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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平“语”近

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第三季（哈萨克语版）落播仪式7月

2日在阿斯塔纳举行。即日起，节目在哈萨克斯坦总统广播电

视总局旗下丝路电视台、阿塔梅肯电视台等主流媒体播出。

■ 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平“语”近

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第三季（塔吉克语版）发布仪

式，7月5日在杜尚别举行。即日起，节目在塔吉克斯坦“霍

瓦尔”国家通讯社、“扎洪纳莫”国家电视台、“萨菲娜”国家

电视台等塔主流媒体平台上线播出。 （据新华社电）742024年7月8日 星期一 今日8版 总第519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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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第八届平遥

国际电影展“迁徙计划·从

文学到影视”日前正式启

动。该产业单元由平遥国

际电影展与中国作家协会

“新时代文学攀登计划”合

作创办，旨在为电影产业

推荐最新的、具有影视改

编潜力的文学作品，为文

学作品提供影视化合作与

孵化平台。

“迁徙计划·从文学到

影视”将继续组建新一届

推荐委员会。今年，推荐

委员会仍由来自文学界、

影视界的一线创作者及资

深评论家、学者、制片人等

组成，包括中国作协党组

成员、副主席、书记处书

记李敬泽，中国作协创研

部主任何向阳，上海电影

集团“海上影业”公司总经

理黄霁，湖北省作协主席

李修文，北京电影学院文

学系副教授刘伽茵，小说

家双雪涛，电影导演、编剧、制片人谢飞，中国人

民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杨庆祥，作家、

编剧、导演朱文。此外，本单元继续邀请诗人、评

论家欧阳江河担任节目策划顾问。他们将从《人

民文学》《收获》《十月》和人民文学出版社、江苏

凤凰文艺出版社、中信出版社、译林出版社等

34家中国作协“新时代文学攀登计划”联席会

议成员单位推选的文学作品中，甄选出最终入

围的推介作品。

据介绍，由推荐委员会遴选出的入围推介

作品不限体裁、内容，将以中短篇作品为主，均

为近三年通过专业期刊发表、出版机构出版或

网络平台发布，且尚未进行任何影视化开发的

文学作品。第八届平遥国际电影展期间，入围作

品作者或出版编辑代表将受邀前往平遥，面向

国内外影视版权采购机构、版权项目开发机构、

影视制片公司、发行机构及电影产业人士进行

作品推介，并参加电影展相关官方活动。此外，

平遥国际电影展将为入围推介作品提供专门的

洽谈空间，为文学作品代表和电影产业人士提

供一对一的洽谈交流机会。

第八届平遥国际电影展将于9月24日至

30日在位于山西晋中平遥古城的平遥电影宫

举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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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罗建森） 6月 26日，

由中国作家杂志社、山东省作协、山东出

版集团、东营市委宣传部主办，山东人民

出版社、山东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

区管委会、东营市文联承办的陈谨之长

篇报告文学《国家公园》研讨会在京举行。

中国作协党组成员、副主席、书记处书记

邱华栋出席并讲话。山东省作协党组成

员、副主席陈文东，时任山东省作协副主

席铁流，山东人民出版社社长胡长青、总

编辑田晓玉，东营市人大常委会原党组副

书记、副主任李金昆，东营市委宣传部三

级调研员刘树波，山东黄河三角洲国家级

自然保护区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许明

德，东营市文联党组书记、主席隋强及10

余位专家学者与会研讨。研讨会由《中国

作家》主编程绍武主持。

建立国家公园体制，是党的十八届三

中全会提出的重点改革任务，也是我国生

态文明制度建设的重要内容，对于推进自

然资源科学保护和合理利用、促进人与自

然和谐共生、推进美丽中国建设具有重要

意义。《国家公园》全面反映了中国国家公

园的建设历程，首发于《中国作家》纪实版

2024年5期，单行本即将由山东人民出版

社出版。

邱华栋表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事

关中华民族的永续发展，也是新时代文学

创作出版和评论研究的重大主题。“我们所

提倡的生态文学，是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和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站在人与自然和

