，重温红色历史文化，探访脱

贫攻坚的绿色生态奥秘。主题采访结束之际，三组成员还分

别与当地扶贫干部、基层作家进行了交流。（康春华 陈泽宇）

“我们向着小康走”
主题采访走进山西

本报讯（记者 李晓晨） 1982年出版《夜谭

十记》之际，作家马识途大概不会想到，多年后

他106岁时还会出版一部《夜谭续记》。在他眼

里，“夜谭系列”是“喝冷茶，扯乱谭，消永夜，乐

天命”，但就在这摆下的“龙门阵”里，有世道人

心、历史风云，也有匡时济世、悲天悯人。

10月11日，由中国作协创作研究部、四川

省作协、人民文学出版社、四川日报社主办的马

识途《夜谭续记》作品研讨会在四川成都举行。

中国作协主席、中国文联主席铁凝出席会议并

致辞。四川省政府副省长罗强出席并致辞。作

家马识途以视频方式致辞。中国作协副主席李

敬泽，四川省政府副秘书长刘全胜，四川省委宣

传部副部长房方、高中伟，四川省作协党组书记

侯志明等出席会议。研讨会由四川省作协主席

阿来主持。来自全国各地的近80位专家学者

及马识途家属参加活动。

铁凝指出，马识途是革命者，是文学家，在

他的身上，一个革命者的坚定、刚毅与一个文学

家的热情、活力完美地融和在一起。早在上世

纪 30 年代，他就满怀爱国热情，走上革命道

路。枪林弹雨、激流险滩、颠簸流离，他那一代

革命者将自己的信仰、激情、鲜血乃至生命全部

奉献给一个崭新的中国。百年中国从积弱积贫

到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的伟大历程中，他是

一位奋斗者、见证者，也是书写者。在他的心目

中，文学是“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是革命

事业的一部分，是民族解放和民族复兴大业的

一部分，值得为之奉献一切。从《清江壮歌》到

《夜谭十记》，他的奉献、他的创造和劳作在中国

当代文学史留下了鲜明、独特的标记。革命者

永远是年轻，现在，“年轻”的马老又出新作。马

识途的创作，是地方的、四川的故事，是精彩的

中国故事；是世道人心的精湛刻画，是中国精神

的有力表达。他的风格源于民间、来自传统，在

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中建构出具有现代气

息和中国气派的艺术空间。马识途的文学道路

对新时代的中国文学提供了多角度的经验和启

示，应该深入地探讨和总结。

铁凝强调，今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

开教育文化卫生体育领域专家代表座谈会并发

表重要讲话。总书记高度强调文化的重要意

义，提出把文化建设摆在更加突出位置。总书

记的讲话，饱含着时代和人民对我们的殷殷期

待。中国人民正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领导下，踏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征程。在前

