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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8月28日电 为进一步推动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更好落实立德
树人根本任务，中宣部会同教育部组织编写了《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概论》（以下简称《概论》）。该教材已由
高等教育出版社、人民出版社联合出版，即日起在全国发行。

《概论》是第一部全面系统阐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的统编教材，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权威用书，
是推进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教材体系建设的重要成果。《概
论》的编写出版和使用，对于更好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

引导青年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努力成为
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具有重要意义。

《概论》由导论、17章主体内容和结语构成，全面反映了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最新成果，反映了新时代伟大实践
和伟大变革，反映了学术界共识性研究成果。《概论》坚持遵循
教育规律、突出教学导向，注重贴近青年学生认知特征和接受
习惯，体现了大中小学思政课的一体化育人要求。教材编写
过程中，理论界专家学者和一线中青年骨干教师广泛参与，
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办公室负责具体组织工作。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 想 概 论 》教 材 出 版 发 行

首届李季诗歌奖颁奖

青山遮不住 文脉永流传
——“2023年两岸文学交流会”圆满举行

本报讯 8月27日，由作家出版社、中国冶金作协、北京市石景山
区作协和北京键川文化中心联合主办的项宏长篇小说《人间草木》作品
研讨会在京举行。中国作协党组成员、副主席、书记处书记吴义勤，作
家出版社副总编辑颜慧，中国冶金作协副主席兼秘书长郑洁，北京市石
景山区作协主席李金明参加活动并致辞，10余位作家、评论家及作者
项宏与会研讨。

《人间草木》是项宏最新推出的长篇小说，入选中国作协“新时代山
乡巨变创作计划潜力文丛”。小说以安徽西部农村生活为素材，以“青
螺镇”为故事中心，讲述了以陆子规、俞茹烟、顾鸿影为代表的青年艰难
坎坷的创业历程和跌宕起伏的爱情故事，艺术再现了当下农村改革发
展历程，描绘出新时代美丽乡村新画卷。

吴义勤在致辞中表示，中国作协“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旨在以
原创长篇小说形式聚焦新时代中国山乡翻天覆地的史诗性变革，多角度
展现乡村时代变迁，生动讲述山乡故事，塑造有血有肉的人民典型，为人
民捧出带着晶莹露珠、散发泥土芳香的新时代文学精品。项宏的《人间
草木》充满浓郁的生活气息、时代气息、乡土气息，作者以个体视角切入，
在讲述个人奋斗历程和爱情故事的同时，以小见大地呈现出波澜壮阔的
时代变迁，叙事成熟、情感细腻，是一部优秀的现实题材长篇小说。

与会专家认为，《人间草木》书写了一批青年离开家乡又重返家乡
创业致富的奋斗经历，塑造出新时代青年群像，展现了当代青年独特的
成长过程。面对乡村振兴这一重大题材，作者并未对大时代大背景进
行事无巨细的呈现，而是主要以饱满的细节和真实的场景反映乡村振
兴，以写实手法触及农村改革发展的方方面面，故事真实感人，人物性
格迥异，带有鲜明的时代风格和地域特色。大家表示，作为从皖西山村
走出来的基层作家，项宏积极响应“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的倡导，
将丰厚的生活积累转化为清新的文学语言，以艺术的执着感悟生活、记
录时代。希望他继续深入生活、扎根人民，潜心创作，深刻理解和把握
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的变革与实践，创作出更多优秀的作品。

项宏表示，今后将继续投入到时代大潮和火热的生活现场中去，用
心用情书写乡土中国的时代变迁。 （李英俊）

专家研讨《人间草木》
8月19日至24日，受中国作协港澳台办公室邀请，

来自宝岛台湾的24位作家参加了由中国作协主办，浙江
省作协、福建省文联、福建省作协承办的“2023年两岸文
学交流会”。在6天的时间里，40多位两岸作家结伴而行、
共话文学，围绕“面向未来的两岸文学交流与创作”主题，
开展了一场场深入心灵的交流。

西子湖畔的“双向奔赴”

