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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文学》“接受您的检阅”！
——当一本文学杂志在网络时代主动“寻亲”

□本报记者 徐 健 刘鹏波

"文学还在，读者还在”……

“唤起了心底的文学梦”……

“这是文学与读者的双向奔赴”……

1月23日晚，一场持续两小时的文学直播活

动共吸引895万人在线观看，有网友在直播过程

中写下了这样的留言。

这场活动由《人民文学》杂志携手“与辉同行”

共同举办。直播间里，《人民文学》2024年全年下

单订阅量直接创造了单品图书在东方甄选直播间

单场销售图书纪录。很多人在看完直播后深感

“文学的春天又来了”“文学找回了上世纪80年代

的辉煌和荣耀”……

“享受一场文学的盛宴”

《人民文学》走进“与辉同行”直播间，是文

学刊物在互联网时代主动寻找读者的创举。正

如直播活动中网友们的热情留言所传递的，文

学并不缺少读者，文学的读者一直都在，只是读

者接触文学的途径和兴趣被新兴媒介分流了。

文学要找到潜在的读者，必须积极地融入现代

传播格局。

《人民文学》需要读者，读者也需要《人民文

学》。75年来，与新中国同龄的《人民文学》始终

站在当代文学的前沿，真情奉献反映时代脉搏的

优秀作品；以敢于担当的责任与使命，向读者推介

足以留在当代文学史册上的精品佳作。这些作品

以独有的精神与文学价值，为亿万读者传诵和喜

爱，甚至影响几代人，至今嗣响不绝。

直播激发了网友们对文学的美好记忆与热

情。有网友在互动留言中写到：“《人民文学》，那

是我的青春啊！”有网友回忆起年少时买文学、故

事期刊和租书的岁月，称“今晚享受了一场文学的

盛宴”。有网友表示第一次听说这本杂志和背后

的故事，给女儿买了一套。

通过这次直播，《人民文学》不仅找到了“新的

读者”，更让一大批老读者前来“认亲”，让他们回

想起文学曾经有过的“辉煌岁月”。网友“蓑笠老

翁寒江雪”便是这样一位老读者，他在某社交平台

深情回忆了童年时期，父亲给自己和大哥订阅各

类报刊的往事：“那时每个月取杂志的日子，是最

让人期盼和开心的时刻。为了能先睹为快，常常

和大哥争抢，以至于吃饭的时候都要边吃边看，可

谓废寝忘食。”文学刊物对一代人的成长发挥着积

极的作用。“在整个青少年时期，杂志伴我成长，让

我学到了知识、懂得了道理、锻炼了文笔，可谓受

益匪浅。今天我还能提笔写点东西，父亲对我的

影响最大，其次就是阅读各类杂志。真怀念那个

车马很慢的岁月，静静地等待，慢慢地期盼，心无

杂念，简单而纯净地读上一本好书。有哭，有笑，

有喜，有悲，让自己慢慢融入其中。”

文学应该“寻亲”，也值得“寻亲”。有位网友

在直播活动中对“寻亲”作了这样的解释：“利用新

的手段与方式，在人群中寻找到新的读者。”于是，

他也成为那个直播夜晚订阅全年《人民文学》读者

中的一员，并深深以此为荣。

“再次找到了阅读的乐趣”

“亲爱的读者朋友，如果把《人民文学》比作

一张试卷，温暖的光线下始终有您温馨阅卷的身

影。是热情、纯粹、善意、专注、专业的你们，陪

伴我们走过一个又一个当代文学史的春夏秋

冬。”许多在直播间下单订阅的读者，在收到

2024年第 1期《人民文学》后惊喜地发现，与这

本沉甸甸的刊物相伴的，还有一封由主编施战军

签名的致广大读者的信。信中这样写到：“首先

衷心感谢您对《人民文学》杂志的关心和厚爱。

您的支持和信任，是我们持续刊发好作品、传播

好作品的不竭动力。”“新的一年，感谢有您的同

行，让我们倍感温暖，也让我们深感责任在肩。”

