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11月20日 星期一
责任编辑：康春华

8第十一届茅盾文学奖特刊第十一届茅盾文学奖特刊第十一届茅盾文学奖特刊

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
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
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
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
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
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
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
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
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
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
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
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
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
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
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
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
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
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
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
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
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
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
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
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
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
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
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
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
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
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

本报浙江桐乡11月17日电（记者 徐
健 刘鹏波） 浙水敷文，以文润心。在

“2023中国文学盛典·茅盾文学奖之夜”举
办前，11月17日上午，“致敬与展望”：茅
盾文学周在茅盾先生的故乡浙江桐乡乌镇
盛大启幕。中国作协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
邱华栋，《世界文学》原主编高兴，鲁迅长
孙、鲁迅文化基金会会长周令飞，茅盾长孙
沈韦宁，浙江省桐乡市委副书记、市长王坚
出席启动仪式并致辞。中国作协社联部主
任李晓东，浙江文学院（馆）院长程士庆，嘉
兴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梁晓英，桐乡市
委常委、宣传部部长俞奕凌，桐乡市人民政
府副市长施如玉，嘉兴市文联党组书记姚
建新等，爱奇艺、快手科技、喜马拉雅等互
联网企业负责人，以及作家代表、文学爱好
者等参加活动。启动仪式由浙江省作协党
组书记、副主席叶彤主持。

接续伟大文学传统，向文学
前辈、文学经典致敬

邱华栋在致辞中表示，自古以来，浙江
就是文学大省、文学强省，曾有言“一部浙
江文学史，半部中国文学史”。近年来，乌镇
也以海纳百川、与时俱进的气度和格局，打
造独具特色的文化生态和艺术氛围，成为
长三角乃至全国熠熠生辉的文艺地标。
2023年恰逢《呐喊》出版100周年、《子夜》
发表90周年，以及鲁迅和茅盾携手创办的
《译文》（后改为《世界文学》）创刊70周年。
开启本次文学周的序幕，正好对应今天“致
敬与展望”的主题，接续伟大的文学传统，
向文学前辈、文学经典致敬，同时也以切实
的目光展望新时代文学无限广阔的空间和
可能，努力创造新的经典，不断攀登新时代
文学高峰。

邱华栋说，“茅盾文学周”旨在整合多
方资源，营造文学照亮生活的良好气氛，放
大“茅盾文学奖之夜”的溢出效应，实现文
学“破圈”“跨界”传播，充分展现新时代文
学新气象新作为。新时代文学风光正好，当
下一大批优秀作家用卓越的作品呈现着我
们脚下这块土地的历史与现实、梦想和荣
光。广大文学工作者要主动面对新环境新
挑战，光大文学价值、传递文学力量、拓宽
文学道路的探索，使越来越多反映时代变
迁、中国进步、人民期待的优秀文学作品有
效抵达读者、观众，深入人民精神世界，增
强人民精神力量，推动新时代文学高质量
发展。

来到《世界文学》老主编茅盾先生的故
乡乌镇，高兴倍感亲切。他说，《世界文学》
的前身《译文》杂志是由鲁迅和茅盾一起创
办的。1934年夏天，茅盾来到鲁迅寓所，谈
及外国文学译介之事，提出创办专门登载
译文杂志的设想，鲁迅当即表示赞同。两人
认为新杂志“可以开辟新的战场，鼓一鼓介
绍和研究外国文学的空气”。但因时局动
荡，《译文》印行29期后停刊，其间鲁迅和
茅盾都倾注了大量心血，付出了很大努力。
新中国成立后的1953年7月，在茅盾的倡
议和主持下，《译文》正式复刊，茅盾亲自担
任主编直到1959年。高兴表示，新中国成
立至今，《世界文学》继承了《译文》传统，用
心传承鲁迅和茅盾开创的神圣而美好的事
业，70年间译介了近200个国家和地区的
作家作品，为中国文化发展作出了独特的
贡献。

“鲁迅和茅盾都是浙江文学的骄傲，也

是中国文学的骄傲，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
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周令飞认为，鲁迅和
茅盾两位文学大家的作品不仅为新文学的
发展指明了方向，也为后来的文学创作提
供了丰富的启示。他们的创作精神一直激
励着当代作家努力创作出更多具有时代
特色和人民性的优秀作品，为繁荣和发展
我国的文学事业而努力奋斗，“愿他们的
精神永存，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

‘呐喊’”。
每次回到茅盾故居，站在观前街17

号，沈韦宁都感受到家的温馨。桐乡市政府
专项出资修缮茅盾故居，提升茅盾生平展
陈水平，让常年侨居海外的他万分感激。

“爷爷对故乡怀有深深热爱和眷恋之情，作
品对故乡的风土人情多有再现。”他表示，
茅盾文学奖是茅盾文学生命的延续，设立
至今结出了丰硕成果，优秀作家、优秀作品

不断涌现，实现了茅盾的设奖初衷。茅盾
文学奖颁奖典礼再次荣归茅盾故里乌镇，
是对茅盾故乡情结的最好慰藉。活动现
场，沈韦宁向桐乡市茅盾纪念馆捐赠了茅
盾藏书。

王坚谈到，桐乡诞生了茅盾、丰子恺、
木心等文学名家，风雅之气已融入桐乡老
百姓的生活。乌镇正以“互联网+文化”为
内核打造互联网小镇，让互联网和文化深
入融合。茅奖盛典回归桐乡乌镇，是桐乡人
民从未间断的心愿。欢迎更多文学艺术工
作者和爱好者来到乌镇，共享互联网技术
和文化融合发展的成果和荣光。

