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1
每周一、三、五出版

（今日八版）2023年3月22日中国作家协会主管主办

1949年9月25日创刊（总第5009期） 国内统一刊号CN11-0093 代号1-102

星期三

WENYI BAO 中国作家网网址 http://www.chinawriter.com.cn

新华社北京3月21日电 3月21日，中国作家协会
“作家活动周”在京启动。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
作协主席铁凝出席“作家活动周”第1期欢迎仪式，并向参
加活动的基层作家颁发“入会纪念牌”。

“作家活动周”是中国作协发挥人民团体的组织优
势、密切联系基层作家的创新举措，旨在提高作协组织
的凝聚力和感召力，推动各级作协组织团结引领、联系

服务广大作家，激发创作活力，推动文学创作向“高峰”
迈进。

该活动计划每年举办4期，每季度1期。第1期以“作
家朋友 欢迎回家”为主题，邀请36位来自全国各地的基
层作家参加。活动为期3天，将举办“春天一堂课”“走进
文学史”“名编面对面”“名家零距离”“文学一家人”等一系
列丰富多彩的文学交流。

中国作家协会“作家活动周”
在京启动

作 家 朋 友 ，欢 迎 回 家
中国作家协会“作家活动周”启幕

这照耀过前人的光，也一定照耀着来者
——“作家活动周”基层作家参观中国现代文学馆

本报讯（记者 王觅）
在春意盎然、充满生机
的美好时节，中国作家
协会“作家朋友，欢迎回
家——作家活动周”在
京启幕。3月21日上午，
中国作家协会“作家活
动周”第1期欢迎仪式
在中国现代文学馆举
行。来自全国各地、各行
各业的36位中国作协
会员参加本期活动周。

中国作协党组书
记、副主席张宏森在欢
迎仪式上致辞。欢迎仪
式由中国作协党组成
员、副主席李敬泽主持。
中国作协党组成员、副
主席吴义勤，中国作协
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
胡邦胜，中国作协书记
处书记邱华栋，中国作
协党组成员、书记处书
记施战军，中国作协书
记处书记邓凯出席欢迎仪式。

张宏森代表中国作协向来自全国各地的作家朋友
表示热烈欢迎。他指出，“作家活动周”是中国作协今年
推出的重点文学活动。这是中国作协贯彻落实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文艺工作、群团工作重要论述的实际行动，
是密切联系服务广大作家和基层文学组织的具体举措，
是中国作协转作风、树形象的真诚态度。活动的主旨和
出发点，是要发挥中国作协作为人民团体的组织优势，
以“作家”为中心，以“回家”为理念，以“活动”为载体，把
文学界的朋友们请进来，认一认作协的门，见一见作协
的人，聊一聊作协的事，共同建设好文学的家园。

张宏森表示，中国作协是广大作家和文学工作者潜
心创作、成长成才的坚强后盾，中国作协的大门永远向
广大会员朋友、向文学界的朋友敞开。希望通过“作家活
动周”全力培育中国文学新力量，建设规模宏大的文学
人才队伍，为各级作协开展工作探索新路、作出示范，带

动作协组织更好地面向作家、面向基层、面向社会。
张宏森指出，长期以来，中国作协的工作得到了社

会各界，特别是广大作家朋友的热情支持。举办这次活
动，就是希望能创造机会让作家朋友们进行丰富而有意
义的文学之旅，留下短暂而难忘的文学记忆，激发强劲
的文学动力，潜心创作、立志成才，创作出更多无愧人
民、无愧时代的优秀作品，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更
加充沛的精神力量。

张宏森强调，中国作协高度重视“作家活动周”的组
织筹备，立足于作家视角、文学立场和创作需求，充分结
合参加这期活动的作家朋友的特点精心筹划，出实招、
求实效，使作家朋友们通过参加活动，拥有真收获、留下
真感情。希望通过“作家活动周”，切实凝聚起“文学一家
人”的情感力量，建设温馨和谐的作家之家，营造团结奋
进的文学氛围，增强文学发展的生机活力，让更多怀抱
文学梦想的写作者成长成才。

作家代表索南
才让在欢迎仪式上
发言。索南才让谈
到，在创作的道路
上，很多作家都得到
了中国作协实实在
在的帮助和支持，他
也是在中国作协的
关心和爱护下不断
成长、不断提高的。
希望中国作协团结
作家朋友的优良传
统能一直延续下去，
让更多成长中的作
家得到庇护与帮助，
让大家在最艰难、最
需要的时候，因为有
中国作协而奠定坚
实的基础，从而走得
更高更远。

