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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丛子钰） 7月6日，中国作家协

会在北京召开全国重点网络文学网站联席会议。

近50家重点网络文学平台负责人、全国省级网络

文学组织负责人、知名网络作家和评论家共同发起

《网络文学行业文明公约》（全文另发），呼吁加强

网络文明建设，优化网络文学行业生态，推动网络

文学高质量发展。

此前，中国作家协会先后组织网络作家、网络文

学平台发出《提升网络文学创作质量倡议书》《提升

网络文学编审质量倡议书》，从创作和编审方面加强

行业团结、推动行业自律。在这次联席会议上，中国

作家协会根据第十次作代会精神和《关于加强网络

文明建设的意见》要求，从行业文明建设角度组织大

家进行认真讨论，形成了《网络文学行业文明公约》。

网络文学是新时代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网

络文学从业者是网络文明建设的重要力量。为

优化行业生态，营造有益创作、风清气正的良好

环境，多出精品多出人才，促进网络文学高质量

发展，中国作协网络文学中心组织全国重点网络

文学网站、网络文学组织，协调网络作家、评论

家、网络文学工作者，共同制订本公约。

一、网络文学作者
1. 坚守人民立场，心系民族复兴，强化社会

责任，努力创作更多精品力作。

2. 积极深入生活，增强脚力、眼力、脑力、

笔力，开阔视野，提升素养，书写新时代新人物

新气象。

3. 增强文化自觉，坚定文化自信，坚持正确

的国家观、历史观、民族观、宗教观、文化观，反对

历史虚无主义，弘扬中国价值、中国精神。

4. 强化精品意识，坚持创新创造，反对抄袭

剽窃、跟风注水，减少同质化、模式化，提升文学

品质。

5. 坚持正确的审美观，抵制低俗、庸俗、媚

俗，反对不良亚文化和畸形审美。

6. 增强法治意识，遵守公序良俗，坚持弘扬

正道，追求德艺双馨。反对拜金主义、享乐主义、

极端个人主义，不以点击量和收入论英雄，正确

引导粉丝，相互尊重包容，反对恶意引流，不发

布、传播有害言论。

二、网络文学平台
7. 遵循创作规律，完善编辑管理，提高编审

能力，激励作品创新，丰富题材类型，努力培养文

学新人，发掘优秀作品。

8. 严把内容导向，严格内容审核，杜绝单纯

依赖机器审核，避免问题作品上线。

9. 恪守职业道德，规范推介程序，杜绝低俗

营销、黑榜营销，反对数字造假、恶性争榜、违规

刷票，防止饭圈化，维护良好行业生态。

10. 抵制流量至上，规范充值、打赏机制，杜

绝诱导未成年人非理性消费。

11. 尊重作者权益，强化服务保障，反对霸

王合同，建立公平、公正、共赢的合作关系。

12. 积极推动“网文出海”，提升中华文化影

响力，向世界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

三、网络文学评论研究者
13. 遵循网络文学发展规律，弘扬真善美，

针砭假恶丑，提高审美情趣，引领阅读风尚，推动

网络文学向上向善，传播正能量。

14. 建立科学的网络文学评价体系，推动网

络文学高质量发展。

15. 认真阅读作品，推动评论与创作良性互

动，增强评论的说服力和影响力。积极引导阅

读，促进文明友善互动。

16. 坚持公正客观的评论立场，注重评论

的社会效果，不为“三俗”和泛娱乐化现象推波

助澜。

四、网络文学组织
17. 充分履行联络、协调、服务、管理职责，

增强作家的向心力和归属感，引导网络作家听党

话、跟党走。

18. 增强服务意识，提高服务能力，努力为

网络作家办实事、解难题，建设温馨的网络作家

之家。

19. 组织评奖、开展活动要规范程序、严格

