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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远的背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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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作者周良沛年已九十，经历丰
富，与现代文学史上许多著名作家学者
都有或深或浅的交往。本书所收录的
是作者近年来的一些回忆文章，对一些
著名人物如冯达、丁玲、蔡其矫、萧红、
萧军、陈涌、关露、赵清阁、阿垅、陈映
真、路翎、绿原、陶然等的生平事迹或争
议事件做了个人视角的重新叙述。作
者写人写事，既能抓住神魂，又尽力展
示完整的过程，宛如一部浓缩的传记。
书中一些场景细节具有珍贵的独特性，
为这些人物的专业研究提供了可资借
鉴的补充。

新书贴

舞台属于自重者
掌声送给好名声

□辛文岩

据新华社电 5月16日出版的第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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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二十届中央政治局第四次集
体学习时的讲话》。

文章强调，以学习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为题举行集体学习，目的是发挥示范作用，推
动全党在主题教育中深入学习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打牢思想理论基础。

文章指出，学习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是新时代新征程开创事业发展新局面的根本
要求。对于我们这样一个世界上最大的马克思主
义执政党来说，理论强，才能方向明、人心齐、底
气足。新时代新征程，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国内形
势、艰巨繁重的改革发展稳定任务、各种不确定难
预料的风险挑战，要实现党的二十大确定的战略
目标，迫切需要广大党员、干部特别是各级领导干
部进一步深入学习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这是党中央确定在全党开展这次主题教育的
主要考量。这次主题教育确定以学习贯彻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主题，就是要推动全党特别
是领导干部把学习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不断引向深入。

文章指出，要着力把握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的科学体系和精髓要义。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内容涵盖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
治党治国治军等方方面面，构成一个完整的科学体
系。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十个明确”、“十四个
坚持”、“十三个方面成就”概括了这一思想的主要内
容。既要全面系统地学习掌握这些主要内容，又要整
体把握这一思想的科学体系，做到融会贯通。同时，
学深悟透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还必须把
握这一思想的世界观、方法论和贯穿其中的立场观
点方法。只有准确把握包括“六个必须坚持”在内的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立场观点方法，才
能更好领会这一思想的精髓要义，才能把思想方法
搞对头，认识问题才站得高，分析问题才看得深，开
展工作也才能把得准，确保张弛有度、收放自如。

文章指出，要发扬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作风。理

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取决于理论满足现实需要
的程度，理论作用发挥的效度取决于理论见诸实践
的深度。学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目的
全在于运用，在于把这一思想变成改造主观世界和
客观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在这次主题教育中，党
员、干部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要主动把自己的思想
摆进去，学习掌握党的创新理论关于坚定理想信
念、提升思想境界、加强党性锻炼的一系列要求，始
终保持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要把党的创新理论运
用到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提出的重大战略部署中
去。善于运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观察时
代、把握时代、引领时代，善于运用这一思想推进中
国式现代化取得新进展、新突破，善于运用这一思
想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各种矛盾和问题，善于运
用这一思想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善于运用这一思想
深入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文章指出，中央政治局的同志要在主题教育中
当表率。领导干部在各个方面都要坚持以身作则、以
上率下，这是一种有效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
《在二十届中央政治局第四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

本报北京5月15日电（记者徐健 罗建森） 5月15日，鲁
迅文学院文化润疆作家培训班调研座谈会在鲁迅文学院八里庄
校区举行。中国作协党组书记、副主席张宏森出席会议并讲
话。中国作协党组成员、副主席、鲁迅文学院院长吴义勤主持会
议。中国作协办公厅主任李一鸣、《民族文学》主编石一宁等参
加会议。

张宏森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高度重视新疆工作。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
推动，明确了做好新疆工作的指导思想、目标任务、重大举措，形
成了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作为新时代的文学工作者、新疆和兵
团作家队伍中的一员，大家都肩负重要的使命责任，那就是以文
学创作融入文化润疆工作大局，不断以优秀的文学作品推动铸牢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讲好新疆故事，展现好中国形象。要在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上切实推动新时代新疆文学欣欣向荣、生
生不息，在新的赶考路上交出新疆文学高质量发展的优秀答卷。