8月20日，两岸作家期待已久的交流会在杭州正式
拉开帷幕。开幕式上，中国作协港澳台办公室主任张洪斌
在欢迎词中说，此次活动是近年来中国作协组织的两岸
文学活动中规模最大的一次，参会嘉宾都是两岸文学创
作、出版、研究、评论领域的中坚力量。希望大家在久别重
逢、畅叙友谊的同时，面对充满召唤的新时代，分享各自
对两岸文学交流与合作的宝贵建议和思考。期待两岸文
学界共同传承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携手让文学在新时
代焕发崭新光彩。

浙江省作协副主席叶彤在致辞中表示，浙江是文学
富饶之地，悠久深厚的浙江文化孕育了独具魅力、群星璀
璨的浙江文学地图。两岸文学具有相同的文化基因，两岸
文学的发展始终得益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滋养哺育，
有着共同的精神家园。期待各位作家以本次交流会为契
机，持续深化两岸文化文学交流合作。

台湾作家杨渡在致辞中谈到，这次聚会是两岸作家疫
情后的首度重聚，难得有这么多重要的作家来这里聚首，大
家都带着一种重逢的喜悦。相信通过两岸作家笔下的文字，
两岸读者一定可以更好地互相理解，让心灵更加靠近。

“我对台湾文学的了解，从陈映真、余光中、白先勇、
林清玄、蒋勋等老一代作家开始。”茅盾文学奖得主、作家
王旭烽深情回忆了自己与台湾文学的“结缘”，以及自己
携越剧《藏书之家》赴台湾演出的故事。她表示，两岸作家
是“同一个母亲孕育的儿女，只要一开口，乡音就接上
了”。这次活动中的台湾作家更加年轻，新的交往必将带
来新的触动。她期待能读到更多台湾作家的作品，希望两
岸作家再相遇时，一定要“互相拥抱”。

交流会上，作家们回顾了过往两岸文学交流的丰硕
成果，分享了诸多动人的友情故事，并对未来两岸文学交
流与合作提出了多样化的建议。两岸作家共同呼吁在文
学出版推广上加强联动与合作，为读者带来更丰富的好
作品，通过青年文学写作营、作家驻地写作计划、文创空
间合作等方式，让文学进入更多年轻人的生活。文学作品
应该像美丽的信鸽穿越海峡，让两岸读者参与到一个共
同、共通的文学场域中，进一步增进两岸读者的心灵契
合，让文学之美成为两岸人民共同的生活方式。

在杭州期间，作家们走访了良渚博物馆、杭州国家版
本馆、浙江文学馆、中国美术学院等文化场馆。看到5300
多年前良渚文化所展示的农耕文明，包括城郭规划、水
田、水库、玉器制作等方面的辉煌成就，作家们流露出由
衷的自豪与感动。在收藏了250多万册（件）版本资料的
杭州国家版本馆里，作家们为一部部经典在历史风云中
的沧桑流转感叹，也为其在当代得到悉心呵护与数字化
展示感到欣喜。在正在布展的浙江文学馆大堂里，充满科
技感的新时代文学数据库、网络文学成果展示等，给作家
们留下了深刻印象。在中国美术学院创始人蔡元培的雕
像前，作家们纷纷与这位两岸学子共同的“老校长”合影。

夜晚的西湖，乐声阵阵，逐着清幽的灯光，台湾作家
们还应“老友”之约来到位于西子湖畔的“纯真年代”书
吧，与《江南》杂志主编钟求是、副主编哲贵和书吧创始人
朱锦绣共话情谊。在这里，郑愁予、洛夫等台湾作家曾多
次举办活动，留下了两岸作家民间交往的宝贵记录。书店
作为作家和读者的钟爱之地，也是城市的文化名片，为两
岸作家营造了独特的交流空间。曾经多次参与策划书吧
活动的台湾诗人、作家颜艾琳表示，因为书的缘故，杭州
就好像自己的第二个家，每次回到这里，就像回家一样。
用心守护这一文学空间的朱锦绣，与海峡另一边坚守台
湾《文讯》杂志和纪州庵文学森林的封德屏之间又是如此
相似，让人不由得感慨两岸文学人共同的使命。此情此
景，令“80后”学者、台湾联合大学兼职助理教授涂书玮十
分感动，“暗夜的灯影下，书籍与店内陈设映照出店主对
文化事业的坚持，老一辈学人与作家开辟的友谊一定要
由我们继续传承下去”。