信件不长，但情意深重，短短的一页纸深情阐述

了《人民文学》对散布在五湖四海的读者的感谢、

尊重和关爱。

在科研机构从事研究工作的陈瑾便是这样

一位读者，她坦言自己是这次直播活动的“受益

者”。“年轻时的我曾经也是一名喜欢读小说的

‘文学青年’，但是繁忙的科研工作，让我这20年

来与文学、阅读拉开了距离。看到这次才华横溢

的西北老乡董宇辉的直播间里来了这么多的作

家，他们对文学的讨论和感受让我产生了强烈的

共鸣，乃至于共情。我立即下单订阅了《人民文

学》，还购买了迟子建的《额尔古纳河右岸》。”当

收到第1期刊物后，她第一时间在朋友圈分享了

自己的激动心情：“久违了，文学，这本刊物让我

再次找到了阅读的乐趣。”陈瑾的话语代表了很

多新读者的心声。

“2024年第1期《人民文学》收到了！好激动

呀！包装太认真了！真有点舍不得打开！打开后

一种久违的墨香扑鼻而来！”某位网友在收件后写

下留言，感慨附送的致读者信让人感动。“字里行

间彰显出《人民文学》与人民同行、与时代同行的

责任担当！打开杂志，首篇便是柳青的《在旷野

里》，谁还能想起六七十年前的柳青和他的这部作

品呢？！只有《人民文学》！！”满屏的感叹号，流露

出这位读者溢于言表的激动心情。

类似的感人评价还有很多。比如一位读者这

样写到：“收到的书打开有一股清新的墨香，字迹

清晰，最感动的还有主编施战军先生给读者的一

封信，这次‘寻亲’活动是成功的，很多走失的孩子

都已回到母亲的怀抱！在这个物质丰富的时代，

书籍可以填补精神的空虚，新的一年，多读书，读

好书。”在这个网络时代，文学重新找回了她的读

者，并给予他们温暖的慰藉，将会深远地影响他们

的精神生活。

让读者更愿意“认亲”

今年《人民文学》第2期的卷首语中这样写

到：“我们深知，‘寻亲’不能靠一头热，更要让我们

的亲人愿意‘认亲’——我们懂得，也要令人感到

值得。”一份文学刊物对读者的尊重如斯，这一情

谊也被广大读者识别、接收与反馈。网友留言称，

这场活动“像光一样，照亮了文学之路”，“文学是

一束光，能照亮迷茫的前行者，亦能照见自己”。

这属于新时代文学的荣光，正召唤越来越多的人

重新投入文学的怀抱，“检阅”由广大作家和文学

工作者创作的精神产品。

如何找到读者，来一场“双向奔赴”？《人民文

学》其实早已行动起来。在中国作协党组的谋划

和推动下，2022年，《人民文学》杂志社就启动了

“人民阅卷”行动，邀请读者讲述自己与文学、与

《人民文学》的情缘。“人民阅卷”栏目在每期封二

隆重推出，精选广大读者在读过杂志后的建议和

心声。

主动邀请人民“阅卷”，彰显了《人民文学》是

“人民的文学”的初衷，体现了一家顶级文学刊物

的眼光和责任，既是对“人民”的深情召唤，对常年

相伴的读者的感谢与致敬，也是包括《人民文学》

在内的所有文学刊物在新时代办刊更上一层楼的

自我鞭策和勉励。正如其在致读者信中所言：“新

的一年，12期精美杂志，第一期已在您面前，从第

二期开始将会在每月15日之前送至您的手中，接

受您的检阅。”

“接受您的检阅”，是向人民献上的一片赤诚，

显示出杂志的胸襟和担当。读者“爱生活的毛毛”

在收到《人民文学》2024年第1期后，第一时间在

网上分享“阅卷”体会，认为此次直播“唤起了一个

全民阅读时代，意义重大不言而喻。当老牌文学

杂志走进当红直播间，文学大咖和后辈之间惺惺

相惜，默契的碰撞让我们深切感受到文化需要传

播，传播需要平台，需要精通和热爱文学的人……

文学勃兴的时代为期不远，让我们且抱信心，拭目

待之。”

