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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溪村纪事清溪村纪事

无穷诗意，就在青山绿水间
□康春华

清溪村不仅是周立波笔下如

火如荼进行生产建设的“山乡”，更

是将文学精神融入村庄建设的“新

山乡”。漫步在这里，随处可见文学

的元素。

诗歌在哪里？在楼梯间，在竹

林里，在小溪旁的草丛里，也在白

墙黑瓦的民居间。两百多米的《山

乡巨变》连环画长廊，几十处复原

周立波小说场景的立体雕塑、实景

造型，在青山碧水的映衬之下，让

文学之景“活”了起来，也润物无声

地流动了起来。

早春三月，刘慈欣书屋前的菜

畦里，油菜花刚刚吐蕊，嫩绿的卷

心菜上还挂着朝露。书屋左边印着

大大的一句话：“宇宙那么大，如果

把思想只纠缠在人类身上，就太无趣了。”这一

下子将人的思绪从方寸咫尺的小菜畦带入宇

宙浩瀚星空。踏进书屋，迎面而来就是充满科

幻感的LED魔方和立柱，以科技的酷炫和想象

力向游览者发出召唤。喜爱科幻的大小读者可

以在像太空舱一样的阅读区饱览刘慈欣的系

列作品，也能以新潮的方式在电子阅读屏前挥

手翻阅科幻小说。

除了独特的微缩景观陈列和舒适惬意的

阅读空间，清溪农家书屋也兼具视听室、电子

阅读架、观影互动装置等高科技设备。一座书

屋构成了一个高度浓缩的文学景观世界：艾青

书屋讲述一位作家对土地如何“爱得深沉”，阿

来书屋充满着藏地风情，梁晓声书屋以影视剧

照、老物件、旧版书籍等复刻了知青年代的风

土人情，张炜书屋映照着沙滩贝壳、碧海蓝天，

曹文轩书屋里有活灵活现的草房子，刘醒龙书

屋则极富江南楼阁之美……这些错落有致地

分散在村里的作家书屋，以一屋一造景、一屋

一风格，生动呈现了文学世界的斑斓风姿。

在清溪村漫步，游客随时都能与一句句沁

人心脾的诗句打个照面，与一句句启迪人心的

哲思相遇，更与一位位神交已久的当代经典作

家相逢。入村如入画，文学的隽永，与溪流、稻

田、油菜花地、民居构成声色交融的整体，自然

之美变得深邃，文学则变得具体可感。和谐大

美的文学乡村，诚哉斯言。

充满设计感的农家书屋、雅致的中国当代

作家签名版图书珍藏馆、恢宏的清溪剧院，还

有散布在田野村落里的各处文学造景……这

些文学的“活态化”样本，共同构成了清溪村作

为文学村庄的地标。它们是清溪村惠农助农的

精神文化休闲场所，更是探索以文

学之力赋能乡村振兴的“试验田”。

俯拾即是的文学元素，如同星星点

点的光，见证了一个村庄的过去，也

照亮了她充满生机的现在与未来。

当快节奏的生活挤压着人们的

阅读时间，当严肃文学在茫茫人海

里“寻亲”，许多人在问，文学到底在

哪里？倘若来到清溪村，你一定会感

悟到，其实不用问文学在哪里——

文学就在田埂地头，在青翠苍山间，

在人们日用而不知的生活里。

周立波曾说：“文学的园土是在

人民生活里。作家必须长期扎根在

生活的肥土里边，才会有出息。”昔

日的清溪村，因周立波的书写和实

践，成为作家“深入生活、扎根人民”