从三味书屋到廿八都镇

在浙江，台湾作家们走访了绍兴、衢州，与浙江作家
共同探寻中华文化的“文脉”。

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奠基人之一的鲁迅，早已深受两
岸作家与读者的尊崇与热爱，绍兴也因此成为喜好文学
之人心目中的文化符号。作家们驻足三味书屋，在刻有

“早”字的书桌前彼此分享当初阅读《朝花夕拾》的感受。
因为曾出现在鲁迅笔下，院子里种植的枣树也变得具有
文学意趣。作家们在院里枣树下乘凉、合影，夏末秋初天
气，植被和络绎的游人皆充满生机，鲁迅笔下描写的场景
仿若眼前，但又与往昔不同。面对此情此景，封德屏说：

“多年读鲁迅，一直想来，终于来了。”
随后，作家们去往书法圣地兰亭。行车期间下过阵

雨，到达兰亭时骤雨初歇，已然是“天朗气清，惠风和畅”，
竹林掩映、曲水流觞处，两岸作家随意地坐在水边。水中
漂浮的酒杯经过时，大家开始诗歌接龙，一边吟诗，一边
品尝当地黄酒，共同讨论诗歌的平仄韵律，怀想那个“群
贤毕至，少长咸集”的暮春盛景。台北诗人罗智成谈到，中
国本就是一个诗歌的国度，汉字的单音节、形音义兼备等
特点，可以蕴含更丰富的信息量，因此很适合诗歌的表
达。“近现代开始使用白话文，有些人会觉得，传统诗歌在
现代语境里显得有点‘隔’，但隔或不隔，是可以由创作者
自己去融会贯通的，于我自己来讲，我从古典文学里得到
极大的养分，但我也意识到必须跟现代的读者来沟通、交
流，这样才会有趣。”在墨华亭里，廖咸浩、罗智成、张期达
等台湾作家挥毫泼墨，留下“弦歌不辍”的感悟。

在衢州，两岸作家们参访了孔氏南宗家庙、画乡余东
村和浙江省级对台交流基地——江山廿八都镇。孔氏南
宗家庙是全国仅有的两座孔氏家庙之一，儒家文化在此
沉淀、传承了800余年。廿八都镇是中国历史文化名镇、
民间艺术之乡，建镇已有1000多年历史，小镇只有4000
余人，却有超过百余个姓氏，通行11种方言，明清古建筑
众多，风格多样，堪称多元文化和谐共处的典范。无论是
古镇古风，还是民宿民情、农民画作，都令作家们流连忘
返。杨渡对南孔文化的历史价值推崇备至，衢州的薏仁酒
则让曾任《幼狮文艺》主编的台湾作家吴钧尧倍感亲切，
他说：“一方水土成就一方风华，应该引以为傲，这种酒接
地气、接平民生活，呈现出了一方特色。”当衢州作家余风
告诉两岸嘉宾，这里未来将打造两岸文学交流平台，邀请
台湾作家驻地创作、举办两岸文学周时，得到了两岸作家
的热烈响应。

品朱子文化，谈共同心愿

8月23日，两岸作家赴福建南平，走访了诸贤云集、
气度雍然的朱熹园和考亭书院，在朱子文化的余韵之中，
展开了深入的座谈交流。

台湾大学人文社会高等研究院院长、作家廖咸浩说，
纵观文学史，可以看出两岸之间彼此不断产生着非常深
刻的影响。比如在日据时期，“五四”对台湾的影响非常明
显，几位受到“五四”影响的旅居大陆的作家，回到台湾就

开始推动白话文运动。20世纪80年代，台湾现代诗对大
陆也产生过全面影响，带动了朦胧诗等诗歌流派的发展，
这都是文学史上美丽的交流成果。讲好两岸故事，最重要
的是要能够塑造具有吸引力的生活风格。两岸人民之间，
心灵的交流最重要，而心灵交流最大的吸引力就来自于
生活风格的魅力。

来自台北的作家凌明玉回忆起2017年6月在上海两
岸文艺营担任驻营导师的经历，她认为应从文学现场谈
起，面向未来。“若说我写小说有什么目的，或许就是向世
界提问吧。完成一部作品就如同一个解谜的过程，这个谜
不只是小说中某个人物的难题，也可能是作者自身的难
题。但作者并非将个人的人生困惑一股脑放在创作中，而
是抛出小说人物面对问题的过程。”她谈到上海作家小
白，谈到史铁生的《命若琴弦》和费尔南多·佩索阿的《惶
然录》，她说：“因为创作小说，我总是与有梦可想的人相
遇。最美好的事，往往是文学教会我们的。”

