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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的热情像火焰在燃烧他们的热情像火焰在燃烧””
中国作协“作家活动周”之“名编面对面”举行

本报讯 “从他们的眼睛里看到了热情像火焰在燃
烧，这种情感可以感染一切。”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总编
辑韩敬群引用评论家胡平曾经说过的一句话来形容编辑
眼中的作家。一直以来，文学编辑和作家都是同船共渡、
共同成长的关系，作家的成长离不开文学编辑的关注与
扶持。

10月28日，作为中国作协“作家活动周”的系列活动之
一，“名编面对面”活动在中国现代文学馆举行。中国作协
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施战军主持活动。韩敬群、《当代》主
编徐晨亮、《十月》副主编宗永平、《青年文学》主编张菁、《北
京文学》执行主编师力斌、《诗刊》主编李少君、作家出版社
总编辑张亚丽、《文艺报》副总编辑岳雯、《人民文学》副主编
陈涛、《民族文学》副主编陈亚军、《中国作家》副主编付秀
莹、《小说选刊》副主编李云雷等与45位参加活动周的作家
代表、鲁迅文学院高研班学员齐聚一堂，共话有关文学创
作、编辑与出版的经验和体会。

编辑和作者当同行共进、共同成长

活动现场，张亚丽、李少君、韩敬群、徐晨亮等向作家们
介绍了各自刊社的历史沿革、重点栏目、稿件需求、出版计
划等情况，真诚希望在座作家能够将优秀的作品交付到自
己手中。

今年是作家出版社成立70周年。张亚丽回顾了作家
社成立以来所走过的历程，从20世纪50年代的《林海雪原》
《青春之歌》《山乡巨变》《野火春风斗古城》等红色经典，到
改革开放后的《透明的红萝卜》《活着》《棋王》等优秀作
品，都是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发行的。她特别介绍说，如今，
作家出版社在立足以往丰厚出版成绩的基础上，正依托中
国作协“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聚焦新时代山乡史诗
变革，继续挖掘一批具有时代特色的力作。

李少君着重谈到了近期《诗刊》的改版。作为国家级的
诗歌刊物，如何继承和发扬诗歌传统，吸纳新鲜力量，成为
《诗刊》未来发展中需要思考的问题。《诗刊》将在继续坚守办
刊宗旨、办刊特色的同时，加强关注在小红书、B站、抖音等新
媒体平台写作的诗人，让诗歌更多走近大众，扩大《诗刊》的
影响力。

“编辑和作者是同行共进、共同成长的关系，编辑应当
发挥更大的主动性，帮助确立作家的文学价值以及作品的
市场价值。”韩敬群谈到，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强调“文本至
上”，欢迎一切优秀的作家和作品。他希望能够借此机会加
强与作家们的沟通交流，团结和扶持新生写作力量，与全国
的青年写作者一起贡献更多文学佳作。

作为同样刚加入中国作协的新会员，徐晨亮形容此次
活动令人感到“温暖又亲切”，他在现场也看到了很多曾经
编辑过作品的作家的身影。作为当年文学杂志“四大名旦”
之一、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主办的《当代》，具有贴近生活、注
重现实主义风格作品的传统。他表示，《当代》今后将继续
坚持这样的办刊传统，也希望作家们能够在写作中持续探
索，为现实主义创作提供新的表达和路径。

精神上年轻的作家会一直不满足、往前看

作家祁云枝是陕西西安植物园的一名研究员，最近她
准备创作一部以树木为题材的自然文学作品，聚焦秦岭的
古树名木。她向编辑老师提出了自己的困惑：如何才能写
出每种树的特点和人文历史，将主题挖掘得更加深刻？对
此，韩敬群建议，可以多阅读其他生态文学领域的代表作，
如阿来的《西高地行记》等，从而思考并发现自己的创作方
向和特点，将树木与写作者自身的经历、阅历以及思考融合
在一起。

