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62024年7月12日 星期五 今日8版 总第5198期

中国作家协会主管主办 文艺报社出版 1949年9月25日创刊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CN 11-0093 代号1-102 每周一、三、五出版

中国作家网网址 http://www.chinawriter.com.cnWENYI BAO

责任编辑：罗建森 新闻版邮箱：wybxinwen@sina．com

二
〇
二
四
中
外
阅
读
大
会

暨
第
三
届
学
术
研
讨
会
举
行

文学里有广阔的社会风景，也有润物细无声的精神滋

养。在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的今天，文学正借助一系列新鲜的

技术手段和表现形式，以更有内涵、更具活力的姿态走进大

众视野，积极回应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新期待。

创新表现形式，赋予生活场景以文化含量

文学的风景可以是浩瀚无垠的，也可以是鲜活生动、具

体而微的。在近期于北京举办的一场图书市集上，青年作

家、《十月》杂志编辑蒋在全程参与了《十月》杂志的“摆摊”

工作。她介绍到，图书市集深受当下年轻人的欢迎，带去现

场的杂志基本被卖光，有几期当天直接卖断货了。在她看

来，图书市集搭建起了一个编辑、读者和文学爱好者相互交

流的精神乐园，“在小小的摊位上，我们和其他图书编辑一

起，共同表达着青年一代的文学声音”。文学要如何吸引更

多青年读者？蒋在认为，年轻人对文学的希冀和要求，可以

概括成“既要你活泼狂野，也要你严肃厚重”，只有抓住读者

需求、创新传播方式，建立起年轻人对文学的认同，才有可

能吸引他们进入文学的世界。

在快节奏的当代生活里，文学凭借自身的丰富性，为读

者留住了一种有质感的“慢生活”。在全民阅读风潮的引领

下，越来越多的书店里不仅有丰富厚重的精神食粮，也有新

鲜活泼的文学展览。

在哈尔滨的众创书局，作家主题展、译者文化沙龙、换

书集市等多种形式新颖的活动，吸引了大量当地居民的关

注和外来游客的目光。“读书不看译者，就像吃灌汤包不喝

汤”“除了诺贝尔，这些文学奖也很 nē”等标语成功“出圈”，

在吸引读者打卡购书的同时，也在潜移默化地影响读者的

审美。

在上海，人们可以在“一本杂志的诞生——《小说界》杂

志站”的展览现场，通过扭蛋机获得写有各类文学金句的小

纸条，这些“金句”正是来自杂志《小说界》。主办方希望通过

这种创新方式，增强展览的互动性，将更多年轻人的目光吸

引到传统的文学杂志中来。

“到书店看书是一种接受，在电影院看电影是一种接

受，在多媒体平台看《红楼梦》讲解视频也是一种接受。不同

方式的创新，有助于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多元化传

播。”在PAGEONE书店北京坊店的“纸有红楼——人民文

学出版社《红楼梦》出版史料展”开幕式上，年逾七旬的中国

红楼梦学会名誉会长张庆善对通过创新表达方式吸引更多

年轻人阅读《红楼梦》的行动表示赞赏。

以“小而美”的文学策展方式打造自身的独特标识，这

一举措正日渐为越来越多的书店、图书馆等公共阅读空间

所选择。不少书店主理人、文学策展人谈到，随着新兴消费

群体的崛起，年轻人开始更关注生活场景的文化、情感含

量。如何提升生活场景的精神质感，以创新的方式、深厚的

