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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5月12日至16日，由《诗刊》社、南宁市委宣传部主办，南宁

市文联、南宁市西乡塘区人民政府、南宁广播电视台承办的南宁国际诗歌

周在广西南宁举行。中国作协诗歌委员会主任吉狄马加、《诗刊》主编李

少君、中国诗歌学会党支部书记王山，曹宇翔、汤养宗、车延高、刘向东、龚

学敏、田湘、江非、郑小琼、王小王、海岸、夏露、赵牧、许敏、吴少东等诗人、

专家学者，以及来自泰国、越南、俄罗斯、埃及、缅甸、新加坡等国家的诗人

代表参加活动。

在13日举行的开幕式上，演出了配乐诗朗诵、舞蹈、歌舞、器乐演奏

等诗歌主题节目，吉狄马加的《感恩大地》、李少君的《敬亭山记》、杨克的

《我在一颗石榴里看见了我的祖国》、曹宇翔的《黄河诗篇》等诗篇与音乐、

诵读等艺术形式相得益彰。来自多国的诗友也朗诵了诗作，用艺术的方

式讲述中外友好合作交流的故事。

当天还举行了南宁国际诗歌周主题研讨会。与会专家认为，诗歌不

分国界，有共通的灵魂和精神，可以助推人文交流和民心相通。以诗歌点

亮中国绿城南宁，同时也是在点亮城市中每个人的心灵。此次国际诗歌

周的举办，让南宁更加具有丰富的诗意与诗歌的光芒。

据悉，南宁国际诗歌周以“让诗歌点亮绿城”为主题，是广西2023年

“壮族三月三·八桂嘉年华”暨第24届南宁国际民歌艺术节系列活动的一

项重要内容，旨在让人们充分感受“三月三”节庆的文化魅力，让南宁成为

中外游客的“诗和远方”。

（教鹤然）

南宁国际诗歌周举行

用诗歌点亮每个人的心灵

近期，国家博物馆对三大基本陈列和部分专题展览进行全面改陈和提升，积极推进“复兴之路”“复兴
之路新时代部分”的改陈工作，启动“古代中国”改陈工作，目前已完成专题展览“中国古代瓷器”“中国古代
书画”的改陈。其中，“中国古代瓷器”遴选了300余件具有代表性的瓷器精品，系统展示中国古代瓷器的
演变历程；“中国古代书画”以“明清绘画中的山水行旅”为主题，遴选馆藏50余件山水画作精品，展示画家
的山川游历、行旅感怀与笔墨风格样式之间的互动关系。

图为观众参观改陈后的专题展览“中国古代瓷器” （王觅 图/文）

本报讯 5月23日，“奋楫扬帆正当时——第十八

届、第十九届中国电影华表奖颁奖典礼”在北京举行。

400余位老中青电影人代表齐聚一堂，共同见证优秀故

事片奖、优秀农村题材影片奖、优秀少数民族题材影片

奖、优秀少儿题材影片奖、优秀青年电影创作奖等5项

影片类大奖，以及优秀男演员奖、优秀女演员奖、优秀编

剧奖、优秀导演奖、优秀电影音乐奖、优秀电影摄影奖等

6项个人类大奖的诞生。

最终，《我和我的祖国》等10部影片获第十八届中

国电影华表奖优秀故事片奖，《长津湖》等10部影片获

第十九届中国电影华表奖优秀故事片奖。此外，龚格

尔、严东旭、郭帆、叶俊策、杨治学、吴荑、叶濡畅、沈晶晶

等凭借《流浪地球》获得第十八届中国电影华表奖优秀

编剧奖，张冀凭借《夺冠》获得第十九届中国电影华表奖

优秀编剧奖。陈凯歌、管虎、薛晓路、徐峥、宁浩、文牧野

等获得第十八届中国电影华表奖优秀导演奖，陈凯歌、

徐克、林超贤获得第十九届中国电影华表奖优秀导演

奖。张译和任素汐分别获得第十八届中国电影华表奖

优秀男、女演员奖，获得第十九届中国电影华表奖优秀

男、女演员奖的分别是刘烨和张子枫。

第十八届、第十九届中国电影华表奖参评影片为

2018年7月1日至2022年6月30日期间上映的国产优

秀影片，包含故事片、少儿题材影片、农村题材影片、少

数民族题材影片和动画影片等多个类别，是近年来中国

电影发展成就的一次集中展示。此次评奖坚持质量第

一，强化精品意识，以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为

标准；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相统一；坚持公开、公平、公正原则，严格标准、严格程

