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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秋十月，中国现代文学馆内铺满了丰富绚烂的色

彩。由中国作家协会主办的“歌以咏志 星汉灿烂——新

时代文学成就展”“‘三红一创 青山保林’红色经典展”正

式启幕。散发着岁月沉香的老旧书页，一幅幅承载着历

史记忆的相关图片以及珍贵的手稿等资料，充满创意的

人工智能互动式、数字化媒体展示区吸引着无数文学爱

好者的目光。

繁星闪耀：时代潮头的文学风帆

步入展厅，一座由10本图书堆叠成书山样貌的艺术

装置赫然矗立。围绕着书山的是来自中国作协“新时代

山乡巨变创作计划”和“新时代文学攀登计划”入选作品

条幅飘带，寓意文艺工作座谈会召开以来中国文学勇攀

高峰的豪迈历程。它以独特的艺术形态，向每一位观众

展示着文学在新时代的蓬勃发展与辉煌成就，引发人们

对中国文学不断攀登新高峰的坚定信心。再往里走，精

心布置的展陈将人们带入了一个丰富多彩的文学世界。

“作品”是第一个单元的关键词，秉持着将创作生产

优秀作品作为文艺工作中心环节这一理念，这一部分集

中展示了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等重要文学奖项的获

奖作品，涵盖小说、诗歌、散文、报告文学、少数民族文学、

儿童文学、科幻文学、理论批评等诸多门类。其中，按照

著名文学理论家唐弢先生书房里的椅子等比例缩小制作

的模型吸引了大家的目光。这其实是唐弢青年文学研究

奖奖杯，这书椅别具匠心，可变成梯子以便蹬踩拿取图

书，蕴含着学问当坐冷板凳、研究甘作他人梯之意。

进入“时代”单元后，“人民艺术家”王蒙，“改革先锋”

路遥、蒋子龙的作品、手稿与照片映入眼帘，展现出不同

时期社会的风貌与变迁。他们的作品不仅是文学的瑰

宝，更是时代的精神象征，引领着读者走进那些波澜壮阔

的岁月，感受时代的脉搏与力量，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文

学创作者以他们为榜样，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书写出更

多反映当下生活、展现时代风貌的优秀作品。

“做人民的学生，在生活中深造。”“人民”单元展示了

中国作协积极发挥人民团体的组织作用，密切联系服务

广大作家和基层文学组织，聚焦基层作家培养，让新时代

文学的根扎向广阔大地。“外卖诗人”王计兵、“矿工作家”