底蕴、真诚的表达赢得更多年轻人的心，是文化行业需要关

注的重点。

曾经，那些在地铁上阅读纸质书的人，被誉为是“最美

的风景”，而在今天的多媒介时代，文学不光能“读”能“看”，

更能“听”。在播客“厨此以外”的节目中，主播细读青年作家

葛亮的《燕食记》，分析小说细腻表现的饮食文化史，畅谈美

食与精神生活、饮食与文化传承等话题；青年作家魏小河发

起“不止读书”播客平台，他从马尔克斯、海明威、契诃夫、沈

从文、张爱玲等国内外经典作家的作品入手，分享作品背后

有意思的文化故事，探讨其深层次的精神内涵，受到越来越

多年轻人的欢迎。

相关数据显示，2023年中文播客用户逾1亿人，阅读

文化类播客数量及互动指数也在不断上涨。在各类播客平

台的互动留言区可以看到，阅读文化类播客已日渐成为当

代青年日常生活中的“精神伴侣”，他们通过耳朵来聆听文

学故事、领受文学滋养，用文学的方式来关注社会议题，表

达独特的心灵感受。

让人们收获有美感的文学生活

江西《星火》杂志编辑部创建的“星火驿站”近来频频出

圈。杂志编辑部与热爱文学的读者一起，在星空下、稻田里

写诗，在农耕体验笔会上交流探讨文学，在自然山水间朗读

文学，让人在劳动、行走和自然间感受文学之美。《星火》杂

志主编范晓波在接受采访时说，文学期刊应该重视与时俱

进的读者需求，“作品仍是文学期刊的内核，但不是唯一的

‘卖点’。文学期刊应该向目标读者提供更优质的文学服务，

而不仅仅是文学文本，唯有如此，才能让人们收获有美感的

文学生活和有意义的精神生活”。

在贵州，文学志愿服务“精读堂”已经连续举行7年。学

者张艳茜在“精读堂”带领读者细读《白鹿原》时，谈到这部

作品以深厚苍凉、雄奇壮美的形象屹立于文学史中，“作者

很清醒，他不是研究村庄史和地域史，而是要尽可能准确地

把握那个时代的人的形象，把握他们的文化心理结构”。这

样细读经典的文学志愿服务讲座，受到读者的喜爱和欢迎。

近年来，在中国作协引领下，越来越多因地制宜的文学

志愿服务活动卓有成效地进行着。湖北省谷城县作协积极

开展“我为乡村写诗歌”活动，计划结集出版诗集《一个村庄

一首诗》；新疆作协在麦盖提县组织开展农民诗人培训活

动，并为农民诗集举行研讨会；福建省厦门市同安区作协举

办“让儿童诗走进社区”系列活动……据中国作协社联部相

关负责人介绍，越来越多“小而美”“小而精”的文学志愿服

务活动，正在结合地方资源特色的基础上常态化举行，为广

大文学爱好者带去丰沛的精神滋养。

新技术让文学“活起来”

新技术与文学艺术的有效结合，能够更深层次激发创

意灵感、丰富文化内涵、提升受众体验。在越来越多的文学

展览中，“文学+大数据”的展览方式被设计和应用，让观众

在沉浸式体验中感受历史的浩瀚与文学的璀璨。

在广东文学馆的“鲁迅家”展厅中，“两地书”纱幕微电

影、“相濡以沫”数字联动相册等数字技术，生动展现了“迅

哥儿”充满“人情味”的爱情故事，吸引许多观众驻足游览、

打卡，通过鲁迅的生活世界进入其文学与精神空间。

今年5月1日正式对外开放的广东文学馆，打造了数

字光影空间、数字互动卷轴、粒子动画、沙画视频等数十个

丰富多彩、互动性强、知识含量高的多媒体互动展，让观众

在“一室之内”能够乘着文学的翅膀“云游四海”，通过新颖

的文学表达形式体验丰富、厚重、广阔的精神生活。

在浙江文学馆的“青山白浪，万重千叠”数字长卷前，观

众只要挥手互动，浙江千年文脉历史就呈现在眼前，一览无

余。这种震撼的视听效果让观众忍不住留言：“这里浩瀚的

文学星云感动了我，希望以后也能在文学的宇宙里留下一

颗星。”

