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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王觅） 在日前举行的第二十九届北京国

际图书博览会上，一系列丰富多彩的文化交流、文学对谈和

新书推介活动成功举办，展示出文学创作、出版与跨文化交

流事业的累累硕果，引发广泛关注。

作为第二十九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重要活动之一，6

月14日，北京出版集团与马来西亚汉文化中心在京共同举

办马来西亚汉文化中心驻中国办事处揭牌仪式暨《穆斯林的

葬礼》马来文版新书发布会。会上，中马双方代表共同为马

来西亚汉文化中心驻中国办事处牌匾揭幕，宣布双方合作推

出的霍达长篇小说《穆斯林的葬礼》马来文版正式面世，并互

赠中文和马来文版图书留念。

2021年，马来西亚汉文化中心与北京出版集团合作推

出的《平凡的世界》马来文版引发热烈反响。《穆斯林的葬礼》

是继该书之后引入马来西亚的第二部茅盾文学奖获奖作

品。马来西亚汉文化中心主席、拿督吴恒灿表示，中国文学

不应仅仅属于华语读者，而应通过译介走近全世界热爱文学

的读者。希望通过设立马来西亚汉文化中心驻中国办事处，

与中国的出版界、作家、学者和读者建立更紧密的联系，不断

推动马中两国在国际文化艺术交流、作品互译、人才智库建

设、语言学习与教育合作等方面取得更多实际成果，加深两

国人民的相互了解，促进两国之间的友好关系和交流互鉴。

据悉，此次活动是北京出版集团与马来西亚汉文化中心签署

战略合作协议后迈出的重要一步。

在中国文学交相辉映的绚烂图景中，湖南作家笔耕不

辍，湖南文坛生机勃勃。本届北京图博会“中国作家馆”邀请

湖南作为主宾省，旨在进一步扩大湖南作家及其作品的影响

力。6月15日，湖南省作协、湖南文艺出版社、作家出版社共

同举办了“时代的回音”文学对谈活动。王跃文、水运宪、贺

绍俊、阎真、彭东明、龚旭东等湖南作家、评论家齐聚一堂，围

绕湘味浓郁的中国故事、文学与时代、文学之变与作家的自

我超越等话题展开交流，并分享了创作感悟。贺绍俊认为，

湖南文化有着源远流长的传统，并形成了鲜明的特点，而湖

南的作家也很好体现了湖南文化的典型品格。王跃文认为，

自己的创作道路有真实书写、文化书写、中华美学书写三个

关键词。他表示，中国人同天地万物形成了稳定的情感关系

和行为习惯，也就自然衍生并呼唤着一种纯熟的中华美学经

验，“写这般经验，是我的长期追求”。水运宪在写作中总是

饱含着一股激情，他感慨自己最动情之处往往是人最真实的

地方。龚旭东坦言，湖南作家总是有一种忧患意识，无论是

对国家、对民族，还是对社会、对乡土。在阎真看来，写作需

要作者按照生活本来的面貌去表现生活，不仅要与生活贴地

而行，同时还要写出生活的痛感。彭东明在新作中力求通过

众多人物命运的转变来写伟大时代的具体变化，“我把自己

也写到书里，在记忆与变迁的现实中不断跳进跳出”。

6月15日，作家出版社举办了“文学与酒，飘向世界的醇

美味道”何建明《茅台——光荣与梦想》北京分享会，该书作者

何建明和评论家梁鸿鹰、张陵围绕作品展开交流分享。作家出

版社今年初推出的纪实力作《茅台——光荣与梦想》全景式展

