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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10 日至 11 日，由广

东省委宣传部指导、珠江电

影集团出品的广东原创音乐

剧《广交天下》在北京天桥剧

场上演。该剧通过主人公们

跨越 60 多年的人生轨迹和

一诺千金、相望相守的动人

故事，展现了广交会（中国进

出口商品交易会）从 1957年

创办至今的辉煌历程。全剧

紧扣青春和时尚，融合多元

岭南本土文化元素，传达出

“广交天下都是爱”的大国温

度和时代精神。该剧由闫兵

任总导演、编剧，杜鸣任音乐

总监、作曲，王博文、潘琪等

主演，珠影乐团、珠影广州歌

剧院、广东省外语艺术职业

学院制作、演出。

（王觅/文 珠影乐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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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日新月异的社会变迁和读者需求的

多元化，2024年，各文学期刊积极响应时代号

召，不断创新内容形式，持续优化选题策划，

提升编辑质量，以更加开放包容的姿态接纳

多元化的文学表达，力求为丰富人民群众精

神生活、建设文化强国作出新的贡献。

直面新时代文学现场

《清明》主编赵宏兴谈到，《清明》秉持原

创性、文学性、现实性的办刊理念，力求直面

新时代新发展，反映现实生活、关注心灵变

化，从不同视角切入当代文学现场。“名家新

作”是《清明》的重头栏目，今年将刊发关仁山

等作家的小辑；第1期“名家随笔小辑”栏目刊

发了阿来、王跃文、葛亮的新作，展示他们对

文学创作的独到见解；长篇小说是《清明》的

重点关注对象，第2期推出了石钟山的长篇小

说《众生平安》。同时，杂志开设了“跨界小

说”栏目，包容在艺术上大胆探索、具有实验

精神的作品；做好“新皖军”栏目，刊发作品并

配发评论，为培养文学新人服务。《清明》还开

设了“AI与创作”连载专栏，邀请作家陈楸帆

系统深入探讨ChatGPT写作现象；开设“会

客厅”栏目，陆续推出荆歌、陈世旭等作家的

文章。“《清明》读书会”今年将在以往经验基

础上进行深化完善，邀请名家进行专题座谈，

加大线上线下传播方式，满足读者多层次的

需要。

《天津文学》主编尹学芸在2024年开年

的《卷首语》中写道：“文学从来都不会与现实

无关。明天总是充满着希望，这希望中也有

文学的含量。”《天津文学》坚持关注现实、丰

富包容的办刊思路，在2024年展现出全新气

象。“特稿”栏目邀请全国知名作家坐镇，已陆

续刊发蒋子龙、王凯等多位作家的最新力

作。着力打造“文学津军”品牌，助力讲好“天

津故事”，充分展现天津城市文化特色和精神

气质；延续去年天津作家林希的津味小说“沽

上纪闻”系列，今年拟由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

发行单行本。新开设“数字时代”专栏，聚焦

数字媒介与网络文学、文化现象，通过媒介研

究切入时代现场，寻找文学批评的新可能。

“新实力小说家”栏目刊发全国与天津本土中

青年实力作家新作，配合创作谈与评论，助推

作家创作成长。以《天津文学》改稿会为契

机，整合名家授课、编辑改稿点评和改稿会成

果，推出“改稿会”栏目，邀请读者共同见证文

学创作者的点滴成长。

“2024年，《山东文学》将继续秉持‘纵览

天下好文，呈现文学精品’的办刊宗旨，以多

样化的栏目设置和高品质的文学作品，满足

读者不同需求，丰富读者精神生活。”《山东文

学》主编刘玉栋说，2024年，杂志将继续开设

“特约”栏目，刊发全国实力派作家的文学作

品。栏目自去年开设以来，头题刊发了马拉、

路也、薛舒、罗伟章、魏思孝、于晓威、王威廉、

王秀梅、三三、温亚军、李云雷、高洪雷等作家

的中短篇小说和散文，并配发对话访谈，呈现

了文学创作的广度和深度；2024年第1、3期

分别刊发了王祥夫和李西闽的小说新作。“基

层作者作品展”栏目为基层作者提供发表作

品平台，未来也将继续更好地为基层作者服

务。“鲁军新力量”栏目致力于向全国推介山

东创作成绩较为突出的青年作家作品，承担

起文学期刊培养文学新人的重要责任，第2、4

期分别推出商瑞娟、西小麦、刘西溪3位“80

后”“90后”作家的短篇小说。

2024年，《雨花》依托江苏文艺“名师带

徒”计划，重点推出了“名师带徒”专栏。该计

划旨在通过师徒传承的方式，推出一批在全

国有影响力的青年文艺英才，推动江苏文艺

薪火相传。据《雨花》副主编育邦介绍，杂志

将陆续推出汤成难、曹寇、张羊羊、周荣池、宋

世明、杨莎妮、李永兵、葛芳、梁弓等的作品，

并邀请范小青、叶兆言、周梅森、鲁敏、朱辉、

叶弥等作家配以点评。“名家专栏”是《雨花》

的经典栏目，今年推出潘向黎的“红楼隔雨”