序，优中选优、宁缺毋滥，集中评选出一批弘扬民族精神

和时代精神、积极反映现实生活、深受广大观众喜爱的

优秀作品。

由国家电影局主办、组织评选及颁奖的中国电影华

表奖是中国电影政府奖，代表着中国电影最高荣誉。时

隔四年，华表奖同时揭晓两届评选结果并隆重颁奖，不仅

是对近年来国产影片创作的一次检阅与嘉奖，更是中国

电影人齐心协力向着高质量发展目标团结奋进的再出

发，将给正在稳步复苏、回升向好的中国电影注入强大

动力，激励广大电影工作者坚持正确方向、乘势而上推动

中国电影高质量发展，在新征程上再创辉煌。（许 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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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4日晚，台湾作家张晓风，台湾文艺协会理事

长、诗人绿蒂（王吉隆），舞蹈家薛英娜乘坐的飞机跨越台

海，抵达雨后的北京。不眠的城市灯光璀璨，让这个夜晚

显得格外富有诗意。随后，《诗刊》社、作家出版社、《中国

校园文学》杂志社等单位工作人员代表引领张晓风、绿蒂

一行参访中国作家出版集团，开启了为期三天的文学交

流活动。

此次活动由中国作家协会港澳台办公室、北京市台

办支持。

“让书中的智慧跟现实接触”

《诗刊》社现在融合了《诗刊》《中华辞赋》和中国诗歌

网，已成为拥有160多万用户的大型诗歌传播平台。《诗

刊》社主编李少君介绍了刊物的历史和发行情况，《诗刊》

社向作家、艺术家们赠送了1957年1月25日的《诗刊》

创刊号影印本以及最新一期纸质刊物。众人在毛泽东

同志为《诗刊》题写的刊名前合影。绿蒂感叹道：“我是诗

人，对诗歌的感情最深。《诗刊》也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创刊

很早的诗歌刊物，能来这里看看，我非常高兴。”

在聆听作家出版社历史介绍、参观作家社常设展览、

观看作家社网络售书直播间的过程中，张晓风、绿蒂一行

与作家出版社副总编辑王松、责编省登宇交流了传统出

版社为适应图书营销方式的新变化而尝试的新方法。“社

会在进步，大家的生活方式在不断变化，实体书和实体书

店也都需要改变路线。像台湾24小时书店那样兼具多

种经营方式的地面书店，在大陆也越来越多了。”张晓风

如是说。

《中国校园文学》杂志社向张晓风赠送了三期以她的

文章作为卷首的刊物以及一幅装帧精美的刊物插画。《中

国校园文学》主编徐峙说：“张老师，您的作品在我们大陆

的中高考试题中经常出现，很受青少年的喜欢。”张晓风

应邀在杂志社为青少年手书寄语，她沉思良久，郑重写

下：“古代中国有个晒书日，把家里的书在七月七日，拿到

艳阳下晒一晒除湿，并且点数自己书架上的珍藏，也让书

中的智慧，跟现实接触。”以此鼓励青少年读者要多读书、

读好书，对书籍有敬畏之心和珍惜之情。

“让两岸的文学对话与文化交往更为深入”