现了茅台酒的诞生和发展史，生动描摹了茅台集团的发展历

程，反映了中国企业在时代浪潮中的艰苦奋斗和卓越追求。何

建明坦言，讲好中国故事，传递中国精神，正是自己创作《茅

台——光荣与梦想》的初心。书写这样一家有着厚重而丰富发

展史的企业并非易事。动笔之前，何建明进行了长达两年的创

作准备，多次前往茅台集团采访调研。茅台是博大精深的中华

传统工艺与文化的“集大成者”，他希望通过书写企业发展历

程生动展现民族精神。在梁鸿鹰看来，何建明敢于面对自己不

熟悉的领域，擅长以开阔的思想和视角反映当代社会生活。这

部作品不仅传递出“飘向世界的醇美味道”，更展示了中国企

业与整个民族的成长之间的联系。张陵谈到，这部作品以报告

文学独有的思想和艺术力量，用标志性的人物连接起茅台发

展史，对一个民族品牌的文化密码进行准确解读。

6月17日，作家出版社举办了“既然选择了远方，便只顾

风雨兼程”《汪国真诗文全集》分享纪念会。中国作家出版集

团党委副书记、作家出版社社长鲍坚，作家出版社总编辑张

亚丽出席活动。该书主编、汪国真胞妹汪玉华，书法家、教育

家、诗人庞中华，民进中央宣传部部长、诗人毛梦溪与会展开

交流分享。《汪国真诗文全集》共分两册、七部分，包含现代

诗、古体诗词、采访点评、歌词、哲思短语、散文杂文、小说等

多种体裁，按汪国真现存所能找到的所有作品的创作时间、

发表时间或出版时间先后顺序排列。鲍坚表示，汪国真是一

个时代文化的符号，其诗文影响了无数人。中国诗歌的美学

追求和当代人的阅读期待，在他的诗中有着完美的结合。汪

玉华介绍说，她是在汪国真去世后应其众多读者和朋友的要

求做这套书的。该全集对之前出版物上的误差按照汪国真

在书中标注的内容进行了更正。她还亲手绘制了书封的肖

像画，以寄托对胞兄的思念和敬意。

2013年，花山文艺出版社推出了“河北四侠”集结号，丛

书包括刘建东的《射击》、胡学文的《我们为她做点什么吧》、

李浩的《父亲，镜子和树》以及张楚的《夜是怎样黑下来的》四

部短篇小说集。如今，十年过去，这四位作家在文学道路上

不断探索创新，成果令人瞩目。6月17日，在北京图博会现

场，花山文艺出版社举办了“河北四侠”十年重聚首暨自选集

签约仪式。中国作协创研部主任何向阳作为特邀嘉宾，与胡

学文、刘建东、李浩、张楚一同参与活动，签约仪式由花山文

艺出版社社长、总编辑郝建国主持。

四位作家分别从生活和创作的角度对过去十年进行了

回顾。大家表示，“河北四侠”这个称号有一种力量和光芒，

让大家在各自的文学道路上奋力向前奔跑，互相帮助、鼓励

和支持，产生了文学和情感的双重向心力。何向阳从作品特

点、创作手法等角度，分别对胡学文作品中的文学精神表现、

刘建东的叙事能力和作品柔软温暖的质地、李浩精进的文学

姿态和出色的写作技巧、张楚的先锋特质等给予高度评价。

郝建国表示，此次签约并即将出版的作品是对“河北四侠”十

年来创作历程的系统总结和成果展示，将为读者们呈现一个

丰富多彩的文学世界，展现四位作家在创作道路上的不断精

进和突破。

本报讯 中国诗歌是传承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的重要载体，是彰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独特魅力的文学样式。为了更好地探讨中国

