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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 负 起 新 的 文 化 使 命

努力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本报讯 近日，阿来新作《西高地行
记》在成都举办新书发布会，阿来与作
家、编辑卢一萍展开对谈，探讨行走的力
量，带领读者走进一场“万物有声”的文
学之旅。

阿来谈到，行走的意义在于给人双
重体验，“有一部分作家在认真写作之
外，也会广泛接触大地上的人群、文化、
地理和其他各种各样的生命体。行走让
我们认识世界、深入世界，这样人生才可
能走向开阔，写作才可能变得精致又广
阔。”他表示，散文有两种编辑方式，一是
编年，二是统一在某个题目之下，例如
《成都物候记》《西高地行记》，它们既是
植物笔记，也是美学笔记、文化笔记。《西
高地行记》收录的散文有一个统一的地
理环境，就是以青藏高原为主的西部高
原地。“大自然有时候能给人提供一种慰
藉，所以我总是要抽时间从河谷地带的

人间社会出去，经过人间，最后到没有人
间的自然中去，那是自然界的生生不息，
它的美丽会给你安慰。”在阿来看来，书
写“风景”，不是书写坐在汽车上穿过的
大草原，不是给草原加上“美丽”“宽阔”

“碧绿”这些定语，而是要仔细关注细节
的多样性。

卢一萍认为，《西高地行记》等散文
集和《尘埃落定》《云中记》等小说一样，
都构成了作家阿来的一部分。阿来的散
文和小说具备充沛的诗意，这种诗意源
自文字内部的涌动和激发，“这些作品都
有一种在温暖、悲悯之上的神圣视觉。马
尔康、嘉绒、贡嘎、平武、玉树、果洛、山
南、武威、丽江，构成了一个仰望视角的
高地”。

此次活动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川观新闻、阿来书房联合主办。

（蓉 闻）

行走在开阔的自然世界
阿来散文集《西高地行记》新书发布

中国文化源远流长，中华文明博大精深。6月2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强调，只
有全面深入了解中华文明的历史，才能更有效地推
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更有
力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建设中华民
族现代文明。

6月26日至7月5日，中国作协2023“中国一
日·走近中华文明”大型文学主题实践活动在全国各
地陆续开展。来自中国作协各团体会员单位的40
余位作家就地下沉，深入各类文化传承发展现场进
行实地调研，采访考古发掘、文物保护、文化传承一
线人物，在实践中不断加深对中华文明突出特性的
认识，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寻找新时代文学创作
的不竭动力和灵感源泉。

探究华夏文明起源
记录文明赓续的中国故事

坐落于陕西省神木市高家堡镇的石峁遗址，是
距今4000年前后东亚地区目前已发现规模最大的
城址，为探讨中华文明起源和古代先民精神世界提
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近年来，陕西作家朱鸿持续
关注石峁遗址的考古发掘和研究进展，创作发表了
多篇作品。此次“中国一日”大型文学主题实践活动
中，他深入发掘现场、文物展室、修复医院等地，详细
了解遗址保护利用等情况，深深感到，“石峁遗址蕴
藏着华夏文明的源头密码，由此可见，中华文明的起
源、形成是何等漫长、艰辛而又伟大”。

凌家滩遗址是一处距今5800至5300年的新石
器时代中心聚落遗址，被认为是“中华文明起源时代
曙光升起的地方”。安徽作家余同友走访凌家滩国
家考古遗址公园，对该遗址的历史背景、规划布局、
功能性质、社会发展程度进行了解。他说，“中国一
日”对他人而言或许是平凡的一天，但当他走近凌家
滩，感受中华史前文明的曙光，因这缕光，“宅兹中
国”的每一天都是极富意义的一天。

江西作家王芸深入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国家考古
遗址公园，先后采访了考古、布展、文物修复相关领
域的专家学者，了解出土文物重要的考古价值，收集
考古挖掘过程中的动人故事。当她听到保管部工作
人员讲述如何发现一枚刻着“有朋自远方来不亦说
乎”墨字竹简的故事，为之深深感动：“这些由生活在
几千年前的哲人写下的句子、表达的思想，依然在影
响着我们，并将继续影响下去。”

广西花山岩画景观是中国第一个岩画类世界文
化遗产。壮族作家黄鹏走近花山岩画，不仅亲眼看
到了古骆越人高超的绘画艺术，更感受到古代骆越
民族社会生活的丰富性。他在文章中写道：“这个古
文明悬于崖壁，俯瞰苍生，在历史的长河中与山水共
生，与天地共存。尽管历经浮沉跌宕、经受风雨侵
蚀，其高远的立意、深刻的内涵、丰富的气象，仍鲜亮
如初、夺人眼目。”

