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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重
要要
新新
闻闻

9月16日出版的第18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

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要一以贯之》。

文章强调，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伟

大社会革命的成果，也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伟大社会革命的继续，

必须一以贯之进行下去。历史和现实都告诉我们，一场社会革命要取

得最终胜利，往往需要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只有回看走过的路、比

较别人的路、远眺前行的路，弄清楚我们从哪儿来、往哪儿去，很多问

题才能看得深、把得准。

（据新华社北京9月15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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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玄庄》
张曰凯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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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玄庄》是作
者继原小说《悠
悠玄庄》出版后
历经十年重新再
版的一部作品，
该书以农民命运
史、乡村文化史
为 坐 标 展 开 叙
事，满怀真情、打
动人心。作品具
有扎实的生活基
础，丰富的艺术
想象力，为读者
打开了一扇观察
中国乡村变迁的
独特窗口。

新书贴

本报讯（记者 王觅） 9月 15日，鲁迅文学院第

四十一届中青年作家高级研讨班结业典礼在京举行。

来自全国各地的学员们圆满完成为期两个月的学习研

修任务，顺利结业。中国作协主席、中国文联主席铁凝，

中国作协党组书记、副主席张宏森，中国作协副主席、

鲁迅文学院院长吴义勤出席结业典礼，为学员们颁发

结业证书，并与大家合影留念。

吴义勤在讲话中说，我们即将迎来党的二十大，这

是在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迈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

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关键时刻

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大会，对鼓舞和动员全党全国

各族人民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面建设社

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

重大意义。当今，我们正身处波澜壮阔、日新月异的新

时代，时代为文艺繁荣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广阔舞

台。作为文学生力军的中青年作家们要树立大历史观、

大时代观，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用守正创新

的精品力作推动新时代文学高质量发展，勇担光荣使

命，谱写时代华章，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新时

代文学的强大力量。在中国作协党组的坚强领导下，在

鲁迅文学院全体教职工的精心组织、周密配合和辛勤

努力下，本届高研班各项工作开展顺利，成果丰硕。希

望学员们继续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工作的

重要论述，全方位、全景式地展现新时代的精神气象，

描绘新征程的恢宏气象；坚守艺术理想，涵养精神品

格，坚定文化自信，真正讲好有广度、有高度、有深度的

中国故事，用满腔赤诚和实际行动响应“新时代山乡巨

变创作计划”和“新时代文学攀登计划”，为新时代文学

添砖加瓦；弘扬正道，德艺双馨，在创作的道路上脚踏

实地，努力开辟文学新境界，铸就文艺新高峰，在未来

坚实有力的文学之路上不断取得新成就、结出新果实。

唐嵩、卞晨绚、智啊威、徐春芳等学员代表在结业典

礼上先后发言，回顾分享了各自的学习收获，畅谈了参

加本届高研班的心得体会，表达了对鲁院的感激和不舍

之情。大家表示，时代和生活的丰富性、复杂性，为每个

人的创作提供了无尽的素材、启示和可能性，作家正是

要把这些纷繁复杂的日常经验转化成优秀的文学作品。

在鲁院的学习让人受益良多，更加深切地感受到文学的

温暖和力量。今后将始终葆有对文学事业的敬畏与热

爱，不断创新突破，努力书写出新时代的新史诗。

本届高研班是鲁迅文学院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文艺工作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

