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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优秀作品向党的百年华诞献礼
本报讯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各地作协

精心组织策划，以多种形式推动相关主题创作，以优秀作品
向党的百年华诞献礼。

近日，浙江文学界围绕中国共产党在浙江的百年奋斗
史，深入挖掘蕴藏在之江大地上的红色资源，开展一系列守
初心担使命的专题活动。创作推出主题文学作品，重点关注
扶持影视文学《红船》、长篇小说《望江南》《苏州河》《三兄
弟》、报告文学《大陈岛密码》等。与长三角文学发展联盟积
极合作，联合发出“献礼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活动倡
议，组织开展庆祝建党100周年主题征文活动，合办联办散
文、诗歌等一系列征稿活动，讴歌民族精神、时代精神，弘扬
红船精神、浙江精神。充分发挥浙江作协直属文学阵地作
用，在《江南》和《江南诗》杂志以专题形式集中推出一批建
党100周年红色题材报告文学、小说、诗歌小辑，《江南》首
期推出何建明的报告文学《“一号烈士”之谜》，《浙江作家》、
浙江作家网、“浙江作家”微信公众号开设专题专栏，及时做
好浙江作协相关活动的动态报道，集中推出一批重要庆祝
文章和建党百年优秀文学作品等。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回顾党团结带领中
国人民不懈奋斗的光辉历程，歌颂党的丰功伟绩以及在党
的领导下三湘大地不断繁荣发展的历史巨变和所取得的辉
煌成就，大力弘扬爱国主义精神，生动鲜活讲好中国共产党
故事、讲好湖南故事，湖南文学界广泛开展庆祝中国共产党
成立 100 周年主题征文活动。湖南作协开展“百年辉
煌”庆祝建党100周年主题文学创作评选活动，通过作家自
主申报和湖南作协约请创作的方式，确定14个创作选题。
同时，湖南作协与湖南日报社联合举办“父辈的旗帜——我
身边的老共产党员的青春年华”征文活动，以身边的老共产

党员为主角，展现他们的青春风采和革命意志，为老一辈共
产党人的风采留下珍贵的历史回忆。此外，湖南省各文学学
会、各市州作协也积极行动，举办了主题突出、各具特色的
征文活动。

近日，由河北作协组织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
年”主题采风创作活动在保定市阜平县启动。此次活动组织
15名河北实力作家组成采风团，分两个批次、历时4天，赴
保定市阜平县、石家庄市平山县、邯郸市涉县、邢台市信都
区4个县区开展采风采访。作家们通过实地参观革命遗址
遗迹、纪念馆，深入采访革命后人、老干部、老党员及先进典
型等，继承党的优良传统，传承红色基因，持续激发创作热
情。活动期间，作家们还开展了“重温入党誓词”“听老党员
讲党课”等活动，将党史学习教育贯穿活动始终，学党史、守
初心、担使命的激情和热诚不断增强。活动结束后，作家们
将围绕此次采风主题，创作一批讴歌党、讴歌祖国、讴歌人
民、讴歌英雄的优秀文学作品，向党的百年华诞献礼。

为庆祝建党100周年，以文学的形式回顾党领导革命、
建设、改革的光辉历程，缅怀革命先辈的丰功伟绩，传承和
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福建文联、福建作协联合举办庆祝中国共产党
成立100周年诗文征集活动和校园文学征集活动，分别面
向福建作家以及福建大、中、小学生征集优秀诗文作品。征
文主题要求紧扣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生动描述
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的时代变迁和人民生活变化，生动反
映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和涌现的英雄
人物、光辉事迹，深情讴歌党的儿女不怕牺牲、吃苦耐劳、奋
发向上、开拓创新的精神风貌。两个征文活动将各评选出
100篇优秀诗文作品，向党的百年华诞献礼。

为庆祝建党100周年，深入挖掘红色传统文化中的廉
政思想，加强党员干部党风廉政教育，持续推进党风廉政建
设，营造浓厚的廉政文化氛围，辽宁作协面向广大作家、会
员征集共产党人的清廉故事。作品要求选取中国共产党成