走近中华文明，作家们步履不停。在赤峰红山
文化遗址，在重庆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在湖北博物
馆，作家们在考古挖掘和文物保护一线了解中华文
明起源与发展，挖掘文明传承的文化故事，追寻新时
代文学的文化根脉。大家表示，身为作家，深入历史
现场聆听文明的跫跫足音，记录生动鲜活而深刻的
文物故事，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观念、人文
精神、道德规范，加强文物价值的阐释与传播，不仅

能让考古遗产重新焕发光彩，更有助于人们更好地
领略中华文明的辉煌灿烂。

守护文明火种
涵养新时代文学的精神源泉

“做漆艺有句俗语叫‘人磨漆，漆磨人’，制作师
一定要有耐心，要有对技艺的执着和坚守。”湖北作
家熊湘鄂走进荆楚非物质文化遗产技能传承院，探
访楚式漆器的髹饰技艺。他亲眼目睹了非遗传承人
的上漆手艺，聆听了文物背后的漆艺故事。他说：

“让古老的楚式漆艺在保护传承、文物活化中绽放光
彩，文学创作者大有可为，也必将有所作为。”

在多次深入东莞市大岭山镇莞香文化博物馆参
观采访后，作家周齐林感触很深。他说，非遗项目背
后蕴含着深厚的历史底蕴、深刻的文化内涵、精彩的
动人故事，对于推动文化传承，特别是乡村文化的传
承和振兴起到铸魂塑神的重要作用。他表示，将以
此为契机，创作一系列反映非遗文化的文学作品，为
非遗传承书写贡献文学力量。

商河鼓子秧歌的传承与发展，是公安作家苏雨
景感兴趣的课题。她关注古老的非遗文化如何在生
活中弘扬、在实践中振兴，古老的艺术形态又如何不
断“返本开新”、绽放异彩。“两千年非遗生生不息，一
招一式里都铭刻着中华的‘根’与‘魂’，我要创作出
展现商河鼓子秧歌新时代风采以及非遗传人朴素情
怀的文学作品，为弘扬非遗文化添砖加瓦。”她说。

从南海边上塔洋镇的琼剧舞台，到大西北年轻
的兵团城市可克达拉；从儒学深厚的孔子博物馆，到
现代性十足的南京“世界文学客厅”；从运河文化的
数字陈列与展品活化，到青海上孙家寨村的清代经
史子集典籍……在以“走近中华文明”为主题的文学
主题实践活动中，作家们躬身探索、调研采访，从丰
富的中华文化宝库中萃取精华、汲取能量，以文学的
方式守护文明火种，涵养新时代文学的精神源泉。
作家们纷纷表示，将以扎实丰硕的创作成果为继续
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
明作出积极贡献。

创新表达方式
多媒介呈现文化寻根之旅

文明的探寻、文化的传播，离不开全媒体时代的
各种新媒体手段。在此次“中国一日”文学主题实践
活动中，作家们纷纷创新方式，以视频直播、短视频、
公众号图文推送等方式，记录自己的文明探寻、文化
寻根之旅。

“这里是‘中国一日·走近中华文明’大型文学主
题实践活动的现场，我将在一天的时间里深入采访
钟山石窟，让更多的人了解这里、爱上这里。”化工作
家郝随穗化身为视频主播，带领观众一道探寻源远
流长的钟山石窟文化；在黑龙江作家邹本忠的视频
日志里，他带领观众沉浸式领略北大荒书法长廊的
书法之美与信仰之思；自然资源作协的作家张艳将
大运河沧州段的沿途，以视频方式加以呈现，重在突
出千年运河生生不息的生命温度；福建作家张晓平
用内涵丰富、制作精良的视频，向观众“讲述”了自己
与汉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一个人与一座城”的生动
故事。

辽宁作家李铭走进沈阳故宫，拍摄了许多视频
素材，自己写文案、配音、配乐并剪辑成一个1分46
秒的短视频在平台上播放，收获了上万的浏览量。

“虽然我的工作单位与沈阳故宫就一墙之隔，但越是
眼前的风景越容易忽视。故事就在身边，作家永远
需要有发现的眼睛。”

中国作协创联部副主任包宏烈介绍，此次“中国
一日·走近中华文明”大型文学主题实践活动的覆盖
面广，中国作协46家团体会员单位中有45家参加。
作家们的积极性很高，所到之地遍及全国30多省的
（数字）历史遗迹、文化名城名村名镇、园林古建、文
博场馆、文化研究机构、民俗发源流传地、手工艺之
乡、非遗文化传承地等，在调研、采访、创作之外，大
家还充分利用各类网络新媒体手段记录下自己的探
索之旅，增强了传播力，让更多人领略到博大精深的
文化之美。