谐共生的高度，反映新时代生态文明理念与

实践成就的文学。在生态文明建设实践中，

国家公园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国家公

园》的创作出版恰逢其时。该书既是一部

植物志、人物志，一部国家公园的规划和

建设史，也是一部百年中国植物保护简史

和生物学科发展简史，必将进一步增强人

们的生态意识和环境保护意识。

与会专家认为，《国家公园》以科学精

神为核心，不仅展现了国家公园的建设过

程，还深刻描绘了几代科学家的品格与精神，凸显了

他们实事求是、为国奉献的高尚情操，同时构建了一

种生态美学境界，通过国家公园象征性景观，展示了

中国自然遗产的壮丽与独特。作品科学精神与人文

关怀并重，既展现了科学家的辛勤探索，也记录了普

通劳动者对生态文明建设的贡献，是一部兼具知识

性、文学性与历史性的佳作。

“就文学创作而言，我是来晚的人，也是晚熟的

人，但又是有福之人。”陈谨之表示，烈士暮年，壮心不

已，自己将继续努力，以更昂扬的创作姿态再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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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6月25日，由《民族文学》杂志

社、丽江市委宣传部主办，丽江市文联、丽

江市文化馆协办的2023《民族文学》年度奖

颁奖典礼在云南丽江举行。中国作协副主

席白庚胜，中国作协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

李一鸣，中国作协少数民族文学委员会副主

任石一宁，《民族文学》主编陈亚军，丽江市

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吴学榕，云南省文联副主

席、云南省作协主席范稳，内蒙古作协副主席

肖亦农，广东省作协副主席丘树宏，《民族文

学》副主编杨玉梅，丽江市委宣传部副部长、

市政府新闻办主任洪国臣，云南省作协副主

席、丽江市文联党组书记兼主席鲁若迪基等

出席活动并为获奖者颁奖。

白庚胜在讲话中回顾了与《民族文学》

40余年的文学情谊。他表示，长期以来，《民

族文学》以文学、思想、情感建设和巩固着我

们的多民族文化大家庭，为55个少数民族培

养了大批优秀作家，催生了大批优秀作品，展

现出中华民族文化的深厚和丰富。《民族文

学》把文学名家、名刊、名作带到丽江，将为丽

江的文学发展带来重要启示。希望丽江作家

深挖本土文学资源，用情用力讲好丽江故事，

进一步提高丽江文学质量，不断增强丽江文

学在云南文学乃至全国文学中的影响力。

李一鸣在讲话中说，作为国家级少数民

族文学期刊，《民族文学》创刊43年来，培养

壮大少数民族作家队伍，展现了多民族文学

的丰沛活力和多彩光芒，为民族文学的繁荣

发展作出重要而独特的贡献。《民族文学》年

度奖设立10多年来，推出了一大批具有民

族风格、中华气派、世界眼光、百姓情怀的优

秀作品，赢得了广大作家和读者朋友的信

赖，逐渐成为一个具有公信力的、多民族作

家心向往之的文学奖项。希望《民族文学》

引领广大少数民族作家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

文化思想，积极探索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介

入新时代社会生活的创新路径，挖掘各民

族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和中华民族形象，推

举新时代新作家，反映新时代新气象，塑造

新时代新人物，成就新时代新经典。希望各

民族作家相互理解、相互学习、相互尊重，在

潜移默化的相互影响中树立对中华文化的

深层次认同，凝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强大精神力量，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注入文

