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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中国海洋文学的创意之作新时代中国海洋文学的创意之作
——刘克中长篇小说《中国大港》作品研讨会综述

《中国大港》，刘克中著，浙江文艺出版社，2024年4月

5 月 18 日，刘克中长篇小说《中国大港》研讨会

在京举行。中国作协副主席阎晶明，中国作协党组

成员、书记处书记李一鸣，中国出版协会理事长邬书

林，中国出版协会副理事长、中国图书评论学会会长

郭义强，中国出版协会常务副秘书长吴宝安，浙江出

版联合集团党委副书记施扬，以及梁鸿鹰、柳建伟、

何向阳、马国仓、程绍武等领导、专家出席研讨会。

与会专家围绕作品的思想立意、艺术表现、时代意

义、影视转化等话题展开研讨。

长篇小说《中国大港》是作家、编剧刘克中最新

力作，作品以浙江港口为创作原型，讲述了以梁云霄

为代表的三家海港人 20 多年来在省委发展海洋经

济、建设海洋强省的政策指引下打破资源瓶颈，冲破

国际围堵，完成两港融合，建成世界一流大港，领航

世界航运进入中国时代的生动故事。小说描绘了普

通人在大时代中的命运，刻画了“40 后”“60 后”“80

后”三代海港人物群像，是一部反映浙江推进世界一

流强港建设、锻造国家硬核力量、填补新时代中国海

洋文学主题空白的创意之作，更是一部正面书写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成就的长篇小说。

——编 者

一部正面书写新时代成就的长篇小说
□阎晶明（中国作协副主席）

《中国大港》是一部正面书写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

大成就的长篇小说，在艺术上和主题上，既精细又宏大。

这部小说在这个伟大时代出现具有代表性和典型性。它

在一定程度上把小说所具备的虚构性和报告文学、纪实文学

所要坚持的非虚构性进行了一次有益的结合，这种虚化、打破

虚构与非虚构界限的做法，值得我们从事文学研究的人格外

关注。

这部小说人物众多，故事密集，线索纷繁，情节生动。刘

克中在长达70多万字的篇幅中，刻画了众多人物，人物虽多但

有主有次，铺排条分缕析，特别是主要人物出现的频率、周期都

是贯通的，与《平凡的世界》在艺术结构上是相通的，体现了刘

克中在创作过程中脚力、眼力、脑力、笔力兼具，让人钦佩。

这部小说的影视改编值得期待。小说本身的故事、情节

很适合改编成电视剧，电视剧的改编在长篇小说的创作时期

就已经在筹备，这也体现出它的文学性转化。希望未来电视

剧能拍出小说的专业性，要把建桥、建港、建船内部的科技含

量、精神气概体现出来，展现科技背景下浙江宁波、舟山全方

位高速发展的现状。

时代发展为文学创作提供了坚实基础
□邬书林（中国出版协会理事长）

《中国大港》是一部从文学角度歌颂诠释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道路取得伟大进展和伟大成就的现实主义好作品。小说角

度巧妙、切入点新颖，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向前推进必不可缺

的大港、大桥、大船的故事讲得很好。通过四个家族的命运变

化，弘扬了深深植根于中国民众之中的文化精神，无论是梁海

生，还是他的儿子梁云霄，爱与恨的源头都是海。在故事的一

开始就紧紧抓住人心，作者把深深扎根于中国人血脉中的文

化精神和日常生活打通了，这是其独到之处。作品立意高远，

对于精神层面的挖掘尤为深入。

小说场景宏大、视野宏阔，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进展

中遇到的挑战、矛盾做了深度的挖掘和描写。通过几个家族

的命运变迁自然地呈现出来，不生硬，体现了作家深厚的功

力。大港背后是科技的进步、人类文化的进步。作品把中国

式现代化进程中跨过的几道坎，都做了深入描述，体现了深入

生活、扎根人民的创作路径和创作格局。

小说人物众多、情节抓人、引人入胜，通过人物群像把科

技、文化、教育、工业进展以及国内外交往过程中的精神碰撞很

好地展现出来，人物情感丰富、色彩明艳。这部作品的成功充

分说明时代的发展为我们的文学创作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这是一部具有浙江特色、歌颂时代变迁的好作品，在内容