标准，积极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效发挥

示范导向作用。

20. 网络文学组织负责人率先垂范，讲奉

献，善作为，发挥团结引领作用，杜绝利用职务谋

取个人利益。

网络文学界发起
《网络文学行业文明公约》

网络文学行业文明公约

本报讯 7月5日，北京师范大学与鲁

迅文学院合作培养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文

学创作方向硕士研究生协议书签约仪式在

京举行。中国作协党组成员、副主席吴义勤，

北京师范大学副校长康震，鲁迅文学院常

务副院长徐可，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院长

王立军等出席签约仪式。仪式由鲁迅文学

院副院长李东华主持。

吴义勤在致辞中表示，鲁迅文学院和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是国内文学创作教育

的两座灯塔。双方合作培养文学创作方向

硕士研究生，是双方加深文学交流、强化文

学教育合作的重要契机，也为青年文学人

才提供了重要的学习平台和难得的成长机

会。在即将圆满完成前两期合作之际，两校

决定开启第三期合作。吴义勤指出，在未

来的研究生教育中，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落实到教学

全过程，紧扣服务作家这个宗旨，守住“作

家研究生”的底线，在研究生教育和文学教

育“特色”上下功夫，不断发挥双方优长、整

合资源、探索合作办学的新路径，真正将鲁

院和北师大联办研究生班打造成国内文学

创作教育的知名品牌。

康震在致辞中说，今年正值北京师范

大学建校120周年，这次签约不仅是北师

大文学院与鲁迅文学院合作办学历史上的

一件盛事，也是北师大在培养文学创作人

才历史上的一件大事。在已有的两期合作

期间，北师大和鲁院各自发挥了平台优势、

人才优势、学科优势和专业优势，在研究生

培养方面取得了良好成效。基于双方良好

的合作，双方共同决定再次签约，开启第三期合作办学的序

幕。希望未来北师大文学院继续发挥文学创作人才教育优

势，与中国作协、鲁迅文学院在文学创作人才培养领域开拓更

多合作机会，共建全国文学创作人才教育的高地。

王立军、徐可分别代表北京师范大学和鲁迅文学院在协

议书上签字。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副院长张莉汇报了北京师

范大学与鲁迅文学院联合培养研究生的情况。

据悉，北京师范大学与鲁迅文学院在1988年至1991年

期间曾联合招收文学创作专业的硕士研究生班。莫言、余华、

刘震云、迟子建等一大批优秀作家均在班中学习，为中国文学

繁荣发展、走向世界作出了重要贡献。为赓续这一传统，从

2017年开始，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与鲁迅文学院再度携手，

以合作培养的方式联合招收文学创作专业方向的硕士研究

生。新一期协议自2023年至2025年共三年，双方将继续联

合招收培养文学创作（单独考试）硕士研究生，规模为每年15

人，依然采取非全日制学习和双导师制的培养模式，学制三

年。授课地点为北京师范大学及鲁迅文学院。（陈 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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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百年奋斗历程波澜壮阔，为文学提供了丰厚的精