新时代文学的繁荣景象和磅礴气象正展现在

我们面前。广大作家和文学工作者要坚持以人民

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倾听人民心声，汲取人民智

慧，更好担负起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为广大读者

朋友奉献更多更好的精神食粮，以奋进之笔共同

书写新时代文学高质量发展的新答卷。

■ 中共中央政治局1月31日召开会议，审议《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听取和研究全国人大常
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党组工作汇报和中央书记处工作报告
的综合情况报告》《关于在全党深入开展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
育总结报告》《关于巩固拓展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成果的意
见》和《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 中共中央政治局1月31日下午就扎实推进高质量发展进行第十一次集体学习。中共
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强调，必须牢记高质量发展是新时代的硬道理，全面贯彻新发
展理念，把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统筹推
进深层次改革和高水平开放、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等战略任务落实到位，完善推动高
质量发展的考核评价体系，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打牢基础。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
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必须继续做好创新这篇大文章，推动新质生产力加快发展。

■ 2月1日出版的第3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的重要文章《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推进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

■ 新华社2月1日播发《领航掌舵谋全局 思想引领向复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领导开展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纪实》。

■ 新华社1月31日播发《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 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深入
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系列述评之十》。 （据新华社电）

2023年，中国作协各团体会

员单位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

思想，推动各项工作稳步开展、有

序推进，产生了积极影响。2024

年，各团体会员单位将继续团结

引领广大作家和文学工作者，牢

记“国之大者”，把握历史主动，勇

于担当作为，为新时代文学高质

量发展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2023年，江苏省作协以学习

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主题教育为工作主线，

在推进精品创作、注重人才培养、

打造文学品牌、强化文学交流、深

化文学研讨、推动文化惠民、建强

期刊阵地、引导网络文学创作等

方面取得了优异的成绩。新的一

年，江苏省作协将围绕强化政治

引领、打造新时代江苏文学标识、

打造江苏文学人才集聚地、加强

文学评论和理论研究、培育江苏

文学新生态、聚焦文学惠民6个

方面做好文学工作。作家队伍方

面，着眼于培养、引进和集聚三个

重点，在现有文学苏军方阵基础

上，组织评选新时代江苏文学名

家、新时代江苏新锐作家和江苏

先锋批评家；优化培训体系、扩大

培训对象、整合培训资源，制定引

进计划，继续依托江苏文学院做

好学历教育和非学历培训，组织

研学、访学、驻留活动。作品展示

方面，积极申办北京国际图书博

览会主宾省，参加巴黎书展，启动

“重要代表人物和重要事件”创作计划，开展

“作家与出版同行”计划；结合抗战胜利80周

年、建军100周年等重要节点，继续组织实施

“重大题材文学作品创作工程”“重点扶持文

学创作与评论工程”“优秀文学作品资助”等

文学项目。理论研究方面，定期举办“批评在

现场”活动，着力建设好江苏当代文学研究基

地、扬子江网络文学评论中心、当代少儿文学

创研中心等批评研究平台，举办第七届中国

当代文学扬子江论坛和第八届扬子江青年批

评家论坛，办好江苏文学青年论坛。文学交

流方面，启动“江苏海外文学家驻留计划”，举

办多场重要中外交流活动，组织一批江苏作

家赴国外出访交流。

陕西省作协在2023年扎实开展学习贯

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

教育，严格落实“第一议题”制度，创新发挥

“三个课堂”作用，深入了解中青年作家、文学

评论家、网络作家队伍建设和事业单位管理、

刊物建设情况等，彰显了陕西文学的丰富和

活力。2024年恰逢陕西省作协成立 70周

年，陕西省作协将围绕举旗帜、聚民心、育新

人、兴文化、展形象的使命任务，聚焦出作品、

出人才，做大做强做亮“文学陕军”品牌。坚

持以政治建设为统领，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

十大精神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习近平文化思想，引导陕西广大文学工

作者自觉肩负起新时代新征程的使命任务。

扎实推进《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 加

强“文学陕军”品牌建设实施方案》落地落

实。抓好第二批“新时代文学实践点”挂牌工

作，充分发挥实践点作用，引导广大作家“深

入生活、扎根人民”。围绕中国作协“新时代

山乡巨变创作计划”“新时代文学攀登计划”

