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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写时代精神 攀登文学高峰
——作协五年工作巡礼系列报道之四 □本报记者 行 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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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10月24日，由江苏省作协、江苏师范
大学、徐州市文联主办，《扬子江诗刊》杂志社、徐州市
作协、徐州市文艺评论家协会、江苏师范大学文学院
承办的第四届扬子江诗会“大家讲坛”在徐州举行。中
国作协副主席吉狄马加，江苏省作协党组书记汪兴
国、书记处书记黄德志，江苏师范大学副校长蔡国春
出席。郭开芬、彭乃利、杨洪军、胡弦、晓华、白小云
等主办方和承办方代表，霍俊明、李琦、耿占春、张清
华、西川、孙新堂、安谅、姜念光、草树、张志刚、白翼
林、汪政、何言宏、张宗刚、黄梵、傅元峰、何同彬等诗
人、评论家以及第四届“紫金·文学期刊优秀作品奖”
《扬子江诗刊》奖获奖诗人梁平、韩东、娜夜、毛子、李
樯、李壮参加活动。

吉狄马加在开幕致辞中说，徐州这片土地从古
至今都与诗歌有紧密的联系，许多诗人都以其优秀
的作品，反映了新时代徐州人民创造美好新生活的
热烈实践。江苏省作协以及以江苏师范大学为代表
的江苏高校，近些年来致力于当代诗歌的繁荣和发
展，除举办扬子江诗会外，还就新诗相关主题开展了
数场学术研讨活动。这些活动有助于我们承续中国
特别是五四以来伟大的诗歌传统，厘清了很多理论
和创作实践上的问题。希望扬子江诗会这一诗歌品
牌可以坚持做下去，也希望诗人们能够为徐州留下
新的美好诗篇。

活动现场举行了第四届“紫金·文学期刊优秀作
品奖”《扬子江诗刊》奖颁奖典礼。在接下来的大家
讲坛暨年度扬子江笔会中，与会者围绕“人类命运共
同体与中国新诗创作——汉诗在海外的传播”这一
主题，展开了内容丰富的对话。吉狄马加谈到，在中
外诗歌译介史上，国外翻译中国作品和中国翻译国
外作品的数量之间存在很大差距，一个国家在融入
世界、进行国际交流时，不仅要关注经济政治交流，
更要关注文学交流。诗人本身要有选择译者的意识，以做到
有效的翻译，从而最大程度保留我们民族语言的精华。孙新
堂、西川、黄梵、白翼林、汪政等认为，诗歌具有强大的包容性，
能够真正穿越民族和文化的界限，成为全世界共通的一种心
灵语言。中国诗歌的质量不逊于世界上任何国家，要充分利
用好各种国际交流渠道，在写作观念和实践上有所创新，把中
国诗歌传播得更远。

在另一场题为“批评精神视野下的新时代诗歌”的创作研
讨会中，与会者围绕“人类命运共同体与新时代诗歌向度”“批
评与新时代诗歌建设”“新时代诗歌新的生长点”等话题展开
讨论。大家认为，评论界需要进一步重视诗歌研究，这对于重
塑汉语的诗性品格具有重要意义。不论诗人还是批评家，都
需要思考自己与时代之间的关系，思考如何在当下的时空中
进行思想表达。诗歌和诗歌批评需要真正形成对话的关系，
通过对话和阐释，形成诗歌创作和批评的新的有效性关联。

（罗建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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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在中央民族大学校庆70周年之际，《民族文
学》杂志社向中央民族大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学院赠
书仪式近日在中央民族大学举行。《民族文学》主编石一
宁、中央民族大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学院院长钟进文
等百余人参加仪式。活动由努尔巴汗·卡力列汗主持。

《民族文学》杂志社此次赠送的图书包括《民族文学》
汉文、蒙古文、藏文、维吾尔文、哈萨克文、朝鲜文6个文
版刊物和《〈民族文学〉精品选》等。赠书仪式上，钟进文
回顾了学院70年来的发展历程与成就。石一宁向与会
师生介绍了《民族文学》的发展概况。扎巴代表学院教师
发言，感谢《民族文学》杂志社为学院教师提供了丰富的
教学和研究素材，为学院学生提供了文学阅读、研究的资
料和实践机会。