针对有作家提出的关于报告文学创作的问题，付秀莹
表示，报告文学要有正面强攻的力量和对接社会现实的强
大能力，要有社会广度、时代高度、精神深度。谈及扶持青
年作家的创作，张菁表示，相较于年龄，《青年文学》更注重
作家是否能够关注到生活的驳杂，创作上是否有创新，是否
体现出鲜活的、年轻的精神面貌，内心是否博大，是否能够
捕捉到社会的不同观念、大胆地拥抱未来。“精神上年轻的
作家，会有不满足和往前看的状态。”

罹患乳腺癌并饱受病痛折磨的作家杜若曾一度对自己
的病讳莫如深，加入中国作协的申请都是在病榻上完成
的。如今在接受多次放化疗之后，她的心态越来越释然。
谈到接下来的创作设想，她表示想更多关注散文和非虚构
创作。听了杜若的讲述，师力斌坦言，自己对生命也有了新
的认识，“我们在这里谈文学是人生的幸事”。他说，相较于
体裁和形式，文学创作的体验和表达更为重要。好的文学

作品，往往一句话便让读者有所感动和触动，写作更重要的
是遵从自己的内心和生命体验。

在文学这块自留地上努力耕耘

当天，新会员作家代表还参加了“走访中轴线”活动，并
在首都剧场观看了北京人艺的话剧《杜甫》。

彝族诗人加主布哈在登上北京奥林匹克塔时心情激
动，真切感受到了祖国的强大和繁荣，表示“希望能一直坚
守在文学这块精神自留地上努力耕耘”。来自云南的李司
平在走访过程中看到了几千年来中国传统思想的中心、中
正意识在城市空间构造上的映射：“中国传统文化中常讲，
做人要行得端、走得正，北京中轴线不就是这样吗？”活动
还没结束，吉林作家张紫华已经开始感到不舍。奥林匹克
森林公园的银杏、大栅栏的老店、各种地标建筑与胡同风
光在眼前徐徐展开，此行“不只畅聊文学，我还遇见了老舍
笔下北京的秋天”。

观看完话剧《杜甫》，作家们不仅感受到文学与舞台艺术
的精湛结合，也从杜甫的人生和创作经历中体悟到以人本精
神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内涵。福建作家颜妍表示，冯远征
饰演的杜甫满溢着理想主义的执拗，显示出令人动容的纯
洁。细腻而充满力量的演技、像溪水又像浪潮的音乐、极具诗
画意境的舞台美术，让“今晚是只属于《杜甫》的魅力世界”。
在诗人张诗青看来，通过此次观演不仅加深了对杜甫诗歌写
作背景的认知，也深切体会到诗人那颗炙热的赤子之心，杜
甫是璀璨历史星空中当之无愧的人民诗人。 （李 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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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王觅） 10月20日，由中
国报告文学学会、《中国作家》杂志社、湖南省
作协、长沙市委宣传部、湖南人民出版社、长
沙市文联共同主办的纪红建长篇报告文学
《大国制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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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图书
评论学会会长郭义强，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
长徐剑，《中国作家》主编程绍武，湖南省作协
党组书记胡革平，湖南人民出版社社长贺正
举，以及10余位专家学者与会研讨。研讨会
由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梁
鸿鹰主持。

工业题材长篇报告文学《大国制造》由
《中国作家》首发，湖南人民出版社单行出
版。作品紧扣“创新驱动发展”“制造强国战
略”时代主题，通过历史与现实的交融，全景
式反映了湖南如何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奋进历
程中破解难题、突破创新、抢得先机，表现了
湖南努力打造世界先进制造业高地、建设工
业强省的成就与经验，用富有热血情怀的故
事展现了我国制造业取得的跨越式发展。

吴义勤在讲话中说，《大国制造》洋溢着
浓郁的时代精神和时代温度，展现了新时代
中国制造业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发生的历史
性变革，是一部彰显中国自信、中国力量、中
国精神、中国形象的优秀报告文学作品，读来
能够激发读者的自豪感和自信心。作品不仅
展示了中国制造业努力战胜困难、实现转型
升级的艰难历程，也成功塑造了中国企业家
的形象，融入了作者对中国经济、中国企业如
何创新发展的深入思考和对企业家精神的提
炼总结。