文联十一大、中国作协十大开幕式上的重要讲话精神，

围绕中国作协中心工作，为“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

划”和“新时代文学攀登计划”积聚、培养高水平人才的

重要举措。高研班的举办得到中国作协党组的高度重

视和亲切指导。高研班期间，张宏森来到鲁院，围绕“胸

怀‘国之大者’，推动新时代文学高质量发展”这一主题

与学员们座谈交流，对大家提出殷切期望，引发热烈反

响。为激发学员们的学习热情，鲁院在保留既有教学框

架的基础上，调整了教学活动的形式和内容。在课程设

置上，必修课、专业课、研讨课、写作课、文学对话课、小

组讨论课等精心搭配，不仅涉及领域广、覆盖面大，而

且注重精品化、体系化，力求最大程度提升学员素养，

最高标准强化学员使命意识，最大容量丰富学员创作

经验。高研班邀请不同领域专家学者为学员们授课，给

予大家专业上的启迪和指导；延请知名文学刊物的主

编担任学员们的辅导老师，并邀请资深编辑为大家改

稿，解答学员们创作过程中的困惑。一系列文娱活动的

举办，增进了学员与老师之间的情谊。学员们还自发开

展了形式多样的文学沙龙、小组研讨和诗歌朗诵，营造

了浓厚的对话交流氛围。

中国作协办公厅主任李一鸣、鲁迅文学院副院长

李东华等出席结业典礼。结业典礼由鲁迅文学院常务

副院长徐可主持。

鲁迅文学院第四十一届
中青年作家高级研讨班结业

本报讯 9月 14日，中国作协党组书记、副主席

张宏森到《文艺报》社调研，与干部职工座谈交流，听取

报社工作汇报，对宣传服务党的二十大作进一步动员

部署，对下一阶段重点任务和《文艺报》的进一步改革

发展提出明确要求。他强调，《文艺报》是党的宣传思想

工作和文学工作的前沿阵地，希望大家守土有责、守土

尽责，以昂扬的精神状态、扎实的工作作风、优异的工

作成绩，为迎接庆祝党的二十大、宣传学习贯彻党的二

十大精神作出贡献。

中国作协党组成员、副主席李敬泽主持调研座谈

会。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邓凯、中国作协办公厅主任李

一鸣等参加调研。

座谈会上，《文艺报》社领导班子汇报了当前工作

情况和下一步发展思路。今年以来，《文艺报》社坚持以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以政治

建设为统领，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深入宣传报道党中

央的重要决策部署，把迎接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作为

重中之重，唱响主旋律，打好主动仗，团结凝聚广大文

艺工作者，为推动作协工作和文学事业高质量发展发

挥了积极作用。

认真听取大家的发言后，张宏森代表党组书记处

对《文艺报》全体工作人员的努力表示感谢，并向为《文

艺报》发展作出贡献的前辈致敬。张宏森指出，《文艺

报》作为中国作协的机关报，是作协工作的重要窗口，

是广大作家和文学工作者的精神家园。希望大家进一

步提高政治站位，坚持正确导向，发扬优良传统，开拓

事业发展新局面，让《文艺报》能够始终成为中国文艺

史上不可或缺的存在，成为新时代文学发展的风向标。

张宏森强调，《文艺报》要成为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宣传思想工作重要思想和关于文艺工作重

