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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近日，俄罗斯文学学

者、翻译家刘文飞的新书《读与被

读》分享会在京举行。中国作协党组

成员、副主席、书记处书记邱华栋，

《十月》主编陈东捷，浙江文艺出版

社总编辑王晓乐就文学经典阅读等

话题展开交流。

《读与被读》是刘文飞解读评

论世界文学经典名著的散文集，论

及荷马、但丁、莎士比亚、塞万提

斯、歌德、雨果、陀思妥耶夫斯基、

托尔斯泰、乔伊斯、川端康成、纳博

科夫等11位世界文学大家及其代

表作，该书2023年7月由浙江文艺

出版社出版。邱华栋认为，这本“大

家小书”谈论了多部文学正典，作

者基于对经典文本的精研细读和

对作家生平的查究梳理，提炼焦点

并围绕其展开剖析，提供了友善、

亲切的入口，让读者能够进入创造

性的文学世界。

与会者谈到，刘文飞不仅是翻

译家，也是诗人和作家，这些多重身份有助于全

面展示其文学素养。“读与被读”的关系是一种

有效的、复杂的化学反应，阅读主体与创作主体

进行了思想乃至情感上的深度较量和交锋。刘

文飞表示，越是在碎片化、漂浮的时代，越需要

文学经典。“就像海员在大海上航行，时间久了

就渴望双脚在陆地上站立，而经典作品始终是

脚下的一方陆地。” （康春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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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北京图书订货会
新著好书荟萃 文学出版亮点纷呈

