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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位于我国东
南沿海，世居于此的民
众与海洋文明同呼吸
共命运，创造了丰富的
物质财富和精神财
富。作为中国作协定
点深入生活项目，温州
作家曹凌云的这部长
篇纪实文学讲述了有
关海洋的真实故事，从
海洋文明的内在结构
来解析温州海洋文化
的多层构造，生动反映
了沿海居民的行为模
式、人居群落、组织结
构、社会制度、文明创

造，以及海洋文明开放性、外向性、多元性、兼容性的特征。作
者历时3年，对温州30个有代表性的岛屿和300多公里海岸
线进行深入走访，实地考察温州海洋开发的立体生态系统和
典型海洋文化现象的产生、传承与演变。

新书贴
《海上温州》

曹凌云 著

春风文艺出版社

2022年10月出版

新华社北京 12月 8日电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

成立30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

习近平发来贺信，向学会全体同志、向全国广大国史研究工作

者致以热烈祝贺和诚挚问候。

习近平在贺信中指出，国史学会成立30年来，为推动新中

国史研究、宣传和教育事业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

习近平希望国史学会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坚持

正确政治方向，坚持历史唯物主义，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

最新成果为指导，进一步团结全国广大国史研究工作者，牢牢把

握国史的主题主线、主流本质，不断提高研究水平，创新宣传方

式，加强教育引导，激励人们坚定历史自信、增强历史主动，更好

凝聚团结奋斗的精神力量，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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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出新贡献。（贺信全文另发）

8日上午，推动新中国史研究事业繁荣发展暨庆祝中华人

民共和国国史学会成立30周年大会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

委员、中宣部部长李书磊在会上宣读习近平的贺信并讲话。他

说，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用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统领新中国史研究，把唯物史观

贯穿研究工作全过程，继承发扬中国源远流长的史学传统，重视

学术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推动新中国史研究事业繁荣发展，更

好服务新时代党和国家工作大局。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科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国史学会负责同

志在会上发言。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成立于1992年12月，是全国学

术性社会组织。学会的宗旨是团结从事国史研究的专家、学者和

热心国史工作的人士，共同推进国史研究、宣传和教育事业。

值此国史学会成立30周年之际，我向学会全体同志、

向全国广大国史研究工作者致以热烈祝贺和诚挚问候！

国史学会成立30年来，为推动新中国史研究、宣传和

教育事业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希望国史学会深入学习贯

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坚持正确政治方向，坚持历史唯物主

义，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最新成果为指导，进一步团

结全国广大国史研究工作者，牢牢把握国史的主题主线、主

流本质，不断提高研究水平，创新宣传方式，加强教育引导，

激励人们坚定历史自信、增强历史主动，更好凝聚团结奋斗

的精神力量，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作出新贡献。

习近平

2022年12月8日

（新华社北京12月8日电）

贺 信

习近平致信祝贺国史学会成立30周年强调

坚定历史自信 增强历史主动
更好凝聚团结奋斗的精神力量

新华社北京12月7日电 近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复

信沙特中文学习者代表，鼓励沙特青年学好中文，为增进

中沙、中阿友谊作出新的贡献。

习近平指出，语言是了解一个国家最好的钥匙，你

们通过学习中文和参加“汉语桥”交流项目，了解到丰富

多彩、立体全面的中国，我感到由衷的高兴。当前，中国

人民和沙特人民都在为实现各自伟大梦想而努力奋

斗。学习彼此的语言，了解对方的历史文化，将有助于

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也将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

献力量。

习近平强调，青春孕育无限希望，青年一代是中沙、中

阿友好的未来。希望同学们不负韶华、努力学习，为增进

中沙、中阿人民友谊作出新的贡献。欢迎同学们到中国走

一走、看一看，与中国青年增进相互理解、发展长久友谊，

共同创造中沙、中阿关系更加美好的明天。

近期，100多位来自沙特的青年中文学习者和爱好者

给习近平主席写信，分享学习中文的收获和感悟，希望进

一步了解中国，立志成为促进沙中友好的青年使者。

截至目前，中文已正式纳入沙特国民教育体系，共有

9所大学建立中文相关专业，累计培训300多名本土教

师，组织1100多名大学生参加“汉语桥”线上冬令营，支持

1000多名大学生参加国际中文教师奖学金在线研修班。

习近平复信沙特中文学习者代表

本报讯（记者 行超） 12月2日，由江苏省作

协主办的叶弥长篇小说《不老》研讨会在南京举行。

中国作协副主席、书记处书记李敬泽，中国作协书

记处书记、《人民文学》主编施战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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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务副主席汪兴国，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社长张在