据介绍，中央民族大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学院
为少数民族文学事业培养了大量人才，输送了一批又一
批新生力量。多年来，《民族文学》杂志社与该院始终保
持着密切联系与合作。此次赠书活动是《民族文学》杂志
社开展党史学习教育和贯彻落实中央民族工作会议精神
的举措之一，杂志社希望有更多优秀作者、研究者继续关
注支持刊物发展，为新时代少数民族文学事业发展和刊
物的创新发展献计献策。 （玉 梅）

《民族文学》杂志社
向中央民族大学赠书

本报讯 中国诗歌学会第四届理事会第二次会议
10月24日以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召开。京内理事在
北京设立的线下会议主会场与会，京外理事通过“广电
云”直播系统专设的线上会场与会。中国诗歌学会党支
部书记、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王山向大会作第四届理事
会工作报告。中国诗歌学会会长杨克以线上方式参会，
并远程作了本届理事会的工作规划和部署。中国作协
社联部副主任李晓东与会。

报告指出，中国诗歌学会第四届理事会于今年2
月1日履职以来，自觉把党建工作摆在学会工作的首
要位置，在诗歌活动组织和学术活动开展中，政治站
位始终自觉贯穿于各个环节当中，先后举办了“庆祝中
国共产党建党百年”为主题的采风创作征文系列活动、

“新时代·共诵中华经典诗篇”五年计划等引导诗歌主
旋律的数十场活动。8月16日，中国诗歌学会还在京
举行了学习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专题工作
会，会后发表了《自觉担当新时代赋予诗人的责任与使
命》为题的倡议书。换届后，团队体现出团结和谐、主
动担当的正气，学会在社会公众和诗人中的全新形象
初具雏形。学会全体理事要重新认识诗歌自身地位和
作用，深化诗歌的责任和使命，使千年诗歌因“国之
大者”再度荣耀。

杨克说，换届后中国诗歌学会秘书处在规范管理
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为学会发展提供了制度保障。学
会接下来要继续与各个地方诗歌学会、文学社团建立
起紧密联系，以发挥好繁荣诗歌、培养文学新人的作
用。李晓东肯定了换届后中国诗歌学会呈现出的新
的面貌和气象，以及学会在创作推广与普及、围绕新
时代文学的中心任务方面作出的努力和开展的实际
工作。

此次理事会签到和表决结果直接进入会议终端数
据库并实时在主会场大屏公示。会议由中国诗歌学会
驻会副会长刘向东主持。中国诗歌学会副会长唐晓
渡、曹宇翔分别担任会议部分议程主持。第三届中国
诗歌学会常务理事峭岩担任会议表决事项和结果的总
监票人。 （欣 闻）

中国诗歌学会召开
四届二次理事会

2016年11月3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第十次
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作协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式上强
调，广大文艺工作者要推出更多反映时代呼声、展现人民奋
斗、振奋民族精神、陶冶高尚情操的优秀作品，努力筑就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时代的文艺高峰。五年来，面对新的时代，
中国作家沉下心，在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的过程中，以高度
的文化自信和锐意进取的创新精神，不断书写时代精神，攀
登文学高峰。

加强创作扶持 推出精品力作

五年来，中国作协和各团体会员单位不断完善创作扶
持机制，聚焦聚力推出精品力作。中国作协组织中国当代文
学创作工程，做好重点作品扶持，支持优秀现实题材文学、
革命历史题材文学和优秀儿童文学出版，开展重大现实题
材作品系列研讨、“时代楷模”报告文学创作征集、全景式抗
疫叙事、脱贫攻坚报告文学创作等，着力打造一批反映时代
风貌的优秀作品。第十届茅盾文学奖、第七届鲁迅文学奖、
第十二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第十届和第十一
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等，着力推出了一批具有标志意义
和广泛社会影响的文学作品。中国作协“脱贫攻坚报告文学
创作工程”推出20多部作品，10多部与海外出版社签约。
2017年到2021年，中国作协共扶持重点选题410项。重点
作品扶持工作始终坚持导向性，加强现实题材创作，对描写
反映新时代，讴歌党、讴歌祖国、讴歌人民、讴歌英雄的作品
给予重点关注，对青年作家申报的选题给予重点支持。同
时，在工作中对作家的创作全程跟踪、帮助、管理和支持，扶
持作品结项率较高，社会影响力较大。