5月25日上午，张晓风、绿蒂一行来到中国作家协

会，拜会中国作协副主席、书记处书记吴义勤。

“非常高兴能够在中国作协见到来自宝岛的作家、艺

术家朋友，我代表中国作协对三位的来访表示热烈欢

迎。中国作协是作家之家，也希望大家到作协来，能够有

一种家的温暖。”吴义勤表示，文学是全世界人与人之间

心灵相通、精神共鸣的通用语言，是中华民族共同的精神

财富。20世纪中国文学取得的巨大成绩，是由海峡两岸

作家共同创造的。两岸作家有着悠久的交流历史，建立

了深厚的友谊，在文学创作上也互有激励。“张晓风和绿

蒂老师多年来高品质的散文、诗歌创作，始终坚持人文立

场，不仅传达了中华文化的价值观，也表达了两岸一家亲

的情怀。期待两位作家的创作能迎来新的春天，为两岸

读者奉献更多的精品力作。”

“发挥文学的作用，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贡献力

量，是两岸的共同愿望。我希望作家、艺术家们能把大陆

之行的美好记忆和感受带回去，把大陆人民对台湾人民

的真实感情带回去，也希望更多的台湾作家都到大陆来，

让那些心系祖国的作家能跟我们建立更好的联系，吸纳

更多的台湾作家加入中国作协。”吴义勤特别谈到，中国

作协非常重视两岸文学交流，尤其重视为两岸作家搭建

文学桥梁，曾多次组织台湾作家走访大陆和大陆青年作

家参访台湾。希望台湾作家能够为加强两岸文学交流多

提意见和建议，让两岸的文学对话与文化交往更为深入、

更加有效、更有开创性。

已是耄耋之年的张晓风平时走路常拄拐杖，听完

吴义勤的一席话，她坚持从沙发上站起身来，不失风趣

地说：“我在楼下看到鲁迅先生的雕像和诗句，感慨良多，

可惜他早已离开了我们。拜现代医学所赐，我和绿蒂已

经80多岁，比鲁迅先生长寿得多。也正因如此，我们看

到了中国土地的成长、人民的成长，而且自己也不知不觉

地参与其中，感到非常荣幸和愉快。所以我想，人不仅要

活得久，还要像吴义勤书记的名字一样，‘勤’能补拙，得

‘勤快’‘勤奋’‘勤劳’地持续写作。”

“其实我跟中国作协的渊源很深。”绿蒂回忆起自己

自1991年秋天参加艾青国际诗歌研讨会开始，与中国作

协、中国文联建立联系的往事。“我曾和余光中、郑愁予等

一同来过大陆访问，也参加过五届文代会，最深的感触就

是，觉得大陆这边蛮重视文化，这方面比台湾做得好。”他

谈到，尽管大陆与台湾各自有着不同的发展历程，但两岸

同胞同根同种的血脉联系是无法割裂开的。“大陆的强大

是中华民族的幸福和骄傲。台湾虽小，却有很多值得看

的文艺场所，也有值得体验的文艺氛围，希望中国作协领

导有机会能常去台湾看看。”

交流结束后，张晓风和绿蒂分别向吴义勤赠送了签

名散文集《我在》和诗集《十八·八十》，吴义勤向作家、艺

术家回赠了极富传统文化底蕴的文创礼品。

“把最珍贵的书放在最该放的地方”