和陕西省作协成立70周年等主题，精心组织

一系列文学采访调研、文学创作

培训会等。巩固壮大主流舆论，

深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宣传教

育。重视原创文化平台建设，积

极提升《延河》《小说评论》等核心

期刊办刊质量，升级完善“文学陕

军”融媒体中心职能作用。持续

开展“送文学进基层”活动，推进

制度作风建设，推进自身改革和

基层作协深化改革，努力将各级

作协组织打造成温馨和谐的“作

家之家”。

过去的一年，福建省作协认

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团结引领全省

广大作家和文学工作者，认真履

行政治引领、团结引导、联络协

调、服务管理、自律维权的职能，

各项工作扎实有序推进。2024

年，福建省作协将继续深入贯彻

习近平文化思想，牢记“国之大

者”，坚守人民立场，自觉承担文

学使命，聚焦文学精品、文学队

伍、文学品牌、文学惠民、文学阵

地等重点任务，开展内容丰富、形

式多样的文学活动，推动福建文

学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深入

生活、扎根人民”文学实践活动，

实施2024年度定点深入生活扶

持项目，组织开展文学采访活

动。继续推动闽派诗歌蓬勃发

展，举办第三届中国霞浦海洋诗

会、第三届“邵武是个好地方”严

羽诗歌会、首届中国·泰宁绿色诗

会、“画好山水画 共建幸福河”诗

歌创作活动等。继续开展“新时

代福建山乡巨变”福建本土重点

题材原创长篇小说签约作品扶持

项目，组织创作出版《福建民间习

俗文化丛书》，继续举办年度优秀

文学作品榜、福建文学好书榜等

文学奖项，举办研讨会、作家培训班等，推动

文学精品创作和出版等。

构建“专家+作家”合作机制，策划“黑龙

江冰雪文学周”活动，大幅提升公共文学服务

质效，举办各类文学研讨、交流活动20次……

2023年，黑龙江省作协胸怀“国之大者”，切实

履行新时代文化使命，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

龙江篇章贡献了文学力量。2024年，黑龙江

省作协将继续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

文化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视察黑龙江重要讲

话重要指示精神，围绕中心、服务大局，聚焦

“龙江‘五大优势’”“三基地一屏障一高地”主

题，推进生态文学、冰雪文学等特色文学创

作。举办省作协新会员、基层文学工作者培

训班和中青年作家培训班等，加大对文学作

品创作生产的扶持力度；推进省作协重点作

品扶持项目的征集、优选工作。组织开展援

疆调研采风等各类“深扎”活动，引导广大作

家扎根现实生活、倾听人民呼声。谋划迎接

2025年哈尔滨亚洲冬季运动会，策划并组织

好“黑龙江冰雪文学周”的各项活动。做好第

七辑“野草莓丛书”的改稿、出版等工作并开

展研讨宣推活动。策划召开东北工业文学研

讨会，举办青年作家“一对一”培养工作交流

座谈会。开展各类文学志愿服务及“大美龙

江 爱我家乡”主题征文活动，组织省内文学

名家持续助力基层作协的各类公益讲座项

目。依托黑龙江文学馆，开展“文学会客厅”

等各类文学讲座、活动，继续丰富馆藏种类，

加强黑龙江文学馆内涵建设，编印《黑龙江作

家》《黑龙江文学馆馆刊》，策划推动虚拟文学

馆、网上文学馆建设等。

（统稿：刘鹏波，参与采写：徐健、罗建森、

刘鹏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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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1 月 30
日电（记者王鹏、余俊杰）
中国电影家协会第十一次

