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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近日，由文艺报社和广东作协共
同主办的詹谷丰、耿立散文研讨会以线上线下
结合的方式举办。《文艺报》总编辑梁鸿鹰，广东
作协党组书记、专职副主席张培忠，以及陈晓
明、李林荣、贺绍俊、张柠、张莉、祝勇、王必胜、
刘颋、顾建平、王尧、李掖平、刘艳、刘军等专家
学者参与研讨。

此次研讨的主要作品为詹谷丰的《山河故
人——广东左联人物志》和耿立的《暗夜里的灯
盏烛光》。《山河故人——广东左联人物志》回顾
了丘东平、欧阳山、洪灵菲、杜国庠、冯铿、冯乃
超等广东左联人物的革命轨迹和文学成就，在
历史钩沉和时代精神回望中重温革命的理想信
念。《暗夜里的灯盏烛光》分“暗夜里的光”“大地
上的事情”“木镇风物记”三辑描摹乡土风物与
故土亲情，既有细腻的情感呈现，也有灵魂的思
索与剖析。

与会专家谈到，两位作家的散文既有历史
的钩沉，也直面生活本真，他们为散文写作注入
了丰富的知识、生动的叙述、真挚的情感，形成
了极大的文学张力。《山河故人——广东左联人
物志》不仅再现了左翼文学的岭南血脉，为岭南
现代历史文化增添了厚度，还反映了左联知识
分子投身革命所面临的重重困难与各方面的尖
锐矛盾，对当代青年有重要的启迪与激励作
用。《暗夜里的灯盏烛光》文字沉郁，情感饱满，
通过对中国当代乡土社会的刻画剖析和历史人
物的追溯回望，展现了对城市中“边缘人”的深
切悲悯和关怀，以及对民族精神和文化的深层
追问和思考，展示了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情怀
和使命担当。

张培忠总结时表示，广东作家始终坚持深入生活、扎
根人民，自觉地将“小我”融入时代“大我”之中。詹谷丰、
耿立的创作扎根于大湾区这片广袤热土，以历史文化和
现实生活为养分，作品饱蘸现实的热情、人民的深情和理
想的激情，是近年来广东散文创作的新成果。詹谷丰、耿
立分享了自身对散文文体的认知，认为新时代的散文写
作既要强调现代性的话语方式，也要注重表达身体与精
神的在场感，散文需要为时代表达提供新的可能。

（康春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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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黄尚恩） 4月6日，由中国诗歌学会主办、
凤凰卫视领客文化协办的“新时代诗歌十年：进步与空间”座
谈会在京召开。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邓凯、中国作协诗歌委员
会主任吉狄马加出席并讲话。中国诗歌学会会长杨克、凤凰卫
视领客文化总经理黄晓燕等主办方代表，叶延滨、李少君、
吴思敬、李舫、唐晓渡、刘笑伟、张清华、张颐武、李晓东、陈涛、
金石开、杨庆祥、王士强、冯雷、木汀、雁西等诗人、作家、评论
家以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参加研讨。中国诗歌学会党支部
书记、常务副会长王山主持会议。

吉狄马加在开幕致辞中说，谈论新时代诗歌，我们要将之
放到时代大背景中进行考察。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国家在
经济、政治、文化、生态等各个领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我们
正面临着两个大局，一个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另
一个是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是我们思考诗歌命题的宏
大背景。走过了百余年历程的新诗创作，在与时代、社会的互
动中，在对中外各种资源的熔铸中，涌现出一大批优秀的作
品。在新时代，诗人们需要继承优良诗歌传统，基于现实语境
进行新的创造，更好地处理好诗歌与现实、个体经验与时代经
验、新经验与新语言之间的辩证关系，以更多精品力作塑造新
时代的诗歌美学。

邓凯在总结发言中说，新时代诗歌十年来，既赓续了古老
的中国诗歌传统，又别开生面地呈现了百年中国新诗迅猛生
长、杂花生树的蓬勃态势。很多优秀诗人以高度的历史自觉
和对时代巨变的敏感，书写了不少与人民大众“同声相应、同
气相求”的优秀诗篇。当然，新诗也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
需要我们保持高度的警惕，克服自身的局限。新时代新征程、
新的历史方位为我们的诗人和评论家打开了新的话语空间。
我们需要更新诗歌的视觉系统、感知系统、评价系统，把个人
的诗歌旨趣、人生追求、艺术生命同国家前途、民族命运、人民
愿望紧密结合起来，努力使笔下的诗歌具有更加深沉的力量
和更加隽永的魅力。