要论述的阵地。中国作协是党领导下的人民团体，是践

行“两个维护”的第一方阵，《文艺报》要深刻把握“两个

大局”，始终牢记“国之大者”，把旗帜鲜明讲政治放在

首位，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工作的重要论述，

深刻领会“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不断增强“四个意

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提高政治判断

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为文化强国建设作出积

极贡献。

张宏森强调，《文艺报》要成为推动新时代文学高

质量发展的重要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十一

大、中国作协十大开幕式上的重要讲话中向广大文艺

工作者提出的殷切希望，为新时代文学高质量发展提

供了根本遵循。“新时代文学”是中国作协在十代会报

告中提出的重大文学课题，推动新时代文学高质量发

展是广大文学工作者必须担负的责任和使命，需要用

文学实践来破题，用文学成果来支撑，用文学共识来巩

固。《文艺报》要以积极的宣传推动、深刻的理论阐述、

全面的成果反映，为引导和推动新时代文学高质量发

展贡献智慧和力量。

张宏森强调，《文艺报》要成为记录中国当代文学

心路历程的重要载体，让读者能够通过《文艺报》看到

中国当代文学变化发展的历程，捕捉当代作家的心情

和表情，为文学史留下鲜活生动的现场与背景。《文艺

报》要成为全方位展示文艺新气象的权威平台，要以文

学为核心，兼及各文艺门类，进一步加强对新时代文艺

新气象全方位的关注、洞察与引领，不断增强在整个文

艺领域的专业性、权威性和公信力。《文艺报》要成为展

示世界文学发展的靓丽窗口，在新的国际形势背景下，

坚定文化自信，加强与世界范围内优秀文艺成果的互

鉴、交流和对话，努力以文学的方式增进世界各国人民

的相互理解和尊重。

张宏森强调，《文艺报》要成为凝聚会员、吸引作

家、团结队伍的桥梁纽带。既要面向名家大家，也要面

向基层文学工作者和普通文学爱好者，通过提升发行

覆盖、加快媒体融合等手段扩大影响力，为壮大队伍、

培养文学新力量发挥积极作用。

张宏森强调，《文艺报》要成为专业文艺类媒体的

领军标杆。要进一步提升新闻意识、专业意识、前瞻意

识、话题意识和融媒体意识，做好做优文学艺术领域有

价值、有分量的正向话题，积极发掘新资源、对接新平

台，使《文艺报》的优质资源和传统优势充分融入现代

传播格局，焕发出新的生机活力，有力引领新时代文艺

的繁荣发展。

《文艺报》总编辑梁鸿鹰代表班子和全体员工表

示，要不负重托，锐意进取，奋发有为，以建社办报的优

异成绩，积极推动新时代文学高质量发展，为建设社会

主义文化强国贡献力量。 （罗建森）

本报讯 9月12日是我国著名翻译家、作家杨苡先生103岁生

日。中国作协主席、中国文联主席铁凝，中国作协党组书记、副主席

张宏森致贺信，代表中国作协向她和家人致以真挚的敬意和祝福，并

委托中国作协副主席、江苏省作协主席毕飞宇，江苏省作协党组书记、

副主席汪兴国前往慰问。

贺信指出，杨苡先生是五四运动的同龄人，是自西南联大迈向广阔

生活的进步学子，是首创“呼啸山庄”这一译名并使该译本成为经典的

重要翻译家，是兼及诗歌、散文、儿童文学创作的勤勉写作者。山河沦落

时，杨苡先生不甘安守于家庭的庇护，怀着青春热血投身时代洪流与祖

国同命运；家国康宁时，杨苡先生古稀之年以生花妙笔完成《天真与经

验之歌》《我赤裸裸地来：罗丹传》等著作的翻译，依然满怀蓬勃意气。从

《红楼梦》《儒林外史》到《红与黑》《呼啸山庄》，杨苡先生与兄长杨宪益、

爱人赵瑞蕻共同推动中文与世界对话，使文学经典如种子般在不同文

明的土壤里生根开花，成就了中国文学翻译事业的一个奇迹。

贺信指出，爱国、进步、对真理和正义的追求，血液般融入杨苡先

生的人生选择，那明亮的人格让世人看见：被文学生活、文学事业、文

学追求所浸润的人生是如何饱满与光洁。贺信最后写道，“时间呼啸而

过但生命始于百岁。祝愿您的眼眸永远洋溢青春的明亮，愿每一天的

生活安宁丰盈、溢彩流光！”

9月14日下午，毕飞宇、汪兴国等专程前往杨苡先生家中转交中国

作协的贺信，并送上来自江苏省作家协会的慰问与祝福。杨苡先生的家

坐落在南京大学附近的一条深巷，这套校区公寓是她与丈夫赵瑞蕻的

宿舍，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杨苡已在这里住了半个多世纪。秋雨刚

过，门口的芭蕉绿意盎然，郁郁葱葱。尽管前不久刚刚生病住院，但眼前

的杨苡依然嗓音清亮，思维活跃，一头银发梳得整整齐齐，她描述这次

住院经历时充满了斗士般的豪情，“我又战斗了，而且战斗胜利了”。

交谈中杨苡还谈起，自己最近有一本口述史著作将由译林出版社

出版。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余斌这十年来为她做口述回忆录，他们如

老友聊天一般，谈故人故事，谈天南海北，一个世纪的人和事在叙述中

缓缓展开。杨苡的人生百年，正是中国经历沧桑巨变的百年。时代与人

生的淬炼，让天真凝结为天真与经验之歌。正如她曾自嘲引用自己译

过的一篇短文：“老朋友，请努力活到80岁吧，这是生命中最好的时

刻。人们可以包容您的一切一切。您要是还有疑问，我就告诉您：生命

始于80岁。”