上有重要的启示作用，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有助于凝聚起推

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文化力量。

主题出版的成功作品
□郭义强（中国出版协会副理事长、中国

图书评论学会会长）

这是一部描写改革开放发展历程的厚重作品，它以建设

工程为背景，以众多人物为主线，构建起宏大的画面，实现现

实与艺术的融合，是一部成功的主旋律作品。

这部作品非常巧妙地处理了时代关系，特别是把党的十

八大之后的历史性成就在书里做了艺术化书写，这很难得，也

是一大亮点，体现了作品直面新时代、书写新时代的自觉，体

现了作家的大局观。现实题材非常难写，特别是有生活原型

的现实题材更难写，这部作品写得非常好看，这很不易。

《中国大港》情节生动、打破常规、不落俗套、悬念迭出，人

物群像写得好，语言流畅，很容易读下去。根据这部作品改编

的电视剧已经在准备过程中了，这么厚重的一部作品，影视化

的影响不可低估，期待能拍成真正优秀的电视剧，成为长篇小

说影视转化的一个典范。

“第一选题”制度孵化的重要成果
□施扬（浙江出版联合集团党委副书记）

当前，浙版集团正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和

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浙江重要讲话精神，按照省委、省政府决策

部署，全方位对标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浙江探索“十大行

动”，坚持做强做精做专主业，实施精品出版战略，完善“第一

选题”机制，全力入规入项、冲奖夺杯，努力擦亮文化浙江的浙版

标识，在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中积极打造出版标志性成果。

《中国大港》富含浙江元素、饱蘸时代笔墨、厚植人民情

怀、聚焦“国之大者”，立意站位高、创作格局大、艺术手法好、

时代价值浓、文学意义深，是浙江出版交出的一份文学高分答

卷。围绕这部作品，已经在宁波举办了首发式和专家座谈会，

在杭州举办了出版座谈会和同题大型电视剧筹备启动会，收

获了专家的高度认可和宝贵意见。我们将根据专家研讨会的

情况，对《中国大港》进行更加立体、全面的打磨和推广，助力

浙江答好向海图强必答题，续写向海而兴高分卷，打造海洋新

质生产力，弘扬海洋文化，擦亮“中华海洋文明起源地”品牌，

讲好浙江故事，以“浙江之窗”展示“中国之治”。

补上了书写当代海洋建设生活的一课
□梁鸿鹰（中国作家协会文学理论批评委

员会副主任）

刘克中可以被称为水手型作家，他的写作给人很多启发，

他通过创作方法施展文学的魔力，让事实化为艺术，让读者信

服，极富感染力和可读性。他呈现了三代人对于海洋不同的

认识，编织了三代人的拼搏和命运，绘制出海洋生活的风俗

画，书写了当代人自强不息的心灵史，为读者捧出长三角地区

社会生活的全景图。这种全景图不是单调的平铺直叙，不是

所见即所得，不是简单通过采访讲述这些人的生活，而是具有

丰富性、复杂性、立体性，这是这部作品的文学魅力所在。这

部作品呈现出改革开放以来浙江人向海图强的雄心壮志，其

中有奋斗精神的支撑，有事业追求的锲而不舍，也有中国式现

代化建设整个图景的鼓舞。

我们国家文艺创作中书写海洋、港口的作品是非常稀缺

的，更多的是写农村、写都市，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面对时

代生活的崭新变化，用文学去书写海洋、港口是具有重要意义

的，刘克中很好地补上了这一课。

一部充满现实主义精神的长篇小说力作
□柳建伟（中国文字著作权协会会长）

《中国大港》是近年来主题创作的优秀之作。首先，这是

一部充满现实主义精神、直面中国发展重要时期的重大事件，

正面描画新时代浙江地区时代生活的长篇小说力作。近十多

年来，像《中国大港》这样厚重、恢宏，能够准确地呈现时代样

貌，鲜明表现时代精神，主要人物群像正面且丰富，价值取向

正确的大部头的长篇小说是有重要意义的。

其次，《中国大港》是一部具有中国文化之根，塑造人物形

象、展示多种人物命运比较成功的作品。家国同构、天人合一

是这部作品的文脉传承，人物关系建构有中国古典长篇小说

的艺术特征，人物塑造非常成功。

第三，《中国大港》是一部讲出了中国特色故事的成功的

长篇小说。这部长篇小说的故事讲出了层次，大的层面讲清

楚了两个大港为了服务于国家大战略的需要，从相互拆台到

最后融合发展的变迁历程，中的层面讲全了三个家族几十年

的变迁，小的层面则是讲透了主要人物生活中的方方面面。

第四，《中国大港》是一次勇气之作、致敬之作。大港建设是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的重要主题，这个重大现实题材是很难