新时代诗歌要展现时代的新气象

叶延滨谈到，进入新时代，中国诗人面对的是全新的世
界、全新的现实和全新的生活。“新时代”之“新”，体现在这个
时代的现代性更多地体现在现实生活之中，现实生活的现代
感又更强烈地赋予诗人更多的创作空间与创作灵感。真正热
爱诗歌并坚守薪火相传的诗歌精神的诗人们，在今天需要更
加努力回应新时代的期待，写出无愧于时代的诗篇。在诗歌
创作中，要追求诗歌精神的时代高度、诗歌题材的社会深度、
诗歌语言的艺术精度。面对抹去诗歌艺术边界和降低艺术门
槛的大众快餐消费狂欢，诗人们应该坚守诗歌精神，把握诗缘
情、诗言志、诗无邪的艺术底线。

王山说，诗歌不但是时代的见证，更是时代精神的记忆，
亦是穿越时间和空间的星光。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十年来，中国诗人和诗歌理论家积极
参与新时代诗歌的创作实践和理论研究，取得了巨大的成绩，
但也有许多新的命题需要进一步探讨。今年，党的二十大即
将召开，也是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新征程的重要年

份。在伟大的新征程中，诗歌应该在场，诗歌不能缺席。诗歌
应当主动参与到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激流中，服务大
局，服务人民。

杨克表示，新时代风起云涌、风云际会，我们应奉献出与
之匹配的体现时代风采的优秀诗歌作品。要向伟大的古典传
统致敬，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赓续中华文明和几千
年中国诗歌的精神血脉。同时，要时刻以在场者的细微观察
为当代生活作证，脚踩坚实的大地，为人民书写，为时代放
歌。在诗歌创作中不断突破自我，永葆活力与敏感，去感受新
时代脉搏，写出当代的新题材、新意象、新经验，潜心创作出有
浓郁人文关怀与温暖人性底色的作品，弘扬中国精神、传播中
国价值、凝聚中国力量。

李少君谈到，新时代诗歌之“新”，体现在多个方面：它所
张扬的主体性，是一种充满历史主动性的、自觉自主的主体
性；呈现时代之新，生动展现新时代的新气象；坚持以人民为
主体，书写人民创造力在新征程中的巨大能动作用；提升对审
美体验、社会经验和时代精神的诗意表现，共同创造新时代的
新美学。《诗刊》社近两年积极倡导主题诗歌写作，这种写作强
调将小我和大我融合，将个人独特生活感受与时代普遍经验
结合，展现一种积极参与创造、变革的历史主动精神。这是针
对过往一些诗歌过于个人化、碎片化而试图重建总体性的一
种努力。

新时代诗歌要积极书写人民关切的命题

吴思敬谈到，在新时代，诗人要对自我角色有更加精准的
定位。有些诗人过于强调“私人空间”，把诗歌写作变成“象牙
塔”中的呓语；有些诗人则用“公共空间”完全遮蔽“私人空
间”，让人看不到诗人的形象，听不到诗人的心音。在这种情
况下，如何处理好“私人空间”与“公共空间”的关系，不只是技
术问题、方法问题，更是涉及到诗人应该如何把握世界和自我
的深层问题。因此，诗人既要下“诗内功夫”，在诗歌创作中保
持对艺术的探索，同时也要下“诗外功夫”，让自己的心灵向世
界敞开，汲取它的博大与生机，成为一个无愧于新时代的真正
的诗人。

刘笑伟谈到，新时代的诗歌创作，要树立大历史观、大时
代观，写出新时代的情感、意象、梦想、追求，让诗作在时代的
风云中发出璀璨光芒。在坚守人民立场上，诗歌界应当凝聚
更为广泛的共识。我们的诗歌应该是来源于人民来源于生活
的。在诗歌创作中，应该积极反映人民的喜怒哀乐，讴歌人民
的崇高情感和情怀。诗歌创作的成果，还要更广泛地被人民
群众所接受。诗歌的优劣，应该由人民群众来评判。新时代
诗人要进一步克服创作中的“庸俗化”倾向，塑造高尚的诗人
品格。