浙江文学馆以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质生产力赋能文学

馆建设，建成了全国首个文学数字体验厅。浙江文学馆馆长

程士庆表示，文学依然是大时代中的精神灯火，文学馆的目

的是给读者营造一个文学的精神场域，因此，要让文学更优

美地“活”起来，唤醒观众的审美认同，打开他们的想象空间。

在前不久举行的全国文学馆联盟年会上，多家文学馆

交流讨论了数字化如何赋能文学馆建设的话题。大家表示，

数字化是文学馆未来发展的关键，不仅有助于文学馆提升

服务质量，更能拓宽文学服务的工作范围和社会影响力。

“发展文学馆事业，需要有面向未来的视野。要适应数字化

时代的需求，以新的技术手段吸引更多年轻人关注文学，让

‘千载文心’在未来一代人手中继续焕发出接通历史、映照

文明的光亮。”这是与会者的心声。

提高“审美平均数”，涵育文学优良新生态

好的文学生态不仅需要好作者、好作品，更需要具有审

美鉴赏能力的读者。在媒介环境变革的时代，作为文学作品

的受众，读者的思维水平、审美趣味和阅读偏好会在更大程

度上影响文学的创作与传播。

在由南京师范大学和译林出版社主办的“南师—译林

艺文讲坛”迎来一周年之际，南京师范大学教授何平回顾

到，“在策划文学主题时，我们会从代际、民族、空间、文类等

多个角度切入。主题演讲往往基于开放的文学观念和文学

现场，涉及中国文学和世界视野、普及和提高、当下和未来、

经典和流行等各种维度”。他认为，如果不致力于提高读者

的“审美平均数”，那么借由新媒介所打开、推广和下沉的文

学市场，就将面临审美降格的严峻挑战。因此，大学文学教

育的目的，首先是要培养具有良好审美鉴赏力的读者，以此

推动全社会阅读品位的提升。

近年来，文学乘影视的东风“扶摇直上”，将一批文学精

品有力推向更广阔的社会视野。如何守正创新，进一步展现

文学与影视融合发展的艺术魅力，成为文学和影视从业者

关注的问题。在由中国作协社联部和北京电影学院共同主

办的“北影大讲堂：文学与电影”名家系列对谈活动上，作

家、导演、编剧、学者等共聚一堂，围绕具体的文学问题与影

视创作难题展开富有针对性的对谈，讨论内容涉及“古老写

作与当代惊奇”“作为洪流中的细沙”“悬疑的背面是真实”

“显微镜下的历史”等诸多话题。

在最新一期中，作家、编剧刘恒以“作为一种人道主义

的世俗”为题谈到，文学是人类追求高尚品格和人性至善的

表达方式，能让人在世俗的泥潭里依然保持超拔的姿态。

“创作者要对外部现实保持敏锐的洞察，对内要保持自省与

自律，将远大目标落实到行动中，即使跌倒，也要意志坚强

地站起来继续行进。这份行动者的创作姿态与努力，值得青

年创作者学习。”