的根据地；而今的清溪村，文学、文化赋能乡村

振兴，乡村建设有了崭新面貌，乡村文明发展

也拥有了新的可能性。文学引流、文化赋能，作

家精神与文学传统、田园生态与现代农旅产业

的有机结合，“文学+产业化”的发展思路，既能

让本地群众在富“口袋”的同时富“脑袋”，也能

让四面八方而来的游客徜徉在山水田园间，深

受文学、文化与文明的精神滋养。文学由此成

为联系乡村精神风貌、文明建设和产业发展的

重要纽带。

文学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不仅要

看得见、摸得着，也得要活起来。从60多年前《山

乡巨变》所徐徐展开的壮美画卷，到新时代乡村

振兴战略下的全新面貌，来来往往的游客和年

轻学子能从这一系列的文学地标中目睹一座山

村的蝶变，感悟新时代山乡巨变的传承精神。

专家研讨《飞起来的村庄》

本报讯 近日，“万里长江探文明 千年文

脉共和平”——《和平长江》研讨会在京举行。

中国作协党组成员、副主席、书记处书记吴义勤，

中国出版协会理事长邬书林，中国图书评论学

会会长郭义强，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长徐剑，

中国编辑学会会长郝振省，水利部一级巡视

员、中国水利作协主席李训喜，江西省委宣传

部副部长、省新闻出版局（版权局）局长黎隆武，

江西省文联党组成员、省作协主席李小军，江

西省出版集团副总经理汪维国，以及10余位

专家学者与会研讨。研讨会由中国报告文学学

会常务副会长梁鸿鹰主持。

“长江是写不完的，每个人心中都有属于自

己的长江。”吴义勤认为，《和平长江》是一部回应

时代的优秀作品，体现了新时代作家的责任感

和使命感。作者徐春林脚踏实地行走长江，用心

用情书写长江，对长江作了百科全书式的展现，

以此向长江致敬、向人类文明致敬。“行走式的

书写更接地气、更有温度，同时更需要作家的情

感投入，该书也是作家对长江的深情礼赞。”

作为一部反映长江流域文明重大主题的

长篇报告文学，《和平长江》全景式展现了长江

流域的自然风光、历史文化、社会变迁以及生

态文明建设成就。与会者谈到，《和平长江》以独

特的视角和文学手法，成功地将长江的自然之

美与人文之韵融为一体，不仅追溯了长江的历

史文脉，更聚焦于新时代长江经济带的高质量发

展，体现出作者对长江母亲河的深厚情感与崇

高敬意。

此次研讨会由中国报告文学学会、江西

省作协、中国水利作协、九江市委宣传部联合

主办。 （刘鹏波）

清溪村随处可见的文学元素

写好东北振兴的文学篇章
——访辽宁省作协党组书记、主席周景雷

□本报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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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2日，辽宁省作协第十一届委员会第二次

会议在沈阳召开。会议选举周景雷为辽宁省作协第

十一届主席团主席。本报记者就此对周景雷进行了

专访。

记 者：周主席您好，祝贺您当选辽宁省作协主

席。多年来，辽宁省作协在推动辽宁文学高质量发展

方面取得了可喜成绩。您能否简要介绍一下辽宁文

学的情况和亮点特色？

周景雷：辽宁省作协自觉履行举旗帜、聚民心、

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的使命任务，践行“脚踏坚实

大地，眼望浩瀚星空，头顶复兴使命，书写时代华章”

的创作要求，积极推动辽宁由文学大省向文学强省

迈进。

近年来，我们主动融入辽宁全面振兴主战场，精

心组织主题创作。通过实施“文学辽军作品质量提升

工程”“新时代文学群峰耸峙计划”和“新时代辽宁文

学山乡巨变创作计划”，推荐多部作品入选中国作协

“两个计划”。通过实施新时代辽宁文学三年提升行

动“221”工程，助力辽宁全面振兴新突破三年行动。

同时，围绕辽宁红色“六地”题材推出一批“辽字号”

文学精品。持续叫响文学品牌，辽宁文学奖、辽宁优

秀儿童文学奖、曹雪芹华语文学大奖、辽宁网络文学

“金桅杆”奖的影响力在持续扩大，连续7年打造的

“金芦苇”长篇作品推介工程，补齐了辽宁长篇小说

创作上的短板。注重培养新生力量，努力建强壮大文

学辽军。通过会员发展、作家培训和签约作家制度，

我们始终把培养新人、推出新人作为一项战略任务

来抓。面向基层重心下移，切实提升服务会员、服务

基层水平。我们深度参与全民阅读，开展公益大讲堂

和文学志愿服务活动，启动“文学之乡”和“文学辽军

研学基地”创建工作，开放文学辽军展示馆，让作协

真正成为“作家之家”。

记 者：未来五年，辽宁省作协将从哪些方面入

手来擘画辽宁文学高质量发展的蓝图？有何具体的

工作思路和计划？

周景雷：在继续推进原来的“新时代文学群峰耸

峙计划”和“新时代辽宁文学山乡巨变创作计划”的

同时，从今年开始实施新时代辽宁文学“火车头”创

作计划。该计划源于老作家草明创作的反映辽宁工

业精神、被誉为共和国工业文学奠基之作的长篇小

说《火车头》，也寓意工业文学在辽宁振兴中要发挥

好火车头作用。工业文学是辽宁文学的传统和特色，

今后我们将重点加以关注。突出创作主题引领，增强

辽宁文学创作的丰富性和厚重性。今后几年，我们将

引导作家在东北和辽宁全面振兴、挖掘优秀历史文

化资源和红色资源、辽河文明探源、铸牢中华民族共

同体意识等题材领域进行深度开掘，努力创作出更

多更好的优秀作品。突出文学评论、文学研究对文学

创作的推介和引导作用。要团结凝聚一批在国内有

影响力、知名度的评论家，集中组织推出一批关注辽

宁作家作品的评论文章；同时依托省内高校资源优

势，建好辽宁文学研究中心、辽宁作协网络文学研究

中心，持续关注“新东北文学”，通过开放合作进一步

扩大文学影响力、辐射力。

记 者：请您介绍一下，辽宁省作协“一个工程、

两个计划”的发展情况及下一步工作重点。

周景雷：辽宁省作协高度重视中国作协提出的

“两个计划”，并通过上述省内的“一个工程、两个计划”