化动力。

鲍尔吉·原野、赵剑平、潘灵、黄立康等

18位作家、翻译家、评论家到场领奖。本届

获奖者中不仅有知名作家，还有实力不凡的

中青年作家和崭露头角的文学新锐。获奖作

品在创作风格和题材方面均更为多元化，呈

现出丰富多彩、不断前进发展的民族文学风

貌。大家表示，今后将再接再厉、勤于笔耕，

创作出更多展现新时代人民精神风貌的优秀

文学作品。

颁奖活动期间还举行了《民族文学》走进

丽江师范学院暨2023《民族文学》年度奖获

奖作家创作经验交流会。会上，陈亚军向与

会师生介绍了《民族文学》的办刊情况。获奖

作家代表分享了创作经验,鼓励学生们阅读

经典，磨练写作技巧，不断提升自我。《民族文

学》杂志社向丽江师范学院赠送了《〈民族文

学〉精品选（2018-2022）》。在6月26日举

行的《民族文学》丽江创阅中心改稿会上，《民

族文学》编辑对丽江作者提交的20余篇（组）

稿件进行点评，30余位丽江作家和文学爱好

者结合各自的写作与编辑们进行现场交流。

据悉，《民族文学》年度奖于2010年设

立，至今已举办14届。2022年，丽江市委宣

传部和《民族文学》杂志社签约合作，《民族文

学》颁奖典礼永久落户丽江。

（张俊平）

2023《民族文学》年度奖在丽江颁发

本报讯（记者 行超） 6月 27日，由人民

文学出版社、广西文艺评论家协会、《十月》杂

志社主办的“先锋文学再出发——长篇小说

《买话》研讨会”在京举行。中国作协副主席

阎晶明、中国作协原副主席陈建功、广西壮族

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副部长韩流及来自京桂两

地的作家、评论家与会，深入研讨作家鬼子这

部新作的现实意义和文学价值。研讨会由人

民文学出版社总编辑李红强、广西文艺评论家

协会主席张燕玲共同主持。

阎晶明谈到，《买话》以返乡人刘耳的故

事，讲述了离乡人重新融入故乡之难，这种

“难”既包含个人性格和选择中的辜负与背叛，

也包含城市与乡村的隔膜、人事代谢和伦理变

迁。小说举重若轻，以小切口切入改革开放中

的城乡巨变，同时又充满隐喻，严密呈现真实

生活中的人性逻辑，并由此推演出哲学性的荒

诞，成为一部现实生活的寓言。

与会者对《买话》的现实性和先锋性予以

充分肯定。大家认为，这部作品是对中国改

革开放40多年历史的别样书写、对中国城乡

流动现实的充分打开。它创造的人物和人

物所做的选择都具有象征意义，读来让人感

觉既熟悉又陌生，既有饱满的现实主义品质，

又有丰沛的先锋气息。同时，《买话》体现了

作家鬼子不为潮流所动的执着和质朴，历时

18年，他依然保有鲜明的时代特点和个人风

格，为当下的同质性写作提供了异质性和新

鲜感。

鬼子在创作感言中说：“刘耳是一个孤独

的人，我也是一个孤独的作家。我理解他，也

陪伴他，跟他一起观察着生活的变化。这18年

中，我每天跟他说话，我发现刘耳不是一个人，

而是一个庞大的群体。他们从农村出发，来到

城市打拼之后产生了告老还乡的心。”在写作

时，鬼子给自己提出一个命题：要把刘耳这个

人物写成小说，而不是写成生活。

专家研讨
长篇小说《买话》

在北京舞蹈学院建校 70周年之

际，6 月 27 日至 29 日，由北京舞蹈学

院、北京市文联联合出品的原创舞剧

《巍巍正阳》在京上演。该剧以庄严

雄伟、巍然屹立的正阳门为创作灵

感，将北京的历史文化与中华民族的

时代精神相结合，通过独特视角讲述

了生活在正阳门下一家五代人的家

国情怀，展现了跨越百年的时代变迁

和中轴线的历史记忆。该剧由帅晓

军执导，刘轩编剧，亢竹青作曲，彭义

博、曾明、朱王博、苏海陆、王思龙等

主演，阿云嘎演唱主题曲。

（王觅/文 张曦丹/图）

本报讯（记者 罗建森 刘鹏波） “父老心

中根千尺，春风到处说柳青。”7月3日至5日，

由共青团中央、中国作家协会主办，中国青年出

版总社、文艺报社、共青团陕西省委、陕西省作

家协会、陕西省柳青文学研究会协办，西安市长

安区委、吴堡县委承办的“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

文化思想 书写大历史讴歌新时代——青年作

家弘扬柳青创作精神研讨班”在西安市长安区、

榆林市吴堡县两地举行。共青团中央书记处书