诗歌的发展之路，研究如何在建设中华民族

现代文明、建设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征程上贡

献诗歌的力量，6月25日，由中国诗歌学会

主办的“中华文明与中国诗歌的现代化表达

座谈会”在京举行。中国作协副主席白庚胜

出席活动并致辞。史少春、何向阳、李少君、

李晓东、唐晓渡、张颐武、刘琼、赵敏俐、瞿弦

和、王玉明、戴潍娜等专家学者参会研讨。座

谈会由中国诗歌学会党支部书记、秘书长王山

主持。

“在新文明的发展过程中，我们不要忘了

历史的根。文学艺术与新文明共建，不能逆历

史而动，必须有建设者的主体性思维，建立在

人民生活发展实践的基础上，与时俱进，积极

主动反映社会进步和人民创造。”白庚胜表

示，在中西古今、传统与现代融合贯通的百年

转型时期，文艺工作者应该牢记中华文明五

千年的历史积淀和基本特征。在工业社会、城

市文明、信息时代的特殊语境下，建设新时代

的新文明需要继续走“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

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相结合”的道路。他认为，本次研讨会运

筹诗思，激发诗情，为诗歌创作者和研究者提

供了平台，让大家共同思考新时代的新文明

建设应该怎么做，为新时代诗歌研究注入了

新的思想情感活力。

诗歌应该破圈、跨界，与社会各个层面发

生更紧密的联系。人民性是中国诗歌生命力

之所在，诗歌如何走近人民大众，让人民大众

看得懂、受感动，与之共情并产生积极正面的力量，是我们应

该探讨研究的努力方向和创作宗旨。王山表示，本次座谈会是

中国作协“向人民学习，做人民的学生”系列活动的诗歌续章，

旨在从理论和学术的视角，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文

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引领新时代诗歌创作

书写中华文化传承的新篇章。中国诗歌学会将推出“新时代诗

歌火炬传递行动”系列活动，与线上“致敬劳动者诗人”系列直

播相结合，将奋斗在各行各业的劳动者创作的诗句呈现给读

者，激励广大诗人投入火热的生活。

史少春谈到，有着数千年历史的中国诗歌，是极具力量、

极富魅力、极为生动的语言文字艺术，始终赓续着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的文脉。今天的座谈会是中国诗歌学会集体学习习近平

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也是中国

诗歌的再出发，更是继承和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新

起点。

与会专家从中国古典诗词和现代新诗的文化传统、思想

境界、美学追求、时代精神等方面着眼，深入阐释了中国诗歌

的发展对于建构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重要意义。大家表示，广大

诗人和诗歌工作者应该努力推动诗歌承担文化传承发展的历

史责任和社会责任，用诗歌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注入不竭的

精神动力。

（教鹤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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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现新时代中国文学交相辉映的绚烂图景
第二十九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文学活动异彩纷呈

6月25日，“1864——北京韩美林艺术馆熊猫特展”暨“向阳而生——北京韩美林艺术馆十五周年再
出发”启动仪式在京举行。经过改造升级的北京韩美林艺术馆正式恢复对公众开放。此次展览名称中
的“1864”是指全国第四次大熊猫调查得出的野生大熊猫数量，现场的“大熊猫”材质均为日常纸张。
2019年，世界自然基金会与深圳市一个地球自然基金会共同以韩美林设计授权的熊猫形象，制作了这
1864只环保纸质大熊猫，并开启了“1864大熊猫巡展”。在北京韩美林艺术馆开馆十五周年之际，这
1864只熊猫宝宝回到该馆，与馆内其他艺术作品相映成趣。韩美林表示：“我画了很多熊猫，因为我爱
它们。艺术家的天职就是要善待一切。我们不仅要保护大熊猫，还要保护其他动植物，这是我们的使
命。”当天还举行了“大美无言——呵护我们的家园”主题分享会，韩美林、徐里、王石、陈履生、白岩松等
参与讨论。大家认为，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呵护我们的家园，首先要敬畏自然、珍爱生命。（黄尚恩）

本报讯 6月25日，讲述“共和国勋章”获得者申纪兰同志生前事迹的电

影《申纪兰》在京首映。影片以申纪兰同志最后一次参加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

履职历程为切口，用平实动人的镜头语言，将她发动妇女促进同工同酬，下地

动手带领大家勤劳致富、改变家乡的故事娓娓道来。

申纪兰同志是“共和国勋章”获得者、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劳动模范，

是全国唯一一位第一至第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回顾电影《申纪兰》的创作历

程，导演哈斯朝鲁坦言，自己和其他主创在创作中始终坚持以理性、客观的态

度去塑造申纪兰平凡的一面。“把摄像机架在那里，就像生活中自然发生的一

样。这才是我想要表达的。”