杨苡，本名杨静如，1919年9月12日生，汉族。曾先后就读于昆明

西南联大外文系、重庆国立中央大学外文系，历任中学教师，国立编译

馆翻译委员会翻译，1949年后历任语文教师，原民主德国莱比锡卡

尔·马克思大学东方语文学院讲师，南京师院外语系教师。1936年开

始发表作品。译著长篇小说《呼啸山庄》《永远不会落的太阳》《俄罗斯

性格》《伟大的时刻》《天真与经验之歌》，著有儿童文学《自己的事情自

己做》等。 （欣 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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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宏森在《文艺报》社调研时强调

全面展现新时代新成就新气象
积极推动新时代文学高质量发展

本报讯（记者 行超） 9月11日，第三届吴承恩长篇小说奖颁奖典礼

在江苏省淮安市举行。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施战军，淮安市委常委、宣传部

部长李森，淮安区委书记颜复，以及潘凯雄、路英勇、李晓东、徐则臣、汪政、

贾梦玮、方标军等作家、批评家出席颁奖典礼。中国作协副主席、吴承恩长

篇小说奖评委会主任吴义勤，往届吴承恩长篇小说奖获得者陈彦、梁晓声

等发来视频。

施战军表示，理想与行动、智慧与表达、文学精神与人生成长的主题，

为民族复兴抗争、奋斗、行走、学习、劳动、歌唱的家国情怀、骨肉情谊和朝

向人的现代化的生命力量，是本届吴承恩长篇小说奖的价值取向，也是每

一个对自己的文学志业有坚定之心和坚毅之行的写作者必将抵达的诗与

远方。经过三届的发展，吴承恩长篇小说奖的品牌越发光亮，影响愈加深

远。新时代新征程，《人民文学》将与淮安一道，展现古城创造性转化、创新

性发展的文化魅力与活力，共同书写新时代文学的新华章。

据介绍，吴承恩长篇小说奖于2016年设立，由淮安市淮安区主办，《人

民文学》杂志社和江苏省作家协会为学术支持单位。截至目前，该奖已成功

举办3届，评选出20部具有较高思想艺术价值的获奖作品。本届吴承恩长篇

小说奖自2021年6月面向海内外征稿，共收到投稿近300部。经过评委会的

认真遴选，最终，邓一光的《人，或所有的士兵》、蒋韵的《你好，安娜》、王晋康

的《宇宙晶卵》、胡学文的《有生》、张平的《生死守护》以及淮安籍本土作家于

兆文的《大胡庄·1941》、魏嘉陵的《特别党产》共7部长篇小说获奖。

活动中，汪政代表评委发言。他说，吴承恩长篇小说奖的一大特点是评

选标准与时俱进，每届评出的作品都是在拓展文学的边界，发现中国文学新

鲜的原创力量，同时，这个奖对推动淮安本土的文化建设更具有重要意义。

获奖作家王晋康、蒋韵、胡学文等分别发表感言，在对主办方及评委会

表示感谢的同时，大家一致认为，吴承恩《西游记》中的原创力、想象力，都

是中国传统宝贵的文化财富，曾经为很多作家带来了文学的启蒙，也是他

们今后进行文学写作的动力和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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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王觅） 9月6日，由北京市文