立100年来涌现出的革命先烈、英雄模范和先进典型等优
秀共产党员的真实故事进行创作，对人物和事迹要有适当
介绍，相关阐述要做到观点正确、事实准确，弘扬主旋律、充
满正能量，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有代表性、思想性、
故事性、可读性，具有廉政教育意义。辽宁作协将择优编辑
出版《百年百例——中国共产党人的清廉故事》（暂定名）并
公开发行。

以“汇‘剧’小康新起点、齐‘声’振兴再出发”为主题的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陕西原创主题广播剧展播
（第一季）近日开播。本季展播精选了16部、88集原创优秀
作品，包括讲述新时代华山农户创造性开发华阴老腔故里
文化旅游、开启全面小康新生活的《华山挑夫》，记录毛乌素
沙漠边缘农家几代人将“沙窝窝”改造成“金窝窝”的《树
娃》，再现全国脱贫攻坚奖奋进奖获得者、淳化“无臂羊倌”
刘斌带领乡亲共同致富的感人故事《无翅的飞翔》，展现新
时代陕西扶贫干部扎根贫困村携手贫困户、奋进乡村振兴
新起点的《最后一公里》，追忆江苏援陕支医扶贫工作队队
长史明生前事迹的《天使大爱》，抒写陕西农村因地制宜发
展特色产业的《山楂红了》《花椒红了》等。

根据中国石化《关于启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
年主题文艺作品创作的通知》精神，中国石化作协组织了

“我心向党”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主题文艺创作活
动。活动共收到33家单位报送的诗歌、散文、短篇小说作品
297部，以及16家单位定向创作的报告文学作品18部。经
评审，共有29部诗歌类作品、21部短篇小说类作品、87部
纪实散文类作品获奖。石化作协希望获奖作者带头弘扬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带头实践石油精神和石化传统，深入生
活、扎根石化，通过精彩的故事、鲜活的语言、丰满的形象，
生动讲述石油石化人敢于有梦、勇于追梦、勤于圆梦的奋斗
故事，创作推出一批有高度、传得开、留得下、接地气、冒油
气，散发着石油石化生活迷人芳香的文学精品，为繁荣石化
文学事业、构建幸福和谐之家作出贡献。 （欣 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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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上海4月15日电（记者 郭敬丹） 记者15
日从中共一大纪念馆获悉：中共一大会址修缮工作已
经完成，将于今年“七一”前对外开放。历经约5个月
的修缮，这幢百年石库门建筑正以“修旧如旧”的新面
貌迎接建党百年。

自2020年11月17日起，中共一大会址暂停对外
开放，进行专业而细致的保护性修缮。乌漆木门、朱红
窗棂、清水墙等标志性元素都在此次修缮中再次焕发
百年风华。

紧邻会址，中共一大纪念馆建设项目于2019年8
月31日开工，目前正加紧建设，将于今年“七一”前亮
相。据悉，新的基本陈列展厅建筑面积约3700平方
米，将聚焦中国共产党建党初期在上海的革命实践，展
出各类展品超1000件，其中实物展品600余件。

上海是中国共产党诞生地。根据上海市最新复核
统计，上海现存1919年五四运动到1949年上海解放
这段时期内的各类红色资源612处，包括旧址、遗址
497处，纪念设施115处。

本报讯 4月14日，由人民日报出版社主办的《留
在草原的琴声》新书发布会在京举行。中国作协副主席
吉狄马加、人民日报出版社社长刘华新及柳建伟、包明
德、刘笑伟、陈红、张军安等文学界、出版界专家学者与
会。哈萨克斯坦作协主席乌卢克别克·叶斯道列德发来
祝贺视频。发布会由贵州省对外传播智库专家、作家汪
一洋主持。

《留在草原的琴声》为哈萨克族作家、翻译家、评论家
艾克拜尔·米吉提的最新散文集。书中既有讲述王蒙、张
贤亮、苏叔阳等文化名家故事的作品，又有书写航天科
技、黄河金岸、草原风情的作品，也有记录自己在新中国
成长、学习、工作、参政议政经历的作品。其中，对文化名
人的回忆文章展现了作者与他们交往的感人故事和浓浓
友谊，还原了他们不凡的人生阅历和文学情怀，笔触充满
温情；书写著名地域或景点的文章兼具“外来客”的新奇、
欣喜和“家里人”般的热爱、自豪之情，同时不乏作家的眼
光与高度；关于自己的文章则温情与冷峻并存，满怀深深
的感恩和如山的责任感。全书既是作者丰富人生经历和
多彩文学历程的真实记录，又是对新中国发展成就的深
沉思考和深情瞻望。