陈年喜、“打工人”胡安焉等人的作品手稿散发着生活的

质朴光芒。他们以自己的亲身经历为墨，以生活为纸，书

写出了属于普通人的不凡篇章，也让我们看到了基层文

学的蓬勃生命力。这些手稿的展示，激励着更多的人关

注生活、热爱生活，从生活的土壤中汲取养分，用文字描

绘出属于自己的精彩人生，为新时代文学的繁荣发展注

入源源不断的活力。

在“世界”单元，一艘文学之舟闪耀着光芒，它寓意着

中国文学驶向世界的壮阔征程。刘慈欣、曹文轩、麦家等

作家外文版本的图书整齐陈列，展现着中国文学在国际

文学舞台上的独特魅力；各类网文出海作品以充满互动

感的形式呈现，彰显着网络文学在海外传播的蓬勃活力；

而来自“首届国际青春诗会——金砖国家专场”诗人的签

名T恤和手稿更是生动地诉说着诗歌跨越国界的交流与

融合。网文出海、扬帆计划、青春诗会等内容共同构成了

新时代文学“行进的风景”，它们是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

生动写照，见证着中国文学在全球化背景下不断拓展影

响力的坚实步伐，也让人们感受到了中国文学与世界文

学相互交融、共同发展的美好前景。

展览现场，如同一座通往全国各大文学地标的桥

梁。在这里，观众可以走近“全国文学第一村庄”湖南益

阳清溪村的21间文学书屋，看到全国文学馆联盟成员

单位和中国博物馆协会文学博物馆专业委员会成员单

位北京鲁迅博物馆、浙江文学馆、广东文学馆、天津文学

馆、上海鲁迅纪念馆、巴金故居等文学之家举办的相关

活动，与16部被收录进大英图书馆的中国网络文学作

品合影。观众穿行其间如同畅游于文学的浩瀚世界，既

可以领略不同地域、不同形式的文学魅力，又能感受中

国文学的博大精深与多元活力。

“这次展览巧妙地将我们平时只能在书本里看到的

文字变成了立体的、真实可感的实物。当观众面对这些

实物时，能够深切地感受到中国文学几十年来所取得的

辉煌成就。”北京大学教授、作家曹文轩在参观后表示，这

种直观的展示方式，有助于观众形成关于中国当代文学

的整体认识，为他们打开了一扇通往文学殿堂的大门，让

他们更加全面、深入地领略中国文学的魅力与风采，进一

步激发他们对中国文学的热爱与探索之情。

曹文轩谈到，一个好的展览绝不是展品的简单罗列，

展览本身就是一门艺术、一门学问。“能明显看出这个展

览花费了很多心思。走进展厅，能清楚地看到各种精心

设计的布局以及新技术的巧妙应用。展品的摆放错落有

致，彼此之间相互呼应，形成一种和谐的美感，为观众营

造出一个沉浸式的观展体验，让观众更加深入地领略展

览所传达的文化内涵和艺术魅力。”

青山巍峨：精神脊梁的文学丰碑

结束“歌以咏志 星汉灿烂——新时代文学成就展”

的参观后，走上文学的时光阶梯，按照指示牌的指引来到

二楼，便来到了“‘三红一创 青山保林’红色经典展”。“三

红一创”即《红日》《红岩》《红旗谱》《创业史》，“青山保林”

指《青春之歌》《山乡巨变》《保卫延安》《林海雪原》。它们

记载了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筚路蓝缕与革命历程，更塑

造了一代代国人的精神风貌与文学理想。

本次展览以这8部作品为核心，每个作品设立独立展

区，采用沉浸式布展方式，营造出浓厚的时代与文学氛

围。从上下求索到民心所向，从英雄传奇到战争胜利，从

烈士牺牲到改天换地，展览秉持“信念浓缩成字，时代汇

聚成书”的理念，立足叙事性和互动性，通过书籍建立起

跨越时空的对话。展览展出的7部作品的手稿中，有6部

为中国现代文学馆独有馆藏，与作品版本、连环画、影视

及其他周边产品一起，全方位展现红色经典作品的风采。

《红日》作者吴强的女儿尹松在展区前久久驻足，她

回忆起父亲创作时的点点滴滴。“《红日》是在新中国成立

十周年时问世的。它描写的是陈毅、粟裕指挥下的华东

野战军在1946年至1947年解放战争初期的涟水、莱芜、

孟良崮三大战役的故事。那时父亲在这支部队的六纵队

（军）任宣教部长，亲身经历了小说中呈现的那段辉煌战

争史。”她谈道：“孟良崮战役胜利后，我父亲就萌生了写

作这个故事的想法。但因战事繁忙，父亲只能在行军打

仗的空隙每天写笔记收集资料。令他心痛的是，在某次

夜渡朐河时，船翻了，写好的几十页笔记和收集来的一点

资料不幸遗失了。我父亲又花了很长时间去拼命回忆其

中的内容，希望可以完整呈现战争中的感人故事。”