据介绍，“北影大讲堂：文学与电影”名家系列对谈活动

在抖音平台连续3期排名同城直播榜前20名，全网各平台

有效观看总数达5100万，吸引了更多人关注文学与影视改

编中的深层话题，对有效促进文学与影视的双向互动起到

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文学正化作日常生活中日用而不觉的空气与阳光，成

为人们随处可触及的精神风景，成为广大人民群众陶冶情

操、滋养心灵的重要方式。

文学，正成为随处可见的生活风景
□本报记者 徐 健 康春华

本报讯 7月10日至11日，第十届尼山世界文明论坛在

山东曲阜尼山举行。本届论坛以“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为主

议题，旨在“践行全球文明倡议、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构建人

类命运共同体”，还设置“全球挑战下的文明交流互鉴”等6个

分议题。

据了解，本届论坛由文化和旅游部、国务院侨务办公室、

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儒学联合会和山东省人民政府共同主

办，其间举办了主旨演讲、高端访谈、分议题对话会、平行论坛

等20余项活动。

尼山世界文明论坛以中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孔

子诞生地——尼山命名，首届论坛于2010年9月举办。论坛

坚持“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原则，广邀中

外专家学者，深入开展学术交流。如今，论坛规模不断扩大、形

式不断创新、影响力不断提升。

本报讯 7月 6日至7日，2024中外阅读大会暨第

三届学术研讨会在内蒙古师范大学举行。本次大会以“人

工智能时代的全民阅读”为主题，中国作协党组成员、副

主席、书记处书记邱华栋，内蒙古文联党组成员、副主席

闫艳，中国人民大学首都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副院长郭英

剑，内蒙古师范大学副校长贾美林，北京大学教授陈平

原、夏晓虹、王余光以及来自全国60余所高校的专家学

者、在校学生参加活动。

邱华栋作题为《我点燃了火——AI的创造力来源》

的主旨演讲，并向部分参会代表现场赠书。他从人类文艺

生产的本质及人工智能文艺创作中人类的作用入手，探

讨了人类文学艺术的创造者与AI间的关系。他表示，只

要有历史和时间的存在，人类就永远无法停止对自身的

追问，在此过程中，无数优秀的文艺作品得以被创作出来

并被经典化，这是人工智能文艺创作无法做到的。他还谈

到，在人工智能时代背景下，对学科融合的探索、对通识

教育的铺设和对终生阅读的倡导，都有助于培养对“人”

的常识性理解。

郭英剑谈到，人工智能为阅读的推荐、翻译和教学等

带来了巨大的推动力，但同时也存在分散注意力、降低阅

读效率、增强读者依赖性等弊端。他倡议通过培养良好阅

读习惯、扩大阅读范围、利用好传统纸质书籍和参加线下

读书活动等举措，克服AI阅读的弊端，实现更加深度和

全面的阅读体验。

会议现场，12位来自不同领域的专家学者从多个角

度切入，畅谈了各自对此次大会主题的认识和理解，并围

绕中外阅读学研究前沿与热点、跨文化交流与翻译研究、

阅读与教学实践创新、经典著作阅读与文化探索、数字阅

读技术与设施建设等话题进行研讨。 （宋 晗）

本报讯（记者 罗建森） 6月29日，由海南省作协、海南省出

版发行集团、外文出版社主办，海南省文学院、《天涯》杂志社、海南

出版社、海南苏轼文化教育基金会、海南省典籍整理与研究基地承

办的“苏东坡与儒家王朝的士大夫——《苏东坡时代》海南首发式

暨研讨会”在海南海口举行。中国出版协会理事长邬书林，作家韩

少功，中国外文局机关党委书记、原副局长陆彩荣，海南省委宣传

部副部长张振明，海南省出版发行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吴斌，外

文出版社党委书记、社长胡开敏以及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

读者70余人参加活动。首发式和研讨会分别由海南省作协主席、

《天涯》杂志社社长梅国云和海南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海南省文艺

评论家协会主席刘复生主持。

《苏东坡时代》由作家孔见创作，2024年5月由外文出版社、

海南出版社出版。该书力图通过书写苏东坡、欧阳修、王安石、司

马光等历史人物的行迹和思想，在还原历史现场的同时，从政治、

经济、文化、人性等不同层面，做出具有想象力的解读，写出一个时

代的精神史。

与会专家认为，《苏东坡时代》不仅深刻诠释了北宋这一儒家

王朝的精神特质和文化底蕴，还细腻描绘了那个时代士大夫的精

神风貌，构建了一幅历史与文化交织的鲜活画卷。孔见以其深厚

的历史洞察力，赋予苏东坡及其时代新的解读视角，让读者切身感

受到北宋的繁荣与士人的风骨。人物塑造方面，该书通过对苏东

坡日常生活的细致刻画及其与其他历史人物如范仲淹、欧阳修等

的互动描写，展示了苏东坡不同于以往的独特形象，体现了其在世

俗与精神世界间的自如穿梭，为读者提供了丰富而新颖的思考与

启示。

孔见表示，自己在写作《苏东坡时代》时，采取了迂回穿插的

叙述方式，力求将历史进程与人物命运勾连起来。希望读者通

过阅读苏东坡，可以感受到中华文化的魅力，理解其中蕴含的人

文精神。

第十届尼山世界文明论坛
在山东曲阜举行

《
苏
东
坡
时
代
》
在
海
南
首
发

本报讯 6月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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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