唐晓渡说，就新时代诗歌十年而言，长诗写作是一个值得
注意的景观。诗人们试图使用当代性的语言去呈现时代和社
会内部的复杂性，将个体的内心世界和时代的纷繁复杂较好
地融合在一起，贡献了一批结结实实的优秀长诗作品。

张颐武谈到，十年来的诗歌创作体现出新的形态。诗人
们对语言和现实的关系进行重构，建构起语言与现实新的、更

为紧密的连接，使语言从自足的世界向真实的世界投射。在
内容方面，诗歌更加注重现实关怀，感受世界脉动。在形式
上，各种诗歌思潮、诗歌手法相互融合，从而能够更为生动地
表达丰富现实经验。在全球化的语境中，中国诗歌更加注重
本土性和世界性的融合，在彰显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同时，
不断丰富世界诗歌的宝库。

李晓东说，新时代诗歌是新时代文学非常重要的组成部
分。在新时代诗歌创作中，对主题写作的组织和引导取得了
很好的成效。我们不仅收获了一批优秀作品，还把文学与脱
贫攻坚、乡村振兴等行动紧密联系在一起。诗人们更加注重
书写现实生活的新变，有些作品即使是从身边的小事写起，也
注重超越自我，表达出这个时代的精神气象。

在沉潜中奉献出无愧于时代的佳作

张清华说，近十年来，诗人们在写作上更加沉潜、更加有
定力。这十年中，诗歌与底层社会的关系显得更加紧密，不仅
表现在有许多写作者会关注到普通人的生存，而且还产生
了许多直接来自基层的诗人。“大诗写作”在近些年渐成风气，
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世界局势飞速变化，这一切都催生着诗
人的思考，有一批诗人下决心写出伟大的诗篇。新时代诗歌
的另一个特征是“文化地理”特质的凸显。各个不同地域与文
化背景的诗人群落渐已成形，他们共同形成一个复杂的生态
构造。

王士强说，最近这十年的诗歌，呈现出注重本土性、多元
化与建设性的特征。新时代的诗歌是更为本土化的，扎根于
中国土壤，观照今日的中国与世界，表现中国人的情感、心理
与审美。这一时期的诗歌，摆脱了此前表面化的造势、炒作。
诗人不再依靠“群体”“团体”的声势获得影响，而更多依靠个
人的创作实力、文本质量来获得反响。诗人们更沉潜、更专
注、更纯粹，更注重诗歌自身建设，诗歌在向更宽阔、更深入的
维度探索和前进。

杨庆祥说，新时代的诗歌写作在主题和题材方面确实有
了大幅度的拓展和深化。比如，脱贫攻坚、高铁、宇宙飞
船、空间站、人工智能、抗击疫情等各类题材都被纳入诗人
的笔端。新时代诗歌写作面对的是高度流动的、新奇的、叠
加的、仿真的现实，不是单一的现实。但作为写作的主体，
这个时代的诗人却是碎片化的，很少具备自足的、强大的主
体性。这时候，现实生活的“外驱力”和写作主体的“内驱
力”之间就会产生“脱落”。面对这种“脱落”，就会期待
诗人对语言的再造，用有效的语言建立起诗歌与现实的有效
连接。

冯雷认为，进入新时代，“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成为社会各界的共同聚焦点，“日常生活”成为诗人们最自由、
最广阔、最丰厚的创作根据地。个人化的“日常生活书写”成
为诗歌创作的重要潮流，不断呈现人们丰富的内心世界，呈现

“日常生活的诗意”。面对这样的创作现场，启蒙的命题如何
延续，如何批评为资本逻辑张目的“平庸之恶”，新时代诗歌如
何从“日常生活”的无物之阵中突出重围，这些问题值得诗歌
界人士进一步深入思索。

本报讯 近日，中央宣传部、文化和旅游部、广电总局公布
第九届全国服务农民、服务基层文化建设先进集体评选表彰名
单。346家单位荣获第九届全国服务农民、服务基层文化建设
先进集体荣誉称号。

受到表彰的先进集体包括重庆市北碚区文化馆等64家县
级文化馆、图书馆、乡镇（街道）综合文化站、村（社区）综合性文
化服务中心，安徽省当涂县黄梅戏演艺有限公司等64家基层
文艺院团，浙江省宁波市镇海区文化市场综合行政执法队等
48家基层文化市场综合执法队伍，四川省达州市大巴山影业
有限责任公司等64家基层电影服务单位，江西省分宜县融媒
体中心等48家县级融媒体中心和基层广播电视机构，河北省
平山县西柏坡镇北庄村农家书屋等48家农家书屋和基层图书