（下转第2版）

探寻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文化根脉
——中国作协2023“中国一日·走近中华文明”大型文学主题实践活动在全国各地开展

陕西神木石峁遗址地处黄土高原北部、毛乌素沙地南缘，是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遗址主
体为距今约4000年的石砌城址，城内面积逾400万平方米，是目前我国发现的最大的史前城址。这是陕西神
木石峁遗址皇城台（无人机照片）。 新华社记者 张博文 摄

本报讯 8月2日至3日，“全国文学名家走进栾川老君山 书写
山乡巨变”创作采风活动在河南栾川举行。中国作协党组成员、副主
席、书记处书记吴义勤，河南省文联主席、作协主席邵丽，中国作家出
版集团管委会副主任宋向伟出席活动。活动由中国作家出版集团、河
南省作协、栾川县委、县政府主办，中国作家网、栾川县委宣传部、河
南思客编辑部承办。

8月2日下午，“感受全景栾川 书写山乡巨变”座谈会举行。吴义
勤、邵丽以及栾川县人大主任买勇出席并致辞。会议由栾川县政协副
主席杨海波主持。

吴义勤在致辞中表示，此次创作采风活动是贯彻落实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文艺工作重要论述特别是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重
要讲话精神的一次生动实践。活动聚焦书写山乡巨变主题，是对中国
作协推进“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在全国范围内推动作家深入
生活、扎根人民的呼应。期待大家加强交流互鉴，聚焦栾川乡村振
兴、特色发展的生动实践，发掘栾川人民自强不息、拼搏奋斗的感人
故事。

邵丽在致辞中说，此次活动有助于作家深入挖掘栾川历史文化
所蕴含的时代价值，赓续历史文脉，坚定文化自信。希望文学在这块
土地上不断生发出温暖人心的爱意和光亮，希望作家们为推动河南
文艺事业繁荣发展、建设文化强省贡献力量。

“作家写乡村、写社会、写世界，自己是否真正深入了解了？是否
有过切身实践，还是只有主观想象与情感再造？”作家刘醒龙认为，文
学呼唤写作者反映新时代山乡巨变，而如何书写山乡巨变，或许要到
文学之外去寻找。在作家刘庆邦看来，脱贫攻坚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
有的伟大创举，其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值得被记录和书写。只有当深
入生活、扎根人民成为一种自觉行动时，文学创作才有可能出好文
字、高境界。作家梁鸿鹰表示，面对新时代山乡巨变，我们亦需回望传
统、追溯源流，守护历史根脉，传承中华文明。

活动期间，作家们参观了栾川县博物馆、深入走访栾川县城，实
地感受了栾川老君山文旅融合的发展实践。大家表示，栾川县极具历
史底蕴，其打造的全域旅游体系和生态文明建设为乡村振兴探索了
新的模式。作家们将不断从生活中汲取营养，书写栾川的发展变化，
反映当地人民的辛勤奋斗和对美好生活的不懈追求。（豫 文）

新华社北京8月9日电 近日，中
央宣传部、中央网信办、中央外办、外交
部、教育部、公安部、民政部、文化和旅
游部、国务院国资委、市场监管总局等
10部门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论
坛活动规范管理的通知》（以下简称《通
知》），对各类主体面向社会公开举办的
论坛活动（包括论坛、峰会、年会以及其
他具有论坛性质的会议活动）提出10
条工作要求。

《通知》要求，举办论坛活动必须坚
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为指导，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遵
守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确保正确
政治方向、价值取向和舆论导向。举办论

坛活动的各类社会主体，应经依法登记、
具有合法身份。未经合法登记的企业及
社会组织或无实际承办主体不得面向社
会公开举办论坛活动。论坛活动名称应
准确、规范、名实相符，不得随意冠以“中
国”“中华”“全国”“国际”“世界”“峰会”

“高端”“高峰”“巅峰”等字样。论坛活动
主题设置不得超出主办单位职责范围，
设立分论坛、子论坛、平行论坛应紧紧围
绕主论坛活动主题。

《通知》强调，一方面严厉打击论坛
活动中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重点打击
未经合法登记的主体面向社会公开举办
的论坛活动、“山寨”论坛活动、以论坛活
动名义进行诈骗敛财等违法违规行为，
明确各监管部门职责，形成长效打击机
制；另一方面鼓励支持合法合规论坛活
动开展，通过加强宣传推介、提供业务指
导、给予表扬奖励等方式，打造一批具有
示范性引领性的品牌论坛活动。