本报讯 1月 13日，由中国现代文学馆、

北京大学文学讲习所、海峡出版发行集团、漓江

出版社联合主办的谢冕新书《昨夜闲潭梦落花》

《以诗为梦》发布会在京举行。中国作协党组成

员、副主席、书记处书记，中国现代文学馆馆长

李敬泽，北京大学文学讲习所所长曹文轩出席

并致辞。海峡出版社、漓江出版社相关领导介

绍新书情况。王军、李少君、吴思敬、林莽、孟繁华

等20余位专家学者参加活动。

散文集《昨夜闲潭梦落花》由海峡出版发行

集团出版，收入谢冕1987年至2023年所写关

于故乡的文章65篇，既是作家的个人史，也是

一部跨越90年的家国史。诗集《以诗为梦》由

漓江出版社出版，高秀芹编选，收入谢冕创作的

近70首诗歌和近10万字的诗评、诗学随笔等，

生动展现出谢冕作为诗人的起点和诗歌生活的

展开。

李敬泽表示，谢冕的诗文将经验、智慧、见

识、性情饱满又充分地融为一体。他的诗见其

心性，有助于读者重新认识中国当代诗歌的发

展；他的文“横看成岭侧成峰”，让人看到高山

般的师者形象。两部新书体现了谢冕在作文

与做人两方面的高尚境界，值得认真阅读和学

习。曹文轩认为，谢冕的散文是有情的散文，

他虽然离开故乡，成为漂泊的苦旅者，但“回家的心思，总在心头”。

与会者谈到，谢冕为新诗和当代诗歌史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

献。两部书让读者在评论家谢冕的形象之外，触摸到诗人谢冕，并

从他富有历史感和前瞻性、充满激情的诗文中，领略到中国新诗发

展的波澜起伏，感受到明丽真诚的理想主义情怀和鲜明的文化立

场。这些流露时代气息和生命体验的作品，让人不断发现生活之

美、文化之美、人生与世界之美。

“生命因诗歌而美丽，因为有了诗歌，我们能够快乐、自由、独立

地表达我们的思想情感。”谢冕在现场感慨，《昨夜闲潭梦落花》是对

家乡、土地和母亲的致敬，《以诗为梦》则敞露一个“被遮蔽的谢冕”，

展现自己对诗歌纯粹性的追求和坚持。希望读者能够通过这两本新

书共享他美丽的人生。

（刘鹏波）

在日前举行的2024北京图书订货会上，各家出版社

重点推介了一大批文学艺术类新书佳作，名家新秀荟萃，

题材类型多样，受到广泛关注。

主题创作成绩卓著

主题创作往往涉及宏观叙事，具有鲜明的时代印记。

本届图书订货会上，多家出版社推出主题创作精品，共同

描绘新时代文学成就。

2023年是毛泽东同志诞辰130周年，中国青年出版

总社推出胡松涛《向毛泽东学习写文章》一书。全书围绕

“毛泽东如何写文章”立论，从解读毛泽东如何写文章，到

回答应该学什么、如何学，材料丰赡、观点鲜明，引领读者

走进毛泽东的文章世界。皮钧、李师东、胡松涛等在分享

会上谈到，该书重返毛泽东写作现场，全面系统阐述了

毛泽东的文章之道、写作之道，对于传承和发扬党的优良

文风、学风具有重要意义。

红色印刷出版文物是中国共产党发展历史的见证，是

中华儿女血脉中的不朽记忆。《党的出版故事》由尚莹莹、

章泽锋、赵莹创作，通过讲述党史上重要的出版文物及其

背后的故事，展现了党的精神、思想和百年风云发展史。

在由辽宁出版集团主办、春风文艺出版社承办的该书推介

会上，王为衡、李岩、王利明、陈丹、张东平、陈闯等专家认

为，作品展现了不同历史时期党的出版事业的社会背景、

方针政策和文化思想，是红色出版史研究的重要成果。尚

莹莹表示，在文化强国建设高歌奋进的今天，回望党史上

出版工作的精彩故事，更有助于理解出版工作的初心和前

进方向。

长篇报告文学《浙里风——共同富裕浙江纪实》由作

家张国云创作、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作品聚焦浙江为中

国实现共同富裕先行探路的实践过程，展示了中国实现共

同富裕的决心和努力。张宁宁、班峰、李天顺、薛印胜、程

绍武等专家认为，《浙里风》以“浙江之窗”展示了“中国之

治”，回应了“时代之问”，为国际社会感知中国形象、中国

精神、中国气派、中国力量提供了重要窗口。由天津科学

技术出版社出版的《田间逐梦：科技小院15年助农实践》，

从中国工程院院士张福锁及其团队建设科技小院的故事

出发，生动展现了科技工作者为农业发展作出的贡献。梁

鸿鹰、滕贞甫、刘大先、陈琛、张云峰、孟祥刚、方艳等专家