神滋养与创作资源。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1周年之际，部

分党史专家和报告文学作家接受本报记者采访，畅谈新时

代党史题材文学创作的相关话题。

把党史具象化，把党的精神生动化

在百年党史上曾经涌现出一大批优秀的文艺作品，对

于今天的作家来说，这些在不同时期诞生的革命历史题材

作品对他们的创作产生过重要影响。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

院原院务委员、党史专家陈晋谈到，他们这一代人在青少年

时期，大多都读过“三红一创，青山保林”等文学作品，这种

阅读习惯一直保持到今天。这些年，虽然大部头的长篇小

说他看得少了，但中短篇革命历史题材的小说还是看了一

些。这类题材的电视剧，比如《历史的天空》《亮剑》《人间正

道是沧桑》《潜伏》等，也让人印象非常深刻。陈晋认为，这

类题材的文学艺术创作，实际上是把党史具象化、把党的精

神生动化，是讲好中国共产党的故事、讲好中国故事的有效

途径。当然，里面更潜移默化地融入人生观、价值观，其意

义不可小看。

萧军的长篇小说《八月的乡村》、罗广斌和杨益言的长

篇小说《红岩》、李英儒的长篇小说《野火春风斗古城》、李克

和李微含的长篇小说《地道战》、孙犁的小说《荷花淀》、周立

波的长篇小说《暴风骤雨》、丁玲的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

河上》、魏巍的报告文学《谁是最可爱的人》等作品都对报告

文学作家纪红建产生过重要影响。“虽然这些作品现在看来

是革命历史题材，当时却大都是现实题材作品，这一题材无

疑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它们不仅再现了革命原貌，特别

是生动再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波澜壮阔的革命与建设历

程，而且传承了红色基因和红色革命精神，而这正是中国共

产党带领人民在百年革命、建设、改革过程中创造的强大精

神和伟大实践，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鲜明底色。”

报告文学作家李春雷表示，在经过历史的烽烟之后，再

回过头来梳理历史、反思历史，我们会更加自豪和自信。通

过党史题材文学作品，我们会更进一步确信，中国共产党的

诞生和取得的一个个胜利，是历史的正确选择，是人民的正

确选择。

新时代呼唤党史叙述的新视野与新质感

新时代对党史题材的创作给予更多鼓励，也提出了更

高的要求。陈晋认为，过去的创作者大多亲身经历过那个年

代，有的还是重大历史事件的亲历者。他们写出来的作品，

所应具有的历史质感是没有问题的。年轻作者书写过往年

代的党史事件、塑造党史人物，拥有更开阔的视野及贴近新

时代读者和观众的情怀观照，这是这一代作家的创作优势，

但历史的质感和朴实特色，仍然需要保持。新时代党史题材

创作最大的新要求，一是要有新时代党史叙述的新视野，二

是要最大限度地保持党史本身的质感。

英雄人物构成了百年党史的重要组成部分。长篇报告文

学《脚印——人民英雄麦贤得》是作家杨黎光近年创作的优

秀党史题材作品。主人公麦贤得在“八·六海战”中被弹片击

中头部，仍坚持战斗直到击沉敌舰，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

际获得“人民英雄”国家荣誉称号。“在中华民族的血脉中是

有英雄情结的。我们从读书时开始，就会读到许多英雄的故

事，这些英雄的事迹和精神也就潜移默化地深入到我们的心

中，形成英雄情结。”但书写英雄并不简单，杨黎光谈到，“书

写英雄，首先要真正了解英雄，不通过深入的了解，不被英雄

事迹所打动，所写出的作品也很难打动别人。我在采访麦贤

得的过程中几乎一直是含着泪，这在我以往的创作生涯中是

很少的。每一部文学作品本质上应是个性化的，可绝大部分

英雄事迹都是不断被报道和宣传过，极易被概念化，感动人

的作品就显得尤为可贵。因此，作家在写作中需要更多的冷

静思考，既要抓住英雄本质，又要有自己独特的表现方式。”

除了要对英雄的事迹有所了解，写好英雄还需要深入

历史现场。纪红建表示，他和作家铁流一起创作《见证：中

国乡村红色群落传奇》时，对此有着深刻的感受。作为一名

报告文学作家，不论是写现实题材，还是写历史题材，都应

该深入到生活和历史的一线，寻找鲜活的创作素材。沂蒙

老区那些新中国成立前入党的农村老党员，“虽然他们散落

在民间，看上去极其普通，但当我们走近他们时，发现他们

的感人事迹犹如散落在草丛中的一颗颗珍珠，散发着耀眼

的光芒。采访抢救他们的故事，书写他们的传奇人生，具有

铭记历史的意义及价值。”

“使自己笔下的文字真正地含钙含铁”