张宏森强调，文学创作要善于准确把握时代方位，面向新时
代、攀登新高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
和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想，党的二十大提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
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全国上下整装
再出发，走在了新的长征路上。这是一个伟大的催人奋进的新
时代，也是一个充满机遇与挑战的新时代。希望大家胸怀“国之
大者”，把文学创作自觉融入新时代，去观照中华大地滚滚向前
的历史洪流，观照脚下的土地上日新月异的发展变迁，观照中国
式现代化进程中人民迈向幸福之路的情感与心声，把文学理想
系于时代之舟、系于中华民族之梦，塑造出更为可信、可亲、可
敬、可被流传的文学意象和人物形象，真正使文学为强国建设、
民族复兴提供强大价值引导力、文化凝聚力、精神推动力，让新
时代的中国新疆文学绽放出更为璀璨的精神光芒。

张宏森强调，文学创作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主
动向火热的现实生活敞开大门。社会主义文学是人民的文学，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为人民抒
写、抒情、抒怀是作家的天职，是创作出优秀文学作品的明途正
道，也是文学繁荣发展的动力所在。文学要牢固树立人民立场，
找准创作方向、把稳前行之舵，紧紧与时代和人民相连，更好彰
显出震撼人心的力量。希望大家在文学创作中，坚持把人民作
为文学表现的主体，紧跟时代发展、把握人民需求、揭示人间真
谛，以充沛的激情、生动的笔触、感人的形象创作出具有新疆特色和中华气派的优秀文
学作品，向全国乃至全世界讲好新疆故事、传播好新疆声音，展示美丽新疆的团结和谐
进步和新时代新疆人民奋发向上的精神风貌。

张宏森强调，文学创作是一项铸魂工程，要坚守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主线，
坚持凝心铸魂，促进民族团结。要正确认识中华民族文化与各民族文化之间一体多元
的密切关系，坚决维护中华文化的统一性，在文学创作中充分把握好中华文化的历史根
脉，以统一性为前提和根本，展现各民族在文化上的相互尊重、相互欣赏、相互学习、相
互借鉴，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充分发掘本民族的优秀文化传承，以独特的视角
和书写，不断丰富中国文学的创作表达，在中国文学的版图上描绘出多民族文化丰富多
彩的壮丽景观。要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放眼新时代新生活新气象，表现新疆各族人
民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推动新疆各民族人民坚定对
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高度认同，以文学创
造建立民族团结的精神长城。

张宏森强调，文学创作既要坚持守正也要不断创新，善于在现代媒体传播格局中不
断展现出坚韧的生命力。当前传统的文学生产传播方式和话语形态正在经受严峻考
验，这也是新时代文学的巨大机遇。新的技术和传媒条件，为文学形态的“变”和“新”注
入了动力，大家要准确识变、主动应变、自觉求变，敏锐回应、大胆运用新技术条件提供
的一切可能性，跨越边界、衍生转化，更加有力地证明文学的地位价值和尊严。与此同
时，无论外在形态如何变化，文学创作都不能做“舍本逐末”“买椟还珠”的事情，内容永
远是文学最本质、最可靠的竞争力。我们既要飞得高，又要立得稳，在勇于创新的同时
要不忘初心，才能保证我们在创新之路上始终勇立潮头。

张宏森希望学员们珍惜在鲁院学习的宝贵机会，把学习收获转化为创作的巨大动
力和前行的丰沛力量，将来回到新疆后勤奋耕耘、努力创作，把身边的写作者、文学爱好
者带动起来，一同投入到对新时代新疆波澜壮阔生活图景的书写当中，努力创作出展示
新疆各族人民勠力同心、守望相助、团结进步的奋斗史诗，为推动新时代中国新疆文学
的高质量发展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学员代表阿尔曼·艾林（哈萨克族）、唐嘉璐、古丽斯买·吾斯曼（维吾尔族）、布日玛
（蒙古族）、薛菲（藏族）、代叶烁、荣岳霞、许蓉、徐骏、马永霞（回族）、马月莹、努尔艾力·
库尔班（维吾尔族）现场发言，分享了自己的体会和收获，并对中国作协相关工作提出建
议。大家表示，在鲁院的学习经历让自己获益匪浅，政治素养、文化素养、专业素养都得
到了很大提升。接下来将继续认真学习、消化相关课程，围绕新时代文学高质量发展的
重要命题深入思考、积极实践，踊跃参与到中国作协“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新时
代文学攀登计划”中来，努力创作出更多讲好新时代中国故事、新疆故事的优秀作品。

