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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2月25日，第十三届“茅台杯”《小说选刊》年

度大奖颁奖典礼在辽宁沈阳举行。中国作协副主席阎晶明、

辽宁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杨利景出席颁奖仪式并讲话。《小说

选刊》杂志主编徐坤，辽宁省公共文化服务中心党委书记、主

任甄杰，辽宁省作协党组书记、主席老藤，中共沈阳市委宣传

部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部长刘壮野，中共沈阳市委宣传部副部

长齐海涛，《作家》杂志主编宗仁发，贵州省作协副主席姚辉，

《小说选刊》杂志副主编李云雷，辽宁省作协副主席、一级巡

视员金方，辽宁省作协党组成员、副主席孙伦熙，辽宁省作协

党组成员李海岩，以及辽宁当地作家和文学爱好者近300人

参加了颁奖典礼。

“茅台杯”《小说选刊》年度大奖由中国作协、《小说选刊》

杂志社和贵州茅台集团共同举办，2009年创立，13年来评

选出优秀作家作品上百人（部），涌现无数精品力作，培养一

大批文学新人，成为广大作家和读者十分信赖的文学大奖。

本届大奖经过评委们的认真评选，最后评选出中篇小说奖、

短篇小说奖、微小说奖和新人奖共12名获奖者，王蒙《霞满

天》、程永新《风的形状》、哲贵《化蝶》、王威廉《你的目光》、胡

性能《马陵道》获中篇小说奖，金仁顺《白色猛虎》、东西《飞来

飞去》、石一枫《寻三哥而来》、斯继东《传灯》、李云《去老塘》

获短篇小说奖，丁小宁《去海口》获新锐作家奖，申平《修复村

前的那条河》获微小说奖。本届“茅台杯”《小说选刊》年度大

奖同时授予老藤等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的作家、刘建东

等获第八届鲁迅文学奖的作家“第十三届‘茅台杯’《小说选

刊》年度大奖荣誉奖”。

阎晶明作为本届“茅台杯”《小说选刊》年度大奖评委会

主任在讲话中充分肯定了《小说选刊》和茅台集团为繁荣发

展中国文学与文化事业所做的努力。他指出，在茅台集团与

《小说选刊》杂志社的共同努力下，“茅台杯”《小说选刊》年度

大奖已成为在全国文学界有着重要影响的奖项，涌现出一批

精品力作，在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方面都作出了贡献。本

届获奖作品都是充满了理想主义和浪漫情怀的宏阔精深之

作，充满昂扬向上的时代之音。茅台集团热心支持文学事业

的精神与情怀通过这一奖项日益走入更多读者的心中。

杨利景在讲话中指出，党中央实施深入推进东北振兴战

略，在文学界也出现了东北文艺复兴，深刻说明了“文运同国

运相牵，文脉同国脉相连”的道理。近年来《小说选刊》杂志通

过开设“东北文艺复兴”专栏，举办文学辽军“铁西三剑客”研

讨会以及长篇小说研讨会等多种形式，为推动东北文艺复兴

尤其是辽宁文学振兴做了大量实际、积极而富有成效的工

作。在辽宁举办第十三届“茅台杯”《小说选刊》年度大奖颁奖

仪式，是对辽宁文学的厚爱，也是对辽宁作家的鼓励和鞭策。

第十三届“茅台杯”《小说选刊》年度大奖的颁发正逢学

习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开局之年，更是新时代文学蓬勃发展之

际，颇具特殊意义，必将引领广大作家进一步讲好中国故事，

创作出无愧于这个伟大时代的优秀作品。获奖作家还与辽宁

当地作家进行了座谈交流，并参观了沈阳故宫和张学良旧居

陈列馆。 （欣 闻）

本报讯 2月22日，中国作家“深入生活、扎根人民”新时代文

学实践点授牌仪式在重庆南川举行。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邱华

栋、邓凯，中国作协创联部主任彭学明，重庆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市

政府新闻办主任马然希，重庆市作协党组书记、副主席何浩，重庆

市作协主席冉冉，南川区委书记丁中平、副书记余立祥，南川区委

宣传部部长康平，南川区政府副区长李玉梅，以及张丽、黄明旭、刘

建东、梅国云、李晓君、许春樵、钟求是、陈继明、张勇、蔡骏、海飞等

来自全国各地的作家代表参加仪式。仪式由何浩主持。

邱华栋在讲话中表示，设立文学实践点是中国作协深入学习

贯彻宣传党的二十大精神，全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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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讲话精神的文学举措，是改