《见证：中国乡村红色群落传奇》记录了崔立芬等一大

批老党员平凡而又感人的故事，这种“原生态”的人物和故

事，向我们展示了共产党员最质朴的革命本色。新中国成

立前，崔立芬对党和革命事业的忠诚与不畏牺牲，体现了共

产党员的大无畏英雄主义气概；新中国成立后，这些党员在

农村默默奉献，但他们对党的事业依然初心如磐。纪红建

谈到，他们身上的故事以及体现的革命精神，不仅需要作家

去记录与开掘，更需要去学习与传承。

李春雷近年来创作了《“共产花开”》《赤岸》《赤光》等一

批党史题材作品，他认为每一名共产党员也是生活中的普

通人。因此，在创作中要更加注重将其作为一个生活中的

普通人来描写，要以真实而精细的笔调、独特的视角，从各

个侧面写出他们的性格，写出他们在原始生活土壤中茸毛般

的根须，写出他们的赤诚与坚定、勇敢与柔韧，从而写出发生

在他们每个人身上各自不同的真实故事。这才是真实的历

史。李春雷表示，这些普通党员信仰坚定、百折不挠，为了真

理甘愿牺牲一切。他们独特的人格与品格给予作家极大的

感动和深刻的启迪。“要进一步确立自己的理想信念，开阔自

己的世界观，使自己笔下的文字真正地含钙、含铁，为真理写

作，为历史写作，为时间写作。”

陈晋表示，党史事件和党史人物之所以在不同时代被人

反复书写，是传承和弘扬党的精神的需要，而且不同时代的

传承和弘扬，触动点、闪光点、学习点、体会点都可能会有侧

重。我们要向党史题材作品的主人公们学习的是“坚持真

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对

党忠诚、不负人民”的伟大建党精神。由此，把真理的力量转

化为信仰的力量，转化为道德的力量，转化为人格的力量，激

励人们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奋进前行。

为真理写作 为历史写作 为时间写作
□本报记者 丛子钰

本报讯（记者 王觅） 中国国家博物馆目前拥有143万余件藏品，构

建类型多样、各具特色的藏品体系离不开社会各界人士的慷慨捐赠和热

心支持。我国近现代著名钱币学家、钱币收藏家罗伯昭便是其中的杰出

代表。在国博建馆110周年之际，为纪念罗伯昭将“全部藏泉，公诸邦国”

的爱国义举，由中国国家博物馆策划举办的“薪火赓续——罗伯昭捐赠

展”日前在国博与观众见面。

罗伯昭与方若、张叔驯并称“近代泉家三杰”。1957年9月，罗伯昭将

其收藏的15431件文物捐赠给北京历史博物馆（现中国国家博物馆），至

1965年，又先后捐赠文物70余件（套）。罗伯昭捐赠的钱币通古贯今，兼

及中外，品相极精，版别丰富，与其他泉家捐赠的文物共同奠定了中国国

家博物馆钱币类藏品的基础。如今，中国古代钱币已成为国博的馆藏大

类，总量众多，品类齐全，一级品数量在国内外均独占鳌头。此次展览精选

了罗伯昭捐赠的文物珍品170件（套），通过“泉坛巨擘 沐园寄怀”“爱国

义举 垂范后世”“不负重托 笃行致远”三个单元，系统展示了罗伯昭的重

要泉币收藏和学术研究工作，展现了国博在钱币文物征集、收藏、保护、研

究、展示等方面取得的重要成果。此外，展览还特辟专区，展示了罗伯昭捐

赠的青铜器、玉器、瓷器等其他类别文物。

据介绍，此次展览精选了罗伯昭代表性的钱币藏品140余件，以时代

顺序展开，涉及中国古代钱币、外国钱币、革命根据地货币等，并选取了部

分特殊版别的钱币进行展示，同时将罗伯昭对钱币学的研究与展品相结

合，旨在体现其收藏的系统性，让更多人了解钱币收藏及研究。主办方表

示，希望展览能引导观众切身感受前辈先贤热爱祖国、心怀天下、热心公

益的高风亮节和赤子情怀。展览预计持续3个月。

罗伯昭捐赠展
呈现“薪火赓续”