予以落实。目前已有10部作品列入省级计划，4部作品

列入中国作协“两个计划”，为5部作品召开研讨会，多

部作品被翻译出版，多次召开推动新时代辽宁文学高

质量发展座谈会和山乡巨变创作推进会。在“一个工

程、两个计划”的推动下，辽宁文学呈现百花齐放、勇攀

高峰的良好态势。

下一步，辽宁省作协将持续在打磨精品、发现人

才、扩大影响上下功夫。今年，将继续扶持2至3部

新山乡巨变题材作品出版，立足“辽字号”打造有辨

识度的精品力作。将组织作家深入乡镇、村屯、厂矿

采风采访，重点培养真正有生活体验、具有创作潜力

的中青年作家。统筹协调创作、出版、宣传、转化等多

方面，形成联动机制。同时，组织评论家队伍，形成创

评结合、良性互动的良好文学生态。

记 者：辽宁省作协在文学辽军队伍建设方面，

有何创新思路和具体措施？今后将如何继续扶持新

文学群体，培养青年文学人才？

周景雷：文学辽军规模宏大，门类齐全，老中青

新人才梯队接续完整。我们始终把培养新人、推出新

人作为一项战略任务来抓。一是加强作家人才培训。

我们将与多部门合作，联合开展工业题材、民族题材

等创作培训班，培养中青年拔尖人才。二是实施签约

作家和青年作家导师制，同时签约作家与省内评论家

结成对子，创作和评论互动促进，每年出版签约作家

作品集，既鞭策创作又展示成果，同时对入选国家级

重点文学期刊和选刊的作品还会实行“再奖励”。三是

加强特聘评论家队伍建设。今年，我们将进一步优化

特聘评论家队伍，增聘国内在研究辽宁文学领域有突

出成就的知名学者共同加入文学辽军队伍。四是加强

文学阵地建设，发挥好省内文学期刊的作用。

对于新文学群体，我们加强引领，重点关注和

培养“90后”“00后”“10后”网络作家和自由撰稿

人，在选题、艺术表现等方面加强指导，在文学评

奖、作品扶持、培训推介、职称评审等文学活动中予

以倾斜。

记 者：辽宁省文学传统深厚，文化资源丰富，

以东北为题材和风格的文学作品近年来破圈跨界传

播引发广泛关注。请您谈谈，辽宁省作协在激发文艺

创造力、积极推动文学作品融入现代传播格局方面

有怎样的思路和作为？

周景雷：辽宁省作协一直积极探索文学精品向

影视等传播形态转化，许多优秀文学作品已签署版权

输出协议或在海外发行。这两方面仍是我们未来工作

的重点。我们将积极搭建文学作品转化平台，充分释

放“母本”潜能，通过多种形式的合作，大力推动文学

创作成果与网络视听、电影、电视剧、舞台剧等各种现

代传播形态深度融合、共同发展，进一步拓展文学传

播链条。为此，今年我们将举办辽宁编剧人才培训班，

重点培养省内影视、戏剧编剧人才，为辽宁文学破圈

跨界提供有力的人才支撑。同时，积极实施辽宁文学

对外译介工程。计划成立辽宁文学海外传播中心，与

海外优秀出版社合作，译介辽宁优秀文学作品，推动

辽宁文学作品在海外落地。通过参加国际书展、作品

交流推介，不断增强辽宁文学的海外影响力、传播力，

塑造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辽宁形象。

（执笔：康春华）

本报讯 近日，中国作协副主席、清华

大学教授格非最新长篇小说《登春台》在京

首发。在“那偶然的和必然的，使我们相联”