记胡百精，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邓凯，中宣部文

艺局理论文学处处长刘涛，团中央宣传部一级

巡视员皮钧、副部长刘钊，共青团陕西省委书记

徐永胜，陕西省作协副主席、《延河》社长兼执行

主编阎安，北京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研究院副院长韩毓海，西安市长安

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刘文涛、政协主席张军，长安

区委副书记王韬，长安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杨

永涛，榆林市吴堡县委书记杨政、副书记闫博，

吴堡县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邢波，中国青年出版

总社总编辑陈章乐、副总编辑李钊平等70余人

出席开班式。开班式由中国青年出版总社党委

书记、社长张健为主持。

胡百精在致辞中表示，此次活动旨在学习

研讨柳青的创作精神，探讨当代青年作家如何

在党的文艺方针政策指引下，弘扬老一辈作家

的优良传统，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他谈到，柳

青始终心怀“国之大者”，以优秀作品回应时代

召唤，在鲜活深刻的叙事中展现党领导人民克

服困难、奔赴向前的智慧和勇气；始终坚持人民

立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在人民中

生根。我们要自觉担负起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

更好运用文学文化的力量，引领青年在中国式

现代化建设中挺膺担当。

邓凯在致辞中表示，柳青是三秦大地抚育

出的文学大家，其作品生动描绘了陕西农村的

社会变迁，深刻展现了陕西人民勤劳、淳朴、坚

韧的精神品质，字里行间充斥着真挚的人文关

怀。“要想写作，就先生活”，这是柳青终身奉行

的创作原则，也是每一位文学工作者应当继承

和发扬的宝贵财富。青年作家是新时代的见证

者，也是新时代的记录者，如何在纷繁复杂的

现实生活中捕捉到真善美、创作出既触动人心

又具备时代高度的作品，是广大青年作家面临

的重大课题。希望大家能够以柳青为榜样，把

个人的艺术追求融入国家和民族的发展之中，

脚踏实地，深入生活，倾听人民声音，感受时

代脉搏，创作出更多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的

文学作品，让文学成为连接历史与未来、沟通心

灵与世界的桥梁，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

声音。

徐永胜在致辞中谈到，柳青将一生融入为

人民写作的文学事业当中，描绘人民群众的生

活场景，书写人民群众的伟大实践，讴歌人民群

众的精神品质。深入生活、扎根人民是柳青创作

精神最难能可贵之处，厚积薄发、为人民而歌是

柳青文学创作的毕生追求。柳青一生所展现出

的无私奉献、勇担使命、联系群众、艰苦创作等

精神品格，值得广大团员深入学习和继承。

阎安在致辞中说，柳青是一位勇于追求真

实、探索真实的作家，其作品深刻反映了新社会

新生活的多样面貌，展现出对人民群众尤其是

对农民的高度关注与敏锐洞察。柳青的写作触

及了人民群众在社会发展变化中的觉醒与成

长，体现了自延安文艺座谈会以来中国文学追

求革新的精神面貌，具有社会学与生活史的双

重价值。

“每个人都必须生活，关键是以什么样的方

式去生活。”韩毓海认为，柳青对其生活方式的

选择，与马克思“为人类大多数人的幸福而工

作”的理念遥相呼应，体现出他义无反顾的勇气

和坚持到底的决心。柳青的文学创作及其人生

轨迹，也是对延安精神及中国共产党人优良作

风的集中诠释和展现，“今天我们学习柳青、纪

念柳青，就是要通过对照，反思并寻找差距，进

而不断提高自身的觉悟和能力”。

王韬受西安市长安区委书记吕强委托致

辞。他谈到，近年来，长安区全力推进柳青创作