及郜元宝的“惊鸿记”，带领读者抽丝剥茧，深

度挖掘故人故事。此外《雨花》还推出了杂志

视频号，设有“经典文学时刻”“当代文学现

场”“献给孩子们的诗”“名家创作谈”等栏目。

寻找多样化的文学表达

《北方文学》主编鲁微介绍说，2024年，

《北方文学》在栏目设置上调整较大，开创了

多个新栏目。“长篇连载”重点推举国内重要

作家作品，以连载方式推介传播，今年将全年

连载作家石钟山的长篇新作；“新东北文学专

栏”主要刊发黑龙江籍及东北籍作家的作品；

“东北城市笔记小小说巡展”邀请东北三省知

名作家讲述东北老故事和现代故事，以东北

的地域、历史、文化、民俗为背景，创作具有城

市特色的笔记小说，展现东北人及外地人在

东北的生活、情感和精神风貌。此外，还将不

定期推出创意栏目，以笔会、征文等形式组织

作家深入生活一线，以生态文明建设、中国粮

食、中国饭碗等为题材，书写时代大潮中人们

的奋斗故事；继续用文学作品打造哈尔滨冰

雪文化世界，建设哈尔滨冰雪文化，让冰雪文

化成为哈尔滨乃至全国的靓丽名片。

《西藏文学》主编次仁罗布谈到，2024

年，《西藏文学》将围绕西藏自治区党委提出

的聚焦“四件大事”（稳定、发展、生态、强

边）、聚力“四个创建”（着力创建全国民族团

结进步模范区、高原经济高质量发展先行

区、国家生态文明高地、国家固边兴边富民

区），继续在刊物上推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

体意识·时代足音”栏目，发表讲述民族团结

故事的不同体裁优秀文学作品。2024年正

值川藏、青藏公路建成通车70周年，西藏民

主改革65周年，对口支援西藏30周年等重

大节庆，《西藏文学》将积极组织约稿，从第4

期陆续推出相关专辑。

《广西文学》历来注重对基层青年作者的

培养，除打造“特约头条”“特别关注”“新发

现”等品牌栏目外，不断推陈出新，推出多个

特色栏目，推介文学新人，扩大文学视野。《广

西文学》主编李约热介绍，杂志今年第1期推

出了“东盟青年作家作品辑”，收录东盟5国7

位青年作家的作品，以加强与东盟的文学交

流；第3期推出“桂东南女诗人作品小辑”，并

对专辑作品进行点评，以扩大广西本土诗人

知名度。2024年，杂志将继续推出“生态散

文·南方书写”栏目，用生态意识去感知和呈

现生活与世界，在生态主题的写作框架下，突

出“南方”地域性概念；办好“重返故乡”栏目，

从作家的情感源头和精神籍贯出发，建立属

于中国作家的精神版图；继续推出“乡村振

兴·广西故事”栏目，力推具有鲜明地域性、贴

近时代和生活现场的优秀纪实散文作品。

《西部》主编张映姝谈到，2024年，《西部》

新增两个栏目，“西部头题”栏目以“作品+评

论”的形式，每期重点推介一位作家，刊发贴

近现实、有较高思想性和独特艺术风格的作

品；“新疆文本”刊发新疆多民族作家优秀作

品，致力于发现和推出本土文学新秀。已开

设两年的“特别策划”栏目，策划推出“网络文

学”“科幻文学”“90后小说”“00后小说”“自

然文学”等小辑，持续关注类型文学和新生代

创作。“西部写作营”是《西部》杂志社的品牌

文学活动，已连续举办21届，2024年将继续

举办两届，通过专家授课、座谈、改稿、采风、

作品刊发等多种形式，提升基层作者的文学

视野和创作能力。

《绿洲》副主编刘永涛表示，2024年，《绿

洲》将继续办好“封面作家”“特别推荐”“名家

写兵团”“小说现场”“散文驿站”“兵团叙事”