进的道路上，马识途是广大文学工作者的榜样，

他的人格感召着我们，他的作品鼓舞着我们，我

们要向他学习，像他那样，以执著的信念、丰沛

的热情和不懈的创造，成为无愧于时代和人民

的革命者和写作者。

罗强表示，无论是进行革命工作，还是从

事文学创作，马识途始终践行着“人无信仰，生

不如死”的革命初心，始终坚守着坚若磐石的

文化使命，对我国当代文坛具有广泛而深远的

影响。无论时代如何发展变迁，他始终与时代

共奋进，与祖国共成长，与人民共命运。无论

置身革命生涯的顺境逆境，还是处于文学创作

的不同阶段，马识途始终秉持赤子般坦诚的文

学信念，正是因为他对文学的这份永不随波逐

流的坚守，我们才从作品中看到了一道道闪光

的精神标识。希望四川广大作家以马老为榜

样，与时代同步伐，与人民同呼吸，抒写出更多

展现中华底蕴、四川特色、时代精神的优秀文

学作品，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描绘更加华彩的

四川篇章。

研讨会上，四川日报报业集团党委副书记

李鹏、重庆市作协党组书记辛华、中国作协创

研部主任何向阳、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臧永

清、中国出版集团副总裁潘凯雄、《人民文学》

主编施战军、中山大学教授谢有顺、《人民日报

海外版》副总编辑李舫、《文学报》总编辑陆梅、

中国作协创研部副研究员岳雯、四川省文联副

主席李明泉、四川大学教授李怡、四川省作协

副主席梁平等先后发言。大家谈到，马识途的

人生正是中国经历大变革、大转型的百年，这

天翻地覆的时代的风云变幻，都成为了作家的

生命底色，铸就了他的人格范式。《夜谭续记》

的每个故事都充满生命气息，作家将人物置于

社会变迁之中，在一些离奇巧合的情节架构中

呈现出人生的悲欢离合。他的小说有现场感、

地方性，趣味横生，生机勃勃，是当代小说中的

独特一脉。通过他的写作，我们可以看见那个

时代和时代中的人，可以看到小说无论经历再

多探索，核心可能一直没变，那就是仍要思考

如何讲述一个故事，如何塑造一个人物，如何

通过一种生活形态来保存一个地方的语言生

态。小说中叙事者说书人的角色值得研究，作

家既向传统叙事资源致敬，又在创新中国故事

的讲法。在马识途的小说中，方言是格外重要

的元素，四川方言特有的幽默、泼辣、爽利某种

程度上形成了小说的美学风格。马识途写作

的重要意义，也在于让人认识到了另外一群

人、另外一个活生生的中国。从《夜谭十记》到

《夜谭续记》，也是一个出版史上的佳话，是由

马识途和韦君宜共同在中国现代出版史上创

造的文学佳话，而这也正是一部优秀文学作品

带给人们的多方面启示。

李敬泽在总结时表示，马识途是一个非常

宽阔的作家，在经历整个20世纪的风云际会之

后，他对世界、文学、人生的完整态度都融汇在

作品的方方面面。作为一部封笔之作，《夜谭续

记》观照时代人心，反映社会变迁，具有无限广

阔的艺术空间。小说体现了对古典传统和民间

传统的呼应，作家对于说书人身份的执念，其本

质在于一种内在的宽厚和包容，作家不仅和我

们共享着心中的那些人物和故事，也共享着某

种共同的价值观——对世界的看法、情感和趣

味。作家有意选择一群在中国社会结构中承上

启下、前后相接的人物，并由此连接起近百年来

中国社会的历史变迁，生发出一种独特的叙事

空间，显示出作家的洞见和智慧。小说中的方

言写作也值得关注，仿佛进行着一种有声音的

写作，我们可以从中体会到现实是如何被话语

塑造、话语又是如何推动现实发展。对于马识

途作品的研讨只是开始，还远远不够深入，他的

作品具有广阔的艺术空间——“子弹在龙门阵

飞了一百年，到现在也依然充满力量。”

马识途因身体原因在医院通过视频方式与

会场连线并致辞。他说，《夜谭续记》这本小说

不过是四川人用四川话摆龙门阵，作为茶余酒

后谈资之类的通俗小说，是继承从古到今的传

统通俗小说之余绪的俗文学作品。只是这本小

说具有四川地方文学的特色，主要的是和四川

茶馆文化的渊源相关。四川茶馆和茶馆文化是

颇有特色的，它蕴涵了各色各样的人物形象，有

特异的民俗民风，有千奇百怪的故事、传说，有

丰富多彩的幽默谐趣的语言，这些无疑都是小

说创作取之不尽的素材。而“夜谭系列”小说就

是受益于这些素材的结果，只是取用得粗疏一

些，所以这本书可以说是四川的茶馆文学。他

说，四川文学一直是比较有特色的地方文学，将

永远保持四川特色，有四川味儿。不过，“味儿”

是一个看不见、摸不着、说不明的词，到底什么

是四川的文学味儿，说实在的，还真说不清楚。

连线过程中，一贯谦虚的马识途不止一次表示，

“《夜谭续记》实际是一本没有写好且不入流的

小说，却多承各位作家评论家热心点评研讨，我

受益不浅。”