青年散文作家、曾担任台湾《旅读》杂志执行总编辑的
邝介文表示：“此行主题是两岸文学交流，包括文学在内的
所有艺术，本身即自带交流欲望，每个文学创作者与文学
爱好者都在寻找知音。朱熹所写的‘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
云影共徘徊’，在我读大学时便令我有电光石火之感，使我
自觉是他的知音。今天正好拜访朱熹园，天极蓝、极清，真
是‘天光云影共徘徊’。旅行与文学都讲究天时地利人和，
此行因为中国作协及各单位的安排，加上各位受邀老师，
各方面都恰到好处，就像一块块拼图，彼此填补、互相契
合，最终实现一趟完满的文学交流旅程。”他期望未来两岸
青年作家能有更多共同切磋写作技艺的机会，比如由大陆
作家指导台湾后辈、由台湾作家指导大陆青年作者，经过
集体讨论、修改后，最终的作品能结集发表。

台湾联合文学出版社总编周昭翡、总经理李文吉谈
到，在两岸关系持续发展的大背景下，文学交流与创作不
仅仅是个人行为，更是两岸人民心灵交流的重要桥梁，联
合文学将努力成为文学创作交流碰撞的先驱领航者。两
岸文学创作应当具有多样性和包容性，无论大陆还是台
湾，都有着丰富多彩的文化传统和人文精神。两岸文学交
流需要积极借助科技手段，以应对数字化、互联网以及AI
的快速发展。此外，两岸文学交流还需要政策和机制的支
持，中国作协在文化领域的引导和支持对于促进两岸文
学交流至关重要。可考虑设立专门的基金，来资助优秀作
家的交流访问、创作出版，为文学创作提供更多资源和机
会；还可推动建立两岸文学奖项，鼓励和表彰在文学领域
取得优异成绩的作家作品。“让我们携手前行，共同创造
一个更加美好的文学未来！”

《联合报》副刊组副主任、作家宇文正表示，希望两岸
文学媒体可以共同策划推出交流专题。宇文正从两岸互
相影响的“小清新”等文学概念谈起，例举十年前两岸交
流互动的活跃场景，呼吁两岸文学理念的更多对话与交
流。“我相信，真正理解一个地方的文化、人心、思想是非
常重要的。只有相互出版、合作一些专题，并以此为探索，
我们才可以看到文化在两岸之间是如何来回激荡的，才
可能有更深刻、更多面的理解。期待这样的交流可以更加
频繁。”

（下转第2版）

本报讯 8月19日，由《文艺报》社学术指导、河南省文
艺评论家协会主办的长篇小说《痴心三部曲》改稿会在京举行。
中国作协副主席阎晶明作书面致辞。潘凯雄、贺绍俊、李云雷、
张莉、郭艳、杨聚强等专家学者及作者李健伟、朱六轩参加活
动。会议由中国作协文学理论批评委员会副主任梁鸿鹰主持。

阎晶明在致辞中表示，《痴心三部曲》通过讲述以季建中、
安心平、奚道强、肖汉伟等为代表的创业者在时代大潮中奋力
拼搏的生动故事，书写了他们振兴民族企业的雄心壮志，以及
诚实守信、敢为人先的精神。小说真实记录了中小企业在改
革开放进程中不断发展壮大的历程，折射出改革开放以来时
代生活所发生的变化。同时，《痴心三部曲》在素材取舍、结构
营建、人物塑造、语言锤炼、叙事节奏等方面都还有可以提升
的空间。希望作家进一步把握好文学与生活的关系、真实与
虚构的关系，在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的过程中积累丰富素材和
饱满情感，讲述打动人心的中国故事，塑造让人难忘的人物形
象，努力提升作品的思想性和文学性。