与会者认为，《大国制造》主题重大、题材独特，视野开阔、内
容丰盈，展现了中国先进制造业的时代风貌和“中国制造”的精
气神，是一部把握时代脉搏、赞美广大劳动者的报告文学佳作。
作品通过生动的人物故事和细致入微的描写，讴歌了包括改革
开放精神、企业家精神、科学家精神、劳模精神、工匠精神、创新
精神等在内的时代精神，颇具历史价值和时代价值。

为写好这部作品，纪红建历时两年多时间采访创作，调研走
访了10多家制造业企业与科研院所，到一线倾听百余名工业人
的故事与心路历程。他表示，希望该书能在制造业从业人员尤
其是年轻人中引发共鸣，使他们感受到工业人面向未来、共赴制
造业星辰大海的自信与豪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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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王觅） 10月11日，由北京市西城区委宣传
部主办、北京少年儿童出版社承办的“走进叶广芩的儿童文学
世界——《猴子老曹》新书发布会”在京举行。中国作协副主席
阎晶明致信祝贺。中国图书评论学会副会长、《中国图书评
论》杂志社总编辑杨平，北京演艺集团副总经理、北京儿童艺
术剧院董事长董宁，北京出版集团副总经理、总编辑赵彤，
部分儿童文学评论家、生态学家及作者叶广芩与会展开交流
分享。

阎晶明在贺信中表示，叶广芩的特殊身世和丰富的人生经
历，使得她的儿童文学作品呈现出既清纯又多重、既美丽又忧
伤的格调，气象不凡，吸引不同年龄的读者追踪阅读。《猴子老
曹》是她扎根秦岭完成的创作，书中展现出多彩神奇的大自然
和生趣盎然的人生世界。

《猴子老曹》是叶广芩“动物与孩子”系列的第二部作品，和
该系列的第一部《熊猫小四》一样，讲述了秦岭人和秦岭动物世
代相随相伴的故事。与会者谈到，叶广芩的作品有强烈的生活
感、时代历史感和独特的人生况味，从成人文学到儿童文学，她
不断打开视野，一直在尝试新的题材和创作。在“动物与孩子”
系列中，作者带领孩子们走进秦岭，领略秦岭迷人的自然风光，
感受秦岭人豁达通透的精神气质，思考动物与人的关系。《猴子
老曹》构思精巧，内涵丰富，人物形象生动鲜活，展现了人与动
物和谐相处的主题，呈现出有地域特色的独特气韵，是一部满
怀真挚情感的儿童生态文学佳作。

谈及创作感受，叶广芩回忆起在秦岭九年的难忘生活。她
谈到，中华文化是自己创作的源泉，作家必须要对传统文化有
所了解，同时深入基层，这样才能写出真正反映时代、反映生活
的作品。

叶广芩儿童文学
《猴子老曹》首发

本报讯 10月23日至25日，由《诗刊》社、中国诗歌网、云南省文联、楚雄州
委、楚雄州人民政府主办的第二届中国楚雄·新韵律诗歌交响音乐会等系列活动在
云南省楚雄州元谋县举行。中国作协诗歌委员会主任吉狄马加、云南省委宣传部副
部长翟玉龙出席活动。刘勇、张文旺、霍俊明、缪开和、金石开等主办方代表，以及
10余位诗人、评论家参加活动。

10月23日晚，第二届中国楚雄·新韵律诗歌交响音乐会启幕。音乐会由《春
晓》《源起东方》《诗意楚雄》《江山如画》《旗帜》5个部分组成，用诗歌和交响乐、非
遗传承相融合的形式，歌唱新时代、赞美新生活。音乐会前，《诗刊》社授予楚雄市子
午镇、元谋县江边乡、牟定县蟠猫乡、双柏县法脿镇“中国诗歌艺术小镇”称号。