“兵团方阵”等栏目，进一步巩固和扩大《绿

洲》的影响力。过去一年，《绿洲》成功举办了

“首届兵团南疆笔会暨名家名刊走进图木舒

克”活动，完成4次兵团基层作家改稿培训，所

刊文章被多次转载，产生了良好的社会影

响。今年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成立70周年，

《绿洲》将以此为契机，大力培养、推介兵团作

家，为兵团青年作家搭建平台。

更贴近读者需求和时代要求

“2023年底，《朔方》举办了本地作家、评

论家、读者共同参加的评刊会，邀请他们对

《朔方》各方面的优缺点进行了点评剖析，效

果非常好。根据评刊会内容，再结合实际，编

辑部对刊物进行了大胆改革。”《朔方》执行主

编火会亮谈到，2024年，《朔方》进行了全新改

版，力求更加贴近读者和时代要求，更加符合

现代读者审美趣味。栏目设置方面，除加强

中篇小说、短篇小说、散文、评论及“本期一

家”“朔方新锐”“专栏”等传统栏目外，还增加

了“纪实”“《朔方》档案”等栏目，使刊物更具

现实意义。为配合中国作协“新时代山乡巨

变创作计划”，《朔方》开设同名栏目，计划刊

发本地作家季栋梁、马金莲等的长篇新作节

选；策划编发“闽宁青年作家作品专号”“建党

纪实作品小辑”及“张贤亮纪念小辑”等。

2024年是新中国成立 75周年，也是陕

西省作协创会70周年。《延河》将借此契机，

以“第一视界”栏目重温“文学陕军”在各个

历史时期作出的文学贡献，回眸杰出作家的

奋斗历程，以期在继承中奋力弘扬悠久文学

传统，为“文学陕军”谋未来、开新局。继续

推进“驻刊艺术家”思路的落实，以“跨界”眼

光，将各艺术门类引入严肃文学刊物阵地，

在原创精神的共鸣中，为中国式现代化这一

时代命题探索新的文化可能。“新翻译”“文

学观察”等既有栏目将在整体风格与气质上

更为和谐统一。《延河》执行主编阎安表示，

《延河》期待以这一系列新举措，与兄弟刊物

共同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激发出新时代文

学的生机活力。

（下转第2版）

激发新时代文学的生机活力
——全国重点文学期刊2024年亮点扫描（之四）

□本报记者 徐 健 罗建森

本报讯 3月30日，由中国作协外联部指导，

中国作协儿童文学委员会主办，中国图书进出口

（集团）有限公司、童趣出版研究院承办的“童书创

作：构建成长的力量”儿童文学创作出版国际交流

会在京举行。活动分为上下两场，来自中国、黎巴

嫩及瑞典的10位儿童文学作家、学者与会交流，围

绕“融媒体时代，儿童文学如何书写当下儿童的精

神世界”及“绘本阅读与儿童审美能力培养”两个子

话题展开讨论。

国际儿童读物联盟（IBBY）原主席、生命树文

化促进中心理事长张明舟主持了上半场活动。黎巴

嫩阿萨拉出版社社长、IBBY黎巴嫩分会主席谢

琳·克莱迪以及纳杨、左昡、王璐琪围绕儿童文学创

作相关话题展开交流，深入探讨了儿童文学在当前

社会语境下的创作策略、出版趋势及其在培养青少

年审美能力方面的具体作用。大家表示，儿童文学应

当关注青少年快速成长的生命节奏和日渐丰富的

生活体验，并更多关注现实问题；同时创新叙事手

法，以更好地与当代青少年沟通，引导他们正确面对

现实挑战，调整自我定位。儿童文学作品既要充分反

映本土优秀文化，以帮助青少年了解本国历史、建立

文化认同，应对全球化带来的文化同质化风险，还要

放眼全球、观照他者，展现多元世界，消除文化偏

