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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12月16日，由中国作协创研部、鲁迅文学院、

文艺报社、中国艺术报社、福建省文联联合主办的新时代闽

派文艺理论家批评家学术活动周在福州开幕。福建省委常

委、宣传部部长张彦，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邓凯，鲁迅文学

院常务副院长徐可，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谢冕出席并致辞。

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兼秘书长徐粤春作视频致辞。

来自全国各地近百名作家、评论家参加活动。开幕式由福建

省文联党组成员、副主席、书记处书记王秋梅主持。

张彦在致辞中说，新时代的“闽派批评”要坚持以习近平

文化思想为指导，站稳人民立场，尊重艺术规律，弘扬真善

美、批驳假恶丑，把好文艺评论方向盘，更好担负起新的文化

使命。牢牢把握“两个结合”，护文明之火种，传永续之文脉，

发时代之先声，促进提升文艺作品的精神高度、文化内涵和

艺术价值，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者、弘扬者，做时代风

气的先觉者、先倡者，为铸就新时代文艺高峰贡献力量。

邓凯在致辞中说，闽派文艺理论家批评家作为当代文

艺理论批评的一支生力军，一直以来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

在不同时期的文艺思潮演进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希望今天

的闽派批评家能够珍视这个传统，继承和发扬这个传统，使

“闽派批评”做得更大，走得更远。

开幕式后，孙绍振、王光明、张陵、陈晓明、王干、李朝

全、吴子林、黄发有、谢有顺等专家学者围绕“文化传承与文

艺原创力”作了主旨发言。

“中国式现代化与文学批评的当代转型——《陈晓明文

集》学术研讨会”在活动周期间举行。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

以及莫言、贾平凹、余华、苏童、陈思和、孙郁、朱国华、陈福

民等作家、评论家发来贺信。邓凯在致辞中说，40年来，陈晓

明先生的文学研究始终具有世界性的学术眼光，同时兼具

本土立场。八卷本《陈晓明文集》以极大的理论深广度检视

了中国当代文学创作成果，其自身也成为中国当代文艺理

论批评的重要收获，是“中国式现代化”在理论与批评层面

的生动诠释。

研讨会设有“中国式现代化与闽派批评的‘两个结合’”