助力新时代文学“破圈”“跨
界”传播

“茅盾文学周”从11月16日持续至20
日，系列活动在“2023中国文学盛典·茅盾
文学奖之夜”现场、浙江文学馆及桐乡市部
分街镇展开。本次文学周聚焦文学创作与
交流、服务与转化，实现线上线下全天联
动，推出内容丰富的签约、论坛、对话、见面
会、签售会，创意十足的文学朗读、现场演
绎、电影放映等活动。

为建立文学、影视合作关系，有效形成
文学影视改编、IP打造、影视拍摄、制作发
行、线上宣发一体化产业链，推动文化影视
产业在桐乡落地发展，启动式现场还举行
了文化产业项目签约仪式。爱奇艺副总
裁、文学事业部总经理岳建雄，快手科技
副总裁、快手泛知识与资讯业务负责人周
晓晗，喜马拉雅副总裁屠琤分别介绍了各
家平台的优势、项目情况和后续合作愿
景，施如玉代表桐乡市政府与三家互联网
平台签署协议。

在“茅盾文学周”期间，阎晶明、金仁顺、
刘亮程、弋舟在“短视频时代下长篇文学
应该去往何方？”论坛上分享了各自的思
考；“青年作家创作漫谈”论坛上，李修文、
蔡骏、石一枫、马金莲、马伯庸等就青年作
家的创作难题展开探讨。“影视改编作为
文学的推广者”论坛由中国作协书记处书
记邓凯主持，刘震云、柳建伟、龙一等作家
与影视、编辑行业相关人士一同探讨文学
影视化改编的话题。毕飞宇、徐贵祥参加

“跟着茅奖作家同游浙江文学馆”活动，与
浙江大、中、小学文学社团代表分享创作
感悟，展开一堂精彩纷呈的“文学课”；本
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家杨志军、乔叶、
刘亮程、孙甘露、东西在浙江文学馆与浙
江青年作家展开对话。李洱、杨克、陈人杰、
乔叶等走进浙江传媒学院参与中国作协

“百名作家进百校”活动，围绕“新时代文学
融入现代传播格局”与学院学生互动交流。
文学周期间，作家们纷纷走进乡镇、军营、
企业，与来自社会各界的读者分享交流文
学和人生感悟。

文学签售、文学朗读、茅奖作品戏剧展
演、经典文学人物Cosplay、茅奖作品改
编电影线下放映、沿街悬挂历届茅奖作
品书名……丰富的内容、多样的形式将
乌镇打造成文学的海洋，助力新时代文
学“破圈”“跨界”传播，走向更广阔的天
地、更广大的受众。恰如邱华栋在致辞中
所说，“茅盾文学周”系列活动依托杭州、
桐乡、乌镇得天独厚的文化风貌，能够让
文学爱好者更多元、更立体、更沉浸式地
领略“浙水敷文”的魅力，进一步推动地方
经济文化发展。

本报浙江杭州11月16日电（记者 王觅 杨
茹涵） 11月16日，“2023中国文学盛典·茅盾文
学周”系列活动首站在浙江省杭州市浙江文学馆
拉开帷幕。由中国作协指导，浙江省作协主办的

“青春与文学相约”跟着茅奖作家同游浙江文学
馆活动在杭州举行。中国作协副主席、茅盾文学
奖获得者毕飞宇、徐贵祥与现场百余名大中小学
生分享自己的创作历程与心得，交流有关文学的
思考。

中国作协社联部主任李晓东在致辞中说，浙
江文学馆是浙江文化领域的重要创新性成果，是
国内除了中国现代文学馆之外规模最大的单体
文学馆建筑，也是全国文学馆联盟首届常务理事
单位。此次茅奖作家毕飞宇、徐贵祥来到浙江文
学馆，带领大家一起走进文学的沃土，走进中国
现当代文学深沉热烈的精神原乡，感受吴越宝地
厚重的文化积淀，触摸浙江文学跳动的历史脉
搏，邂逅文学名家和经典作品，能够帮助学生们
深入了解浙江从古至今的文学发展历史，感受浙
江作家们用作品构筑起的文学世界，启发大家用
丰富的体验激发文学想象。

浙江省作协主席艾伟深感此次两位茅奖作
家的到来，既体现了中国作协对浙江文学事业的
关心支持，又展现了当代文学名家对青少年文学
教育的关注。相信参加活动的同学们将在近距
离接触名家中感悟到更多文学的趣味、内涵和魅
力。他表示，浙江省作协将把浙江文学馆打造成
温馨的“作家之家”和“文学之家”，为广大作家和
社会公众特别是青少年朋友们在这里开展活动、
走近文学创造优越条件，共同推动新时代文学繁
荣发展。