全国代表大会、中国美术

家协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

会 30 日分别在京闭幕。

陈道明当选中国电影家协

会第十一届主席，范迪安

当选中国美术家协会第十

届主席。

于冬、王健儿、尹鸿、

邓光辉、刘德华、吴京、张

冀、郭帆、黄渤、黄晓明、傅

若清、霍廷霄当选中国影

协第十一届副主席。马锋

辉、王来文、刘杰、刘万鸣、

祁海峰、李翔、李象群、吴

为山、陆庆龙、林蓝、郐振

明、庞茂琨、贾广健、高世

名当选中国美协第十届副

主席。

中国电影家协会第十

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

美术家协会第十次全国代

表大会于1月 29日至 30

日在北京召开。与会代表

分别审议通过了工作报

告，修订了《中国电影家协

会章程》和《中国美术家协

会章程》，选举产生了中国

电影家协会和中国美术家

协会新一届领导机构。

本报讯 1月25日至29日，由鲁迅文学院、

广州市委宣传部、广州市文联联合主办的鲁迅文

学院广州中青年作家高级研修班在广州举行。

中国作协党组成员、副主席、书记处书记，鲁迅文

学院院长吴义勤，鲁迅文学院副院长李东华，广

州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曾伟玉，广东省文联副

主席，广州市文联党组书记、主席李鹏程等出席

开学典礼。

吴义勤在讲话中说，近年来，广州文学事业

蓬勃发展，“新南方作家群”崛起，精品佳作层出

不穷，一批优秀的广州中青年作家把独特的地域

特色和深厚的文化积淀融入历史书写和时代创

作中，成就了中国文坛令人瞩目的广州篇章。希

望学员们增强文化自觉，坚定文化自信，胸怀“国

之大者”，讲好恢宏的中国故事，创作出符合国家

战略、时代需求，同时具有广州特色的优秀作品，

在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奋斗

和实践中展现新气象、新作为。

其间举办了“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推

动新时代文学高质量发展”座谈会。吴义勤在

认真听取学员们的发言后表示，针对当前文学

创作存在的误区和偏差，各位学员在今后的创

作中要正确理解主旋律写作、正确理解跟得上

时代、正确理解守正创新，保持旺盛的想象力，

把创新精神贯穿文艺创作生产全过程，增强文

艺原创能力，创作出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

精品力作。

鲁迅文学院常务副院长徐可在结业典礼上

说，本期研修班的举办，对推动新时代广州文学

创作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希望学员们坚

持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引领，以澎湃深邃的笔触

描绘博大壮阔的时代气象，以饱蘸历史文脉的笔

墨挥洒出广州文学的崭新篇章。

本期研修班将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和

党的二十大精神贯穿始终，通过专家授课、交流

对话和专题研讨等形式，邀请多位在文学创作、

研究领域成就显著的作家、学者进行授课。其间

还组织开展了“虚构与非虚构的边界和可能”“新

时代文学与新南方写作”文学对话，举办了“人工

智能背景下的广州科幻文学”“广州儿童文学的

现状与未来”研讨会，为学员们搭建深入交流、共

同进步的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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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文学院广州中青年作家
高级研修班举办

本报讯 1月9日，“原上丛书”首发式在

京举办。中国作协党组成员、副主席、书记处

书记邱华栋，中国作协创研部主任何向阳，河

北出版传媒集团总编辑胡仁彩，河北省作协

副主席李浩和花山文艺出版社社长郝建国两

位“原上丛书”主编，以及丛书作者代表参加

首发式。

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原上丛书”是一

套反映当下中国小说创作实绩、展示中青年

作家艺术品格和前行势头的系列丛书，从各

个角度反映了当代中国的社会生活。邱华栋

表示，近年来，花山文艺出版社不断发力，推

出很多让人眼前一亮的文学原创图书，营造

了浓厚的人文氛围。“原上丛书”将颇具实力

的10位作家汇集在一起，呈现出中国当代文

学百花齐放的状态，可谓“花开原上，璀璨辉

煌”，让人共享文学的荣光。

首发式上，“原上丛书”作者刘建东、卢一

萍、李凤群、沈念、郑小驴、林那北、王芸分享了

中短篇小说创作感悟。他们认为，中短篇小说

就像社会的切片，读者可以从中触及社会的

细微褶皱，窥见生活百态。作家通过对故事、

细节、场景等的营造，可以在较短的篇幅里不

动声色地呈现一个个百感交集的时刻和无法

言喻的瞬间，通过小切口展现波澜壮阔的社

会生活。 （康春华）

“原上丛书”在京首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