“理论本土化与陈晓明的文学批评实践”两场主论坛，还设

有“中国式文学批评的阐释之路”“文学史的历史化和文学

批评的理论化”“无法终结的现代性和文学批评的转型”“文

学批评的理论、方法、资源和启示”四场分论坛，60余位专家

学者对《陈晓明文集》进行了深入全面的学术研讨。

学术活动周活动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第二十一届全国

文学院院长联席会议暨全国文学院联盟成立大会举行，与

会代表围绕“新时代文学院的使命与担当”做经验交流讨

论。蔡其矫诗歌研讨专场围绕“地方性诗歌与蔡其矫福建写

作”主题展开，深入探讨闽派文脉的深度传承与创新。此外，

9场学术讲座为广大市民和高校学子送上学术盛宴。

据悉，2014年至今，围绕“闽派批评”已累计举办了三

届高峰论坛和三届学术活动周，为福建省文艺评论工作提

供了强大动力，有力推动了福建省文艺事业的繁荣发展。

（李墨波）

新时代闽派文艺理论家批评家学术活动周举行

本报讯 12月9日，由四川日报社主办、成都市文联协办

的川观文学奖（2022年度）颁奖典礼在成都举行。中国作协党组

成员、副主席、书记处书记李敬泽，中国作协诗歌委员会主任

吉狄马加，中国作协副主席、四川省作协主席阿来出席颁奖典

礼并作主题演讲。来自全国各地的作家、评论家、读者代表共

300余人参加活动。

李敬泽表示，“川观”让他想起《论语》里的“子在川上曰，逝

者如斯夫，不舍昼夜。”这两个字饱含中华文化、中华美学的精

神。希望该奖在评选过程中，能不断彰显“川观精神”的重要性。

吉狄马加表示，“川观”是对现实的观照，在现代化进程中更要传

承好中华文化，在文明交流互鉴中体现中华文明独特的精神特

质。阿来希望，通过川观文学奖，能把全国优秀作家吸引到四川，

给四川作家“传经送宝”。

现场揭晓了本年度川观文学奖获奖名单。其中，张新泉获得

特别荣誉奖；弋舟、孙频、潘向黎、李海洲、骆平获得小说奖；季栋

梁、塞壬、范小青、范雨素、杨苡、余斌获得非虚构奖；李元胜、庞

惊涛、王杰平、李银昭、周吉敏获得散文奖；梁平、李瑾、尚仲敏、

曹有云、凸凹获得诗歌奖；向云驹、朱丹枫、周维东、林莉、邓添天

获得“西岭雪”文艺评论奖。

川观文学奖诞生于1991年，原名四川日报文学奖，从1991

年到2002年，成功举办过12届。2022年，在四川日报创刊70周

年之际，该奖焕新重启，更名为川观文学奖。

川观文学奖颁奖

新华社明斯克12月21日电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

卷白俄罗斯文版首发式暨中白治国理政研讨会日前在白俄罗

斯首都明斯克举行。中白两国政要、媒体、智库代表等500余

人出席活动。

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一书内容丰富、思想

深邃，是了解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方略、理解中华民族

现代文明、读懂中国式现代化的最佳读本。从这部著作中可以

感悟，中国式现代化蕴含了人民至上的价值取向、立足实际的

发展理念、开放包容的文明意蕴以及合作共赢的天下情怀。

与会嘉宾表示，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发展取得举世

瞩目成就，人民生活幸福，国家繁荣昌盛。中国在治国理政方面

的成功经验为包括白俄罗斯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了有益

借鉴，中国的发展将为动荡变革的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

性。中国提出的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是凝聚国际社会共识与合

作的伟大事业，参与其中的国家都将从中受益。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白俄罗斯文版由外文出版社和

白俄罗斯文艺出版社共同翻译出版。与会嘉宾表示，这是中白两

国在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方面的重大成果，希望以此次活动为契

机，落实中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不断深化交流，为建设

两国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作出积极贡献。

本次活动由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外文局、中国驻白

俄罗斯大使馆共同主办，外文出版社、白俄罗斯文艺出版社承办。

首发式上，中白嘉宾共同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白

俄罗斯文版新书揭幕，中方向白方赠送了新书。首发式后，两国

专家学者围绕中白治国理政经验进行了交流研讨。截至目前，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已翻译出版40个语种。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白俄罗斯文版
首发式暨中白治国理政研讨会在明斯克举行

本报讯（记者 王觅） 12月21日，王蒙文

学创作70周年展览活动在京开幕。展览活动由

文化和旅游部、中国作家协会、中央文史研究馆

主办，包括“青春作赋思无涯——王蒙文学创作

70周年展”和“笔墨春秋——王蒙文学创作70

周年作品展”两项展览，系统梳理总结王蒙同志

70年的创作经历、人生哲思，以及给文艺创作

的启迪启示。

王蒙是中国当代著名作家，2019年被授予

“人民艺术家”国家荣誉称号。从1953年创作

《青春万岁》开始，在70年的时间里，他笔耕不

辍，先后发表作品2000多万字，被译成30余种

文字在海外出版。他关注人民的命运，书写人民

生活的变迁，用饱含深情的语言描绘了宏大的

多民族生活图景；他探究中华文化的根与魂，秉

持文化工作者的责任，为繁荣文学创作、发展文

艺事业、推动文化建设、报效党和人民作出卓越

贡献。此次开幕的两项展览，全面展示了王蒙

70年创作生涯结出的累累硕果和他对文学事

业、文化事业的杰出贡献，让人真切感受到青春

永驻的文学精神与生生不息的文化力量。

王蒙在展览活动开幕式上表示，自己之所

以写作那么长时间还在写、还能写，还有激情、

还有笔力，是因为自己经历了天翻地覆的时代

变革。“我爱文学、爱语言、爱学习、爱写作，希望

能写得更好，写出千秋故事、至爱诗篇。”