欢迎仪式结束
后举行了“致敬大
师”活动。作家们集
体前往中国现代文

学馆庭院，按顺序参观了文学大师雕塑，并分别献花表
达敬意。

活动当天，还举行了“春天一堂课”“走进文学史”
“文学馆畅谈”等活动。在此后两天时间里，“名编面对
面”“名家零距离”“故宫深度行”“文学一家人”“北京看
《日出》”等活动也将相继举行。

中国作家协会“作家活动周”今年计划按季度举办4
期。第1期以“作家朋友 欢迎回家”为主题，邀请创作活
跃的基层一线会员参加。他们代表着我国文学事业中最
基础也最具成长性的文学力量，一系列丰富多彩的活
动，将力争让作家们感受“回家”的温暖，坚定文学的信
心和追求，增强文学创作的动力，推出更多丰富人民精
神世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的优秀作品，推动新时代文
学向“高峰”攀登。

中国作协相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欢迎仪式。
（摄影：王纪国）

春天的旋律 生活的密码
——“春天一堂课”侧记

本报讯 3月的北京，春意萌动，万物复苏。在全国两会
胜利闭幕、全国文学界深入学习贯彻全国两会精神之际，又有
50位来自全国各地的中青年作家相聚北京，开始了在鲁迅文
学院为期三个月的学习生活。3月20日，鲁迅文学院第四十三
届中青年作家高级研讨班开学典礼在京举行。中国作协党组
书记、副主席张宏森，中国作协党组成员、副主席、鲁迅文学院
院长吴义勤，中宣部文艺局局长刘汉俊，中国作协党组成员、书
记处书记胡邦胜，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邓凯，中宣部文艺局副
局长彭云，中宣部文艺局理论文学处处长胡友笋等出席开学典
礼，向学员们表示欢迎和祝贺，并与大家合影留念。

吴义勤在讲话中表示，今年是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
神的开局之年，也是改革开放45周年。全国两会刚刚胜利闭
幕，全国各族人民斗志昂扬，同心同德，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沿着中国式现代化的崭新道路，为全面
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踔厉奋发，勇毅前行。新时代新征程是
当代中国文艺的历史方位，广大文艺工作者要心怀“国之大
者”，坚守文学理想，砥砺文学品格，努力创作生产更多传播当
代中国价值观念、体现中华文化精神、反映中国人审美追求的
精品力作，为文化强国建设作出更大的贡献。希望大家持续深
入学习领会党的二十大精神，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切实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工作的重要
论述武装头脑、凝心聚魂、指导创作，更好承担起举旗帜、聚民
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的使命任务；坚守纯粹的文学理想，
不断涵养道德品格，厚植人文素养，提升文学境界，勇攀文学高
峰，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积极投入“新时代山乡巨变
创作计划”和“新时代文学攀登计划”，聚焦新时代中国社会史
诗性变革，用情用力讲好中国故事，推动新时代文学高质量发
展；尽快转变身份角色，全身心投入到鲁院的学习生活当中去，
提高思想境界，陶冶高尚情操，提升人格修养，焕发创作活力，
保质保量完成学习任务。

刘汉俊代表中宣部向学员们表示祝贺。他说，鲁院是作家
的摇篮和文学的殿堂，一大批作家从这里走向火热的生活，抒
写伟大的时代、伟大的人民，为推动社会主义文学文化建设作
出了重要贡献。新时代是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境界的时
代，也是文学文艺高质量发展的时代，广大作家和文学工作者
要不负时代、不辱使命，推出更多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增强人民
精神力量的优秀作品，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贡献文
学的强大力量。

学员代表刘星元、刘雪婷（淡豹）、钟世华、麻华娟（草白）在
开学典礼上先后发言，表达了来到鲁院学习的喜悦与感激之
情，分享了各自在文学创作中的体会感悟。大家表示，将珍惜
这次难得的学习机会，不辜负在鲁院的学习时光，努力提升自
己的人文素养、写作视野和文学储备，用文学之光照亮自己的
创作道路，勇担时代赋予的使命和责任，把目光投向更广阔的
时空、投向人民生活的深处，用优秀作品回馈人民和时代。

