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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文学院第二十三期
网络文学作家培训班举行

共产党人的忠诚与信仰史诗
专家研讨何建明纪实文学《炼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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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溪村纪事清溪村纪事

我想对作家这样说
——循迹清溪村读者留言

□许 莹

“清溪村是我的第二故乡”
——清溪村“东北媳妇”孙桂英印象记

□教鹤然

在清溪村漫步，除了与作家笔下的文字相遇，
也能与那些隐秘地散落四处的读者留言“撞个满
怀”。在中国当代作家签名版图书珍藏馆、立波故
居或作家书屋，读者留言里那些或稚嫩或成熟的
笔迹，不仅记录着一条条文学抵达读者的通途，也
承载着人们朴素真挚的情感期待。

走进中国当代作家签名版图书珍藏馆，游客
们放慢脚步，珍贵的签名本拉近了作家与读者的
距离，也让纸质书多了一份温度。读者留言簿里，
龙年伊始前来此地研学的大一新生郭佳这样写
道：“这次来到贵馆，我一下就找到了自己喜欢的
书，然后静静地坐下看完。在这里，每一本书都像
一扇窗户，让我看到不同的世界和生活，从中学到
很多知识，也开阔了视野。”一位名叫詹庭贝的游
客表示：“喜欢这里的环境和珍藏馆的传播价值，
书籍种类较多。最喜欢的是刘慈欣老师的书，书中
还有他的签名，让我很受激励。”

对于清溪村村民而言，能在家门口看到这么
多作家的签名书，打心底里感到自豪和骄傲。一
位名叫邓雨的村民留言说：“我是本村的一名村
民，在外务工一年后再次回到村里，看到家乡的变
化如此之大，真心感到震撼。再到珍藏馆大厅，看
到收集的书全部都是作家亲笔签名版本，让我感
受到扑面而来的文化气息，乡村振兴的画面美轮
美奂。”

在周立波故居的读者留言簿里，有这样一则
留言令记者印象深刻，不仅因为娟秀工整的字迹，
更因为留言中颇具文学色彩的情感表达。游客易
凤婷这样写道：“距离高考还有101天，我拿起笔

写下青春的一刻，只是这墨色淡了，我没能写出青
春的精彩。我相信我要去的地方一定会春暖花
开。”勇攀书山，逐浪学海，文学不仅助力每一位全
力以赴、不言放弃的考生灌溉理想之花，更护佑他
们从高考这一小小驿站出发，驶向人生更辽阔的
远方。

在梁晓声书屋，记者看到了一整面的留言墙，
软木板上五颜六色的便笺纸成为读者心灵停靠、
交换信息的港湾。“在《路过你生命的每个人》这本

书中，处处看到他对万物皆有灵的感悟”，“梁晓声
的《慈母情深》入选了五年级上册的语文课本，我
深深感动，他的文字真的好有魅力”，“《人世间》中
的周蓉是中国优秀知识分子的缩影，这一不朽文
学艺术形象值得我们学习”，“梁晓声先生说读书
是最对得起付出的事，知识给予知识分子的最宝
贵能力是思想的能力”……相信若干年后，当他们
回过头来再看这些留言，也许会发现，一生中那些
了不起的变化，正是来自这些时刻。

“迟子建的小名叫‘迎灯’，因为她出生的那天
正好是1964年的正月十五元宵节。她的父亲很
喜欢曹植的名篇《洛神赋》，于是借用了曹植的字，
为女儿取名为‘子建’。”

“《额尔古纳河右岸》曾多次登上董宇辉直播
间，总销量百余万册，总印量超过600万册。”

“读这本书，能教会我们怎样面对生命，如何
在无常中寻找有常。”

“在这本书中，我们可以跟随鄂温克族最后
一个女酋长的脚步，在那片遥远的森林里，从桦
树皮筒子里拿盐巴喂驯鹿吃，看它们沿着迁徙路
线啃食野生苔藓，过最原始的生活。”

迟子建书屋的管理员孙桂英，每天维护陈设、
清扫浮尘之余，总会将自己对作家和作品的理解
分享给到访的游客们。

“在南方出生、长大的人，比较向往大兴安岭
深处的场景，能让人感到‘治愈’。在屋里可以看
到星空，东北的星星特别亮、特别低，好像伸出手
就能摸到似的。空气清新，河水清澈。春天在水
里捉鱼虾，夏天看漫山遍野的野花，秋天在金黄的
白桦林里散步，还有冬天一眼望不到头的雪景。”
在讲解书屋的时候，她特别注意强调迟子建的作
品善于描写东北风物，以此吸引没有见过雪的南
方读者的兴趣。

虽然刚刚到岗不足一个月，但这间书屋对孙
桂英来说有种特别的亲切感。孙桂英的老家就在
额尔古纳河畔，她的父亲是清溪村人。20世纪六
七十年代，父亲在黑龙江北部的农场当知青时，与
土生土长的东北姑娘相识相恋，结婚后定居在黑
龙江。孙桂英对老家的记忆正如迟子建书屋的布
景与陈设，充满了东北边地的独特风情：推开柴
门，常青侧柏被冰雪染得洁白，成串的“冰溜子”挂
在房檐上，迎面吹来的风仿佛也带着来自兴安岭
的凛冽。