发行单位，江苏省委宣传部印刷发行处等10家党委宣传部门。
据介绍，此次获得表彰的先进集体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

作导向，聚焦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围绕庆祝建党100周年、抗击
新冠肺炎疫情、助力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等积极开展系列活
动，受到基层百姓欢迎。

中宣部有关部门负责人表示，希望受到表彰的基层单位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珍惜荣誉、再接再厉，充分发挥榜样示范作
用，为丰富基层群众文化生活、增强人民精神力量作出更大贡
献。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广泛宣传先进集体克服各种困难、勤
勤恳恳工作和心系群众、默默奉献的典型事迹，激励引导基层
文化单位和广大文化文艺工作者积极投身基层、服务群众。

（欣 闻）

中宣部等表彰第九届全国服务
农民服务基层文化建设先进集体

“新时代诗歌十年：进步与空间”座谈会在京召开
本报讯 近日，国家新闻出版署启

动2022年优秀现实题材网络文学出版
工程评选工作，鼓励网络文学热忱描绘
新时代新征程的恢宏气象，创作出版更
多饱含精神力量、彰显时代底色、富有艺
术魅力的网络文学精品，以新风貌新作
为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此次评选包含四方面选题重点。一
是展现新时代的历史性成就和历史性变
革。突出展现党团结带领人民如期打赢
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等人间
奇迹，众志成城抗击新冠肺炎疫情、风雨
同舟防灾救灾等不凡壮举，兑现承诺成
功举办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
等国之盛事。突出展现经济社会发展取
得的重大成就，热情讴歌重大科技创新
成果，积极展现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践
成效，展现山河锦绣、物阜民丰、万家灯
火的幸福画卷。二是讴歌新时代中国人
民的拼搏奋斗和实践创造。深情褒扬一
切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奋斗的拼搏者、
一切为人民牺牲奉献的英雄们，热情讴
歌创造历史、书写奇迹的中国人民。礼
赞新时代优秀共产党员、扶贫干部、抗疫
先锋、运动健儿等，讲述各行各业的奋斗
故事，唱响“劳动创造幸福”“奋斗成就梦想”的时代旋律。
三是彰显新时代自信自强、守正创新的精神风貌。弘扬新
时代实践锻造形成的脱贫攻坚精神、抗疫精神等，传承弘扬
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源头的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展现当
代中国江山壮丽、人民豪迈、前程远大的时代气象，彰显新
时代中国人民的自信自立自强、志气骨气底气。四是书写
新时代激活中华文化生命力的生动实践。聚焦推动中华文
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丰富实践，展现加强文物保
护、推进重大考古工程、重视古籍整理出版、保护传统街区
和传统建筑等重大举措。反映新时代尊崇礼敬英雄模范、
褒扬善行义举、弘扬传统美德等生动实践，展现文明新风。

此次参评作品须公开发表并已完结，体裁以长篇小说、
报告文学为主。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
团新闻出版局统一报送作品，报送截止时间为6月5日。
据悉，国家新闻出版署将召开论证会，最终确定不超过10
部入选作品，同时组织专家进行精读，召开作品研讨会，推
动入选作品提高质量、提升影响。 （与 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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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黄尚恩） 3月31日至4月2日，由宁波
市文联主办，宁波书城、《文学港》杂志社、宁波市作协承办
的第九届宁波文学周举办。本届宁波文学周以新时代、新
文学、新格局为主题。受疫情影响，此次宁波文学周以线上
线下结合的形式举办，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邱华栋以及全
国名刊主编、作家评论家代表相聚云端，参与这场春天的文
学盛会。

“储吉旺文学奖”在文学周中颁发。“储吉旺文学奖”是
由《文学港》杂志社携手宁波如意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储吉
旺共同创设的刊物年度奖，以刊登在当年《文学港》上的所
有单篇（组）作品为参评作品。高鹏程的组诗《回声》、郭爽
的短篇小说《峡谷边》荣获2021年储吉旺文学奖大奖。陈
再见、姚辉、方晓、王学芯、王晨蕾5名作家、诗人的作品获
得优秀作品奖。