与会专家认为，《痴心三部曲》以一线工厂管理者的经历
为基础，书写了地方中小企业几十年来的跌宕命运，生动反映
了中国工业发展的复杂历程，表现出勇于担当、无私奉献的企
业家精神，值得肯定。同时，专家们针对小说存在的问题提出
了修改建议，希望作家在小说创作中要把握好宏大叙事与细
节、纪实与虚构的关系，不拘泥于事实，合理展开虚构和想象；
确立小说的主要线索和结构，删繁就简，做好减法，去掉不必
要的枝蔓，形成张弛有致的叙事节奏，让作品更为凝练；不断
挖掘人性深度，塑造丰满立体的人物性格。 （张雪妍）

《
痴
心
三
部
曲
》
举
行
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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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8月19日，由《诗刊》社、河南省文联、唐河县委、唐河县
人民政府主办，中国诗歌网、唐河县委宣传部、唐河县文联承办的首届
中国（唐河）李季诗歌奖颁奖典礼在河南唐河举行。中国作协诗歌委员
会主任吉狄马加出席并致辞。方启雄、霍俊明、王兵、贺迎、李中阳、金
石开等主办方代表，李季先生家属代表李江夏、李江树，以及20多位诗
人、评论家参加活动。

吉狄马加在致辞中说，李季的长篇叙事诗《王贵与李香香》等系列作
品与时代同频共振，以具有民族性的艺术形式积极反映人民的心声。新
时代的诗人要继承老一辈诗人的优良传统，把握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
声，写出更多思想性艺术性俱佳、为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的优秀诗作。

据介绍，首届中国（唐河）李季诗歌奖启动征集后，共收到参赛作品
1596件。经过评委会两轮评选，最终，陈巨飞获李季诗歌奖桂冠诗人
奖，马占祥、周启垠、吴小虫获李季诗歌奖大奖，杨森君、樊德林、老井、
冯茜、高书全获李季诗歌奖优秀诗人奖，付炜、康雪、罗添、张慧君、杨不
寒获李季诗歌奖青年诗人奖。

颁奖典礼上，吉狄马加、方启雄、霍俊明、王兵、贺迎分别为陈巨飞、
马占祥、付炜、樊德林、高书全5位获奖代表颁奖。陈巨飞作为获奖代表发
言，分享了他对李季诗歌的理解，以及作为一个青年诗人在新时代语境
下进行诗歌创作的感受。随后还举行了诗歌朗诵会，当地的朗诵爱好者
们朗诵了获奖诗人的代表作品，部分与会诗人朗诵了自己的诗歌作品。

本报讯 8月25日，河北省网络文学工作推进会在
石家庄举行。中国作协网络文学中心主任何弘，河北省
作协党组书记、副主席高天出席并讲话。河北省作协党
组成员、副主席刘宝书主持会议，河北各地市网络作家代
表、重点文学网站负责人等参加会议。

何弘谈到，网络文学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坚守中
华文化立场，在传承和创新中发展。要加快网络文学主
流化、精品化发展，加强评论研究，加大文学作品推介力
度，大力推动网文出海，充分发挥各级网络作协的作用。

高天表示，近年来，河北省网络文学呈现出创作队伍

稳步壮大、制度逐步健全、题材日趋合理、作家作品影响
力不断攀升的良好局面。全省网络文学界要认真贯彻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持正确的创作
导向和发展方向，以人民为中心，始终坚守人民立场，从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和智慧，创作更多引领时
代的网络名篇佳作。河北省作协将积极营造良好的网络
文学生态，助推网络文学与产业深度融合，实现网络文学

“破圈”“跨界”，为网络文学发展营造良好舆论环境。
会上发布了2022年河北网络小说排行榜及2022年

河北网络文学与产业融合发展优秀成果。推进会围绕

“河北网络文学与产业融合发展”主题进行了研讨推介，
北京晋江原创网络科技有限公司、阅文集团、河北广电影
视文化有限公司等单位有关负责人作主题发言。刘宝书
作总结讲话时说，要加强网络文学组织建设，发挥好河北
省作协团结全省网络作家、服务网络文学创作的作用，为
建设文化强国、书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河北篇章贡献网
络文学力量。

河北省网络作协会员代表会议同时举行，审议通过
了协会章程等文件，选举产生了河北省网络作协理事会
理事和主席团成员。

河北举行网络文学工作推进会

两岸作家在杭州国家版本馆外合影

共和国的文学“书记官”
——论王蒙的文学价值

（见今日3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