参加会议的还有中国作协赴新疆调研组相关人员，《民族文学》骨干编辑，鲁迅文学
院相关部门负责人、培训部全体人员以及鲁迅文学院文化润疆作家培训班全体学员。

张
宏
森
到
鲁
迅
文
学
院
文
化
润
疆

作
家
培
训
班
进
行
调
研
座
谈

新华社北京5月15日电 近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复信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的中亚留学生，鼓励他们为推动中国
同中亚国家关系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习近平指出，中国和中亚国家山水相连，友谊深厚，命
运与共。2013年，我在中亚国家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
带”倡议。10年来，中国中亚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各领域
合作驶入快车道，给双方人民带来福祉。

习近平强调，中国同中亚国家的友好关系需要一代又

一代有志、有为青年传承和发扬。你们是中国中亚关系的
见证者、受益者，更是建设者和传播者。希望你们积极投身
中国同中亚国家友好事业，弘扬丝路精神，讲好中国故事、
中亚故事，当好友谊使者和合作桥梁，为构建更加紧密的中
国—中亚命运共同体作出自己的贡献。

近期，中国石油大学（北京）的中亚国家留学生给习近平
写信，讲述在华留学生活情况，表达了努力学习、加强合作、
为构建中国—中亚命运共同体贡献力量的决心。

习近平复信中国石油大学（北京）
的中亚留学生

中国作协新时代文学
研究中心在徐州揭牌

近日，笑果文化旗下某脱口秀演员在北京的
一场演出中使用不恰当的比喻，以亵渎英雄的方
式哗众取宠，引发观众和网友强烈不满，受到舆
论一致批评。目前，笑果文化已无限期停止该演
员后续一切演艺工作，北京市文化执法总队已对
该公司进行立案调查。这一事件再次告诫文娱
领域从业者：必须牢记底线不可触碰、神圣不容
冒犯，自觉摒弃低俗庸俗媚俗的低级趣味，努力
追求德艺双馨的人生境界。

底线标示着从艺做人的原则，划定了不可逾
越的红线。文娱从业者触碰底线，本质上是亵渎
神圣、蔑视崇高的错误行为。每个民族的文化最
深处都有一片神圣而崇高的领域，这是历史传统
延绵不绝的积淀，也是仁人志士丹心碧血的凝
结，是支撑一个民族坚韧不拔、生生不息的力量
之源。如果轻佻地践踏这片神圣的领域，不啻于
拆毁守卫民族文化安全的长城。文艺工作者承
担着凝心铸魂、成风化人的使命职责，理应礼赞
英雄、捍卫崇高，而不是充当不良风气的制造者、
跟风者、鼓吹者。

舞台属于自重者，掌声送给好名声。文艺需

要通俗、接地气，但通俗决不等于庸俗、低俗、媚
俗，接地气更不是制造、传播或迎合低级趣味。
生活需要笑声，但快乐不意味着无节制的放纵，
更拒绝以无聊烂梗为催化剂。文艺以创新为生
命，而恪守底线正是创新最坚实的基础，离开了
这一点，任何“创新”都是沙上盖楼、水中捞月，必
将走向光怪陆离、荒腔走板，最终被观众唾弃。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我们不能否认或忽
视文艺的经济效益和经济价值，但与社会效益、
社会价值相比，经济效益、经济价值是第二位
的。历史反复证明，坚持社会效益首位，文艺才
能拥有持久的生命力；一味追求经济效益的文

艺，其价值是不稳固、不长久的。个别文娱从业
者对待创作心猿意马，站上舞台口无遮拦，用自
以为是的低格调“幽默”宣泄内心的阴暗，制造博
眼球的“笑果”，最终只能让自己沦为可悲的“笑
料”，对文艺有百害而无一利！尤其是拥有较多粉
丝的从业者，一言一行都会对社会产生影响。如
果罔顾底线、品行不端，艺术生命必然无法长久。

古人云：“蓬生麻中，不扶而直；白沙在涅，与
之俱黑。”文艺工作者的成长成才，固然要靠个人
天赋和勤奋，也不能离开山清水秀的文艺生态。
科学运用法律、道德、行政、行业和舆论等多种手
段，依法惩戒害群之马，遏制行业不良倾向，廓清
文娱领域风气，既是对从业者的有力警醒和深切
爱护，也是推动新时代新征程文艺事业健康发展
的必然要求。广大文艺工作者应当把个人的道
德修养、社会形象与作品的社会效果统一起来，
心怀对艺术的敬畏之心和对专业的赤诚之心，坚
守正道、德艺兼修，下真功夫、练真本事，自觉讲
品位、讲格调、讲责任，以心血出成果，用实力塑
形象，靠品质求效益，凭德艺扬名声，营造自尊自
爱、互学互鉴、天朗气清的行业风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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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5月13日，第八届华语青年作家奖颁奖典
礼在四川成都举办。本届颁奖典礼由成都市文联、成都
市龙泉驿区委宣传部、简阳市委宣传部主办，成都市文
艺发展服务中心（《青年作家》杂志社）、成都市作协、封
面新闻、华西都市报社、龙泉驿区文联、简阳市文联等单
位承办。中国作协副主席、书记处书记李敬泽，中国作协
副主席、四川省作协主席阿来发表主题演讲，并为获奖
作家颁奖。成都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辜学斌，龙泉驿区
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杨伟，简阳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彭
能超及中国作协诗歌委员会副主任梁平致辞。