首次来到浙江文学馆，毕飞宇感到这个场馆
“既独立又开放，与年轻人十分贴近”。他认为无
论文学馆的专业性有多强，它呈现出来的依然是
一种高质量的、试图作为典范的生活，“年轻人在
成长过程中能够参观当地的文学馆，从中感受到
历史与文脉，这是非常幸运的。过往的生活依旧
可以给我们今天的生活带来示范性，这种示范性
对我们的未来有巨大的帮助”。

交流活动开始前，作家们参观了《纪念茅盾
先生〈子夜〉出版90周年》特展。徐贵祥站在茅
盾的手稿前感慨万千，他回想起了几十年前的往

事：“40年前，在军队的院校、在山沟里的图书馆
内，我既做着将军梦，又做着文学梦。在图书馆
一排排的书中，有很多文学名家的著作，我看到
了《茅盾论创作》这本书，感到非常适合自己。书
中讲了怎么设计人物、怎么建立结构、怎么组织
语言、怎么体验生活、怎么放大细节、怎么延伸思
路、怎么捕捉灵感……让我受到了诸多启发，这
本书陪伴了我40年，获得茅奖后，我把这本书摆
到书柜里，深深鞠了一躬。”

活动现场，不少学生一边阅读着毕飞宇、徐
贵祥的作品，一边静静等待两位作家的出现。同
学们表示，能见到自己喜爱的作家并和他们面对
面交流，这样的机会十分难得。有同学在寄语卡
上写道：“文学的传承任重而道远，来到浙江文学
馆既可以了解文学知识，也帮助我们开阔了眼
界。浙江文学馆使文字更富有生命力，也传递出
不朽、不渝、不灭的情感。”

如何保持创作热情？没有灵感时怎么办？
如何走进书中人物的内心世界？面对学生们热
情踊跃的提问，毕飞宇、徐贵祥给出了自己的回
答。徐贵祥认为，要保持创作热情，最重要的是

先让自己感动，“只要你的作品能让你自己感动
得热泪盈眶，让你夜不能寐，你的创作激情自然
就来了”。他建议新手作家“刚开始写作时，可以
多读一些书，把好的作品认真地读一遍，分析书
中的人物是怎样设计的，人物关系是怎么建立
的，故事是怎么讲的，语言是怎么锤炼的。这样
练久了，小说就能写下去了”。

有同学关注到了毕飞宇创作于1995年的短
篇小说《哺乳期的女人》中鲜活的乡村书写，对
此，毕飞宇谈道：“当年，我来到浙江的斗门镇，发
现这里只有老人和孩子，所以我很想知道镇里的
年轻人哪去了？为什么要出去？出去之后可能会
带回来什么？如果他们不回来，老人和孩子该怎
么办？想到这些问题后，我的笔自然而然就启动
了。”他认为，作家的眼睛不能离开大地，不能离开
大地上的人民，只有这样才能创作出鲜活的故事。

交流结束后，毕飞宇、徐贵祥和学生们一起
参观了浙江文学馆。在浙江古代文学展厅，大家
领略了浙江源远流长的文脉与底蕴。从魏晋南北
朝的谢灵运、王羲之，到唐宋之际的苏轼、陆游、贺
知章，到明清时期的袁枚、龚自珍……一代又一代

的文学名家彰显了钱塘文化、吴越文化、宋韵文化
的光辉历史。在浙江现当代文学史展厅，参观者
看到了以鲁迅、茅盾两位文坛巨擘为代表的浙江
作家群，他们的共同努力推动了中国文学的新旧
转换，为现代文学传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浙江文学馆内，国内首个大型手信展“在
鲁迅的旗帜下——黄源的朋友圈”特展正在展
出。展览陈列了茅盾、巴金、丁玲、冯雪峰、艾青、
萧红、萧军、夏衍等作家的珍贵手稿、原版照片以
及鲁迅给黄源的38封信，通过照片、书信、手札
一体化呈现和音视频演绎等沉浸式手段，参观者
深切感受到了现当代作家可歌可泣的时代精
神。在文学数字应用体验展厅，两位作家看到自
己作品里的人物被大数据分析出精确的性格特
征，通过AI技术直接制作出符合形象的人物海
报，他们表示，这些文学数字化产品将会带给参
观者耳目一新的感受。

毕飞宇和徐贵祥受邀成为浙江文学馆首批驻
馆作家。他们郑重地按下了自己的手印，并希望
浙江文学馆可以成为作家与学生、文学爱好者交
流的基地，让所有人都能在这里相遇“文学四季”。

让 青 春 与 文 学 相 约
跟着茅奖作家同游浙江文学馆活动在杭州举行

“茅盾文学周”期间，乌镇街边
的朗读亭

（本版除署名照片外，其他照片均来自“桐乡发布”“乌镇景区”等公众号平台，特此说明）

文学嘉年华表演和经典文学人物Cosplay “茅盾文学周”期间，乌镇的“文学氛围”

11月17日，青年剧团在乌镇表演鲁迅作品《故乡》的场景。
新华社记者 翁忻旸 摄

11月17日，“茅盾文学周”启动仪式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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