学者在与作者杨春风交流时谈到，《田间逐梦》采访扎实，

刻画了新时代科技工作者的生动形象，及时展现了以科技

助力“三农”的中国经验。

由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江山如画：水北镇的新生

活》，围绕中国式现代化主题，聚焦新时代山乡巨变，讲述

了江西新余水北镇探索乡村振兴新做法新经验的故事。

邱华栋、黎隆武、凌卫、李朝全等在新书首发式上与作者李

春雷分享交流，大家认为，作品剖析了具有水北特色、江西

特色的乡村振兴模式，提炼出可供借鉴的鲜活经验，实现

了主题性、文学性和可读性的有机融合。

春风文艺出版社推出的《大辽河》，以“我”对辽河的探

寻之路为主线，讲述了中国历史上发生在辽河流域的平民

故事，探究人与自然的关系，书写辽河流域生态环境与人

文社会的变迁。该书首发式上，白烨、何向阳、张东平等与

作者津子围对谈。大家认为，《大辽河》是一部对人民有深

沉情感和温暖关怀的诚意之作，实现了精神高度、文化内

涵、艺术价值的统一。辽河在作家笔下展开了丰满的肌

理，这种用脚丈量出来的作品尤为珍贵。

延边大学出版社推出的《长白山故事档案》（12卷）系

列丛书，以独特的叙事风格梳理了长白山地区非物质文化

遗产的历史沿革、发展现状，重点记录了森林号子、剪纸、

放河灯等12项非遗项目和民俗，为如何加强非物质文化

遗产保护提供了富有现实意义的启迪。作者曹保明在现

场分享了该书的创作背景、创作过程和体会，让读者感受

到长白山地区非遗文化和民俗文化的独特魅力。

原创图书持续发力

本届图书订货会上，多家出版社推出精品原创图书，

展现新时代出版新风貌。

人民文学出版社重点遴选了“中国现当代名家散文典

藏”（第二辑）、盛慧《粤菜记》、黄灯《去家访——我的二本

学生2》等原创图书与读者分享，并举办漫画家白茶读者

见面会、“哈利·波特”主题文学活动等。在“中国现当代名

家散文典藏”新书发布会上，李敬泽、阎晶明、臧永清、孙

郁、鲍尔吉·原野、张莉围绕散文创作的历史与未来展开热

烈讨论。该丛书的出版旨在进一步激发更多作家创作散

文的热情，更加广泛深入地研究和讨论散文。长篇报告文

学《粤菜记》既有对岭南美食与百越民间文化的挖掘，也为

家喻户晓的岭南味道作了新的文学表达。邱华栋、李峥、

盛慧在对谈中认为，该书情感与内容兼备、文学性与历史

性并重，展现了粤菜师傅制作美食的匠心情怀。《去家访》

是黄灯继《我的二本学生》之后又一部非虚构力作，记录了

她在2017年至2022年走访学生家庭的所见所闻、所感所

想。活动现场，黄灯深情回忆了该书的创作过程带给她的

感动，分享了她对教育和人生的体悟。

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名家文化散文系列”“老藤

作品典藏”两套丛书亮相本届图书订货会。“名家文化散文

系列”由徐可主编，发布会上，吴义勤、徐可、李舫、熊育群、

苏沧桑等在交流时谈到，该套丛书以开放的姿态和不拘一

格的内容、形式及题材，重塑了中国散文的古典美。“老藤

作品典藏”收入老藤代表性的长篇小说9部、中短篇小说

集4部、文化散文集2部，全面展示了老藤的文学创作概

貌。邱华栋、方晓利、董磊、孟繁华、贺绍俊、徐坤等认为，

老藤的创作浸润着他的人生记忆和现实体验，这套丛书是

大众了解东北文化的“百科全书”。

河南文艺出版社携《现代生活手账》《汪曾祺 1000

事》、“时间与疆域”（六卷本）等多部原创新书与读者见

面。在《现代生活手账》分享会上，邱华栋、李云雷、安殿

荣、张哲与作者李潇潇互动交流。大家谈到，该书以崭新

的文学形式书写迅疾变化的时代，打破读者对小说的既有

认知与阅读习惯，实现了小说形式的图片化、视觉化。《汪

曾祺1000事》选取了汪曾祺一生中最具史料价值和最能

体现个人性格、文学师承、创作经历的事件，以时间为线

索，串联起1000多个“世说新语”式的小故事。杨早、徐

强、李建新等谈到，该书既记录传主生平，也书写时代氛

围，堪称一部微观文学史。《时间与疆域》是作家赵大河的

最新作品精选集，邱华栋、赵大河、郑雄在发布会上同读者

分享该书。大家认为，该选集充分展现了赵大河强劲的创

作力，及其对人性孜孜不倦的探索。