据悉，本届高研班是我国疫情防控进入“乙类乙管”常态化
防控阶段后的首个高研班，在学员人数、学习时长上均恢复到
疫情前的标准。50名学员经各省级作协和行业作协郑重推
荐、鲁迅文学院严格遴选审查并报请中国作协党组书记处同意
录取，平均年龄39岁，其中23人为中国作协会员，44人具有本
科以上学历，博士研究生（含在读）8人，硕士研究生11人，不仅
有创作成绩突出的作家，也有优秀的青年评论家、编剧，是一个
综合素养高、创作门类全、深具发展潜力的中青年作家群体。
为办好本届高研班，鲁院将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和党的二十大精神为指导，持续深化政治理论学习，着力
提高学员的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接续鲁院优良传统和办
学经验，创新工作思路，优化课程体系，不断提高教学服务水
平；结合本届高研班学员创作水平和结构组成，对教学环节和
内容进行有针对性的设计和调整，以更好满足学员学习研修需
求；以高端化、精品化为标准，邀请国内一流的专家学者为大家
授课，精心组织高质量的研讨会及文学沙龙，为大家搭建思想
上相互交流、经验上彼此分享的平台；安排富有特色的社会实
践活动，使大家的视野胸襟得到扩展、思想认识得到提升、创作
积淀得以丰厚。

出席开学典礼的还有中国作协办公厅主任李一鸣，鲁迅文
学院副院长李东华、周长超等。开学典礼由鲁迅文学院常务副
院长徐可主持。

（罗建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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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春天的旋律，生活的密码，这是非常珍贵
的。”这句话出自王蒙发表在《人民文学》1980年第5期
的短篇名作《春之声》，距今已过去了近43年。

3月21日，正是“昼夜均分，莺飞草长”的“春分”日，
也是中国作协举办的首次“作家朋友，欢迎回家——作
家活动周”的第一天。作为共和国文学的同龄人，“人民
艺术家”王蒙在这一天上午走进鲁迅文学院，开讲“春天
第一课”，在“春天的旋律”中谈及“生活的密码”，分享文
学与生活的经验。

这不仅是“作家活动周”的第一讲，也是鲁迅文学院
开设的“鲁院大讲堂”的第一讲。中国作协党组书记、副
主席张宏森以及吴义勤、邱华栋、邓凯等书记处同志来
到现场，与作家们共同聆听这“春天第一课”。

早在课堂开始前的30分钟，现场来自基层的36位
中国作协会员以及50位鲁迅文学院第四十三届中青年
作家高研班的学员们便已拥入会场，翘首期盼；而在

“云”上，还有来自大江南北的无数网络观众，等待着各
平台的网络直播开始。

随着一阵热烈的掌声响起，王蒙在主持人吴义勤的
陪伴下走上了讲台。

聚光灯下的王蒙神采奕奕，一开讲便谈及“怎样的
作品才能经受住生活的考验”这一作者朋友们最关心的
写作问题，由此进入课堂的第一个部分“文学与时间”。

从事写作已70年的王蒙，以《青春万岁》和《这边风景》为
例，前者从写作到出版相隔25年，而后者更是相隔了近
40年。即便如此，这两部作品在出版后依然深受读者欢
迎，原因正在于作品中有扎扎实实的生活。

王蒙谈到，作为写作者，保持对生活的浓厚兴趣与
审美力是十分重要的。“我爱生活胜过了爱我自己。”这
一句总结，让现场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谈及“文学与空间”的关系时，王蒙说，一方面，在
“文学根据地”的意义上，写作空间并没有固定的标准。
一般而言作家都有自己的文学根据地，比如北京和新
疆，便是他常写的地方；但也有不少作家说不清自己的
文学根据地，比如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和莎士比
亚。另一方面，空间也指不同的地方与经验。他举了不
少自己出国考察时候的趣事，惹得听众忍俊不禁，掌声
连连。这些异域故事给大家带来的新鲜感，正说明了写
作空间有许多的可能性。

在谈完文学与时间、空间的关系后，王蒙又谈到了
“文学与想象力”。想象也是从生活中来的，并不是无本之

木。他高兴地说，最近正在看的《三体》和《流浪地球》给他
的启发，就是要敢于想象、能够想象。“虚构的能力要靠自
个儿发展”，他还透露自己一直在进行这种锻炼和尝试。

顺着“想象力”的翅膀，王蒙谈到本节课的第四个部
分“文学与语言”。在他看来，中国传统文学中的语言能
够给写作者以极大启发，除此之外，也要学习生活中随
时出现的新的想象与可能。