把握的，刘克中不仅写了，而且写得好，啃了硬骨头，打了大硬仗。

填补了海洋文学中国式现代化建
设主题的空白

□何向阳（中国作家协会创研部主任）

长篇小说《中国大港》填补了海洋文学中国式现代化建设

主题的空白。刘克中的主题创作给我们以启示。刘克中的海

洋文学或者说海港文学，放了很多新质的东西进去，当中能看

到港口、海运、海上丝绸之路，以及国际航运峰会、国际航运联

盟、数码智控、无人码头、新航海时代的开启、国际化港城等。

既写了城市的文化底蕴，又写了它的科技进步；既写了中国式

现代化，又展现了中国的文化底蕴。在故事情节大开大合中，

作家把梁云霄、宁霞、宁虹、姚子期、宁嘉南等人物都立起来

了。小说充满戏剧性的冲突，呈现了人物所经历的时代、他们

年轻时的梦想、他们投入到中国大港建设当中的实践，以及最

后他们浪漫的归宿，是一部非常好看的作品。《中国大港》的交

响主题就是“自己强起来”，这与国家海洋战略非常契合。

以港口的截面礼赞新中国成立75周年
□马国仓（中国新闻出版传媒集团有限公

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中国大港》是一部成功的宏大叙事的长篇小说。《中国大

港》以人写港，写“国之大者”。作品中承载了海港人的爱和

恨，海港人也承载了国家的爱和恨。从爱的角度来说，海港体

现一个国家的实力，体现了海洋经济，体现航运联通世界的巨

大作用；从恨的角度来说，中国也曾经历过国外几门大炮架在

海港，就能殖民和霸占一个国家的历史。所以从这个角度讲，

这是一部主题非常鲜明的作品。作者从人的变化写港的变

化，以人物群像刻画当下中国港口建设的气派和气象。他把

大港、大桥、大船放在一起写，“国之大者”体现得更加充分。

作品中还折射出了乡村振兴、“一带一路”等主题，对新时代的

图景把握得非常好，真正写出了大港的变迁、山海的巨变。

《中国大港》以港写人，写人间烟火。小说写了三代人的

感情生活和为事业奋斗的故事，对情感的描写非常细腻，情节

跌宕起伏、悬念迭出，把人物之间的爱情、友情、亲情，特别是

海港人的豪情都展现得非常充分，写出了中国人民勤劳智慧、

吃苦耐劳的美德，通过写海港的价值写出了人的精神。

《中国大港》以港写史，写共和国一段恢宏历史。对共和国

历史来说，港口只是一个横截面，写港口以小见大，生动写出了共

和国的建设史、发展史、改革开放史和民族的精神史，很好地反映

了这个时代。《中国大港》是对新中国成立75周年的礼赞之作。

对长篇小说题材的新开拓
□程绍武（《中国作家》主编）

《中国大港》用文学的方式描绘时代画卷，反映时代巨变，

主题突出、题材鲜明，是一部内容厚重之书，是主题创作的感

动之作。小说在题材上有明显的优势，是对长篇小说题材的

新开拓，呈现出一种新的审美面相。21世纪是海洋经济的时

代，而我国尚未形成海洋文学流派，《中国大港》不仅书写了人

与海洋的关系，还书写了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关系，以港口一体

化建设为经，以三个家庭三代人的生活、事业、梦想、爱情为

纬，既写出了宏大主题，又展开了丰富多彩的人物和故事，在

一定程度上填补了现有长篇小说题材的空白。

写出了新时代发展的磅礴气势
□刘琼（《人民日报》文艺部副主任）

《中国大港》是一部具有复杂矛盾和丰富面相，具有海

港、海岛地方生活经验，具有浓郁现代气息和青春理想气质

的工业题材小说。小说建立在现实生活原型的基础上，对

宁波舟山港及中国的海港建设和海洋文化进行了真实的书

写，扎实性、丰富性、复杂性兼备。小说塑造了渔民、工人、科

技工作者等一批层次丰富的群体形象，写出了只有在渔民

文化下才能够哺育出的硬汉气质，写出了新时代发展的磅礴

气势。

为中国文学贡献了新的词汇
□季亚娅（北京出版集团十月分公司总编

辑，《十月》执行主编）

《中国大港》是我近几年读过的最长的小说，但它提供了一

个特别令人信服的新时代的家国叙事，精彩纷呈，读起来山风海

骨、荡气回肠。首先，小说较好地写出了个体的成长与国运的关

系，用一种创世记般大视野的全景视角讲述中国大港从无到有

的过程，让人心潮澎湃。其次，书中关于人物群像的塑造非常成

功，虽然人物众多，但辨识度高，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个性和特色，

读完让人印象深刻。第三，小说为中国文学贡献了新的词汇，也

贡献了前所未有的人物形象，弥补了中国海洋文学的某种缺位。

题材难得一见的长篇小说
□杨庆祥（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副院长、

教授、博士生导师）

《中国大港》是近年来题材难得一见的长篇小说，在题材