李敬泽表示，未来的文学写作一方面面对着巨大
考验，另一方面也肩负着重大责任。文学是人类语言
的根基，在技术极速发展的时代，文学从业者有责任
维护人的丰富性、创造性。希望青年写作者回到文学的
根本上，维护好人与人、人心与人心的关系，维护好人
本身的主体性。

辜学斌谈到，青年是事业的未来。举办华语青年作
家奖，是弘扬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创新发展天府文化，奖
掖青年、扶持新秀，助推更多青年作家挑大梁、当主角的
重要举措。希望青年作家以生花妙笔创作出更多体现民
族精神、时代精神的优秀作品。

据了解，本届华语青年作家奖专家评审委员会主任
由李敬泽、阿来担任，邓凯、程永新、师力斌、徐福伟、梁
平担任终评评委，评选对象为2022年度首次发表或出
版的青年作家作品，2023年1月启动征稿，采用杂志社、
出版社等机构推荐以及批评家、作家、读者推荐和作者
自荐的征稿方式，共征集到参评作品460余篇（部）。经
初评和复评环节，16篇（部）作品进入终审评委投票评
选程序。郑小驴、白琳、汤成难、杨知寒、包慧怡、谭镜汝、
李朝德、李壮8位青年作家、批评家分获四个类别的8大
奖项。

当日，19位来自全国各地的青年作家参加了第三
届华语青年作家写作营开营仪式。 （康春华）

本报讯 5月13日，中国作协新时代文学研究中心（江苏师范大学基地）揭牌仪
式暨首届新时代文学论坛在江苏徐州举行。中国作协副主席、书记处书记吴义勤，
江苏省作协党组书记郑焱，江苏师范大学党委书记方忠致辞并为中国作协新时代文
学研究中心（江苏师范大学基地）揭牌。中国作家出版集团管委会副主任宋向伟宣
读中国作家协会关于成立新时代文学研究中心的批复。张福贵、刘勇、王兆胜、栾梅
健、朱志荣、张丽军、王秀涛、崔庆蕾、宋嵩等20余位专家学者与会。活动由江苏师范
大学研究生院院长黄德志、文学院党委书记葛大伟共同主持。

吴义勤在致辞中说，为整合各方面研究力量，更好推动对于新时代文学的研究
阐释，更好总结新时代文学创作的经验成就，中国作协决定由中国作家出版集团以
及《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编辑部牵头，与具备较强当代文学研究力量的高校深入合
作，设立“中国作协新时代文学研究中心”，通过制度化、机制化的运营管理体系，加
快加深对于新时代文学创作的研究。希望更多学者关注新时代文学的发展与实绩，
积极参与到新时代文学研究中来，也希望新时代文学在理论批评的引领护航下，创
造属于我们民族的经典，为伟大的时代变革续写华章。

郑焱谈到，中国作协在江苏师大挂牌成立新时代文学研究中心适逢其时，责任
重大，意义深远。希望中心尽快启动相关工作，及时对新时代文学出现的理论问题、
思潮现象和重要作家作品展开研究并推出相关学术成果，努力将中心打造成新时代
文学的研究高地、实践高地和传播高地。

方忠表示，中心建成后，将依托中国作协强大的文艺创作资源，充分发挥高校在
文学研究、文艺批评、文化传承等方面的工作优势，把新时代文学研究放置于推进文
化自信自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高度开展。

首届新时代文学论坛以“新时代文学：新经验、新表达、新突破”为主题，与会专
家围绕“从新时期到新时代：新时代文学的历史使命与文化语境”“新时代的山乡巨
变与现实主义创作”“新时代作家作品的经典化”等分议题，从不同角度展开讨论，提
出了一系列建设性创新性的观点。当天还举办了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华文
文学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研究”开题报告会。

（苏 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