健，以及潘凯雄、王尧、汪政、王彬彬、王春林、韩春

燕、张学昕、何平、张莉、刘颋等来自全国各地的近

20位作家、批评家以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与会

研讨。研讨会由江苏省作协书记处书记丁捷主持。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叶弥深耕于小说创作

领域，曾以短篇小说《香炉山》获第六届鲁迅文学

奖。《不老》是叶弥历时五年创作的长篇小说，主要

叙事时间设定在1978年，35岁的孔燕妮在等待男

友张风毅出狱前的25天里，结识了从北京来调研

的俞华南。在陪俞华南考察的日子里，吴郭城里各

色人等纷纷出场，吴郭乃至中国的种种变化也在这

一过程中逐渐显现。小说首发于《钟山》长篇小说2021年B卷，今

年由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推出单行本，入选中国作协“新时代文学

攀登计划”等重点项目。

李敬泽认为，叶弥的小说在无意识中呈现了一种社会学意义

上的“江南”，进而深发出江南社会独特的观看方式、人和人的关

系，以及在这种关系中自我是如何确立的。从早期的《成长如蜕》

《美哉少年》到《风流图卷》《不老》，叶弥的小说里被聚焦的那个人

总是在众人的目光下浮现。这让人联想到《世说新语》里面有一章

专门写任性，任性既是内在的，也由人和人群的关系而来。从这个

意义上说，江南这片土地的生活、文化和精神，共同赋予叶弥对于

生活的全部信念和看法。

施战军发现，叶弥的小说以一个具有发达“小宇宙”的人物串

起并穿越大社会，“里面有真爱、有个性，同时收纳他人和众人，但

他人和众人不是他者，这些人物可爱、可惜但不可怜、可憎”。

在毕飞宇看来，叶弥是一位才华横溢的作家，她的想象力、感

知力、表达力在作品中四海纵横。叶弥的小说是多义的、丰富的，文

字中又透露着她的俏皮、冷峻和犀利。《不老》通过特定历史时段的

人物故事探讨了自由和平等、生命和自然等宏大问题，显示了叶弥

超强的感受力和抵达程度。

与会专家认为，叶弥是“文学苏军”中一位个性独特的作家。她

的小说鲜活有趣、恣肆无拘，善于写少年、写人情、写命运，在看似

平淡的日常下，激情奔涌着对人世的眷恋、对时代的思索和对永恒

生命的不竭追问。

本报讯 11月29日，由浙江出版联合集团、浙江

文艺出版社、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联合主办的“变革

与传承——《银魂：张嘉璈和他的时代》新书发布暨中

国金融的现代化变迁专题论坛”以线上线下相结合方

式在北京、上海、杭州等地举行。中国银行党委书记、董

事长刘连舸，中国作协副主席李敬泽、书记处书记邱华

栋，中国出版协会理事长邬书林、副理事长郭义强、常

务副秘书长吴宝安，浙江出版联合集团副总裁何成梁，

浙江文艺出版社社长虞文军、总编辑王晓乐、常务副社

长兼上海分社社长曹元勇，以及马勇、吴景平、潘凯雄、

张燕玲、葛剑雄、邢建榕、梁鸿鹰、陈邦来、阎雪君、罗

岗、孙小宁等来自金融界、出版界、文学界和历史研究

等领域的专家学者与会研讨。

今年是中国银行成立110周年。浙江文艺出版社

近期出版的《银魂：张嘉璈和他的时代》是作家赵柏田

的最新长篇人物传记，也是中国第一代银行家、现代银

行制度奠基者、金融家张嘉璈的首部长篇文学传记。该

书结合20世纪初以来中国社会历史钩沉建构，书写了

以张嘉璈为代表的近代银行家如何将金融事业紧密融

入中国式现代化发展大局的奋斗历程，描绘了一代中

国金融人的灵魂图谱。作品采用金融史与生活史相结

合的研究路径，从浩如烟海的史料和银行家们的日记、

书信、函电中参互考寻，考察了张嘉璈的生平踪迹及其

与时代的关系。

刘连舸表示，回顾过去，以张嘉璈为代表的中国第

一代银行家，在社会责任、经济伦理及开拓创新等方面

率先垂范，成为中国金融现代化发展的先行者，为我们