也正是因为作家吴强对这段经历和创作的执着，他

的许多物品都承载着这份特殊的意义与价值。“我们在上

世纪90年代，就曾向中国现代文学馆捐献过我父亲的手

迹原稿，以及他生前用过的书桌、茶杯、墨水、钢笔等物

品。我认为我父亲的东西放在这里可以得到真正的传

承。我父亲他们这辈人身上所蕴含的理想信念，激励着

我们后人不断奋进，去追寻更高的艺术境界，去传承和发

扬那份对梦想的坚守与执着。”尹松说。

在《创业史》展区，柳青经典之作《创业史》自1960年

初版以来的71个版本汇聚一堂。“能看出这次展览准备

得十分用心。这些不同版本的图书有很多是我之前都没

有见过的。”作家柳青的女儿刘竹风说：“父亲在陕西省吴

堡县生活了14年，他对那里的山山水水都极为熟悉，他

经常会和村子里的人谈天说地，与那里的人共同劳动、共

同生活，将自己文学创作的目标和实际工作融为一体。

离开后，他依旧关心着那里的生产建设和人民生活，始终

没能放下心中对那方土地的牵挂。父亲过去常说，体验

生活主要是体验细节，只有反复体验才能使自己具有人

物的感受和心理，才能达到人物的境界，写出他们的喜怒

哀乐和个性。父亲的一生都在践行着这种对生活细致入

微的观察和体验，用自己的笔描绘出了一个个鲜活的人

物形象和丰富多彩的世界。他的精神是我们宝贵的财

富，值得我们永远怀念和传承。”

除此之外，观众还可以在《山乡巨变》展区，走进作家

周立波的书房，看到他使用过的台灯、花瓶、眼镜等物件；

在《青春之歌》展区，能够清晰地领略到主人公林道静的

三次转变，“青春之歌”奖学金获奖者也以细腻的阅读感

受在此展开一场跨越时空的深情对话；而在《林海雪原》

的冰雪世界，读者不但能在飘落的雪花中沉浸式感受书

中的场景，还能在屏幕上观看烈士杨子荣的视频，并展开

跨越时空的互动。

展览以“使命：我也有个作家梦”作结。在这里观众

可以拍照留念，收获专属书签以及精心推荐的书籍，亦可

以盖章留念，在充满趣味的互动中激活红色经典的当代

价值。8部作品的艺术生命因一代代人的潜心阅读而得

以永恒延续，而整个展览宛如一座桥梁，一端连接着经典

作品，一端通向革命精神与文学理想的传承与弘扬之

路。它不仅仅是对经典作品的崇高敬意，更是对革命精

神的接力传承，对文学理想的不懈弘扬，让每一位走进展

览的人都能在其中汲取力量，品味文学的魅力，获得精神

的滋养。

谈及策展初衷，中国现代文学馆常务副馆长王军表

示，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习近平总书记

主持召开文艺工作座谈会十周年。中国现代文学馆按照

中国作协党组的安排，于去年便将举办这两个大展列入

2024年度工作重点计划，集全馆之力精心打造本次展

览。“展览的成功举办，得益于中国作协各单位各部门的

大力支持与帮助，他们提供了丰富多样的资料。众多作

家纷纷捐赠图书，其中涵盖曹文轩、麦家等作家的海外版

本图书以及71个版本的《创业史》。协办单位北京出版

集团，支持单位人民文学出版社、中国青年出版总社也给

予了很大的支持。”

王军介绍说，在展览中，特别突出了时代主题，展示

中国作家协会启动的“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和“新

时代文学攀登计划”两项重大文学行动，让新时代山乡巨

变的典范“全国文学第一村庄”湖南益阳清溪村和周立波

创作《山乡巨变》时的清溪村相互映衬、相得益彰；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让文物活起来”的重要要求，特别突