各团体会员单位引导扶持文学创作工作取得新进展。
陕西作协举办向路遥、柳青、杜鹏程、陈忠实等前辈作家学
习的活动，弘扬老一辈文学陕军潜心创作的精神，推动以人
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进一步深入人心。江苏作协不断提高
抓重大题材创作的自觉性，五年间立项扶持234个文学项
目，签约资助73名作家，组织出版数十部重点作品、系列丛
书等，有力推动了现实题材文学创作。上海作协在加强原有
签约作家制度的同时，2017年首创签约网络作家制度，在

“青年文艺家培养计划”中精选成就卓著的作家当导师，对
列入计划培养的青年作家进行一对一辅导。浙江作协“新荷
计划”不断创新模式，通过跨省办班等拓展渠道，五年共培
训了近300位作家，先后选派30多人赴山东、江苏、广东、上
海、河南等地交流。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湖北作协组织
106名作家分成5个采访创作组，深入抗疫一线进行创作，
用文学激励人民、鼓舞斗志、凝聚力量。

聚焦现实题材 讲好中国故事

五年来，广大作家积极参与现实，用创作回应时代、回
馈人民，无论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70周年、改革开放40周年，还是举国抗击新冠肺炎疫
情、决胜全面小康和决战脱贫攻坚……在所有的重大历史
节点面前，中国作家都不曾缺席。2020年初，为真实记录
中国人民抗疫历程，反映抗疫战斗中表现出的中国精神，
中国作协组织抗疫采访创作小分队，赴武汉抗疫一线采访
创作，同时组织实施中国抗疫全景式叙事写作计划，推出体
现中国抗疫核心叙事主旨的长篇报告文学。诸多作品生动
讲述新时代中国故事，更彰显出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
力量。

现实主义一直是中国文学主流，也是中国文学最具特
色和感染力的审美理念和艺术模式。面对波澜壮阔的新时
代，现实题材与现实主义写作手法逐渐成为广大作家的共
同选择，无论是长篇小说还是中短篇小说，以及儿童文学、
网络文学等，都涌现了一大批贴近时代、贴近生活、贴近读
者的现实题材与现实主义力作。广大作家以戒骄戒躁、耐心
诚恳的现实主义创作手法，对历史、现实、人性等古老的文
学母题进行深入开掘，热情礼赞平凡的中国人身上所闪耀
的英雄光辉。一大批有志于解决现实问题、回答现实课题的
文学作品兼具思想性、艺术性、可读性，一方面重返现实主
义文学的伟大传统，一方面也对现实主义进行创新，深刻反
映时代变革，用文学创作奏响了时代最强音。

以人民为中心 扩大文学影响力

五年来，中国作协和各团体会员单位始终坚持以人民
为中心的创作导向，组织开展“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等主题
活动，强调把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作为文艺和文艺工作
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把人民作为文艺表现的主体，作为文艺
审美的鉴赏家和评判者，把为人民服务作为文艺工作者的
天职。中国作家逐渐走出书斋和象牙塔，虚心向人民学习、
向生活学习，在丰富多彩的现实生活中汲取营养、积累经
验，力争用充沛的激情、生动的笔触、优美的旋律、感人的形
象把最好的精神食粮奉献给人民。五年来，作家不仅“身入”
人民群众之中，更做到“心入”“情入”，感受人民的悲喜、传
递人民的心声、描绘人民的梦想，真正在文学创作中走向了

“无尽的远方”，与“无数的人们”在一起，并最终在人民大众
中发现了具有中国品格的人物形象和精神。

近年来，互联网技术和新媒体的迅速发展，为中国当代
文学的发展带来了机遇，也带来了新的挑战。新的媒介形式

催生了一大批新的文艺类型，也带来文艺观念和文艺实践
的深刻变化，网络作家、签约作家、自由撰稿人等新的文艺
群体十分活跃。与此同时，纯文学报刊通过新媒体传播、影
视剧改编等方式，不断拓展文学的社会影响力。五年来，中
国作协主管的多家报刊社网不断强化互联网思维，探索新
模式、搭建新平台、引入新资源，推动优秀文学作品向大众
传播，获得了良好的社会效应。多家老牌纯文学期刊创新思
路，通过创办微信公众号、开发APP等举措，吸引了新媒体
时代的年轻读者。