革创新文学工作的最新成果，旨在帮助广大作家更好把握时代脉

动、洞悉生活本质。希望广大作家和文学工作者始终站稳人民立

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创作出留得下、叫得响、传得开

的精品力作；深刻把握时代要求，坚持文化自信自强，创作出更多

彰显中国审美旨趣、传播当代中国价值观念、反映全人类共同价值

追求的优秀作品；用心用情讲好中国故事的重庆篇章，塑造更多具

有中国气派和风范的文化形象，不断增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精神力量。

彭学明介绍，建立新时代文学实践点，是为了给广大作家深入

生活、扎根人民、瞭望时代提供一个有效的机制和平台，让作家们

能够更好书写文学实践点所在地的政治经济文化建设成就，彰显

文学服务人民、服务社会、服务时代的重大社会价值和文化价值。

希望广大作家用心感受、用情体会，深切描绘新时代新气象新风

貌，创作出更多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优秀作品。

马然希表示，重庆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和深厚的文脉传承，是

一座可供作家们深入挖掘的文学富矿。希望重庆市作协和南川区

充分利用好文学实践点这一平台，夯实文学创作基础，活跃文学创

作氛围，强化文学创作保障；希望作家们常来南川实践点，用丰沛

热情生动讲述新时代的重庆故事、南川故事。

授牌仪式上，彭学明、冉冉、康平分别代表中国作协、重庆市作

协和南川区签订“新时代文学实践点”三方合作协议。邱华栋、冉

冉分别代表中国作协、广东省作协向南川区授予中国作家、重庆作

家“深入生活、扎根人民”新时代文学实践点牌匾。邓凯向作家代

表冉冉、海飞授旗，正式启动“绿水青山·乡城南川”主题实践活动。

活动结束后，作家代表们前往尹子祠、大观镇观溪村、头渡镇

等地，走访调研了南川区的历史文化传承情况及乡村振兴工作落

实情况。 （罗建森）

“深入生活、扎根人民”
实践点落户重庆南川

本报讯 从《天高地厚》《麦河》到《日

头》《金谷银山》等作品，关仁山持续关注乡

土中国的变革，在不同历史阶段都满怀信

心地描绘中国乡村的变迁史、奋斗史。作为

“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的首部出版作

品，由关仁山创作的《白洋淀上》全景式表

现了新时代华北社会生活变革，气势恢宏、

人物众多、情节跌宕起伏，有着浓郁的华北

乡村、特别是白洋淀水乡的生活气息。

2月 22日，由作家出版社、河北省委

宣传部、河北省作协主办的“新时代山乡巨

变创作计划”长篇小说《白洋淀上》研讨会

在京举行。中国作协副主席、书记处书记

吴义勤，河北省委宣传部部务会成员王振儒，

河北省作协党组书记、副主席高天，中宣部

文艺局理论文学处处长胡友笋，作家出版

社有限公司董事长路英勇及10余位专家

学者与会研讨。活动由作家出版社总编辑

张亚丽主持。

吴义勤在讲话中谈到，“新时代山乡巨

变创作计划”是中国作协推出的一项国家

级文学创作计划，目标是推动新时代文学

高质量发展，号召中国当代作家与时代同

行，书写时代的伟大实践。“创作计划”提倡

一种精神，倡导一种方向，推出一批精品，

塑造一批文学典型，打造一批文学地标。在

此意义上，《白洋淀上》作为该计划首部出

版作品，开了一个好头。该书以大格局、大视野、大气

象史诗性地呈现出百年白洋淀、百年雄安的风雨历

程，用心用情书写这片土地和人民，生动实践以人民

为中心的创作理念，开创了现实主义文学的新境界，

体现出关仁山虔诚敬业、精益求精的创作精神。

路英勇说，作家出版社作为具体承办“新时代山

乡巨变创作计划”的单位，期望借此鼓励支持广大文

学工作者拥抱新时代，书写新山乡，用跟得上时代的

文学精品，开拓文艺的新境界，以文学力量激发实现

民族复兴伟业的昂扬斗志。希望通过此次研讨会的

举办，进一步发掘《白洋淀上》的思想价值、艺术价

值、美学价值乃至市场价值，推动“创作计划”结出更

多丰硕的成果。

与会专家认为，《白洋淀上》紧紧抓住雄安新区

建设和乡村振兴两个时代主题，将历史与现实交织、

传统意识与现代观念碰撞、乡村伦理与城市文明交

融，是一部与时代同频共振、与人民同向同心，文学

刻入时代的典范之作。

关仁山对《白洋淀上》列入“新时代山乡巨变创

作计划”倍感荣幸。他表示，新时代文学需要作家勇

敢地投入，“创作计划”的实施将带来现实主义乡土

文学美学原则的崛起。他努力在文学中找到“国之大

者”的理念，处理好传统与现代的嫁接，写出新时代

新生活内在的矛盾性和复杂性。

（刘鹏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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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5届北京图书订货会佳作荟萃