从黑龙江到湖南益阳，从嫩江畔到资水旁，相
隔将近3000公里的路程。因父亲年长，想要落叶
归根，1982年出生的孙桂英，在20岁出头的年
纪，离开从小生活的北方垦区，在2003年嫁到了
清溪村，并定居在此。当时，她在路上花了两天多

的时间，需要先搭乘火车到北京，再从北京转车到
长沙，“那时候交通很不方便，我下了火车还要搭
大巴车。村子里没通公路，进村得沿着废弃的铁
轨走一条坑坑洼洼的泥巴路”。

孙桂英告诉我们，初来乍到，人生地不熟，语
言又不通，她每天只能待在家里看电视，几乎处于

“与世隔绝”的状态。儿子两岁半的时候，她决定
走出家庭、接触社会，到益阳市区的百货商场做服
饰销售的工作，一做就是10多年。工作之余，她
在市区陪伴儿子念完初高中，顺利考上大学。“我
没有上过大学，只在农垦学校念了一年中专，希望
孩子能好好读书，去看看外面的世界有多大。”儿
子到株洲上大学后，她一度陷入迷茫之中，“原来
我一直是围着他转的，从来没有想过自己的生活
应该怎么过”。

2023年6月，她决定回到清溪村，在清溪文
旅集团的清溪3号民宿工作，今年2月转岗到迟

子建书屋当管理员。“我很喜欢书屋的工作，这里
离书很近。”现在的她，被村民亲切地称为清溪村
的“东北媳妇”，操着一口纯熟的“益普”，已然成为
地地道道的“本地人”。

20年间，她只因外婆的身体原因在2007年
和2017年分别回过老家两次，2018年外婆去世
以后，就再也没踏上过那片黑土地。“我已经不记
得东北话怎么说了，只记得东北是比较粗犷的，感
觉随便往地上撒一把种子，就能长出粮食来。”时
间虽然冲淡了乡音，但难以冲淡乡情。《额尔古纳
河右岸》《北极村童话》《北方的盐》……每每翻开
这些书，孙桂英都感觉自己重新回到了东北。对
她而言，清溪书屋不仅是工作的地方，更是一条纽
带，让自己与久别的故乡产生联结。

“我在黑龙江长大，在清溪生活，这两个地方对
我来说同样重要。如果说黑龙江是我的第一故乡，
那么清溪村就是我的第二故乡。”

梁晓声清溪书屋读者留言墙

孙
桂
英

本报讯（记者 王觅） 3月12日至
22日，鲁迅文学院第二十三期网络文学
作家培训班在京举行。中国作协党组成
员、副主席、书记处书记，鲁迅文学院院
长吴义勤出席开学典礼并讲话。鲁迅文
学院常务副院长徐可，中国作协网络文
学中心主任何弘、副主任朱钢，鲁迅文学
院副院长李东华、周长超等分别参加开
学典礼和结业典礼。

吴义勤在讲话中说，新时代新征程
是当代中国文艺的历史方位，以文学的
方式记录这一伟大历史进程、为民族复
兴书写“信史”，是中国文学义不容辞的
责任与担当，是时代赋予广大网络文学
作家的光荣使命。网络文学作为互联网
时代富有活力和影响力的新文学样式，
已经成为“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
音，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的
重要载体。希望广大网络文学作家持续
认真学习、深刻领会党的二十大精神，全
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深入学习习近平文化思想，坚
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深入生活、
扎根人民，积极参与中国作协“新时代山
乡巨变创作计划”和“新时代文学攀登计
划”，努力创作更多富有文化内涵、精神
能量与艺术价值的经典力作，在新的伟
大征程中意气风发地走向文学事业的星
辰大海，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
网络文学力量。

何弘在致辞中说，网络文学应更好
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坚守中华文化立
场，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推进文
化创新；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讲好中华文明的多彩故事；坚持高质量
发展，推动网络文学主流化、精品化；坚
持创新驱动，创造文学发展新形态；大力
推动网文出海，为世界文学发展贡献中
国智慧。

徐可在结业典礼上表示，希望学员
们深刻把握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重大意
义、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在未来的创作
中牢固树立精品意识，不断加强知识储
备、文学素养与专业训练，努力提升作品
的精神高度、文化内涵与原创水平，创造
出更多经得起历史检验的文学精品。

学员代表杜珏璞（杀虫队队员）、宋
倩倩（杨千紫）、尹聪聪（情何以甚）和侯
志茹（多梨）、金楚梦（我是神吗）、任天意
（任欢游）分别在开学典礼和结业典礼上
发言。

本期培训班共有来自全国各地的
50位网络文学作家参加，其中中国作协
会员6人、省市级作协会员22人，很多
学员在网络文学IP转化方面成绩优异，
是推动文学跨界和破圈的中坚力量。为
办好此次培训班，鲁院在广泛吸纳以往
办学经验的基础上，对教学环节进行具
有针对性的安排，邀请多位知名作家和
学者授课，与学员展开对话交流。