新华社北京7月7日电 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5周年仪

式7日上午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举行。中共中央政治

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王沪宁出席仪式并讲话。

北京卢沟桥畔，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巍然矗立。上午

10时，仪式开始。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奏响《义勇军进行

曲》，全场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随后，全场肃立，向在中国

人民抗日战争中英勇牺牲的烈士默哀。首都大学生代表宣誓。

王沪宁在讲话中表示，85年前的今天，日本侵略者为达

到以武力吞并全中国的罪恶野心，悍然炮轰宛平城，制造了震

惊中外的卢沟桥事变。中国军民奋起抵抗，全民族抗战爆发，

并开辟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在中华民族生死

存亡的历史关头，中国共产党秉持民族大义，高举抗日旗帜，

积极倡导、有力推动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同日本侵略者进行了最英勇、最坚决的斗争，成为全民族抗战的

中流砥柱。全体中华儿女共赴国难、浴血奋战，彰显了中华民族

威武不屈的脊梁和精神。

王沪宁表示，我们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5周年，就要传承

和弘扬伟大抗战精神，坚定不移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深入学习

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

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

个维护”，筑牢历史记忆，担当历史使命，掌握历史主动，更好奋

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要坚定不移加强中华儿女大团结，敢于

斗争，善于创造，锲而不舍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要

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更好为人类和平发展进步贡献力量。

王沪宁等领导同志还同各界群众代表一道向抗战英烈献

花，并参观《烽火印记——北京抗日战争主题片区特展》。

孙春兰、黄坤明、郝明金、张庆黎、苗华出席仪式。蔡奇主持

仪式。

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北京市有关负责同志，各民主党

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参加过抗日

战争的老战士老同志代表及抗战将领亲属代表、抗战烈士遗属

代表，首都各界群众代表等约300人参加仪式。

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5周年仪式在京举行
王沪宁出席并讲话

本报讯 中央歌剧院剧场近日落成启用，7月6日晚，剧场

开幕式音乐会举行。文化和旅游部党组书记、部长胡和平，中国

文联主席、中国作协主席铁凝，中国文联党组书记、副主席李屹，

中宣部副部长张建春等出席并观看演出。

胡和平在致辞中表示，中央歌剧院剧场是一项重大国家文

化工程，剧场落成为广大歌剧艺术工作者提供了广阔的舞台，为

广大观众提供了欣赏高水平艺术的殿堂，为首都北京增添了新

时代文化地标。今年是中央歌剧院成立70周年，70年来，剧院

始终贯彻党的文艺方针政策，秉承延安红色基因和光荣传统，创

作了一大批脍炙人口的精品力作，培养了一大批德艺双馨的歌

剧艺术家，为繁荣发展新中国歌剧事业发挥了重要作用。希望

中央歌剧院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工作重要论述精神为

指导，紧扣时代脉搏、坚守人民立场、坚持守正创新，以创作为核

心任务、以演出为中心环节，努力创作演出更多无愧于时代、无

愧于人民的优秀作品，打造高品质服务、高效益运营的专业化、

现代化剧场，为繁荣发展歌剧事业、丰富人民精神文化生活作出

新的更大贡献。

新落成的中央歌剧院剧场总建筑面积4.1万平方米，整体

设计以“凤凰”为核心立意诠释建筑内涵主题。剧场色调以金黄

色为主，内部金黄色与红色相交织。椭圆形观众厅呈螺旋放射

分布，如同凤凰腾飞时洒下的光芒。剧场中央约150平方米的

超大乐池可实现120人编制的交响乐团同时演奏。

当晚的音乐会在管弦乐《红旗颂》中拉开帷幕，共分为三个

篇章展开。老中青艺术家联袂演绎了《白毛女》《洪湖赤卫队》

《党的女儿》《西西里晚祷》《卡门》《图兰朵》《玛纳斯》《命运》《道

路》等古今中外歌剧经典选段和中央歌剧院近年原创剧目选

段。在接下来的开幕演出月中，中央歌剧院剧场还将上演《茶花

女》《歌剧瑰宝》《中国歌剧咏叹之夜》等多场精彩演出。（欣 闻）

中央歌剧院剧场
开幕式音乐会举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