见影像，忆斯人。首映现场，多位申纪兰的至亲好友登台，讲述他们眼中

的申纪兰。在山西第二现场，走访西沟的电影频道主持人罗曼将调研所得的

西沟新貌传回现场，与大家分享“纪兰精神”鼓舞下焕发新颜的热土故事。来

自山西省平顺县的孩子们携带西沟特产在现场唱响《人说山西好风光》，用这

片土地的累累硕果纪念申纪兰同志的不平凡的一生。

6月28日时值申纪兰同志逝世三周年。当日，全国院线上映电影《申纪

兰》，用功勋模范先进事迹，继续激励全国各族人民开拓进取、建功立业，共同

谱写新时代的壮丽凯歌。 （许 莹）

电影《申纪兰》全国公映

平实讲述功勋模范先进事迹

本报讯 为大力推进中文学科的“新文科”建设工作，深化新时代高校人

文学科的建设内涵，汇聚中文学科建设创新发展合力，近日，由杭州师范大学

人文学院、文艺批评研究院联合主办的“新文科背景下中文学科建设高峰论

坛”在杭州举行。来自20多所大学的70位中文学科学者围绕新文科背景下

中文学科建设的路径探索、科研团队建设、人才培养模式，以及中文学科的跨

学科深度融合等相关话题进行讨论。会议期间，杭州师范大学中文学科展示

了近期出版的“泽地文库”首辑、“浙江现代文学名家年谱”首辑两大学术成果，

以及近五年来学术著作共计80余册。

与会专家表示，杭州师范大学中文学科发展势头良好，尤其是在中国现

当代文学思潮与作家评论、环太湖区域词学、出土文献与上古文学、宋元戏

曲与通俗文学、语言资源保护与应用、地方文献整理与研究、网络文学与新

媒介文艺研究等领域特色鲜明、成绩斐然。一系列学术著作显示出杭师大

中文学科学术研究既立足基础史料开展学术史研究，又锚定学术前沿，开展

新媒介文艺和当代文学批评。与会学者进一步谈到，新文科建设是适应时

代需求与社会结构变化而提出的理念，对传统基础学科的学科建设提出了

新的要求。中文学科建设者要更新对文学内涵的理解，也要拓宽文学研究

者的知识结构和学术视野，尤其注意传统文化、文学史资源如何推动中文学

科创新性发展。 （浙 闻）

本报讯（记者 王觅） 近日，由作家出版社

主办的翌平长篇儿童小说新作《在世界的拐角守

望你》六一新书童游会在中国现代文学馆少儿馆

举行。

《在世界的拐角守望你》是“周庄杯”全国儿童

文学短篇小说大赛特等奖同题长篇。在名为“世界

的拐角”的驯狗之家，六只聪明而真诚的生灵与来

自天南海北的人物相伴，守护着城市的善意、包

容、温情与希望。“世界的拐角”狗狗家园成为勾连

全书的场景、情节与情感纽带，使六个故事产生了

内在的深刻关联。与会者谈到，以狗为主题曾诞生

过多部动人的世界文学名作。该书借狗的主题讲

述中国故事、中国童年，书中情节生动真实，令人

感动。通过阅读这部作品，孩子们能更好地洞察生

活、尊重生命，同时获得一次珍贵的情感教育。该

书作者翌平表示，通过狗的联结，可以重新发现许

多人与人之间的情感纽带，汲取到关于生命和自

由的知识。

据悉，该书是作家出版社“作家小书房”系列

作品之一。该系列以“一流文学品质、纯正童年精

神、多元艺术风格”为主旨，以“一切都源自童年”