2月24日至26日，由中国出
版协会、中国书刊发行业协会主
管主办的第35届北京图书订货
会在中国国际展览中心（朝阳馆）
举行。本届订货会以“新征程坚
定文化自信，高质量再创出版辉
煌”为主题，围绕宣传阐释党的二
十大精神，突出展示重大出版工
程、精品学术出版，重点展示满足
人民文化需求、增强人民精神力
量的时代精品。订货会现场，710
家参展单位携近40万种各类图
书集中亮相，参展规模创历届之
最，现场参展和参观人数超10万
人次。其间举办了形式多样、内
容丰富的文化交流活动，一系列
新技术新应用也集中亮相，展现
了出版业创新发展新局面。

（王觅 图/文）

本报讯（记者 王觅 康春华 罗建森 刘鹏波） 在刚刚

落幕的第35届北京图书订货会上，各出版社以多种形式集

中推介了一大批新书佳作，受到广泛关注。

书香飘满京城

北京出版集团精心组织2500多种图书参展，主题图书

展区、融媒体展区、北京文化新地标展区、抖音-京版集团

联名直播间和集团子分公司独立展区各具特色。《“纪录小

康工程”地方丛书·北京卷》《北京“一城三带”历史丛书》等

主题出版物，《远去的白马》《平安批》《北上》《云中记》《西海

固笔记》《心居》《青城》等精品力作，《梅兰芳年谱长编》《宝

水》《金墟》《熊猫小四》《北斗牵着我的手》等近期面世的新

书，无不吸引读者驻足阅读。

在“年轮典存丛书”出版座谈活动上，刘恒、邱华栋、曹

文轩、冯小刚、笛安、梁豪等与会交流。该丛书是邱华栋和杨

晓升主编、北京长江新世纪策划出品、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

的经典中短篇小说集，旨在以短经典的力量赋予阅读者丰

厚的精神年轮。丛书共收录了“40后”到“90后”6个代际、

70余年、32位作家自选的207部中短篇小说，其中既有

王蒙、冯骥才、梁晓声等老当益壮的作家，又有贾平凹、曹

文轩、毕淑敏、石钟山等中坚力量，还有张楚、弋舟、笛安、李

尚龙等新生代，从而使不同年代的作家在同一时空中大放

异彩。“年轮典存·数字藏书票”同步推出。

河南文艺出版社举办三场新书分享会。赵大河新作《燃

烧的城堡》邀请到邱华栋与作者对谈。邱华栋高度评价该书

艺术价值。他谈到，《燃烧的城堡》融会现代主义叙事技法，

用文学想象描绘战争风云下的时空，塑造了难以忘怀的人

物形象，挖掘人性深度，给人以强烈的艺术震撼。“跨界：从

考古学家到作家”分享会由考古学家许宏畅谈自己的跨界

经历。许宏将长期封闭在圈子内的学术成果，以散文化的形

式回馈于社会公众。“这样的散杂文字应该更贴近公众，使

我显得更像一位作家。”他在现场谈到。作家岳南携《岳南大

中华史》与读者见面，李炳银、王久辛、吴九龙、韩金科、李德

仲、孟繁之等与会交流。《岳南大中华史》从考古的角度串联

中华文明史，力图让读者重建对中华文明的认知，为弘扬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增强文化自信提供了坚强支撑。