本报讯（记者 王觅） 3月 16日，
由贵阳市委宣传部、作家出版社、贵州
人民出版社主办的“共产党人的忠诚与
信仰史诗——《炼狱》新书研讨会”在京
举行。中国作协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
李一鸣，中国作协报告文学委员会主
任、该书作者何建明，作家出版社有限
公司董事长、社长鲍坚，贵阳市委宣传
部副部长邓谦，息烽县委常委、宣传部
部长李明伟及10余位专家学者与会研
讨。研讨会由贵州人民出版社总编辑
谢丹华主持。

《炼狱》是贵阳市委宣传部邀请委
托作家何建明创作的红色文化题材纪
实文学作品，由作家出版社和贵州人民
出版社联合推出，旨在充分运用红色资
源、赓续红色血脉，推动党史学习教育
常态化长效化。该书生动描绘了关押
在息烽集中营的共产党员及爱国人士
人物群像，同时披露了息烽集中营的来
龙去脉，挖掘到关于息烽集中营成立的
独家历史资料。

李一鸣表示，何建明的报告文学创
作始终聚焦国家、人民、革命、时代等关
键词，总是站在时代前沿、回答时代之

问。《炼狱》彰显了正义、正道和正气，写
出了正与邪、红与黑、生与死、水与火、忠
诚与背叛等重大问题，真正体现了共产
党人的凛然正气和壮烈情怀，展现了共
产党人的风骨、气节和在历史深处仍然
挺立的脊梁、高昂的头颅、坚韧的骨头，
是一部正气歌。

与会者认为，《炼狱》是一部弘扬爱
国主义精神、讲好中国共产党故事的优
秀之作，也是一部党史学习教育的好教
材。作者以深刻的洞察力，发挥纪实文
学的优势，深入挖掘红色题材，歌颂拥有
钢铁意志和忠诚信仰的革命先辈，为息
烽集中营这段历史留存了珍贵资料，充
分体现了一位具有文学使命感和责任感
的作家的可贵担当。作品视野开阔、视
角独特，故事生动、可读性强，对英雄人
物的塑造饱满立体、形象鲜明，是红色题
材文学创作的新拓展。

谈及创作感受，何建明表示，这部作
品较为完整地呈现了息烽集中营的故
事。关押在息烽集中营中的共产党员和
革命者在与敌人的较量和斗争中呈现的
忠诚信仰和战斗意志，既与红岩精神具
有一体性，又有着与之不同的独特性。

新华社北京3月26日电 为深入
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全
会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广
泛汇集各方力量，推动城乡融合发展，
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不断取得实质性进
展，中央宣传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教育
部、科技部、司法部、农业农村部、文化
和旅游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广电总局、
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中国文联、中国

科协日前印发通知，部署了2024年文化
科技卫生“三下乡”活动。

通知明确，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
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全会精神，
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和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学
习运用“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经
验，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着
眼加强农村思想文化建设，着力提升乡
村产业发展水平、乡村建设水平、乡村
治理水平，持续强化理论武装，丰富农
村文化生活，大力普及科学知识，培育
绿色健康生活方式，为有力有效推进乡
村全面振兴、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提供坚
强思想保障。

通知强调，要深入学习宣传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习近平
文化思想，开展群众喜闻乐见的宣传宣
讲活动，持续增进人们对党的创新理论
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
认同。加强改进农村思想政治工作，围
绕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深化

“强国复兴有我”群众性主题宣传教育，
广泛组织开展系列庆祝活动，引导人们
把爱国情、强国志、报国行自觉融入新
时代追梦征程。培育农村新风新貌，发

挥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等基层阵地作
用，加强家庭家教家风建设，持续整治
高额彩礼、厚葬薄养等陈规陋习。着眼
满足农民精神文化生活新期待，深入挖
掘传统节日的文化内涵，开展积极健康
的民俗文化活动，鼓励支持基层群众自
办文体活动，加强农村历史文化遗产保
护传承。推动农村科技进步，开展新技
术创新、示范、推广工作，搭建数字化公
益助农平台，推动科普示范活动、科普
项目向农村延伸，传播科学知识、科学
方法、科学思想、科学精神。促进健康乡
村建设，持续提升基层医疗卫生服务能
力，深化乡村环境整治，大力普及健康
知识，倡导文明健康生活理念。

通知要求，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务
求实效，充分发挥“三下乡”活动在推进
乡村全面振兴中的重要作用，加强组织
领导，加大投入力度，继续向民族地区、
革命老区、边疆地区、脱贫地区和中西
部地区倾斜，抓好办成一批群众可感可
及的实事。坚持守正创新，因地制宜、分
类施策，循序渐进、久久为功，持续推动

“三下乡”工作提质增效。加大宣传力
度，大力宣传集中示范活动的好经验好
做法和重点项目的新进展新成效，讲好
新时代乡村振兴故事。

中 央 宣 传 部 等 部 门 部 署 开 展
2024年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活动

中国当代作家签名版图书珍藏馆读者留言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