吉狄马加在会上说，艾克拜尔·米吉提的作品充满草
原的气息，以哈萨克族的视角进行人性的呈现。这本散
文集具有很强的现场感，语言充满诗意，非常优美，在文
字上也颇为考究，是一本值得阅读的好书。作者同时是
一位翻译家，所以他的文字中吸收了很多语言本身的思
维魅力，将哈萨克语和汉语进行了有机融合与输出。

刘华新谈到，艾克拜尔·米吉提不仅热爱和精通自己
本民族的语言，还从零起步刻苦学习汉语，从遥远的新疆
霍城步履坚实地走进全国读者的心中。文学给了他强劲
的翅膀和细腻的情感，他也将此传递给越来越多的人。
《留在草原的琴声》就是作者执著于文学、笔耕不辍的范
例与见证。乌卢克别克·叶斯道列德表示，艾克拜尔·米
吉提在哈萨克斯坦获得过许多荣誉，2020年获得哈萨克
斯坦总统托卡耶夫颁发的二级友谊勋章，对促进哈萨克斯坦与中
国文学之间的友好交流、文化沟通、精神亲和作出贡献。在这部新
作中，作者用深邃的智慧眼光将丰厚的人生经验展示出来，把自己
的满腔热忱奉献给读者。

谈及创作感受，艾克拜尔·米吉提表示，自己其实是一个写小
说的人，但在此之余也写散文随笔，留下所思所感，这很有意义。
同时，自己也翻译、写评论，这都是对文学永远的热爱。“我一路走
来，每走到一个地方，都会将它们记录下来，这就是我的个人体
验。希望今后还能写出很多很多的作品，和朋友们继续交流。”

本报讯 近日，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发行的李
修文新作《诗来见我》与读者见面。在4月11日举行
的新书首发式上，中国作协副主席李敬泽、导演宁浩与
李修文展开对谈，分享了各自的青春记忆和人生际遇，
并以“当诗词遇到网络热词”“你的生活是什么文风”为
主题与读者展开交流。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臧永清、
社长助理宋强，本书责编、《当代》主编孔令燕，当当网
出版物事业部总经理张玲等参加。

《诗来见我》所收录作品大部分完成于2020年春
天，最早以“诗来见我”专栏的形式刊登在《当代》上，并
陆续在各大文学刊物发表，后结集成书。作家以独有
的风格与角度解读中国古典诗词，既保留了《山河袈
裟》里对身边人与事的关切与悲悯，又对古人命运生出
入心彻骨的体悟与理解，使文章兼具坚硬和饱满、悠远
和贴己、苍凉和热烈的情感力度。

李敬泽认为，读此书便知道，古人的诗其实不在书
里，在我们的命里，在我们的路上，那不是古诗，是我们
心底的话水落石出。李修文谈古诗，不是鉴赏不是学
问，他与古人白刃相见、赤心相见，他把命放在诗里，他
让那些诗句有了热血和魂魄。“这哪里是谈诗，这写的
是从古至今中国人命里的江湖、心里的道路。”

在《诗来见我》中，李修文沿着随心而至、迎面而来
的古人诗句，向着历史更深处行进，走进杜甫、白居易、
刘禹锡、元稹等古代诗人的世界，不仅展现了创作诗句
的心血与道路，更体悟出他们意在言外的人生感怀。
同时，作者也在用古诗注释着每一条赤诚性命。他怀