接续奋斗、回应时代之问提供了宝贵借鉴。

李敬泽谈到，《银魂》对当下的非虚构和史传写作

具有重要启示意义。它一方面继承史论体的传统，另一

方面在现代非虚构写作伦理和技术要求之下展开艺术

探索，让读者看到现代性和传统风骨精神是如何在张

嘉璈身上呈现的，又看到传统如何在转化中成为现代

的力量、现代的精神。

邬书林说，《银魂》融贯了文学与金融，既有宽广的

人文视野，又有严谨的历史著述态度，完整细密地呈现

了在历史风云中踌躇满志的张嘉璈的一生。

与会者认为，以张嘉璈为代表的近代银行家心怀

金融报国理想，屡屡受挫但又勇毅前行，为推进中国金

融的现代化进程奋斗不息。《银魂》以张嘉璈为中心，展

现了近一个世纪以来中国社会的巨大变迁，中国近代

金融业的发端、成长与变革，以及一代金融精英在时代

大变局中立身谋国的气魄和胆识。张嘉璈身上所体现

的家国情怀和舍我其谁的担当气概，对今天推动金融

业健康发展、树立文化自信，具有积极意义。

（欣 闻）

本报讯 11月23日至24日，首届中国·

霞浦海洋诗会暨新时代海洋诗歌论坛在福建

霞浦举办。中国作协副主席阎晶明，福建省委

常委、宣传部部长张彦出席并致辞。中国作协

诗歌委员会主任吉狄马加、北京大学教授谢冕

通过视频致辞。李少君、梁伟新、刘伟泽、王秋

梅、曾祥辉、陈毅达、杨方、郭文胜等主办方代

表，杨克、汤养宗、缪克构、草树、石华鹏等诗

人、评论家参加活动。

阎晶明在开幕式上说，新时代文学要坚持

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把诗歌创作融入中

国海洋文明的崛起中，充分挖掘深厚的海洋历

史文化，以诗歌的形式讲好新时代海洋故事，

发出不负时代的雄浑声音。张彦表示，此次活

动以海为题、以诗为媒，采用多元形式展现海

洋文化魅力，为新时代海洋诗歌繁荣发展搭建

了良好交流平台。希望诗人们坚定文化自信、

勇于创新创造，创作更多有筋骨、有道德、有温

度的文艺作品。

此次活动由《诗刊》社、中国诗歌网、福建

省文联、宁德市委宣传部、霞浦县委县政府联

合主办。活动期间，主办方为诗人杨克、汤养

宗、缪克构颁发了“首届中国·霞浦海洋诗歌成

就奖”。诗人们走进下尾岛、长沙村、花竹村等

地采访，并参加海洋诗歌论坛，围绕“海洋诗

歌”特别是“闽东诗群”海洋诗歌创作特点及时

代意义展开研讨交流，以期全面深入挖掘和弘

扬优秀海洋文化，推动新时代海洋诗歌繁荣，

赋能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 （闽 讯）

首
届
中
国
·
霞
浦
海
洋
诗
会

暨
新
时
代
海
洋
诗
歌
论
坛
举
办

生
命
因
爱
而
不
老

专
家
研
讨
叶
弥
长
篇
小
说
《
不
老
》

长篇文学传记《银魂》首发

本报讯（记者 行超）“80后”军旅作家董夏青青

的作品立足现实，倾力书写边疆战士的生活，受到广泛

关注和认可。今年，她的短篇小说《在阿吾斯奇》获得

第八届鲁迅文学奖。11月28日，董夏青青作品研讨

会在线上举行，该活动是北京市作协、北京师范大学文

学院主办的“文学京彩季——北京作家2022精品研推

工程”第七期。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人民文学》主编

施战军，以及白烨、何向阳、张莉、乔叶、杨庆祥、岳雯、

饶翔、陈涛、张晓琴、丛治辰、傅逸尘、李蔚超、徐刚等专

家学者与会，围绕董夏青青的创作展开深入研讨。

施战军谈到，董夏青青的小说具有一种“高原反

应”式的特点，“有一点迷糊，有一点倔强，有一点善感，

有一点断续，又有她特有的坚决”，这也构成了董夏青

青独特的叙述艺术。在他看来，董夏青青的小说在艺

术上比老一代作家“清透”，又比同龄人“坚毅”，其中可

以容纳无数有活力的细节，同时在价值选择上丝毫不

犹疑。因此，董夏青青不仅写的是边地、边防题材，更