联主办、中国图书进出口（集团）有限公司和北京

老舍文学院承办的2022“北京作家日”开幕式暨

北京市文联优秀文学作品翻译工程图书成果发

布及三期项目签约仪式在京举行。北京市文联

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陈宁，中图公司执行董事、

党委书记李红文，中图公司总经理林丽颖，北京

老舍文学院副院长周敏，以及部分中外作家、汉

学家、翻译家及出版社代表以线上线下相结合的

方式与会。活动由北京市文联一级巡视员田鹏

主持。

陈宁在致辞中说，“北京作家日”已成为北京

文学“走出去”的重要机制和品牌，提升了北京文

学海外版权合作水平，向国际社会展示了北京文

学的发展成就。希望通过这项活动，为世界文学

留下更多根在中国的时代故事和经典形象。李

红文表示，中图公司高质量地推进北京文学“走

出去”，“北京作家日”品牌的传播力、影响力、感

召力、引导力、创新力逐年攀升。未来将与北京

市文联继续携手同行，强强联合，让更多北京文

艺精品走向世界。

与会者分享了各自参与项目的感受，围绕北

京文学的海外译介各抒己见。活动中，北京市文

联优秀文学作品翻译工程一期、二期项目发布了

周晓枫《星鱼》意大利文版和英文版、叶广芩《花猫

三丫上房了》法文版、星河《北京小子》阿拉伯文版

等成果。梁晓声《我和我的命》俄文版、张之路《吉

祥时光》英文版、格非《月落荒寺》西班牙文版、毕

淑敏《预约死亡》韩文版、肖复兴《我们的老院》阿

拉伯文版、张悦然《我循着火光而来》西班牙文版、

宁肯《蒙面之城》捷克文版7部三期项目作品现场

签约，俄罗斯海波龙出版社、英国独角兽出版集

团、阿根廷拉丁美洲出版集团、韩国圣齐尼出版

社、突尼斯东方知识出版公司、西班牙拉斯塔利

亚出版社、捷克维索纳出版社参与签约。

“北京作家日”是北京市文联携手中图公司

于2019年启动的品牌活动，截至目前已促成24

位北京作家的26部作品与海外出版社签约，以

10种语言输出到13个国家。本届“北京作家

日”除此次活动外，还包括“译·北京——北京文

学与世界对话”“访·北京——北京作家与汉学家

代表体验北京”“阅·北京——多国汉学家推荐北

京文学作品”“读·北京——北京作家朗读名篇名

作”等。在首次举办的“世界阅读北京”线上读者

见面会上，北京作家与海外读者展开面对面交

流。相关活动继续采用“24小时大联播”的形

式，于9月9日通过多家平台在海内外同步集中

播出。

推动更多优秀北京文学作品走向世界

本报讯 9月 7日，“中国文艺评论（中国传媒大学）基地揭牌仪式暨新时

代文艺批评理论与实践高峰论坛”在京举行。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兼

秘书长徐粤春，中国传媒大学党委书记、校长廖祥忠，中国传媒大学党委常委、

副校长张树庭，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秘书长杨晓雪，中国文艺评论（中国传

媒大学）基地主任张晶等出席仪式。活动由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指导，中国传

媒大学主办，中国传媒大学科学研究处、中国传媒大学人文学院、中国文艺评

论（中国传媒大学）基地承办。

此次论坛以“新时代文艺批评理论与实践”为主题，旨在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

总书记在中国文联十一大、中国作协十大开幕式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以及关于文

艺评论的重要指示批示，落实中宣部等五部门《关于加强新时代文艺评论工作的

指导意见》和中国文联《加强新时代文艺评论工作实施方案》部署安排，进一步加

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和评论建设，建强文艺评论阵地，发挥文艺评论的引导作

用，共同推进新时代文艺评论与实践创新发展。

论坛上，专家们围绕“理论批评化”“评论共同体与学派批评”“中国电影理论

批评家的责任与担当”等议题展开热烈讨论，共同回顾新时代文艺批评理论与实

践走过的历程，认真总结了党的十八大以来党的文艺创新理论的最新成果，展望

中国文艺批评理论与实践的光明前景。 （解英华）

中国文艺评论基地揭牌
新时代文艺批评理论与实践高峰论坛在京举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