着对命运的敬与念、忍与愿，让读者看到了一个又一个实实在在
的普通人。诚如李修文所说，“我所写下的不仅是我的审美对
象，而是我自身命运的一部分”，这些椎心泣血的文字，足以“纪
念我们性命里做不了主的一切”。 （任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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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近日，由二十一世纪出版社集团和湖北
省作协联合主办的儿童文学作家舒辉波长篇新作《逐
光的孩子》作品研讨会在京举行。中国作协书记处书
记邱华栋，湖北省作协副主席高晓晖，二十一世纪出版
社集团社长刘凯军、总编辑王军，以及徐德霞、陈晖、张
柠、张莉、徐妍、张国龙、崔昕平、郭艳、刘琼等专家学者
与会研讨，作者舒辉波和本书主人公原型、“优秀援教
教师”范献龙也参加了研讨会。研讨会由二十一世纪
出版社集团副总编辑熊炽担任主持。

《逐光的孩子》以一名大学生支教志愿者的视角，
讲述其在神农架山区小学支教的经历，是一部聚焦乡
村教育发展和儿童成长与梦想的现实题材儿童文学作
品。舒辉波的这部新作延续了其以往沉稳扎实的风
格，不避人性的脆弱与芜杂，直击生活的真实与繁复，
闪耀出生命的热力和光芒。

邱华栋在会上说，《逐光的孩子》以独具魅力的叙
事结构、充满诗性哲思的语言和生动可感的细节，展现
出神农架地区乡村教育者和山区孩子们共同成长、自

我疗愈的过程，在当下的时代背景下极富意义。与会
者从不同层面和角度深入探讨了这部作品的创作特点
和思想价值，认为其既体现了儿童文学反映生活所应
有的题材宽度，也在一定程度上抵达了少年心灵成长
的深层意涵，是一部反映我国新世纪以来乡村教育发
展与变迁的儿童文学力作。作者用真诚与悲悯的姿
态，直面山区孩子生活的艰辛与乡村教育的困境，在对
人物与现实抗争的描写中艺术地超越苦难，升腾起希
望之光，彰显出可贵的理想主义精神。同时，作品塑造
了个性鲜明又富有时代感的人物形象，语言富有浪漫
诗意的流韵，具有独特的个人美学风格。

舒辉波表示，写作《逐光的孩子》时，他的脑海里总
会浮现孩子们稚气天真的脸庞和亲切闪烁的眼睛。他
们有的是自己的采访对象，有的是自己支教时的学
生。“不是我书写了他们的生活，而是他们让我看见了
更宽广的世界。那些追逐着光的人，自己也成了光。
他们传递心中的火把，把光和热送到最需要的地方，照
亮更多的人。” （教鹤然）

《逐光的孩子》聚焦乡村教育发展

日前，由中国美术馆、安徽省文联共同主办的“风华凝粹——鲍加艺术展”在中国美术馆与观众见面。
作为2021年度“中国美术馆捐赠与收藏系列项目”之一，此次展览展出的50余件油画作品全面呈现了中
国油画学会理事、安徽省美协名誉主席、有着60多年党龄的老艺术家鲍加跨越半个多世纪的重要美术成
就。在此次展出的作品中，既有画家创作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重大革命历史题材作品《毛主席在马鞍山
钢铁厂》、中国美术馆藏作品《毛主席在共青团第九次代表大会上》、中国国家博物馆藏作品《淮海大捷》等，
也有上世纪80年代画家创作的《极目楚天》《大漠千里》等反映祖国建设成就的作品，还有上世纪90年代
画家以现实主义的艺术风格创作的《银杏树下的金色民居》《新安江畔》等散发着浓烈生活气息和温暖生活
质感的作品。中国美术馆馆长吴为山表示，鲍加的艺术创作是富于感召力的，能展现民族精神的大美之艺，
体现了党领导下的文艺工作者所特有的朴素和真诚。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中国美术馆以对这
位资深党员艺术家的艺术道路的回顾，向世人展示了他以艺术实践理想的生命画卷。展览开幕式上，88岁
高龄、抱病前来的鲍加将多件代表作捐赠给中国美术馆，并接受了吴为山颁发的捐赠证书。 （路斐斐）

图为鲍加作品《淮海大捷》（布面油画，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本报讯（记者 丛子钰） 近日，《百幅名画读懂马克思》新书
发布会在京举行。发布会由中央编译出版社社长、总编辑郗卫
东主持，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特聘教授杨金海作为推荐人
与读者进行了互动交流。