“青春作赋思无涯——王蒙文学创作70周

年展”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展出。展览分为“青春

万岁”“这边风景”“创作是一种燃烧”“大块文

章”“文化的光照”5个部分，以近300张照片和

550余件展品，全景记录了王蒙70年来与共和

国发展历史相伴、与祖国和人民同呼吸共命运

的文学创作历程，展现了他为党、为国家、为人

民写作的初心和使命。展览除全面展示王蒙跌

宕起伏的人生经历，及其在各个时期有代表性

和影响力的优秀文学作品外，还以时间为轴、以

思想为线，传递出他对政治、文化、社会和人生的深邃思考。《青

春万岁》初稿、1957年未刊《青春万岁》插画草稿、《布礼》《初恋》

手稿，以及王蒙获得的“人民艺术家”奖章、2023年9月人民文

学出版社出版发行的《人民艺术家·王蒙创作70年全稿》61卷

等都在展览中与观众见面。展览的设计颇具特色，既运用了音

乐、视频、“创作的井喷”多媒体互动、书房复原等多种展示手段，

在尾厅部分还设计了“妙笔生花”王蒙作品展示区和“吉光片羽”

王蒙语录书法展示区，帮助观众对王蒙的文学创作成就和文化

研究成果有集中直观的了解。

“笔墨春秋——王蒙文学创作70周年作品展”在国家图书

馆（国家典籍博物馆）展出。展览分为“创作是一种燃烧”“写给世

界的情书”“论道抒情两不妨”“文化传播的使者”“传道授业甘如

饴”5个单元，按照文学题材分类串联起王蒙文学创作发展历

程，包括小说、散文、诗歌、文艺评论、文学与传统文化研究等。展

览全面展示王蒙70年创作生涯的作品全貌，展现他创作中与时

代同频共振的家国情怀，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入探求与深厚理

解，关于精神世界与价值追求的深层思考与人生智慧，及其对中

国文化传播与交流作出的突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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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推动中国文学“走出去”，提升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

力，中国作协于2021年启动了“中国文学海外读者俱乐部”活

动。这是一个由各国文学爱好者发起，中国作协支持的中外文

学交流平台，旨在向海外读者推广中国文学作品，让更多中国

作家走向世界，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俱乐部成立以来，先后在

五大洲22个国家落地，举办各类活动130余场，在海外读者群

中取得了良好的口碑。今年以来，“中国文学海外读者俱乐部”

充分发挥“小、快、灵”的优势，设计了更加多元丰富、“小而美”

的文学活动。俱乐部近期在英国、墨西哥、白俄罗斯、匈牙利、韩

国、南非等国创新活动形式，吸引青年读者，反响热烈，为促进

中外文明互鉴、民心相通作出了贡献。

与海外读者分享“文学里的中国”

今年10月，中国作家刘震云、梁鸿携新书《一日三秋》

英文版和《神圣家族》英文版在英国多地举办了数场活动，

围绕人生历程与精神感悟、文学创作与翻译、民族意识与文

化自信等话题展开交流。

在伦敦的读者见面会上，刘震云介绍了故乡、亲人对自

己成长的影响，从普通人的角度阐释了中国老百姓宽厚、博

爱的文化精神和以“仁义”为核心价值的相处方式。梁鸿谈到

她利用田野调查、口述历史和纪实文学的方法记录了在故乡

河南穰县梁庄的见闻与感想，通过透视中国乡村的情感心

理、文化状况和物理形态，思考中国当代的社会发展、现代性

追求与传统乡村之间的关系。两位中国作家的分享打动了许

多现场读者，让他们感受到了什么是“文学里的中国”。

刘震云、梁鸿的读者见面会在英国每到一处，都吸引了

数百名当地读者，现场座位几乎“一票难求”，更有60多万

名中外读者通过直播在线感受跨越时间和地域的文学力

量。英国“中国文学读者俱乐部”负责人、英国查思出版社负

责人王英表示，希望“中国文学读者俱乐部”能让更多的中

国作家与海外读者见面，让中国文学成为中文和英文世界

的桥梁，让优秀的汉语文学能够跨越语言障碍，抵达人类共

通的心灵。

在塞尔维亚“中国文学读者俱乐部”活动上，围绕中国

作家张炜的三部代表作《秋雨洗葡萄》《狐狸和酒》《钻玉米

地》，作家、译者和汉学家分享了对作品及中国文学的理解。

张炜在视频发言中表示，这几部作品聚焦自己成长的山东

半岛，内容也多基于自身独特的成长经历，希望通过自己的

作品将中国大地的特色传达给塞尔维亚的读者。“作家重要

的任务是要更好地表现人性、表现人性深度及其变化幅度，

要认真观察环境变化和人性之间的关系。”