新书分享会上，格非与首都师范大学教授

陈嘉映围绕《登春台》的创作过程、小说情

节、时代精神与哲学思考进行了精彩对谈。

《登春台》书名取譬《道德经》“众人熙

熙，如享太牢，如登春台”，小说围绕沈辛

夷、陈克明、窦宝庆、周振遐这4位有着不

同人生经历、不同精神底色的人物命运展

开，将20世纪80年代至今40多年间高速

发展的社会图景浓缩进小说叙事之中，既

有折射生活的典型性，也有反思生活的思

辨性。小说首发于《作家》2023年8月号，

单行本日前由译林出版社正式推出。

陈嘉映认为，《登春台》是一部写得很

“安静”的小说，故事流畅，故事之外的意蕴

更余味悠长。作者以文学的方式对社会进

行广泛而精微的考察，对人类、社会与自我

关系等命题做了哲思性探讨，尤其启迪年

轻读者在现代社会中如何自处，如何看待

生命中那些偶然与必然的联系。格非表示，

社会学和哲学意义上的“人的处境”，是自

己创作一以贯之的关切。在高度现代化同

时也是碎片化的时代中，人的生命不应当

被科技算法、观念因袭束缚，个体生命的潜

能应当被重新激活。《登春台》就是尝试在

偶然与必然性的哲学关系中，观察人如何

回到自我，寻找更深层的精神安顿。

（康春华）

格非《登春台》在京首发

本报讯 在当代著名作家李英儒诞辰

110周年之际，3月16日，由花山文艺出版社、

河北省评协“文艺两新”工作委员会、保定市清

苑区委宣传部主办的纪念抗战作家李英儒诞辰

110周年暨《向阳而生》图书捐赠仪式在河北保

定举行。河北省评协副主席王律、冉庄地道战纪

念馆馆长周明慧、花山文艺出版社编审申强、晋

察冀老战士后代潘卫忠、李英儒之孙李亚鹏及

有关专家学者和李英儒亲属后代参加活动。

李英儒1914年出生于河北保定清苑，曾

长期从事地下工作。他从1954年开始发表作

品，著有长篇小说《战斗在滹沱河上》《还我河

山》《魂断秦城》《女游击队长》《燕赵群雄》等作

品。其中，根据自身革命经历创作的长篇小说

《野火春风斗古城》于1958年出版，生动描写

了抗战时期我党地下工作者在保定地区的战

斗生活，被改编为电影、话剧和多种地方戏剧。

2019年，该书入选中宣部、国家新闻出版署重

点选题计划“新中国70年 70部长篇小说典

藏”丛书。

与会专家表示，李英儒为新中国的文学事

业作出了重要贡献，今天对他的纪念是为了传

承和发扬他的红色革命精神，从而更好地以新

时代的视野赓续历史文脉，讲好中国故事。李

亚鹏在回顾其祖父生平时谈到，李英儒是一位

穿梭在枪炮如林的战场上的战士，也是一位红

色革命文艺作家。他的革命精神和创作的优秀

作品，教育和影响了一代人。 （杨茹涵）

河北纪念著名作家李英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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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今日2版）

新《诗刊》为何要发一篇“旧文章”

本报讯 3月23日，由中原出版传媒

集团主办的“文学助力美丽乡村建设——

马慧娟《飞起来的村庄》作品研讨会”在京

举行。中国出版协会理事长邬书林，中国

图书评论学会会长郭义强，宁夏党委宣传

部、河南省委宣传部、宁夏文联、中原出版

传媒集团、大象出版社等相关单位负责人

及20余位专家学者与会研讨。活动由中原

出版传媒集团总编辑耿相新主持。

宁夏吴忠市红寺堡区是我国最大的

单体易地生态移民扶贫集中安置区，

2000年，马慧娟一家从家乡搬迁至此。到

红寺堡后，她一边务农一边打工，其间一

直没有停止读书和写作。《飞起来的村庄》

以马慧娟的真实经历为背景，以孩子的视

角生动讲述红寺堡区的发展变化，描绘了

孩子们幸福美好的快乐童年，为读者展现

了一幅新时代美丽乡村的动人画卷。

与会专家认为，《飞起来的村庄》展示了

当代乡村尤其是少数民族地区乡村少年心

理与精神的成长，生动呈现了西北农村地区

的日常生活场景，塑造了老虎沟孩子们的活

泼群像，呈现了西部村庄在乡村振兴过程中

焕发出的蓬勃之美和时代力量。

马慧娟谈到，文学对于乡村振兴具有

重要而独特的意义，“我们可以用文学的

方式，深刻阐述乡村振兴的意义和目的，

展示乡村振兴中的故事和变化，用文学的

力量感染和影响更多的人”。

据介绍，《飞起来的村庄》是“我的美

丽乡村丛书”中的一本。该丛书由大象出

版社策划出版，李东华担任主编，旨在推

出更多优秀儿童文学作品，以文学的形式

助力乡村振兴。 （罗建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