坚守文学理想 推动文学创新

当代中国作家除了要有扎实的专业素养，更要有高尚
的人格修为，有“铁肩担道义”的社会责任感。五年来，广大
作家坚守文学理想，用专注的态度、敬业的精神、踏实的创
作，为读者提供了诸多高质量、高品位的作品。面对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的大背景，优秀的文学作品应该既能在思想上、
艺术上取得成功，又能在市场上受到欢迎，并对读者起到价
值引导、精神引领、审美启迪的作用。一些纯文学作品在碎
片化阅读的时代依然创造了销量奇迹，彰显出当下人民群
众对于优秀文艺作品与精神文化产品的渴望，也为中国作
家的创作提出了新的要求。

创新是文艺的生命。五年来，中国作协和各团体单位鼓
励作家在文艺创作的观念、手段、内容、形式等方面不断进行
探索与创新，提倡各体裁、题材、形式、手段充分发展，推动观
念、内容、风格、流派切磋互鉴，涌现出许多令人耳目一新的
作品。有的作品兼具中国人的传统品质和与时俱进的现代意
识，体现出面向未来的勇气与宏阔的全球化视野；有的作品
深化了文学探索的精神，在价值内核上体现出深切的家国情
怀，并最终指向对中国精神与中华文化的认同和礼敬。

文艺事业是党和人民的重要事业，文艺战线是党和人
民的重要战线。五年来，广大作家和文学工作者坚持以人民
为中心的创作导向，为前进中的中国谱写了动人的篇章。正
是他们发现美、创造美的辛勤耕耘和不懈努力，推动了文学
事业的进一步繁荣发展，在文学创作由“高原”到“高峰”的
路途上迈出坚实步伐。

本报讯（记者 李晓晨） 10月22日，世界文学与中国当代原
创文学研究暨出版中心成立仪式在江苏南京举行。该中心由中国
作协青年工作委员会、南京师范大学、译林出版社共同主办。中国
作协副主席李敬泽、书记处书记邱华栋，南京师范大学副校长缪建
东，江苏省委宣传部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主任许益军，凤凰传
媒总编辑徐海等出席活动。成立仪式由译林出版社社长葛庆文主
持。仪式上，李敬泽、缪建东、徐海共同为该中心揭牌，南师大文学
院教授何平介绍相关情况。

李敬泽在致辞中表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过40多年的发展
和变化，需要一个新的视野、新的位置，带给人们走向世界中心的自
信。他说，我们现在是以一种平视的目光，以一种“我们就在世界中”
的自信面对世界文学，而且可以自豪地说，我们正在走向世界的中
心，正积极参与着世界文学的建构。中国是世界文学的最大市场，拥
有最广大的读者群，要思考的是，在建构世界文学的过程中，我们是
否站在中国本位的立场上，站在中国对世界如此的参与度上来建立
对世界文学的话语与想象。他希望该中心在新的视野下开辟新的
学术空间、话语空间，有力推动新时代中国文学的繁荣发展，让新
时代的中国文学获得新的自我意识，开辟新的创造空间。

在随后举行的“世界文学与中国当代原创文学”主题论坛上，
邱华栋、何向阳、丁帆、朱晓进、毕飞宇、佘江涛等专家学者进行了
主题演讲。青年批评家岳雯主持论坛。

邱华栋说，要加大对青年作家的关注与扶持力度，发现青年作
家身上的可能性。城市书写或许是未来青年作家写作的最大可能
性，因为城市已然成为他们之中很多人的故乡。老一辈作家书写乡
村的成功经验很难复制，青年作家要在城市中找到自己的写作领
域，就要发掘更多可能性，这个可能性或许就在日益变化的城市生
活及其所包含的丰富元素中。