疫情的阴云遮不住诗意的天空，宁波市“春天送你一首
诗”云上诗歌朗诵会在文学周期间举行。朗诵会以“共同富
裕·诗意栖居”为主题，来自宁波各区（县、市）的30位优秀
朗读者深情诵读了15首原创诗作，联袂唱响春天的赞歌。
该活动是《诗刊》社倡导并发起的全国多城市参与的大型公
益品牌活动，这也是宁波市文联第21年参与主办该活动。

作家作品研讨一直是宁波文学周的重要组成板块。文
学周期间举办了帕蒂古丽作品研讨会、钱利娜作品研讨会、
王珂玮作品研讨会、安纲作品研讨会、余志刚和赖赛飞散文
研讨会五场研讨会。与会专家充分肯定了作家们的创作成
果，认为他们的作品个性鲜明，具有较强的潜力，并从他们
各自的文本内部出发，提出了有的放矢的建设性意见。作
家们表示，将在今后的创作中认真吸取研讨会上的专家意
见，创作出更满意的作品。

此外，“第二届·宁波城市书单”的评选结果在文学周期
间揭晓，阿门、岑燮钧、周东旭、沐小风、南志刚、江晓骏、天
涯、励双杰、邹元辉、光正10位作家的作品入选。该活动自
2021年2月中旬启动以来，得到宁波各地作协的大力支
持，第一时间组织各区县具有较强创作实力和较大知名度、
影响力的作家，自荐或推荐代表作品。经过评委评审、网络
投票等环节，评出10部获奖书籍。这次活动让宁波作家、
宁波文学走进大众，促进全民阅读。

第九届宁波文学周举办

本报讯 为纪念丰子恺的散文成就，推动当代华语散文
走向高峰，4月6日至6月30日，第四届丰子恺散文奖面向全
球范围征集优秀散文作品。本届丰子恺散文奖由作家出版社
有限公司、嘉兴市委宣传部、嘉兴市文联和桐乡市人民政府共
同主办，丰子恺研究会协办。此次征稿体裁为散文，内容不
拘，可包含怀古察今、记人述事等相关创作，体现健康向上的

价值观，字数在一万字以内，要求未在纸媒及网络平台发表。
据了解，从第四届丰子恺散文奖开始，评奖时间将从两年

一届变为每年一届，奖金总额也有所增加。在奖项设置方面，
本届丰子恺散文奖设置特别奖1篇、散文奖10篇，以及青年
作家奖10篇，以扶持1987年1月1日后出生的青年作家的散
文创作。获奖作品将由作家出版社结集出版。（贾志红）

第四届丰子恺散文奖启动征稿

3月31日，“红楼艺梦”主题展览在荷兰海牙
中国文化中心开幕，展出《红楼梦》中外文译本及
其他相关书画和影音作品。展览分为“艺文红楼”

“艺观红楼”和“艺影红楼”三部分，以“艺说”形式
讲述《红楼梦》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和深远影响。
在展品中，首部荷兰语全译本120回《红楼梦》颇
为引人瞩目。这部译本由三位荷兰汉学家和翻译
家历经13年合作完成，2021年11月在荷兰正式出
版。“红楼艺梦”主题展览将持续至6月24日，其
间还将举办《红楼梦》诗歌鉴赏、重温经典和红楼
美食等主题活动。

（据新华社海牙3月31日电 记者王湘江）

本报讯 汉字是中华文明的重要载体，不仅展现着先人
非凡的想象力和浪漫情怀，同时也蕴含着中国人的生活智慧
与人生哲学。2022年清明之际，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影视剧
纪录片中心出品的系列纪录片《“字”从遇见你》在央视纪录频
道首播，带领观众一起探索神奇的汉字世界。

数千年来，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和思维习惯自古绵延至今，
汉字在其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汉字系统是一个巨大的

文字世界，它自成体系、盘根交错，井然有序而又悠然自得。
《“字”从遇见你》从最基本的汉字开始，一集聚焦一字，结合孕
育汉字的生活情境与历史场景，故事化地讲述汉字的来源和
流变，挖掘汉字背后蕴藏的文化密码。全片将分三季播出，此
次播出的第一季共5集，分别讲述“中”“鼎”“卜”“天”“福”5个
汉字的故事。

（王 觅）

《“字”从遇见你》探索神奇汉字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