在王蒙风趣幽默的写作经验分享中，近一个小时的
时间很快过去，但同学们明显意犹未尽。“文学根据地”
的说法令他们印象深刻。儿童文学作家彭绪洛在课后表
示，自己深受“挖掘和深耕自己的文学根据地”的启发；
广东作家陈再见则有所困惑：面对流动且碎片化的现代
生活，青年作家如何处理文学与空间的关系，构建自己
的文学根据地？他将这个困惑在课堂上和盘托出。王蒙
笑着说，我们对生活的热爱不必受根据地的限制，因为
生活本身在不断膨胀、延伸和创新，生活永远是我们的
根据地，要对所有经历的生活都有兴趣。

（下转第2版）

（见今日2版）

有你们在，中国文学的创造力一定能生生不息
——中国作协“作家活动周”欢迎仪式侧记

本报讯 36把白色座椅，像36朵花瓣，簇拥在中国
现代文学馆的会场之中，映衬着朝阳绽放的大屏幕上“作
家朋友，欢迎回家”几个大字。

这个春天，文学正在悄然酝酿着勃勃生机。
3月21日，来自全国各地、各行各业的36名基层作

家相聚在由中国作家协会主办的“作家活动周”，在文学
馆畅谈文学的光荣与梦想，共话这个春天的美好与希
望。中国作协党组书记、副主席张宏森，中国作协党组成
员、副主席李敬泽，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邱华栋、邓凯参
加活动，并与作家朋友进行交流。

张宏森首先向作家们介绍了中国作协的内设机构、
历史沿革以及发展脉络，同时表达了对新时代文学繁荣
发展的美好愿景。

“把作家朋友们请来还远远不够。要进行系统规划
和精心组织，不拘一格，长办常新。大家常来常往，让作
协真正成为‘作家之家’。”

李敬泽回忆起自己在作协近40年的工作经历，感慨
万千。为作家服务是光荣的事业，看着一个个文学朋友
的成长之路，他感到自己的工作特别有价值。

1964年出生的河北诗人白庆国，来京前刚刚料理完
庄稼。他曾在某部队服役，之后务农，烧过锅炉也当过清
洁工，劳动之余从事文学创作。他对乡村变化感悟深刻，
草木与自然让他懂得了人的渺小，也发现了诗意的存在。
白庆国从小喜欢文学，已坚持写作30多年，创作了3000
余首诗歌。他的灵感都根植于自己熟悉的村庄和土地。

“我的乡亲们一生勤劳，默默地耕耘奉献。”有时白庆
国在地里劳动，灵感来了，就立即掏出纸笔，趴在地上一
句句书写。不久前，他出版的散文集《乡村底色》，还原了
自然与乡村生活的美好记忆。

“我总能把事物和人生联系起来，从事物延伸到人生
的意义和人的活法。看到羊的生活习惯和表情，就会联
系到人的生活。”白庆国说，诗歌可能是上天指给自己的

一条路径。他更希望大家称他为农民，因为他对家乡这
片土地爱得深沉。

留学异乡的孤独，让尹喻有了写日记的习惯。她常
在论坛上更新生活日常与海外见闻，通过文字建立起与
外界沟通的桥梁，探寻更多可能性。很多网友的共鸣与
鼓励，使她感受到了文学的温暖。通过当地一位华人日
报编辑的约稿，她正式开启了写作道路，书写留学生的海
外故事。

“那几年，我生命中充满了文字的幸福与力量。”尹喻
从事过很多行业，五星酒店管理、经济分析师、旅游博主
等等，她曾在街头关注陌生面孔的表情，猜想他们的故事
来激发创作欲。女性写作与旅游题材是她目前的创作方
向，“我希望书写中国女性的气质与力量，同时多多输出
中国文化”。

在尹喻心里，自己还不算真正的作家。“好作品应该
引领时代风气，作家要肩负起对国家和社会的责任。”她
希望通过学习与训练，积累更多文学经验，早日写出有血
肉、有筋骨的优秀作品。

儿童文学作家李姗姗有一副孩子般的面孔。母亲怀
孕时，住在偏僻的村子里，那时的下乡知青带来了很多文
学杂志，母亲就念给肚子里的李姗姗听。（下转第2版）

文学创作是一场充满乐趣的冒险
——中国作协“作家活动周”文学馆畅谈侧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