10月24日，第二届中国楚雄·新韵律诗歌研讨会举行。吉狄马加在讲话中说，
中国近年来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每一个个体在这个过
程中都有着心灵的嬗变。新时代诗人有责任将这些变化和成就以诗歌的形式记录
下来，进行新的诗歌创造。在写作的过程中，诗人需要辩证处理个人与时代、传统与
现代的关系，优秀的诗歌既呈现了诗人个体的呼吸与体温，也生动表达了时代的总
体经验。我们的诗歌创作要积极从古典诗歌、民间诗歌中吸取有益的创作营养，并
将其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赋予其鲜明的当代性。

与会者谈到，新时代的新现实为新诗创作敞开了广阔的空间，需要诗人们以各
自的创造推动新时代诗歌繁荣发展。要在新的语境下找到诗歌的内在诗意和内在
节奏，并用贴切的形式将其呈现出来。

活动期间，诗人们深入中国诗歌艺术小镇采访调研。主办方还举办了新韵律诗
歌培训及改稿活动，胡弦、梁晓明、张晓雪与当地诗人进行交流。 （李煜榕）

第二届新韵律诗歌
交响音乐会在云南举办

本报讯 日前，由中国作家出版集团主办，《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编辑部承办的
纪录片《超时空寻找》研讨会在京举行。中国作家出版集团管委会副主任宋向伟以
及彭学明、杨舟贤、付秀莹、张健、斯日、李墨波、宋嵩等专家学者参会，围绕该片展
开讨论。研讨会由《中国当代文学研究》副主编崔庆蕾主持。

《超时空寻找》是一部以纪念抗美援朝战争胜利70周年为主题的纪录片，由芒
果TV出品，以参加抗美援朝战争的老战士作为主角，通过他们的视角，回忆和重
返历史现场，在对历史的重述中展现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也通过不同代际的视角
展现当代人对历史的致敬和对英雄精神的传承。自8月20日开播以来，《超时空寻
找》以其真诚强大的精神内核打动观众，收获了良好的口碑。

与会专家围绕纪录片的选题立意、内容制作、艺术品质与技术创新，展开多层次多
维度的探讨。大家认为，《超时空寻找》利用现代高科技手段，带观众重温那段光辉历史，
感受英雄的家国情怀，诠释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是一部充满昂扬精神力量的作品。纪
录片利用现代科技为英雄们“寻梦”“圆梦”，使观众在有温度的科技力量参与下，与英雄
共情，和历史重逢；以年轻人的视角展开寻找之旅，以独特的讲述方式将个体亲情融入到
对家国情怀的抒写中，唱出了一曲荡气回肠的英雄赞歌，讲述了一堂感人至深的爱国主
义教育大课，是一部向历史致敬、向英雄致敬的优秀作品。 （钟 媛）

专家研讨《超时空寻找》

本报讯 近日，由中国艺术研究院主办、
中国艺术研究院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所
承办的“回望与前行：贺敬之创作经验与新时
代文艺”学术研讨会在京举行。中国艺术研究
院院长、党委副书记、中国工艺美术馆（中国非
物质文化遗产馆）负责人周庆富出席并致辞。
来自北京、上海、武汉等地的老中青三代学者
与会，共同探讨贺敬之的创作经验、文艺思想
及其对当下文艺的借鉴意义。

周庆富表示，举办此次会议是为了认真研
究、总结、传播贺敬之的文艺创作经验，向前辈
贺敬之同志致敬，更好赓续红色血脉，推动文
艺事业稳健向前。

在会议发言环节，贺茂之受贺敬之的委托
感谢与会者，并回顾了贺敬之的创作历程及他
坚守信念、守正创新的精神特质。贺敬之秘书
柳湧也转达了贺敬之对研究者的感谢与期
望。白烨、祝东力、董学文、曾镇南等10余位
专家学者回顾了贺敬之从20世纪40年代直
至新时期的创作经历，总结了他与时代同行、
与人民同心，在传统与现代的融合转化中拓展
现代汉语的表现力，将时代精神的书写与个人
创造力的发挥相结合的创作特征，认为他在文
艺理论上的贡献是社会主义文艺的宝贵财富，
不仅属于今天，而且属于未来。