为回顾和展示作家何建明报告文学创作的重大成果，

黄河出版传媒集团宁夏人民出版社结集出版了《何建明“五

个一工程”获奖作品》。郝振省、胡平、薛文斌及作者何建明

出席发布会。该书包括《诗在远方》《国家行动》《奠基者》《我

的天堂》《忠诚与背叛》五册，视野开阔、题材丰富，记录着当

代中国的历史变迁和巨大成就，是对党的红色基因和精神

密码的文学阐释。在全民阅读“红沙发”访谈活动中，柳斌杰

与何建明围绕“胸怀‘国之大者’书写时代巨变”的主题展

开对话。此外，宁夏人民出版社还策划出版了《“新时代的重

大时代课题”研究丛书》，包括《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长期执政的马

克思主义政党》三册，推进了党的创新理论通俗化、大众化、

普及化。

湖南文艺出版社2023年“原创之春·湖南作家专场”新

书发布会以“湖南主力作家集群春天再出发”为主题，共有

6部讲述中国故事、描绘时代气象的长篇新作集中亮相，作

家、评论家及主办方代表与会推介分享。其中，水运宪的《戴

花》以工厂两代炉工劳模的奋斗史展现了其身上不同的时

代印记和相同的精神传承，王跃文的《家山》描写了南方乡

村“沙湾”的社会生活、乡村民俗与时代变迁，阎真的《如何

是好》道尽当代年轻人成长的辛酸、持守和希望，何顿的《国

术》生动还原了武术大师刘杞荣的传奇人生，万宁的《城堡

之外》将时代巨变放置在小人物的日常细节中，一泓的《孑

孓——镇上人城里生存文本》书写了两个从乡镇出来的年

轻人不同的人生道路。

湖南文艺出版社日前推出评论家张莉主编的《霞光映

照之地：2022年当代散文20家》和《比时间更久：2022年短

篇小说20家》，其中前者收录了李敬泽、阎晶明、刘亮程等

20位名家的散文，后者收录了於可训、叶兆言、裘山山等20

位名家的短篇小说，呈现出作家们不同的风格追求和美学

趋向，是读者了解2022年当代散文和短篇小说创作的重要

窗口。李晖、刘闳、张莉、刘大先、李宏伟、叶昕昀等参加了两

书的新书发布会。自2019年至今，张莉主编的系列年选已

连续出版4年，成为业内标志性品牌之一。

作家纪红建的新作《彩瓷帆影》近日亦由湖南文艺出版

社出版。新书发布会上，何建明、冯小琦、王宏甲、李朝全等专

家学者和舒斌、谭菁菁、李进、黄跃新等主办方代表展开交流

分享。作者深入探访长沙铜官窑如何南北融合、创新突破，以

贯穿中西的视角，结合行走、回忆与历史讲述，追溯长沙彩瓷

从中国走向世界的恢宏历程，既探秘中国制造远销海外的文

化和经济因素，又描绘出一部数千年中西文明交流历史图

景，传达着对人性、历史与现实的关注与思考。

出版焕发活力

“‘父父子子’有着一种代代传承、继往开来的含义在

内。传承优秀的同胞和国家的这种关系，传承的是一种

爱国主义情怀。”在中信出版社举办的《父父子子》读者见

面会上，梁晓声谈到。洪勇刚、王蕾、肖诗雅参加本场活

动。《父父子子》以东北高氏、纽约赵氏等四个家族四代人

的命运为线索，串联起20世纪30至 80年代波澜壮阔的

历史现实，更创造性地采用跨国视角，以哈尔滨和纽约为

空间坐标，呈现国人和海外同胞异地同心的“双城记”。

梁晓声希望通过《父父子子》的创作，重新唤起对那些历

史人物的尊重和敬意。

浙江文艺出版社主办王旭烽“茶人四部曲”首次亮相暨

媒体见面会，王旭烽、王晓乐分享作品的创作理念与出版故

事。“茶人四部曲”包含《南方有嘉木》《不夜之侯》《筑草为

城》《望江南》四册，展现了百年恢宏历史变局中，杭家人如

何继承与发扬茶人自强不息的精神历程。王旭烽表示，她真

正关注的是一个中国人，不论岁月如何变幻莫测，都具备的

恒常的生命定力以及他们智慧的应变能力。王晓乐谈到，

“茶人四部曲”熔江南文化与家国情怀为一炉，见证个人史、

家族史、民族史中的百年中国，是一曲茶运关系国运、家事

紧系国事的宏伟史诗。浙江文艺出版社还将围绕“茶人王旭

烽”个人IP在全媒体展开互动传播，《望江南》也将推出周

年精装纪念版，以及围绕断桥残雪、平湖秋月、柳浪闻莺等

西湖十景展开的小说也将全新推出，展现江浙的地理风情

与人文风光。

（下转第2版）

本报讯 2月 14日，由中国法官文学艺术联合会、

中国电视艺委会和中共湖南省委宣传部共同主办的电视

剧《底线》研讨会在京召开。最高人民法院党组书记、院

长周强，中央政法委副秘书长王洪祥，国家广播电视总局

党组成员、副局长朱咏雷，中国作协党组成员、副主席

陈彦，中国文联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张宏，湖南省委常

委、宣传部部长杨浩东，湖南广播影视集团有限公司党委

书记、董事长张华立，以及《底线》主创代表，张德祥、盛伯

骥、彭文祥等专家出席研讨会。研讨会由中国法官文学

艺术联合会主席张述元主持。

周强在讲话中表示，电视剧《底线》以艺术形式展现

习近平法治思想在人民法院的生动实践，体现了在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人民法院服务