《通知》对社会组织、党政机关及其
直属单位举办论坛活动提出了具体要
求，并进一步明确了主管主办责任及属
地管理、行业管理职责。《通知》对论坛活
动的场地提供主体和宣传推广平台提出
了把关要求，同时强调要加强信用管理
和社会监督，将违法违规举办论坛活动、
造成不良社会影响的主体纳入信用管理
范畴，予以重点监管，鼓励社会各界投诉
举报和依法维权。

据悉，今年3月以来，中央宣传部、
文化和旅游部等部门联合部署在全国范
围内开展论坛活动专项清理整治工作，
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落实、积极配合，打击
了一批违法违规行为，论坛活动乱象得
到有效遏制。此次印发《通知》旨在巩固
清理整治成果，持续打击整治违法违规
行为，进一步规范管理，不断提升质量，
充分发挥论坛活动在经济社会文化发展
中的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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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部门联合发文加强论坛活动规范管理

本报讯 8月1日至5日，由《民族文学》杂志社
和内蒙古文联主办、兴安盟文联和内蒙古翻译家协
会承办的“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文学翻译
改稿班暨2023《民族文学》少数民族文字版作家翻译
家培训班在内蒙古兴安盟乌兰浩特市举办。石一宁、
海山、宝新民、莎日娜、王凤华、白玉林等主办方代
表，以及50多位作家翻译家参加活动。

开班仪式上，石一宁、海山、宝新民分别致辞，希
望参加培训的作家翻译家们通过聆听专家授课、相互
切磋研讨和参观学习，更为深入地领会党的二十大精

神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心怀“国
之大者”，进一步提高思想境界，提升创作和翻译质
量，努力为时代和人民奉献精品力作。艾克拜尔·卡德
尔、斯琴高娃作为学员代表发言。他们表示，《民族文
学》少数民族文字版是展现我国各民族文学发展态势
和新成果的重要窗口，架起了各民族作者进行文学创
作、学习交流的桥梁。作为译者，要积极参与到文学翻
译的事业中，继承老一辈翻译家的优良作风和工匠精
神，以实际行动为翻译事业的高质量发展添砖加瓦。

培训期间，赵朝霞传达内蒙古文联第九次代表

大会会议精神，李旭练、海日寒、铁军等专家学者为
学员们专题授课。其间，大家围绕具体作品的翻译进
行了交流，还举行了“‘展形象’文学翻译作品诵读
会”、社会实践等活动。大家表示，文学翻译是促进各
民族文学交流交融、不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的重要手段。新时代的翻译家要强化责任感与使命
感，不断深化对时代和社会的认知，选取那些能够代
表时代气象和人民心声的优秀文学作品进行翻译，
同时要不断提升文学翻译水平，为人民奉献出更多
文质兼美的翻译作品。 （民 文）

《民族文学》举办少数民族文字版作家翻译家培训班

本报讯 8月2日至6日，由海南省
作协、海南省五指山市人民政府、《星星》
诗刊杂志社、成都文理学院主办的“第十
六届中国·星星大学生诗歌夏令营”在五
指山市举行。来自复旦大学、北京师范
大学、南京大学、武汉大学、山东大学等
高校的21名大学生诗人参加活动。

四川省作协党组书记侯志明表示，
这项活动是四川省作协重点打造的品牌
活动之一，旨在让现代诗歌的种子在校
园里生根，引导大学生在诗歌创作方面
沿着中国诗歌现代化的道路不断前行。
五指山市委副书记、市长陈国梁说，希望
诗人们通过本次活动，将历史文脉有机
融合到诗歌创作之中，让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进一步绽放异彩。

西北大学的王悦作为营员代表发
言。她谈到，文学的光芒既存在于语言
中，更存在于每个有理想的青年作者的
青春里。无论大家以后是否身处校园，

都应该热爱生活，记住诗歌带来的感动。
活动期间还举行了“海南省作协生

态文学创作基地”和“《星星》诗刊杂志社
诗歌创作基地”授牌仪式。作为五指山
毕业季系列活动之一，本次夏令营通过
参观、讨论、座谈、诗歌朗诵会等多种形
式，努力营造诗歌创作氛围，搭建文学交
流平台。营员们深入水满乡毛纳村、海
南省民族博物馆、五指山革命根据地、牙
胡梯田等地开展采风活动，深入领略五
指山市的历史文化和人文风情。梅国
云、臧棣、汪剑钊、张德明等诗人、学者为
营员举办诗歌专题讲座。

《星星》诗刊杂志社与成都文理学院
自2008年起联合举办“大学生诗歌夏令
营”活动，迄今已16届。十多年来，星星
大学生诗歌夏令营发掘并培育了一批富
有创作实力的大学生诗人，为诗歌界源
源不断地输送着新鲜血液。

（杨茹涵）

第十六届星星大学生
诗歌夏令营举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