见，为促进不同国家和地区的跨文化交流贡献文学

力量。

下半场活动由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陈晖

主持，IBBY瑞典分会主席团成员苏珊·桑德斯特

罗姆以及周晓枫、葛竞、田宇就绘本阅读相关话题

展开对谈。大家表示，图画书不仅是儿童审美启蒙

的重要载体，也是成人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

培养具有全球视野和深厚人文素养的个体具有长

远意义。儿童文学通常以文字来传达思想与情感，

图画书则巧妙运用视觉语言，将观点隐匿在画面

中，引导读者探寻潜藏在其背后的情感与思考，在

道德熏陶、知识习得等多个维度发挥着重要作用。

图画书为孩子们提供了与美好事物互动的平台，让

孩子们在色彩斑斓的视觉叙事中，感知美的形态、

领悟美的内涵，并引导各年龄层的读者跨越文化边

界、拓展全球视野，增进对人类多元文化的理解和

尊重。 （罗建森）

中外作家学者共话儿童文学创作

本报讯 4月9日，四川省社会科学院马识途

研究中心成立仪式在成都举行。四川省社科院党委

书记刘立云出席并致辞，党委副书记、院长杨颖主

持仪式。中国作协创研部副主任李朝全、四川大学

文学与新闻学院院长李怡、马识途家人代表刘晓

远，以及中国现代文学馆、四川省委宣传部、四川省

作协、四川省文产院、四川人民出版社、四川文艺出

版社、川大学报等单位代表与会。

活动现场，刘立云、李朝全、李怡、刘晓远共同

为研究中心揭牌。据介绍，马识途研究中心的成立，

不仅将加强四川省社科院与各大高校的深入合作，

也将深化四川省社科院文学研究所与四川省中国

现当代文学研究会的相互促进，进一步扩大四川文

学创作与文学研究的影响力，积极助力四川文学事

业高质量发展。

成立仪式上聘任了李明泉、李怡、周维东、慕

津锋、王林、向荣、魏红珊、邓经武、刘晓远等14位

专家学者为中心首批研究员。中心下一步计划整

理2018年版《马识途文集》之后作者的单篇散佚

文章并集结成册，组织举行马识途作品研讨会，梳

理马识途与中国当代作家间的交往、交流并出版

成书。

四川省社科院马识途研究中心成立

本报讯 4月10日至11日，中国作协宣传信

息工作会议在京举行。中国作协党组成员、书记

处书记、办公厅主任李一鸣出席并讲话。中国作

协各团体会员单位、中国作协各部门各直属单位

相关工作人员90余人与会。中国作协办公厅副主

任王璇主持会议。

李一鸣说，2023年，中国作协和各团体会员单

位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认真贯彻落实

全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精神，树立新时代文

学大传播的观念，努力探索信息时代的舆论传播

规律，推动新时代文学融入现代传播格局，在实现

文学破圈、跨界传播方面取得了可喜成绩，在社会

各界产生了广泛影响。面对当前文学领域宣传信

息工作的新形势，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巩固壮大坚定信

心、团结奋进的主流思想舆论，着力探索宣传信息

工作的新路径、新方法、新举措，切实增强防范化

解风险的主动性和自觉性。

会议期间，《人民文学》副主编陈涛分享了《人

民文学》与“与辉同行”合作案例，新华社音视频部