与会专家学者谈到，从五四开始，我们有了和世界对话的“新
文学”，到20世纪80年代的“走向世界文学”，再到新时期的“中国
文学海外传播”，中国文学百年来不断追求与世界联结的愿望。但
时至今日，我们的文学仍然是“拿来”多“输出”少。要改变这种差序
格局，就要让更多更密集的作家作品登上国际文学舞台。世界文学
的引进、出版和中国文学的外溢、出版，应该是双向的。我们在借
鉴、引进文学的时候，最终应该形成具有我们自身特点的文学。我
们的目光要更多地投入到当前不同语种世界、不同社会的需求中
去，了解他们的审美需求和接受心理，主动地、有系统地、有选择地
推出，提高中国文学外溢出版的效率。

据介绍，该中心主任由何平担任，岳雯、袁楠任副主任，陆志宙
为秘书长。中心还成立了学术委员会，聘请李敬泽、邱华栋、何向
阳、丁帆、朱晓进、陈众议、毕飞宇、佘江涛为学术顾问。该中心的成
立旨在整合资源优势，推动中国当代作家尤其是青年作家积极参
与世界文学的交流和对话，开展基于世界文学视野的中国当代原
创文学研究，促进海外优秀文学作品的译介和引进以及中国原创
文学的推广和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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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10月12日至14日，由中国纪实文学研
究会、丽江市委宣传部主办的“中国纪实文学作家写丽
江”活动在云南丽江举行。中国作协副主席、中国纪实
文学研究会会长白庚胜发来致辞。中国纪实文学研究
会名誉会长、党支部书记刘守家，中国纪实文学研究会
副会长陈政举、朱金平，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会副会长
赵晏彪，丽江市委宣传部部委委员陈国光以及罗朝会、
和龙、张永康、聂极鸿、王科、超侠、刘凤龙、杨易峰等有
关方面代表和作家参加活动。

白庚胜表示，丽江是多民族聚居和融合的城市，拥
有丰富的民族、民俗文化和大美的自然风光，在脱贫攻

坚和乡村振兴中也取得了重大成就。希望作家们走进
丽江的山水与乡村，感受民族文化，用手中的笔写好丽
江故事。

活动中，作家们前往永胜边屯文化博物馆、毛氏宗
祠、清水古镇、永胜瓷厂、丽江博物院等地采访，并深入
普通百姓家中，了解当地的风土人情和人民生活情况，
收集了大量的资料和写作素材。大家表示，具有民族特
色的文学作品对向世界传播中国故事起到了促进作
用。今后将从采访纪实的角度展开创作，真实描述和反
映丽江的特色文化、历史故事以及新时代丽江人的精
神风貌。 （尹 超）

纪实文学作家走进丽江采访创作

10月22日，由中国油画学会、北京美术家
协会、北京画院共同主办，北京画院美术馆承办
的“迹——雷波油画展”在北京画院美术馆开
幕。展览通过70余件作品，诠释油画家雷波的
内心迹象，呈现中国本土油画的独特精神和气
质，以及笔触之下朴实的记写和渺远的诗意。雷
波的油画创作包容中西，兼容当代和传统。他既
画过众多风景的写生，又画过众多市井人群的
意写，社会百态的人物在他的作品中沉静淡然、
不卑不亢，传递出人性的光芒。 （黎 华）

新华社北京10月28日电 10月28日，第九次全国法治宣
传教育工作会议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
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守法普法协调小组组长黄坤明出席会
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贯彻落实中央
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会议精神，聚焦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目标要求，扎实有效开展新时代法治宣传教育，切实做好“八五”
普法工作，在全社会大力营造尊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良好氛围。

黄坤明指出，过去五年，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七五”
普法规划实施完成，全社会法治观念明显增强，社会治理法治
化水平明显提高，为推进全面依法治国、建设法治中国提供了

重要基础。开展好新形势下法治宣传教育，要坚持守正创新，
完善制度机制，把习近平法治思想贯彻到全民普法工作全过
程，落实到“八五”普法工作各方面。要突出工作重点，抓好抓
实公民终身法治教育，推进普法与依法治理有机融合，加强社
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增强普法工作针对性实效性，不断提升
公民法治意识和法治素养。

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守法普法协调小组成员，中央和
国家机关各部门普法办公室负责同志参加会议。会议以电视
电话会议形式召开，各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党委宣传部
设分会场。

黄坤明在第九次全国法治宣传教育工作会议上强调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
扎实有效开展新时代法治宣传教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