精神的传承工作，推动柳青创作精神在新时代

焕发蓬勃生机。希望广大青年作家以柳青为榜

样，深入群众生活，创作富含深度、情感与温度

的作品，以优秀作品讴歌伟大人民和伟大时代。

鲁迅文学院助理研究员崔君说，柳青将对

农民生活的细致观察转化为作品中的细腻描

绘，以实际行动展现了对社会和人民的深刻关

怀。当下的青年写作者生于互联网时代，拥有前

所未有的资源与视野，如何在此背景下坚持并

创新现实主义写作，是广大青年作家面临的新

课题。希望大家共同努力，传承和创新柳青创作

精神，创作出充满时代特色和人文关怀，真实

性、艺术性和思想性兼备的优秀作品。

开班式当天，与会专家学者及青年作家围

绕活动主题，展开了深入热烈的交流讨论。刘涛

及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李建军，

陕西省柳青研究会会长、陕西省作协编审邢小

利，安徽省作协副主席胡竹峰，陕西师范大学文

学院教授、《小说评论》代主编杨辉，《时代邮刊》

主编黄菲，《红岩》编辑部主任吴佳骏，《中国青

年报》评论部编辑、评论员黄西蒙，深圳市作协

驻会干部秦锦屏，西安市长安区作协主席张军

峰，《延河》副主编弋舟，西北大学文学院教授王

鹏程，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裴亚莉，中山大

学中文系创意写作教研室主任、广州市作协副

主席王威廉，《北京文学》编辑侯磊，《十月》编辑

蒋在，《青年文摘》总编辑付江，《青年文学》主编

张菁，《青年文摘》副主编吴迪，《中国青年》记者

于丹先后发言。大家一致认为，柳青的作品强调

真实与细节，对生活和人物的刻画细致入微，体

现了对客观现实的尊重。柳青在皇甫村与农民

共同生活长达14年，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的厚

重经历，使他的作品富含生活气息，笔下故事和

人物生动而感人。在柳青的作品中，可以看到丰

富多元的文学传统，其中既有中国古典文学的

启迪与滋养，也有俄苏文学等域外文学的积极

影响，他将这些元素融入自己的创作中，并在

此基础上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在具体的生活

实践中完成自我塑造，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艺术

风格。同时大家谈到，面对当下复杂多元的现

实世界，青年作家更需要深入学习和理解柳青

创作精神的丰富内涵，自发关注时代、社会和

人民，用心发掘和反映时代生活的丰富面貌。

柳青的生活经验和创作道路启示我们，新时代

的青年作家应当深入生活的旷野，在深入生活

和继承发扬优秀文学传统的基础上守正创新、

再接再厉，创作出既能反映现实、又能引领时代

的优秀作品，以手中之笔展现人文情怀和时代

光芒。

邓凯在总结讲话中表示，柳青的精神世界

和他的文学品格，总能输出源源不断的能量，散

发出熠熠生辉的光彩，给人以常读常新的启发。

此次研讨班是青春与文学的又一次美好相遇，

希望广大作家和文学工作者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

文化思想，热情投入新时代文学事业，以柳青为

榜样，共同书写属于我们这个伟大时代的辉煌

篇章。祝愿各位青年作家创作出更多反映时代

风貌、引领社会风尚的优秀作品，为新时代文学

高质量发展贡献青春力量。

研讨班期间，与会人员参观走访了位于西

安市长安区的柳青墓园、柳青文学纪念馆、柳青

故居、柳青广场等地，并前往柳青出生地——榆

林市吴堡县张家山镇寺沟村，走进坐落在柳青

文化园中的柳青故居，缅怀追思柳青。在吴堡县

举办的交流分享座谈会上，大家表示，柳青在其

文学创作中体现出强大的人格力量和思想深

度，其作品不仅反映了他坚定的文学信仰和对

人民的深厚情感，也体现了他对文学的崇敬之

心和对艺术的不懈追求。柳青的创作精神，特别

是他对信仰的坚持、对生活的深入，对新时代文

学创作具有重要的启示和指导意义。

青年作家弘扬柳青创作精神研讨班在陕西举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