5月的中国现代文学馆，枝叶荫翳，绿意盎然。园内

散落着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等现代作家雕塑，处处洋

溢着浓郁的文学氛围。张晓风、绿蒂一行在讲解员的引

领和馆领导的陪同下，依次参观了文学馆的作家书房展、

名家手稿展和中国现当代文学展。

以“家”为主题的作家书房展，展出了包括台湾作家

柏杨在内的10位中国著名作家书房陈设，在这里可以近

距离体验作家的创作生活细节。以“纸”为载体的珍品手

稿展中，也包括林海音、柏杨、余光中、张秀亚、洛夫、聂华

苓、陈若曦、赵淑侠、纪弦、萧逸等作家的手稿。张晓风、

绿蒂一行通过陈设的器物、珍贵的纸页和丰富的资料，触

摸百年中国文学的历史脉络，重温经典作家的文学道路，

感受到两岸文学的同频共振。

随后，张晓风、绿蒂向中国现代文学馆捐赠了文学档

案资料。绿蒂捐赠了《北港溪的黄昏》《风与城》《春天记

事》《夏日山城》《秋光云彩》《冬雪冰清》等13本书、《秋水

诗刊》13册、沈鹏的书法作品，以及余光中、张默和他本

人的部分手稿。其中，沈鹏书法抄录的绿蒂诗作，作为两

岸文艺家心心相通的证物，已在绿蒂身边珍藏了十多年，

载满了两岸文艺工作者的情谊。

张晓风捐赠了《不朽的失眠》《愁乡石》《送你一个

字》《麝过春山草自香》《地毯的那一端》等11本书，以及

《舞、舞台和舞子》《为余光中先生的遗作写》《致余师

母》《关于手稿的告白》《“执技”以“事上”的艺术家》等5

部手稿，每部手稿都由她现场题写说明。其中有一本

张作锦的《今文观止》，扉页上写着一句很有意义的话：

“送给晓风，我的徐州老乡。”张晓风表示，张作锦是台

湾《联合报》原社长，八九岁时离开徐州，如今已年逾九

十。“无论在台湾生活多久，他仍然记得自己是徐州人，

记得自己的故乡之根。他写了很多‘好样的中国人’的

故事。”她认为，捐赠这本书能够很好地传达出作家对

于故乡的深沉感情，借此也能表达出自己对文化传统

的尊重。“我的书是我平生最珍贵的东西，能够把书放在

最该放的地方，把有意思的故事分享给大家，是一件很值

得做的事情。”