（教鹤然）

贺敬之创作经验与新时代文艺
学术研讨会举行

本报讯 10月11日，由中国萧军研究会主办、北京市昌平区
第二中学承办的首届青少年红色经典诵读展演活动启动会在京举
行。中国作协原副主席张平作书面致辞。中国作协社联部主任李
晓东，教育部原副总督学郭振有，中国萧军研究会党支部书记刘泽
林、副会长兼秘书长张恒玮，北京市昌平区委宣传部副部长李弗
甘，北京市昌平区教育工会主席王长军，北京市昌平二中教育集团
党委书记褚春梅、总校长王志强等参加活动。会上，中国萧军研究
会与昌平二中签署合作协议。展演活动组委会同期成立，相关负
责人获颁聘书。

首届青少年红色经典诵读展演活动旨在传承红色文化经典，
展示中国共产党光辉历程，讲好党的故事、革命的故事、英雄的故
事，引导广大青少年树立红色理想信仰，激发爱国情怀，增强民族
自信和文化自信，建设富有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爱国主义教育、
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基地。据介绍，此次活动将面向全国青少年
和青少年团体发出通知，广泛征集诵读视频。活动分为集体组诵
读和个人组诵读两个展演组别，将于今年12月下旬在昌平举办全
国总决选，最终评出集体诵读、个人诵读及原创诵读作品奖项。

主办方表示，希望通过征集、展演、评选、颁奖、参观、座谈等一
系列丰富多彩的内容，使红色经典更好走进课堂、走进青少年，让
青少年铭记光辉历史，不断从红色经典中汲取精神力量，争做担当
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首届青少年红色
经典诵读展演启动

本报讯 10月16日至20日，由河北省
作协主办的“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秦皇岛站主题创作采风活动举行。此次活
动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河北篇章主题创作
采风系列活动”的第五站，目的是展现燕赵
人民在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精
神风貌，记录河北大地日新月异的变化，用
文学的魅力展示新时代美丽河北。

活动期间，采风团作家走进山海关中国
长城博物馆、天下第一关，亲身感受“万里长
城第一关”的威严与豪迈，并与博物馆负责
人、文史研究专家等进行交流，了解长城遗
产保护利用现状和未来规划；实地察看北戴
河老别墅、秦行宫遗址，感知秦皇岛的千年
文脉和珍贵遗产；深入西港花园，与富有时
代特色的工业遗迹对话，通过举行现场座谈
会、采访项目负责人和基层一线工作人员等
方式，体验老铁路焕发出的新活力；参观阿
那亚、蔚蓝海岸，了解新业态社区建设如何
推动文旅融合创新性发展。

河北省作协党组成员、副主席刘建东

表示，秦皇岛是一座美丽的城市，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在这里发扬光大，同时也兼容着
时代催生的巨大变化。吉林省作协副主席
任林举谈到，秦皇岛的美隐藏在不动声色
的自在与散淡之中，“在这里不需要四处奔
走，就能领略到一种超凡脱俗的山水自然
之美和人文风情之美”。辽宁省作协副主
席周建新的家就在与秦皇岛仅有一道界墙
相隔的葫芦岛，“小时候我总对墙那边充满
好奇，那边有小麦、有面包，有让人仰慕的
中原文化。闯关东的人，到了山海关，就找
到了根”。

作家们表示，秦皇岛悠远深厚的历史文
化底蕴为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灵感滋养，要认
真做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工作，赓续
历史文脉，坚定文化自信，坚守人民立场，努
力讲好燕赵大地新时代山乡巨变故事，创作
一批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的优秀作品，为奋力
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河北篇章贡献文学
力量。

（杨茹涵）

河北省作协主题创作
采风活动走进秦皇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