大局、司法为民、公正司法的工作成果，实现了思想性和

艺术性有机统一、专业视角与群众关切有效呼应、小故事

与大道理有机融合，探索出法院题材现实主义文艺创作

的新路径，引发广泛关注和热议，取得良好效果。

王洪祥谈到，电视剧《底线》是当代中国法治化进程

中传递司法自信的艺术精品，希望相关部门能够坚持正

确的政法题材文艺创作导向，努力开拓政法题材文艺创

作新境界，再接再厉、携手合作，推出更多无愧于时代的

政法优秀文艺作品。

朱咏雷表示，《底线》是电视剧文艺工作者坚持以人

民为中心创作导向、坚持现实主义创作精神的成果体现，

是新时代法治题材电视剧创作的一次成功探索。广电总

局将进一步加强与最高人民法院等相关部门沟通交流，

为创作者做好保障服务，携手推出更多满足人民群众精

神文化需求、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的优秀法治题材电视剧。

陈彦表示，《底线》是一部全景展现我国司法改革最新成果的

法治题材电视剧，以其专业性、艺术性、现实感与亲和力赢得了观

众认可。中国作协希望与大家一同努力，讲好法治故事、弘扬法治

精神，共同推出更多反映时代精神、满足人民期盼、引领社会风尚

的优秀文艺作品。

张宏谈到，《底线》的成功得益于新时代法治中国建设的现实

基础，得益于最高人民法院充分重视法治文化建设的具体实践，得

益于电视艺术工作者潜心创作的精品打磨。中国文联将一如既往

支持推动法治文艺创作，支持法院系统影视创作，团结引领广大文

艺家和文艺工作者创作更多展现时代风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的

精品佳作。

与会专家认为，电视剧《底线》坚持现实主义法治题材创作原

则，透过纷繁复杂的案件，全面展现中国司法改革成果，讲述以人

民为中心的新时代法治故事。该剧扎根新时代生活，生动表现了

迈向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法治建设成就，通过法官、案件当事人

等，对案情追根溯源，起到了很好的普法教育作用。 （许 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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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2月25日，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广东省作协、

《文艺报》社共同主办的葛亮长篇小说《燕食记》研讨会在京

举行。《文艺报》社总编辑梁鸿鹰、副总编辑刘颋，人民文学出

版社社长臧永清、副总编辑赵萍，广东省作协党组书记、专职

副主席张培忠，广东省作协党组成员、秘书长刘春，创研部主

任周西篱、办公室主任陈蕾等主办方代表，李一鸣、何向阳、

潘凯雄、孟繁华、彭学明、李晓东、王军、李朝全等20余位专

家学者及本书作者葛亮参加研讨。会议由梁鸿鹰主持。

张培忠表示，《燕食记》是葛亮继《朱雀》《北鸢》之后，书

写中国近现代历史主题“中国三部曲”系列的收官之作，是粤

港澳大湾区文学界推动人文湾区建设的重要成果。葛亮以

大湾区作家的特殊身份和独特视角，择取最能代表中国变革

和中国精神的湾区题材进行文学创作，充分展示了湾区作

家、广东作家讲好中国故事、书写人文史诗的情怀和初心。

《燕食记》既是传统世情小说在当代的探索之作，也是融合湾

区多样文化的开卷之作，为传统文化资源的创造性转化、创

新性发展提供了崭新范例。

臧永清谈到，葛亮是“70后”作家中的重要代表，他的写

作淡笔浓情、清新雅正，致力于在古典与现代、历史与当下间

探寻中国人的精神脉络，有着鲜明独特的美学风格。《燕食

记》是葛亮创作美学的集大成之作，笔触细腻温润、醇厚隽

永，借美食的跌宕故事，生动描摹出中国近百年社会变迁、世

态人情的雄浑画卷，堪称是一部“岭南梦华录”。

与会专家认为，《燕食记》以南中国的饮食传统为切入

点，生动展现了中国近代百年的社会变迁、世事人情、众生百

态，既有对岭南风物朴素而惊艳的描写，也有对人生命运的

深刻思考与理解，不仅是一部岭南饮食流变史，更是一部中

国人的精神旅途史。作者不满足于简单叙述饮食文化，而是

深入探寻其背后内在的文化底蕴，具有非常辽阔的历史视野

和文化视野，一点一滴、一瓢一箪搭建出近现代中国人的精

神图景，展现了独属于中国人的生动气韵。

谈及自己的创作经验，葛亮表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对

每个文学创作者都提出了新的时代要求，而岭南人文质地中

天然的现代性恰恰与传统文化之间构成了美妙的对位。讲

好粤港故事、岭南故事，也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前提。

（罗建森）

长篇小说《燕食记》展现独属于中国人的生动气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