写的是生命的脆弱与韧性、缺乏和饱满、处境和超越。

与此同时，面对如此巨大的张力场和这种特殊的生命

状态，董夏青青选择了以真爱去注释，以疼惜去收纳，

以深情去写作。

与会者认为，董夏青青的小说很好地处理了日常

和偶然、平凡和伟大的关系，她以俭省而节制的笔致，

将高原、边地、边境线和军营、军地、边防战两个空间结

合在一起，构建起一个充满矛盾和活力的文学空间。

此外，董夏青青的小说不夸张、不拔高、不矫饰、不煽

情、不紧张，只是一种平静的叙事。有时她采用男叙事

人的口吻化身于“我”，以强调一种冷峻、中立、客观的

叙事风格，这也使得她笔下的人物和故事更加可亲、可

敬、可信。也是因此，董夏青青的小说呈现出一种独特

的生命力，不论是对于当下的军旅小说还是青年写作

来说，都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本报讯 11月22日，由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人民政府、四川

省作协主办，《民族文学》提供学术支持的第三届青稞文学奖颁奖

典礼在四川阿坝理县举行。此次评奖共有6部作品获奖，其中韩玲

的《阿扣》获长篇小说奖，潘灵的《太平有象》、吉米平阶的《团年》、

觉乃·云才让的《藏香师》、阿郎的《朝阳点燃的雪峰》、阿微木依萝

的《长风吹过黄叶岭》获中篇小说奖，影视剧本奖空缺。

四川省政协副主席杨克宁，《民族文学》主编石一宁、副主编陈

亚军，四川省作协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侯志明，阿坝州人大常委

会原主任谷运龙，阿坝州人民政府副州长依当措，四川省作协党组

副书记张颖，阿坝州文联主席、作协主席巴桑，以及本届获奖作家

参加活动。

据介绍，第三届青稞文学奖面向全国征集2021年 8月 1日

至2022年 7月 31日公开发表、出版，以深受青稞文化影响的西

藏、青海、四川、云南、甘肃等地的多民族生活为主要创作题材，

具有独特民族气息、人文情怀、艺术呈现、审美追求的中长篇小

说和影视剧本。主办方共收到投稿邮件 122封，又向《民族文

汇》《西藏文学》《青海湖》《湖南文学》《四川文学》《边疆文学》《飞

天》《滇池》等期刊征集推荐作品18部。经过评委的严格评选，最

终评出6部获奖作品。 （民 文）

本报讯 日前，由陕西省作协与苏州大学主办的

《小说评论》2022年度高峰论坛暨第二届年度优秀论

文奖颁奖仪式在江苏苏州举行。丁帆、孙郁、南帆、王

尧、贺绍俊、王彬彬、吴俊、张清华、张新颖、张柠、贺仲

明、张光芒、洪治纲、李国平、李遇春、季进等学者专家

与会研讨。

第二届《小说评论》年度优秀论文奖同时颁发，南

帆的《散文：文体、视角与重组世界的内在逻辑》、刘大

先的《永恒的暂时——徐则臣、郊区故事与流动性生

存》、丁帆的《如诗如歌 如泣如诉的浪漫史诗——余华

长篇小说〈文城〉读札》、孙郁的《“思”与“诗”的互渗何

以可能》、王尧的《鲁敏的“取景器”》、沈杏培的《百科

体、知识腔与接受障碍——〈应物兄〉的“知识叙事”反

思》获奖。

与会专家围绕“现象级文本与文学史书写”这一议

题，从各自的评论实践出发展开讨论，期望将当代文学

还原到历史经典现场、回归到当下文学现状，并在重返

文学现场的过程中，对当下文学创作进行有效阐释与

引导。大家肯定了现象级文本在社会关键期和转型期

对于文化文学思潮的引领作用，深入探讨了文学参与

国民精神和审美建构、肩负观照现实的责任使命等重

大话题，同时也直指文学面临的诸多现实困境。大家

表示，希望文学工作者以史为鉴、继续深耕，争取创作

出既能立得住又能叫得响的作品，讲好中国故事，助推

文学高质量发展，繁荣新时代中国文学。

（何 晨）

第三届青稞文学奖颁奖

在生活中发现和书写英雄

《小说评论》2022年度高峰论坛举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