汉学家们认为，张炜小说中蕴含的哲理和叙事方式，让

塞尔维亚读者更好地感受了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心态和民

族精神，加深了塞尔维亚读者对中国文学的了解和喜爱，深

化了中塞两国人民的传统友谊。

推介新刊佳作，体现文学译介交流“新速度”

作家周大新的短篇小说《首次唤醒》刊发于2023年《当

代》第二期，经智利“中国文学读者俱乐部”推荐后，几个月

内经由策划、译者、网站编辑“接力式传播”，第一时间由智

利文学网翻译成西班牙文版，并于10月在智利文学网上全

文刊发。近日，周大新《首次唤醒》的西班牙文版分享会在线

上举行，300多位智利读者通过网络平台参加。

北京语言大学拉丁美洲研究中心主任孙新堂表示，《首

次唤醒》体现了中拉文学交流的“新速度”，为中国当代文学

新作快速走进智利及拉美读者群体打开了新的路径。分享会

上作家、译者、学者和读者深入探讨小说的创作思路、翻译过

程、文本分析和阅读体验，这是一场富有精神高度和深度的

思想对话，为中拉文明互鉴、民心相通提供了新的文学例证。

“这部作品是中国人民不断奋斗进取的当代壮丽史

诗。”在突尼斯“中国文学读者俱乐部”活动中，突尼斯作家、

评论家安瓦尔·巴西利如此评价中国报告文学作家何建明

的《山神》。近日，突尼斯“中国文学读者俱乐部”围绕何建明

的《山神》阿文版展开阅读分享。参加分享会的突尼斯读者

表示，这是一部表达中国文化的小说，但是人情味让它跟欧

洲文化、阿拉伯文化产生了互动，将教会阿拉伯青年如何面

对困难，迎接挑战。

“一带一路”沿线地区青年读者是“中国文学海外读者

俱乐部”重点推介的对象。不久前，白俄罗斯“中国文学读者

俱乐部”在其国立信息和电子技术大学也举办了一场独具

特色的“中国当代工业文学推介会”。此次活动主要面向白

俄罗斯理工科青年学生。中国作家以视频方式参加活动并

推介了中国工业文学的最新作品。

作家老藤在视频中介绍了沈阳的工业历史发展；李铁介

绍了辽宁锦州的工业和历史文化背景；班宇描述了沈阳的工

业氛围。3位作家以故事、历史和现实相交织的方式，为白俄

罗斯读者呈现了中国工业化建设的过程，为他们进一步了解

中国式现代化发展道路提供了启迪。

汉学家谢尼娅·卡拉塞娃说，对于白俄罗斯读者来说，

了解中国现代工业发展和技术的文学作品还是太少。除了

中国工业的发展数据，人们也非常希望了解其发展的过程

和其中的故事。东方文化出版社总编阿列克谢·博古舍维奇

认为，了解中国，需要深入了解中国工业的发展历程，而文

学正是了解这一进程的最好方式。东方文化出版社希望以

后有机会出版更多中国当代工业文学作品。

以年轻的中国文学，吸引世界青年的目光

10月12日，在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一场名为“徜徉在

中国当代文学的海洋中——年轻人在读什么？”的读书会吸

引了不少当地青年文学爱好者参加。这是匈牙利“中国文学

读者俱乐部”举办的第六期读书分享会，6名匈牙利青年以

生动的语言、充满激情的讲述分享了各自对中国当代文学

的阅读感受。

汉学家、翻译家宗博莉·克拉拉介绍说，这是匈牙利“中

国文学读者俱乐部”首次尝试以青年群体为对象来举办专

场活动，6位分享嘉宾平均年龄为26岁。他们对中国文学的

关注和喜爱折射出匈牙利青年一代对中国文化的浓厚兴

趣，对中国文化的热爱吸引他们通过文学作品这扇窗口了

解当代中国。

今年，南非“中国文学读者俱乐部”在西开普大学正式设

立了“中国文学下午茶”活动空间，不定期邀请西开普大学不