湖南文艺出版社、《芙蓉》杂志社联合打造的“原创之

春”新书发布会再次如约亮相，重点推介了2024年湖南文

艺出版社近30种原创文学作品。在以“家园”为主题的小

说板块中，杨少衡《深蓝》、东西《城外》、马金莲《亲爱的人

们》、舒文治《立传笔记》、蔡测海《假装是一棵桃树》等集中

呈现，以生活故事见证时代变迁。非虚构板块以“生命”为

主题，涵盖季羡林《偶尔向生活请个假》《我的心是一面镜

子》、朱向前《诗史合一：另解文化巨人毛泽东》、陈晓明《百

年中国文学与当代文化建设研究》、王跃文《走神》、叶舟

《纸旷野》等作品，题材丰富多样。年轻出版品牌“灯塔”图

书板块，包括了殳俏《诞生乐园》、陶立夏《练习一个人》、苏

枕书《念念平安》、焦野绿《我的身体里，有一朵巨大的玫

瑰》、天然《格里格外》等作品，以多种形式诠释“在路上”的

主题。

由黄河出版传媒集团主办、阳光出版社承办的第二届

中国当代诗歌北京论坛暨《中国当代诗歌年鉴》发布会举

行，邱华栋、何向阳、梁鸿鹰、薛文斌、汪继宏、唐晴等参加

活动。《中国当代诗歌年鉴》（2021卷、2022卷）由周瑟瑟主

编，旨在对当代诗歌进行深入持久的动态观察。与会者认

为，该书是一部全景式反映当代诗歌现状的选本。在由黄

河出版传媒集团主办、宁夏人民出版社承办的唐荣尧《黄

河的礼物》阅读分享会上，李栓科、崔娜、杨立国等专家谈

到，该书以黄河流经宁夏平原的空间顺序为经，以黄河宁

夏段沿岸城市乡村的人文历史为纬，生动讲述了黄河宁夏

段的人文故事，带领读者充分领略黄河的自然之美和人文

之美。

作为一座有故事的城市，哈尔滨在这个冬天迅速“出

圈”，反映出其深厚的历史积淀、独树一帜的冰雪文化以及

别具一格的风土人情。由北方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如此容

颜：梁晓声眼中的哈尔滨》由作家梁晓声创作，是他献给

“母亲城”哈尔滨的一曲赞歌。活动现场，梁晓声、杨伟东、

王爽分享了该书的创作和编辑过程。杨伟东《中央大街

33号》是北方文艺出版社带来的另一本关于哈尔滨的作

品，该书为哈尔滨铺展开另一幅波澜壮阔的画卷，作家用

饱蘸感情的笔写下心中的绝美之城。

花山文艺出版社举办“诗人散文”丛书第四季新书首

发式，郝建国、商震、林莽、刘立云就“诗人散文”的语言风

格、内容特色和思想价值进行了深入探讨。大家表示，

“诗人散文”不简单等于诗人写的散文，而是诗人将诗歌

的审美元素如语言、节奏、象征、隐喻等融入散文创作之

中。诗人对社会事件的切入角度、对历史和生活的感悟、

对语言和节奏的掌控都有独到之处，“诗人散文”由此充

满了特殊的可能性。春风文艺出版社推出的《鲸落果园》

是石化系统青年作家吴丹的最新长篇小说。作品根植于

胜利油田从发现到开采的历史背景，展现了中国石油事

业发展的艰辛历程和老一代石油人的砥砺奋斗。宋嵩、

张俊平等表示，作品为石油工业题材创作注入了新鲜活

力，为现实题材创作同当代文艺传播新形式的结合提供

了有益经验。

（下转第2版）

本报讯 1月15日，中国作协创联部和湖南省作协、作家出版

社共同举办了马笑泉中短篇小说集《对河》研讨会。中国作协党组成

员、副主席、书记处书记吴义勤出席并讲话。作家出版社社长鲍坚、湖

南省作协党组书记胡革平致辞。10余位专家学者与会研讨。活动由

中国作协创联部主任彭学明主持。

吴义勤表示，马笑泉是湖南青年作家的代表，创作勤奋，充满活

力。《对河》以独特的湖湘气质、丰富的细节描写、鲜活的人物塑造，入

选2022年度“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之星丛书”。书中的4个中篇以不同

视角介入现实生活，文学表达极具个性，体现出作者较为成熟的个人

风格，其对千姿百态的生活景观的表现和对人性本真的探索，呈现出

明显的湖湘文化气质。

与会者深入探讨了《对河》的文本意蕴和艺术价值。大家认为，《对

河》集中展现了马笑泉对人生诗意的求索。作者通过对城镇这一文学

原乡的细致描写，表达出他对中国历史文化和现实生活的理解。这部

作品根植中国土地、扎根故乡土壤，写出了小城青年的成长史和思想

建构史。

“文学点亮了一盏灯，校正我前行的方向。”马笑泉谈到，文学创

作对他而言是一种修行，扩展了他的生命，让他变得开阔、细腻，具有