出了人民主题，体现人民之重、文学之重、新时代之重，打

造人民书房，采用沉浸式布展方式营造浓厚的时代与文

学氛围，发挥国家一级博物馆文化公共服务的职能作用；

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这些优秀的老作品、老片子，

现在也应该拿出来看一看、放一放”的重要要求，特别展

示了“三红一创、青山保林”手稿，邀请“三红一创、青山保

林”作家亲属前来观展，深情回顾在新中国的历史记忆和

精神生活中永放光芒的红色经典作品，为以中国式现代

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红色力量。

“歌以咏志 星汉灿烂——新时代文学成就展”中的书

山艺术装置 王纪国 摄

文学之光照亮时代与岁月
——“歌以咏志 星汉灿烂——新时代文学成就展”“‘三红一创 青山保林’红色经典展”侧记

□本报记者 王 觅 杨茹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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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为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三中

全会精神，认真落实践行习近平文化思想，集中展示

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文艺工作座谈会并发表重要

讲话十周年来我国交响乐优秀创作成果，以音乐的

形式反映新时代、讴歌新时代，献礼新中国成立75

周年，10月15日晚，由中国文联、中国音协共同主

办，中央音乐学院、中国文联音乐艺术中心承办的

“礼赞新时代 奋进新征程”2024大型原创交响作品

音乐会在国家大剧院上演。

中国文联党组书记、副主席、书记处书记李屹，

中国文联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高世名，中国文联党

组成员、书记处书记、国内联络部主任谢力，中央纪

委国家监委驻中宣部纪检监察组组长宋德民，文化

和旅游部党组成员、副部长卢映川，中央纪委国家监

委驻中宣部纪检监察组副组长陈桂林，中国音协分

党组书记、驻会副主席韩新安，以及各全国文艺家协

会，中国文联机关各部门、各直属单位负责人等出席

音乐会。

当晚的音乐会由指挥家、中国文联副主席俞峰

执棒，中央音乐学院交响乐团、宁波交响乐团担任演

奏，中央音乐学院合唱团、北京音协合唱团、北京

171中学金帆合唱团担纲演唱，为听众倾情奉献了

《江山壮丽》《人民奋进》《领航复兴》《新时代》等一批

饱含深情的优秀原创交响乐作品。本场音乐会是新

时代中国音乐工作者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

指引下，十年来深耕文艺沃土、潜心音乐创作，用滚

烫的音符捧出的一份闪光答卷；是中国文联、中国音

协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在新时

代新征程上为祖国母亲献上的讴歌与赞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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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10月13日，由江西省出版传媒集团、中文天地出版传媒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主办，江西教育出版社承办，杭州市临平区委宣传部协