为理念，已推出多部原创儿童文学作品。

新文科背景下中文学科
建设高峰论坛在杭州举行

《在世界的拐角守望你》新书童游会举办

本报讯 6月17日，由南京大学中国新文学

研究中心、南京师范大学世界文学与中国当代原

创文学研究暨出版中心、《钟山》编辑部主办的“华

清诗歌创作研讨会”在南京召开，毕飞宇、苏童、西

川、欧阳江河、王彬彬、张光芒、何平等来自全国各

地的40余位专家学者参与研讨。

毕飞宇、苏童等回顾了与华清的文学交往，以

小说家的视角对华清诗歌的空间塑造与价值观建

构展开分析，提出“观察”是其诗歌创作的一个关

键动作。西川、欧阳江河等分别从批评资源与文脉

传统两方面探讨了批评家张清华与诗人华清之间

的关联，认为应将华清纳入中国文人批评的谱系

中考察，其诗歌创作具有“学者型诗人”写作的风

格趣味，其横跨东西的知识背景构筑起一个复杂

的诗人形象。何言宏将华清诗歌定位为“仁者之

诗”，认为其中体现了强烈的人文精神。此外，与会

专家还就华清诗歌中的“他”视角与当下现实的多

重对话关系、诗歌文本中的历史意义、知识分子自

我反思意识等问题展开充分阐释。

（何 晨）

华清诗歌体现出
“学者型诗人”的风格趣味

本报讯 近日，由中国作协社联部、中国科普作协指导，中国科普作

协科幻创作研究基地和中国科幻研究中心主办的《她：中国女性科幻作

家经典作品集》研讨会在中国现代文学馆举行。十余位专家学者围绕该

书的编辑出版以及女性科幻起源发展、特征表现、当下状况等话题展开

深入探讨。

《她：中国女性科幻作家经典作品集》由科幻作家程婧波主编，集中展示了

33位中国女性科幻作家的代表作，并介绍了作家们的创作经历，展现出她们

丰富的思想、独特的个性，以及对科幻独特的理解和认知。与会者谈到，科幻

小说引发人们探索未来发展的方向，具有关注社会伦理等问题的超前性。女

性更加敏感于已有框架的束缚和套路，表现出独特的文学表达、价值主张以及

经验感受，能以新的结构、新的文体表达自己，因此更具有先锋性。大家表示，

希望更多像《她：中国女性科幻作家经典作品集》的作品选本面世，有力促进女

性文学的经典化，推动女性写作的前进。徐彦利、顾适代表作品收入该书的作

者发言。她们表示，科幻文学更应认识到女性身份与女性视野的重要性，由此

发展出更高的文学性，并努力打破文学类型的壁垒。 （康春华）

中国女性科幻作家
作品应得到更多关注

本报讯 6月17日，由《诗刊》社、《中华辞赋》杂志社主

办的邓辉《闲适堂·刈余集》诗词研讨会在京举行。《诗刊》副主

编、《中华辞赋》社长王冰，重庆市大足区委副书记罗晓春，《中

华辞赋》总编辑石厉等主办、承办方代表以及十余位诗人、评

论家与会研讨。

邓辉是重庆大足人，长期从事教育工作，在数十年里陆续

创作了不少诗词作品，出版有作品集《闲适堂诗词选》《闲适

堂·刈余集》等。与会者谈到，邓辉热爱传统诗词，勤于创作。

他的作品题材内容丰富，诗体形式多样，而且在细微处彰显写

作主体的性情和见识。作者善于使用赋比兴的手法，以艺术

的手法鞭笞假丑恶、歌颂真善美，积极展现时代生活的新变化

和人民精神世界的新风貌。 （史 馨）

专家研讨《闲适堂·刈余集》

本报讯 日前，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华语环球节目中心

制作的七集大型人文纪录片《传承》（智慧篇）在央视中文国际

频道播出。该片通过《点线之间》《时光之鉴》《配比之妙》《火候

之彩》《美学之码》《动静之力》《数据之恒》七个篇章，从不同维

度展现非物质文化遗产中蕴含的中华智慧，以非遗传承人的

故事构建起传统技艺精巧面貌，力求以全新视觉表达展示非

遗技艺中的科学价值、艺术价值和历史价值，带领观众感受中

国古代智慧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

据悉，该片历时两年打造，制作团队先后奔赴全国16个

省区市，对50多个非遗项目进行调研和拍摄，展现了20余位

国家级或省级非遗传承人的精彩故事。同时，制作团队与16

所高校及科研单位合作，利用一系列现代科技手段，对22项

国家级非遗项目进行实地考证和验证。 （央 讯）

纪录片《传承》（智慧篇）播出

本报讯（记者 王觅） 5月27日至6月14日，由中共北

京市委教育工作委员会、北京市教育委员会主办，北京舞蹈

学院、北京市少年宫承办的2023年北京大学生舞蹈节在京

举行。本届舞蹈节以“青春筑梦 强国有我”为主题，邀请首

都各高校舞蹈艺术人才相聚北京舞蹈学院，通过市级展演、

网络展演、教学公开课、大师工作坊、专场演出、形象代言人

评选、网络评选最佳人气作品评选等板块，激发大学生的创

新意识，展现大学生的创作能力，在精美的舞蹈作品中讲好

中国故事、展现中国品质。来自全市57所高校的2700余名

大学生参与展演。

本届舞蹈节涌现出大量原创剧目，其中既有弘扬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民族文化题材作品，也有

弘扬革命精神的历史题材作品，还有反映校园文化和学生特

点的校园题材作品，展现出首都大学生的青春朝气和创造热

情。舞蹈节设置了教学公开课、大师工作坊等，还向中小学提

供观摩学习机会，将舞蹈美育向更广泛的年龄群体延伸。

2023年北京大学生舞蹈节举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