雄安新区举行。中国作协副主席阎晶明，中国作协创联部主任彭学明，河北省委宣传部副部

长、省电影局局长王振儒，河北省作协主席关仁山，雄安新区党工委委员、宣传网信局局长边

建国，河北省作协党组成员、副主席刘建东，雄安新区宣传网信局副局长陈慧以及受邀参加

“走进未来之城”主题实践活动的10余位作家、评论家参加仪式。仪式由河北省作协党组书

记、副主席高天主持。

阎晶明在讲话中表示，在雄安新区设立新时代文学实践点，可以更好发挥雄安新区的辐

射带动作用，鼓励作家创作更多具有鲜明时代风格的文学作品，助力河北乃至中国文学事业

迈上新台阶。希望大家进一步健全新时代文学实践点的体制机制，创新发展文学实践活动，

将实践点建设成为繁荣中国文学事业、推进河北文学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阵地。

授牌仪式上，彭学明、刘建东、陈慧分别代表中国作协、河北作协、雄安新区宣传网信局

签订合作协议。阎晶明向雄安新区授予中国作家“深入生活 扎根人民”新时代文学实践点

牌匾。关仁山向雄安新区授予河北作家“深入生活 扎根人民”新时代文学实践点牌匾。王

振儒向“走进未来之城”主题实践活动作家代表乔叶授旗。

在为期两天的主题实践活动中，白烨、孟繁华、党益民、乔叶、冉冉等10余位作家、评论

家参观了雄安规划展示中心、雄安城市计算中心、雁翎队纪念馆、南文营社区等地，近距离触

摸了雄安发展脉搏，切身感受到雄安的蓬勃活力。

中国作家“深入生活
扎根人民”新时代文学实践点

落户雄安新区

本报讯 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

战士，中国作家协会原党组书记、副主席李冰同志（正部

长级），因病于2024年6月17日在北京逝世，享年75岁。

李冰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中央有关领导同志以

不同方式表示慰问和哀悼。

李冰，1949年11月生，黑龙江安达人。1969年12月

参加工作，1972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69年12月至

1975年6月，先后任大庆油田井下作业指挥部团委副书

记、政治部办公室副主任。1975年6月至1978年11月，

任共青团黑龙江省大庆市委副书记。1978 年 11月至

1989年12月，先后任共青团中央办公厅干事、副处长、

处长，研究室副主任，青工部部长。1989年12月至1994

年 1月，先后任中央办公厅调研室政治组调研员、副组

长、组长，中央宣传部副秘书长。1994年1月至2008年

11月，任中央对外宣传办公室副主任、国务院新闻办公

室副主任。2008年11月至2014年12月，先后任中国作

家协会党组书记，党组书记、副主席、书记处书记。2014

年12月至2016年12月，任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2018

年7月退休。

李冰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候补委员。政

协第十一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外事委员会委员，第十

二届全国委员会委员、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副主任。

李冰同志一生忠于党、忠于人民，理想信念坚定，始

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他严

于律己、实干担当、清正廉洁、平易近人，始终保持了共产

党人的政治本色。他坚持马克思主义文艺观，坚持“二为”

方向、“双百”方针，根据中国作协特点和文学界实际，提

出一系列符合文学发展规律的工作思路和措施，注重加

强文学人才队伍建设，与作家广交深交朋友，组织引导广

大作家积极反映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生动实践和丰硕成

果，着力推出精品力作。他积极推动文学评奖机制改革，

探索建立作家深入生活新途径新机制，努力构建中国文

学“走出去”新格局，为文学事业繁荣发展作出重要贡献。

李冰同志逝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