办的长篇报告文学《月光妈妈》研讨会在京举行。中国作协党组成员、副主

席、书记处书记李敬泽，中国作协原副主席高洪波出席并讲话。江西省出版

传媒集团党委委员、副总经理汪维国，杭州市临平区委宣传部部长沈

威出席并致辞。作者袁敏及10余位专家学者与会研讨。

《月光妈妈》聚焦我国边地教育帮扶、教育振兴乡村，记录14年来

“月光妈妈”及其爱心助学团队在四川丹巴和青海直亥奉献于教育事

业，为数百位边地儿童搭建学习与成长之路的动人故事。该书入选

2023年中国作协重点作品扶持项目。

李敬泽表示，袁敏把她生命的重量投入写作中，因而《月光妈妈》是

一本让报告文学拥有温暖与光芒的作品。该书为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的

书写提供了重要样本，写出了生活的质地与人文的关怀，它启发读者思

考这个时代，人如何生活得更有意义。

高洪波谈到，“月光妈妈”团队的助学行动体现了大爱无疆、慈善引

领的精神，他们对少数民族地区的关爱饱含浓厚的民族感情，该书有助

于读者更好地了解边疆地区，了解少数民族地区教育事业实现的历史

性跨越。

专家认为，《月光妈妈》深具人文情怀，作者以平等的姿态真实地记

录少数民族地区儿童的生活现实，从教育的角度呈现了真实的中国、变

化中的中国，深刻地反映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袁敏表

示，“生活比文艺作品要精彩和斑斓得多”，作家只有投入到生活中去，

才能写出真正打动人心的作品。 （张昊月）

本报讯（记者 王觅） 日前，由作家出版社主办的白先勇新书《牡

丹花开二十年》首发签售会在京举行。中国作协党组成员、副主席、书记

处书记吴义勤，作家出版社社长、董事长鲍坚，中国作协港澳台办公室

主任张洪斌，作家出版社总编辑张亚丽，台湾联合文学出版社总编辑周

昭翡，北京发行集团副总经理张钵，中国现代文学馆常务副馆长王军等

与会。白先勇向中国现代文学馆捐赠珍贵文学资料，并同现场观众进行

交流分享。

作家出版社近期推出的《牡丹花开二十年：青春版〈牡丹亭〉与昆曲

复兴》由文学家、戏剧家白先勇任总策划，共集结了80位撰稿者，既是

青春版昆曲《牡丹亭》从2004年首演至今的20年全记录，也是白先勇

20年来矢志不渝追求昆曲艺术的历程呈现。全书的六辑内容从白先勇

与昆曲结缘谈起，回顾了制作青春版《牡丹亭》的来龙去脉。书中不仅有

白先勇的个人讲述，还包括主创团队成员回顾20年历程、导演和艺术

指导解析该剧的舞台美学建构、演员分享拜师学艺之路等内容。书末附

有多篇论文及文献，并配有200余幅全彩剧照及幕后工作照，全面展现

了这部昆曲经典之作的文化价值和艺术魅力。

吴义勤谈到，白先勇先生在文学和艺术领域成就卓著，尤其是在《红

楼梦》的推广和昆曲艺术的传承发展方面功不可没。青春版《牡丹亭》是中

国文化走出去的成功案例，希望此次推出的新书能够唤起读者对中国昆

曲和传统文化的热爱。

活动现场，白先勇回顾了青春版《牡丹亭》的创作历程，分享了昆曲

进校园、开展海外巡演等活动的精彩瞬间，并对参与该剧创作的艺术家

们表示感谢。他表示，该剧的成功在于将传统与现代相结合，吸引了年

轻观众的关注，并为昆曲艺术的传承作出了贡献。浙江省京剧团团长、

该剧导演翁国生，台北艺术大学舞蹈学院教授、该剧舞蹈设计吴素君等

主创也分享了参与创排的感悟和体会。

《月光妈妈》记录教育
振兴乡村的动人力量

《牡丹花开二十年》首发

重重
要要
新新
闻闻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在安徽考察时强调，安

徽要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发挥多

重国家发展战略叠加优势，在打造具有重要影响力的科技创新策源地、新兴产业

聚集地、改革开放新高地、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区上持续发力，在深度融入

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全面建设美好安徽上取得新的更大进展，奋力谱写

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

习近平强调，要进一步推动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发展全域旅游，把文化旅游

业打造成为支柱产业。深入挖掘和运用好红色文化资源育人功能及旅游价值。加

强传统村落、传统建筑保护传承利用，推动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

展。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广泛开展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推动移风易

俗。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健全文化产业体系和市场体系，打造更多文化精品。

（据新华社合肥10月18日电）

新华社北京10月18日电 “繁花竞放——深入生活

扎根人民十年摄影精品展”18日在北京开幕。全国人大

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文联主席铁凝出席开幕式。

2024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是习近平

总书记主持召开文艺工作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十周年。

本次展览从2014年以来中国摄影家协会举办的各项品牌

活动入选作品中，甄选出150余幅摄影作品和11个视频作

品，组成“时代之光”“影像风华”“动感视界”“致敬历史”

4大板块，汇集了广大摄影工作者深入生活、扎根人民、潜

心创作的丰硕成果，以光影呈现了10年来时代发展的波澜

壮阔、百姓生活的火热图景和摄影创作的繁荣气象。

本次展览由中国文联、中国摄协共同主办。

“繁花竞放——深入生活扎根人民
十年摄影精品展”在京开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