上具有稀缺性。书中既有港与岛的“离港书写”，也有港与家

族的“在港书写”，是对中国大陆汉语书写海洋性方面的补

充。作品以梁云霄等小人物书写大港、大桥、大船的大题材，

艺术性很高。作者对于跨国资本间角力复杂性的描写极具功

力，是一大文学贡献。跨国资本话题是具有世界意义的文学

话题，是小说的一个亮点，把这个话题写深刻将有助于提升小

说的文学价值。

一部陆海书写的高概念叙事之作
□刘大先（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文学院教

授、《民族文学研究》副主编）

《中国大港》整部小说充满昂扬的气息和积极进取的精

神，气象万千。小说在题材上具有开拓性，它强调陆海联

动，形成了一种比较有特色的新型题材，即陆海书写。在

创作手法上，这部作品的情节多采用高概念叙事的手法，具

备一定的娱乐性，其中透露出的行业内幕信息和众多充满

感染力的场景描写，让人读来津津有味，赋予主题创作以文

学性。

极有生活气息和戏剧张力
□饶翔（《光明日报》高级编辑、文荟版主编）

《中国大港》某种程度上借用了家族小说的写法，对人物

的塑造是鲜活的，人物有性格，对话极有生活气息和戏剧张

力，且非常符合人物的身份。与报告文学不同，小说虚构的方

式也能给题材更大的想象和发挥空间。小说中，港口的建设

和海洋的发展都是通过主人公梁云霄去呈现的，这个人物是

高度凝练化的，他的成长和港口建设的历史也是同步的，这部

作品把现实主义的主要人物写得很有艺术张力。

体现出一种鲜明的工业性
□傅逸尘（中国现代文学馆特邀研究员）

阅读《中国大港》是一次畅快的阅读体验，小说旗帜鲜明

地体现了新时代文学的本质属性。小说逻辑严密、结构严谨、

戏剧冲突集中，切入角度巧妙，人物塑造成功，让人手不释卷。

刘克中的创作横跨影视和文学，这也造就了刘克中小说

写作的鲜明特点，即故事性强，能让一部体量如此之大的小

说，读来如此轻松，也为影视转化打下非常好的基础。这部小

说也旗帜鲜明地体现出了一种强烈的工业性，这种工业性恰

恰是新时代中国文学一个突出的、具有代表性的、本质的属

性，这是小说的独特之处。《中国大港》在主题、思想、审美范式

上体现出来的鲜明工业性是新时代文学所召唤的，同时也是

很稀缺的。

一个海洋风土人情的展览库
□李蔚超（《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执行主编）

《中国大港》是一部极具积极进取气息的小说。小说提供

了一个庞大的故事库，一个港口发展的素材库，一个海洋风土

人情的展览库，一个丰富多彩的人物库。《中国大港》改编为电

视剧，是有很多可能性的。新时代的中国创造出很多世界奇

迹，值得作家去深入书写。在这部小说的主人公梁云霄身上，

能够看到奋起直追、敢想敢干的新时代人物气质。海洋文明

是冒险家的文明，而梁云霄就是这样一个孤勇者，书写这样的

人物是有意义的。

以长篇小说之名为新时代画像
□虞文军（浙江文艺出版社社长）

这是一部艺术化再现20多年来，浙江按照习近平总书记

亲自擘画的“八八战略”宏伟蓝图，一张蓝图绘到底，奋力打造

“重要窗口”，建设中国式现代化世界一流强港、锻造国家硬核

力量的文学样本，是一部具有浙江特色、全国意义的现实题

材文学精品，是新时代中国海洋文学优秀之作。《中国大港》

凭借良好的文学质素已经开始了电视剧转化，为文学出版跨

界交融、破圈生长提供了新的探索，彰显了文学的母体作用。

我们将继续打磨推广好作品，让它与时代同频共振，与读者共

融共情。

自觉主动书写中国式现代化重要物象
□刘克中（《中国大港》作者）

宁波舟山港一体化建设是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

间亲自谋划、亲自部署推动的一项重大改革，习近平总书记

巨笔擘画的宏伟蓝图成为现实，大港更成了这个时代、成为

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物象之一。书写、记录这个激情澎湃的

大海洋、大港口、大航海时代，就是书写国家改革开放，建设

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征程，就是描摹树立港运、国运共济，港

兴、复兴相生，人民奋斗、国家崛起的时代物象。大港有大

桥、大船、大岛，有大治、大爱、大道，吐纳万千。中国有大港，

中国即大港，这是《中国大港》的文学寓意和象征。我将继续

打磨好作品，继续创作更多更好的为时代书写、为普通人放

歌的作品。

（许龙桃、张可、徐旼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