同院系的大学生在此品茗读书、分享中国文学精华。南非青

年大学生以“我喜欢的中国作家”为主题，每期选择不同的中

国作家开展热烈的分享讨论。第一、二期活动分别以余华和

刘慈欣为讨论对象，参加活动的青年学生通过影视放映、精

彩朗诵等方式，将作家生平与创作历程、作品特点以及其代

表作的情节、人物、精神特征等进行了充分的讨论。

南非“中国文学读者俱乐部”负责人武长虹表示，通过

深耕大学社区，走进青年人群，聆听青年心声，不断发现新

的文学传播人才，必将为传承发展中非人民传统友谊，推动

文明互鉴、民心相通作出应有贡献。

为加强中越读者间的友好交流，筑牢中越命运共同体民

意基础，近期，越南“中国文学读者俱乐部”活动在胡志明市

作家协会举办。作家谢凌洁和越南作家、评论家围绕《双桅

船》的知识书写、人文关怀与文化视角展开交流。越南读者谈

到，《双桅船》通过多国人物视角和经历，展现出大众对全球

化时代的记忆。这种不同代际、不同国家之间人物文化与思

想的差异，使读者“遍览”欧洲历史，启迪人们对东西方社会

发展和人类发展进程进行深刻的观照和思考。

文学成为跨越国界的“共通语言”

11月初，2023年韩国“中国文学读者俱乐部”以中韩科

幻作家对话交流为主题在首尔西江大学举行分享活动。中

国青年科幻作家程婧波分别同韩国科幻作家金草叶、金青

橘对话，韩国当地的中国文学研究者、出版社代表及科幻爱

好者参加活动。双方科幻作家分别介绍了科幻文学在中韩

两国的发展趋势，并就科幻创作的想象力、科幻文学与女性

主义、科幻视野下的生态主义等话题展开了深入交流。一位

韩国科幻迷以写信的方式留言说：“作为读者，我觉得中国

科幻和奇幻的魅力在于典故和诗文，我喜欢古老而丰富的

文学体系，它把我们与过去联系在一起，通过观察今天，幻

想更好的明天。我想努力学习中文，尽快理解中国科幻作品

中的世界。”

在大洋彼岸，墨西哥“中国文学读者俱乐部”近期以“从

阿凡提故事到新疆文学”为主题举办了中国少数民族文学

作品分享会。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学会副秘书长、维吾尔族作

家艾克拜尔·吾拉木以视频方式向墨西哥读者推荐了少数

民族作家阿拉提·阿斯木《时间悄悄的嘴脸》、刘亮程《一个

人的村庄》和李娟《遥远的向日葵地》等新疆题材作品，并表

示文学让大家心灵相通，希望墨西哥读者通过文学了解新

疆，更能亲自到新疆，感受新疆之美、新疆之好。

据负责人介绍，此次墨西哥“中国文学读者俱乐部”活动

走进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面向当地青年进行深度传播，展

示了中国丰富多彩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当代的创造性转

化、创新性发展以及国际化传播的魅力，也为进一步促进“一

带一路”沿线各国青年主动观照各国文学传统、推动文化传

承增加了新的动力。

涓涓细流，汇入江海，百花齐放，尽皆芬芳。生动活泼、

多姿多彩的“中国文学海外读者俱乐部”，正在把满载人文

情怀的中国文学之花，种进千千万万海外读者的心田之中。

中国作协“中国文学海外读者俱乐部”以“小而美”的文学活动助力中外文化交流和文明互鉴——

中国文学窗口，吸引世界目光
□本报记者 徐 健 康春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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