采访中心主任李姝莛讲授了“融媒体时代互联网

平台视频节目制作及推广策略”，中国政法大学光

明新闻传播学院副院长刘徐州以《当前网络传播

新格局、新特征、新趋势》为题授课。

小组讨论中，与会者分享了2023年文学宣传

信息工作经验，并就如何做好2024年文学宣传信

息工作进行了深入交流。大家表示，通过此次会

议，增强了思想认识，增进了对信息时代舆论传播

规律的理解，明确了推动新时代文学融入现代传

播格局的目的、意义、内容和措施。在今后的工作

中要坚定信心，不断推动宣传信息工作再上新台

阶、实现新突破，让宣传信息工作更好地服务于新

时代文学事业和作协工作大局。

会议还对12家宣传信息工作先进单位、12名

宣传信息工作先进个人进行了表彰。

（刘鹏波）

中国作协宣传信息工作会议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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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4月 11日，中国作家“深入生活、扎

根人民”新时代文学实践点授牌仪式在贵州贵阳举

行。中国作协创联部副主任包宏烈，贵州省委宣传

部常务副部长谢念，贵州省文联主席、省作协主席

欧阳黔森，贵州省作协党组书记、副主席何长锁，作

家关仁山、钟法权、月关等参加授牌仪式。

包宏烈表示，遵义正安县安场镇、毕节黔西市

化屋村、黔南平塘县克度镇三地，具有深厚的文化

历史积淀和鲜明的时代特色，是广大作家深入生

活、扎根人民，记录时代巨变、讲好中国故事的理

想实践点。希望贵州充分发挥这 3个中国作家

“深入生活、扎根人民”新时代文学实践点的作

用，把实践点建设成繁荣文学事业、推进当地发展

的重要阵地，以扎实成果推动新时代文学高质量

发展。

谢念谈到，建设新时代文学实践点，是贵州省

在中国作协指导下，以文化文学服务经济社会发展

大局的一项重要举措，旨在推动贵州文学事业出精

品出人才，让新时代的文学种子在贵州广袤大地上

生根发芽、开花结果。中国作协在贵州设立新时代

文学实践点，体现出对贵州文学事业的高度重视和

殷切关怀。

欧阳黔森谈到，新时代文学实践点的创建，是

贵州省全面深入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生动实

践。我们将以此次授牌为契机，进一步加大实践点

创建工作力度，团结引领广大作家与人民同行、与

时代同步，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不断开

创多彩贵州文学事业繁荣发展的新局面。

授牌仪式上，中国作协创联部、贵州省作协分

别与遵义市委宣传部、毕节市委宣传部、黔南州委

宣传部签订合作协议。包宏烈为正安县、黔西市、

平塘县中国作家“深入生活、扎根人民”新时代文

学实践点授牌，欧阳黔森为正安县、黔西市、平塘

县贵州作家“深入生活、扎根人民”新时代文学实

践点授牌。关仁山、钟法权、月关成为实践点首批

签约作家。

授牌仪式结束后还举行了新时代文学实践点

创作座谈交流活动，3名签约作家谈了初步的创作

打算，3个实践点所在市（州）相关负责同志就如何

做好协调服务工作作了发言。

中国作家“深入生活、扎根人民”
新时代文学实践点落户贵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