中国现代文学馆常务副馆长王军接受捐赠并为作家

颁发入藏证书和纪念品。他谈到，港澳台及海外华文文

学构成了中国现当代文学宝库不可或缺的部分，希望海

外作家们把自己珍藏的手稿、版本以及与文学有关的照

片、录像资料捐赠给文学馆，让两岸及海外文学爱好者和

研究人员共享。

此外，张晓风、绿蒂一行还走访了中国文联、北京交

通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故宫博物院、十月文学院等地，围

绕“漫谈读书与写作”“两岸文学与艺术”等话题与作家、

学者和学生等展开深入交流。

“两岸同胞同根同种的血肉联系是无法割裂的”
——台湾作家张晓风、绿蒂一行走访中国作家协会侧记

□本报记者 徐 健 教鹤然

本报讯 5月 21日，由中国文联、中国剧协、广州市人民

政府联合主办的第九届中国戏剧奖·梅花表演奖（第31届中国

戏剧梅花奖）和曹禺剧本奖（第25届曹禺戏剧文学奖）在广州

颁奖。15名演员与5部剧本分别荣获中国戏剧表演艺术和戏

剧文学创作领域的最高奖项。中国文联党组书记、副主席李屹，

中国剧协名誉主席尚长荣，中国剧协主席濮存昕，中国剧协分

党组书记、驻会副主席陈涌泉，中国剧协副主席王勇、尹晓东、

冯玉萍、李树建、杨凤一、韩再芬、沈铁梅、柳萍、谢涛等出席颁

奖晚会。

本届中国戏剧梅花奖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和党的文艺方针，旨在更好

地发挥评奖在加强戏剧文艺队伍建设中的作用，推动创作更多

无愧于时代的戏剧作品。5月8日至18日，参与本届梅花奖终

评的17名演员在广州、香港、澳门竞演，评委进行现场观摩。最

终，郝士超（昆剧、河北梆子）、施夏明（昆剧）、郑芳芳（晋剧）、李

嘉宜（粤剧）、冯冠博（京剧）、袁媛（黄梅戏）、梅院军（黄梅戏）、郑

全（越剧）、孙砾（歌剧）、郭伟（京剧）、王航（秦腔）、罗晨雪（昆

剧）、章益清（越剧）、张佳春（京剧）、唐恺（京剧）获奖。

本届曹禺戏剧文学奖入围作品以讲好中国故事为己任，有

正气、应节气、接地气、长志气、显生气，体现和展示了近两年内

中国戏剧文学的发展动向与艺术高度。周振天（执笔）和陈萱创

作的话剧《深海》、毓钺创作的话剧《惊梦》、徐瑛创作的花鼓戏

《夫子正传》、陈欣欣创作的闽剧《生命》、陆军和肖留创作的话剧

《董其昌》获奖。

颁奖晚会上，数十位本届及历届梅花奖获得者登台献艺。

5月22日，在以“为时代创作 为人民演出”为主题的第九届中

国戏剧奖获奖者座谈会上，陈涌泉表示，这两个奖项凝聚着戏剧

界历代前辈艺术家的培育和关怀。希望获奖者能以荣誉为新的

起点，向德艺双馨的艺术大家迈进；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不断

推出更多精品力作；高度重视剧种的传承发展，传递好戏剧事业生生不息

的接力棒；立足新时代、新征程，在世界戏剧舞台上彰显中国戏剧的独特

价值与魅力；在行业行风建设中发挥示范引领作用，为构建风清气正的良

好戏剧生态贡献力量。

据悉，第32届中国戏剧梅花奖竞演评奖活动将于2025年在上海举办。

（路斐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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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吉隆坡5月27日电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学习问答》英文版首发式5月27日在马来西

亚吉隆坡国际书展中国主宾国活动现场举行。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问答》一书，

以问答体的形式全面系统、深入浅出展现了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基本精神、基本内容、基本要求，内容

丰富、形式新颖，图文并茂、通俗易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问答》英文版由中国人民出版社、学习

出版社与印度通用出版社合作出版，面向全球英语国家发

行，有助于国际社会全面了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的主要内容，深入认识中国共产党致力于推动建设美

好世界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担当。

中宣部负责同志、马来西亚政界、学界、新闻界、出版界

知名人士和智库代表参加首发式活动。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学习问答》英文版首发式在吉隆坡举行

本报讯 5月26日，中国现代文学馆与台湾作家陈映真夫人陈丽娜

女士签订了《陈映真文学资料捐赠协议》。首批入藏资料包括《忠孝公园》

《山路》等陈映真代表性作品手稿200余部，以及《第一件差事》《将军族》

等陈映真著作的早期版本。

陈映真先生是忠诚的爱国主义者，著名文学家，中国作家协会第七

届、第八届全国委员会名誉副主席。他长期坚守台湾文化阵地，创办《人

间》等进步刊物，创作大量文学作品和文艺理论文章，颂扬台湾同胞的爱

国爱乡传统，感召许多台湾同胞走上追求祖国统一的道路。1988年参与

创建台湾中国统一联盟并出任主席。2006年定居祖国大陆，2016年在

北京逝世。陈映真在接受记者专访时表示，“我希望我们的民族能够重新

团结”。作为陈映真晚年在大陆的亲密战友，曾庆瑞、赵遐秋夫妇评价

“陈映真是台湾乡土文学的一面旗帜”。继此次捐赠之后，陈丽娜表示将

把陈映真从台湾辗转运回的3000余册珍贵藏书等文学资料陆续捐赠给

中国现代文学馆。

中国作协党组高度重视陈映真文学资料捐赠，要求中国现代文学馆

认真做好相关工作，聚焦重点实施突破性的征集。陈映真文学资料全部

入藏后，中国现代文学馆将建立“陈映真文库”，制定专项学术研究计划，

并将适时举办朴素隆重的捐赠仪式。

签约仪式结束后，中国现代文学馆领导和征集编目部、保管阅览部、

展览部相关负责同志陪同陈丽娜参观了“作家文库”库房和“中国现当代

文学展”“作家书房展”，陈丽娜详细听取了中国现代文学馆藏品保管和展

览陈列情况的介绍。 （吴春梅）

中国现代文学馆举办
陈映真文学资料捐赠签约仪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