中央编译出版社最新出版的《百幅名画读懂马克思》通过百
幅中外名家的美术作品，描绘了马克思的成长与生活、思想与创
作、爱情与友情、理论与实践，生动呈现了马克思伟大壮丽的一
生，体现了思想性与艺术性的统一。出版方表示，出版该书旨在
帮助读者通过绘画这一直观艺术形式走近马克思的时代，了解
马克思及其科学思想，同时也为“四史”学习教育提供辅助读物。

会上，杨金海从马克思的成长和奋斗历程、精神与情感世
界、科学思想与革命实践三个方面，与现场读者展开交流。希望
广大读者通过艺术家们细腻生动的笔触，真切了解马克思、读懂
马克思，感受到马克思思想的深邃与生活的温度。

《百幅名画读懂马克思》
在京首发

本报讯 4月10日，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等主办的“‘新女
性写作’与我们时代的女性生活——张莉主编《新女性写作专辑：
美发生着变化》新书分享会”在京举行。梁鸿、张莉、季亚娅、杨庆
祥、饶翔、丛治辰等围绕新书展开对谈，分享对“新女性写作”概念
的理解和他们理想中的女性写作。

《新女性写作专辑：美发生着变化》是《十月》杂志联合北京师
范大学教授、批评家张莉共同推出的写作专辑，近日由北京十月文
艺出版社出版。该书收录了翟永明、林白、叶弥、乔叶、金仁顺、孙
频、文珍、蔡东、张天翼、淡豹、周瓒、戴潍娜、玉珍等13位不同代
际女性作家的小说、诗歌和非虚构新作，也收录了学者张莉、贺桂
梅对当代女性写作的理论与创作梳理，以更具想象力与异质性的
经验表达，推动当下语境里对女性写作的再次定义和重新理解。

与会者认为，中国的女性写作有其独特性，从中能够看到两性
关系的复杂性。无论是男性写作还是女性写作，都构成了书写女性
或者书写人性生命故事的重要组成部分。张莉表示，100多年来，
女性的美在不断发生变化，我们对女性文学的美、女性文学的判断
和何为好的女性文学的评判标准也在发生变化。“真正的女性写作
是丰富的、丰饶的，它有如四通八达的神经，既连接女人与男人、女
人与女人，也连接人与现实、人与大自然。” （樊金凤）

专家畅谈“新女性写作”

本报讯（记者 王觅） 2020年是具有世界影响的德语犹太诗
人保罗·策兰诞辰100周年、逝世50周年。日前，《灰烬的光辉：保
罗·策兰诗选》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3月28日，“以劫余
的灵魂讲话——《灰烬的光辉：保罗·策兰诗选》新书分享会”在京
举行。该书译者王家新，诗人多多、蓝蓝以及德语文学博士苏伟与
会，分享各自对保罗·策兰的阅读和研究体会。

王家新是策兰在中文世界的主要译者和研究者，也是第一个
策兰作品中文译本《保罗·策兰诗文选》的主要译者，其阅读、翻译
和研究策兰已近30年。《灰烬的光辉：保罗·策兰诗选》由王家新编
选和翻译，由约360首诗和部分策兰的获奖致辞、散文和重要书信
集结而成。该书既充分展现了策兰一生不同阶段创作的精华，又
是王家新多年来翻译和研究策兰的心血结晶，对于策兰译介和中
国当代诗歌的创作、翻译都具有积极意义。

与会者认为，策兰的诗既深刻见证了犹太民族的苦难，体现了
时代“内在的绞痛”，又以其卓异的“晚期风格”，把现代诗歌的艺术
探索推向了一个令人惊异的境地。对于策兰的诗歌，重要的是阅
读而不是解析，只有在反复阅读中才能深感策兰的伟大，从而建立
自身对策兰诗歌的感悟。王家新坦言，在翻译策兰诗歌的过程中，
他不仅保留了作者的难度和异质性，更是力图向读者展现其惊人
的语言创造力和颠覆力。“编译这部带有纪念性质的策兰诗选，对
我个人来说带有某种总结的意味。不过，恐怕不能就此‘了断’，因
为这是一个需要我终生来阅读的伟大诗人。”

保罗·策兰诗选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