上世纪80年代，马识途创作《夜谭十记》，

确立了“四川人以四川话讲四川故事”的框架。

三个月前，106岁的马识途推出新著《夜谭续

记》，并发出一纸“封笔告白”，宣布从此封笔。

少出夔门，志怀报国，奋斗百年，戎马与笔墨，革

命与文学，马识途将两项事业融为一生，以革命

的行动再造家邦，以文学的妙笔书写时代。

马老的新书《夜谭续记》终于

付梓出版，与读者见面了。研讨这

部书的思想意义与艺术价值，以

此回顾马识途同志壮阔的革命生

涯和文学道路，具有特别的意义。

收到《夜谭续记》之后，我是

先从“后记”读起的，马老在“后

记”里讲述了他与这部书刻骨铭

心的故事。2010年，马老发愿，要

完成久已酝酿的《夜谭续记》。然

而，开笔不久，癌症再度入侵，一

般人大概都会投笔而止，但马老

是何等坚韧、何等强大，他的生活

字典里没有“投降”二字，他在医

院里继续写，出院后也是一面积

极治疗，一面坚持写作。奇迹发生

了，当他完成初稿时，肿瘤阴影竟

然不见了，各种指标也正常了。对

此，马老幽默地说：“咋个，癌魔和

我斗，落荒而逃了吗？”读到此处，

我既为马老的化险为夷而振奋，

又深深地感佩马老履险如夷的无

畏、乐观。马老是革命者，马老是

文学家，在他的身上，一个革命者

的坚定、刚毅与一个文学家的热

情、活力完美地融和在一起。

早在上世纪30年代，马老就

满怀爱国热情，走上革命道路。枪

林弹雨、激流险滩、颠簸流离，他

那一代革命者将自己的信仰、激

情、鲜血乃至生命全部奉献给一

个崭新的中国。百年中国从积弱

积贫到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的

伟大历程中，马老是一位奋斗者、

见证者，也是书写者。马老与文学

结缘，从根本上说，也是为了革

命。1941 年，他到昆明做地下党

工作，同时就读于西南联大中文系，从此踏

上了文学道路。他说：“我不仅为了在同学

中做革命工作要认真学好自己的功课，而

且要用文学这个武器来进行宣传和组织，

我为文学墙报写稿，还在闻一多、楚图南、

李广田等教授的支持下，和张光年等同志

一起办过文学刊物。我为了‘做工作’，还经

常在同学中讲故事。大家听得很高兴，要我

多发挥四川人在茶馆里摆龙门阵的功夫，

继续摆下去。于是我从我的思想的层积中，

发掘出一些过去积累的素材，进行加工整

理。”这或许就是《夜谭十记》的来历吧。他

戏谑地将“夜谭系列”名之为“喝冷茶，扯乱

谭，消永夜，乐天命”，但是，就在这世道人

心的龙门阵中，时代浪潮激荡，历史风云际

会。煌煌十二卷《马识途文集》，一以贯之的

是他对人民的热爱、对时代进步

的信念。在他的心目中，文学是

“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是革

命事业的一部分，是民族解放和

民族复兴大业的一部分，值得为

之奉献一切。从《清江壮歌》到《夜

谭十记》，马老的奉献、马老的创

造和劳作在中国当代文学史留下

了鲜明、独特的标记。

革命者永远是年轻，现在，

“年轻”的马老又出新作。《夜谭续

记》这部小说，承续了《夜谭十记》

的结构形式和美学风格，上卷“夜

谭旧记”谈民间传说，品旧时人

物，辛辣幽默，让人们一览旧社会

的荒唐可憎；下卷“夜谭新记”调

子为之一变，让人蓦然想起《清江

壮歌》的阔大豪迈，感动于革命者

的铮铮铁骨、浩然正气。马识途的

创作，是地方的、四川的故事，是

精彩的中国故事；是世道人心的

精湛刻画，是中国精神的有力表

达。他的风格源于民间、来自传

统，在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中建构出具有现代气息和中国气

派的艺术空间。马识途的文学道

路对新时代的中国文学提供了多

角度的经验和启示，应该深入地

探讨和总结。

上个月，习近平总书记主持

召开了教育文化卫生体育领域专

家代表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

总书记高度强调文化的重要意

义，提出把文化建设摆在更加突

出位置。他指出，“统筹推进‘五

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

个全面’战略布局，文化是重要

内容；推动高质量发展，文化是重要支点；

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文化

是重要因素；战胜前进道路上各种风险挑

战，文化是重要力量源泉。”总书记的讲

话，饱含着时代和人民对我们的殷殷期

待。中国人民正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领导下，踏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

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

梦的新征程。在前进的道路上，马老是广

大文学工作者的榜样，他的人格感召着我

们，他的作品鼓舞着我们，我们要向马老学

习，像他那样，以执著的信念、丰沛的热情

和不懈的创造，成为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

革命者和写作者。

（此文系2020年10月11日在马识途
《夜谭续记》作品研讨会上的致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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