韧劲。 （刘鹏波）

《对河》研讨会举办

本报讯 近日，由《诗刊》社、湖北省作协、宜昌市委宣传部联合

主办的第39届青春诗会在湖北宜昌举行。中国作协诗歌委员会主

任吉狄马加，《诗刊》主编李少君、副主编霍俊明，湖北省作协党组书

记、常务副主席古新功，宜昌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周正英，本届青春

诗会辅导老师李元胜、何言宏、敬文东、剑男、毛子，以及15位青年诗

人参加活动。

“青春诗会”从1980年开始举办，已成为青年诗人重要的亮相舞

台与成长摇篮。据介绍，第39届青春诗会征稿活动共收到参评稿件

769份，经过严格评审，最终确定安然、北潇、范丹花、加主布哈、蒋静

米、康承佳、李越、李昀璐、李壮、吕周杭、马文秀、田凌云、王太贵、许

诺、郑泽鸿15位青年诗人入选。

诗会期间，举办了“屈原坐标上的青春诗歌”研讨会。吉狄马加

表示，宜昌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留存有大量诗歌名篇和诗坛佳

话。青年诗人要通过此次活动，产生更多思维碰撞，创作出更多精彩

诗篇。青年诗人们表示，将以参加此次诗会作为写作的新起点，传承

好源远流长的中华诗脉，创作出更多优秀开阔的作品。

主办方还组织了“诗歌进校园”讲座、诗歌改稿会及朗诵会等活动。

《诗刊》社第39届
青春诗会举行

近日，由国家大

剧院与英国利物浦国

家博物馆联合主办的

“ 蒸 汽 时 代 的 回

响——维多利亚时期

的艺术”特展在国家

大剧院艺术馆展出。

此次展览聚焦 19 世

纪维多利亚时期英国

本土艺术的发展，分

为“自然之景”“美的

崇拜”“万象众生”三

个主题，展出了对后

世颇有影响的风景画

家代表威廉·透纳、改

革先锋“拉斐尔前派”

等诸多艺术大师的作

品近百件，力求让观

众近距离感受英国美

术黄金年代的群星闪

耀。展览将持续至 3

月25日。

（王 觅）

威廉·透纳布面油画作品《沉船浮标》（国家大剧院供图）

本报讯 1月18日，文化和旅游部举办媒体推介会，文化

和旅游部、国家文物局有关司局负责同志和来自江苏南京、湖

南长沙、广西柳州、陕西榆林的代表介绍了“欢欢喜喜过大年”

2024年春节主题文化和旅游活动有关情况。

据介绍，文化和旅游部于1月18日至3月11日组织开展

本次春节主题文化和旅游活动，包含7大板块25项主体活动，

涵盖惠民文艺演出、公共服务活动、非遗体验展示、旅游休闲消

费、冰雪研学旅游、文博展览展出、国际国内互动等多个领域。

“文化迎春 艺术为民”板块，聚焦文化艺术领域，将举办国

家艺术院团新春演出演播季、“美在荟萃——全国美术馆珍藏

作品汇展”等活动，推出“文艺中国”新春特别节目，通过多种艺

术形式，充分展示社会主义文艺繁荣发展成果。

“春到万家”板块，聚焦全国群众文化活动，将联合各地推

出系列“村晚”展示项目，通过南北小年“村晚”接力直播、“我要

办村晚”、“赏年画 过大年”等活动，展现各地乡土气息、民风民

俗、人文底蕴，宣传弘扬春节文化。

“非遗过大年”板块，聚焦非遗保护传承与实践，一系列精

彩纷呈的民俗文化活动将在各地陆续上演，湖南、江苏、广东等

地将举办一系列主会场活动。

“旅游迎春 休闲过年”板块，将推出一系列研学旅游特色

课程、精品线路和主题活动，开展“欢乐冰雪旅游季”“我的家乡

有宝藏”“新春游 新年俗”等旅游推广活动。

“惠企乐民 欢度新春”板块，将广泛动员各地文化和旅游

企事业单位，打造全国春节文化和旅游消费月，推出“百城百

区”金融支持消费行动计划，举办“多彩中国 佳节好物”“游购

乡村”等活动，让群众得实惠、企业真受益。

“文博馆里过大年”板块，聚焦文博展览展示，博物馆、图书

馆、非遗馆里过大年系列活动将接续上演，进一步拓展春节文

化体验空间，为观众奉上“文化新年礼”。

“欢乐春节”板块，将在海外近100个国家和地区举办近

500场形式多样的交流活动，在20余个国家举办“全球彩灯点

亮活动”，同时持续开展“你好！中国”国家旅游形象推广活动。

文化和旅游部推出2024年春节主题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