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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

既有世界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中国国情的中国

特色，二者分别对应“现代化”和“中国式”。如果在中国当代

文学发展史的层面上考察“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逻辑，可以

发现，“中国式”与“现代化”所观照的首先是传统与现代的关

系。尤其，中国式现代化强调这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

会主义现代化，那么，以此为视野，可以为中国当代文学处理

传统与现代甚至延伸开来的古今、中西之间的关系，提供了

更宏阔的思路。

“传统”与“现代”的因素得到双重的锻造，
均被融入社会主义文化的大格局中

新中国成立之后的五六十年代文学，从整体而言，既有对

“传统”和“现代”的关注，更有对“传统”和“现代”的双重锻造，

力图将其更新为社会主义的文化资源。

比如王蒙的《青春万岁》于1979年出版，但初稿动笔于

1953年。作者像他描绘的主人公一样，满怀对于新中国的无

限热爱，尽情抒发对于新社会的真挚情感。小说反映了

1952—1953年的中国社会的时代面向和巨大变化，塑造了从

高二到高三年级的中学生的生活面貌和精神趣味。从参加夏

令营的女中高二班同学们写起，将生活引入1952年的新中

国，又以1953年的高中毕业之际看到毛主席作为终结，而且

以杨蔷云遇见张世群开篇、以杨蔷云寻找张世群结尾，使得结

构上趋于完善。在最后，从人民英雄纪念碑的雏形中，似乎看

到了一个新生的祖国的形象。作品除了表现以杨蔷云、张世

群等为代表的时代见证者所体现的历史意义之外，还表现了

以苏宁、呼玛丽等为代表的思想转换者所体现的精神意义。

在《青春万岁》中，以苏宁和呼玛丽为代表的中学生的命运，分

别折射了旧中国的反动者和外国的反动者对于青年人肉体和

心灵的伤害。而她们走向新生的艰难历程，不仅具有历史转

折的现实指向，更有着当代文学发生期的精神意义。《青春万

岁》通过苏宁和呼玛丽的命运遭际，分别从内部和外部两个层

面找到了中国人民的苦难根源。她们的人生变化和新生之

路，她们的告别过去和走向未来，标志着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

绝对胜利和社会主义思想文化的强大力量。

再比如梁斌的《红旗谱》中的冯老兰和冯贵堂，两代地主

之间发生了“传统”与“现代”的争论和冲突。冯老兰坚持传统

地主的模式，依靠地租和利息来发家致富；而冯贵堂则倾向现

代化模式，主张“民主”治理、改良村政，实施“科学”实践、发展

实业，以至于分别走上各自的道路。试想一下，如果没有地主

内部的分裂，而是完全单独通过农民起来与地主斗，那么斗争

之路将更为艰难、更为漫长。另外，《三里湾》《山乡巨变》《创

业史》等农业合作化小说中，也存在着传统思路与现代道路的

改造问题，甚至存在着选择单干、互助合作、继续土改等思维

模式的对峙。

显然，这一时期文学中的“传统”与“现代”的因素得到双

重的锻造，均被融入社会主义文化的大格局中。这也可以大

致地认为是“中国式现代化”在当代文学发展进程中的基础

阶段。

在世界文学的视野中，在“自我”与“他者”
的互动中，积极推进“传统”与“现代”的融合

新时期以来的文学，从整体而言，主要表现为传统与现代

的双重变奏。这里大致分为两个阶段，在1980年代，伴随着

思想解放和改革开放的语境，形成以“寻根”和“先锋”为代表

的文学存在形态。看起来，这两者，一则回归“传统”，一则走

向“现代”，其实在内在精神脉络上殊途同归，都是力图取得

“世界文学”的标签。

从1990年代到21世纪第一个十年，文学的文化立场开

始并日益呈现“传统”与“现代”的交融，文学的文化自觉意识

显著体现。比如陈忠实的《白鹿原》、张炜的《九月寓言》、韩

少功的《马桥词典》等诸多优秀长篇小说的问世，也构成典型

例证。

如果说前一阶段还是西方现代文化观念占据主导的话，

那么后一阶段则是中华传统文化精神得到重新发掘并成为文

学发展的内在资源。莫言在创作《红高粱家族》的时候就明确

表示，要远离马尔克斯和福克纳这样两座“灼热的高炉”，否则

就会迷失其中而走不出来，就会丧失自我；同时，又聚焦于“红

高粱精神”的失落与回归，以一种借鉴西方现代文化的姿态来

寻找中华民族的根脉。在“先锋”中“逃离”，在“寻根”中“扎

根”，对于其时乃至延续至今的关于“民族性”与“世界性”关系

的命题，莫言等作家走出了一条具有超越性的“对话”之路。

无疑，这一时期文学中的“传统”与“现代”的因素得到双

重的重视，不再是对立的而是统一的。或者说，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更好地融入改革开放的大文化格局中。对于这一阶段，

我们也可以大致地认为，它是“中国式现代化”在当代文学发

展进程的创新阶段。

推进“第二个结合”，让经由“结合”而形成
的新文化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当代文

学发展也进入了新时代的新语境。新时代文学应运而生，也

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

在新时代，我们尤其强调“两个结合”。2021年7月，习近平

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

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2022年10月，党的二十大报告

又对此作了深入阐述。2023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出

席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再次强调“两个结

合”的重大意义。尤其提出，“‘结合’的结果是互相成就”，“造

就了一个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第二个结合’让马

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让经由

‘结合’而形成的新文化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在

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

中国式现代化必然离不开文化的现代化。作为中国式现代化

文化形态的新文化，其根基和来源在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同

时还需要结合崭新时代语境进行新的转化、新的创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

史方位。与此相应，文学的发展也逐渐跨越了文学史意义上

既定叙述的“新时期文学”和作为权宜过渡之计所称呼的“新

世纪文学”，而以“新时代文学”来加以指称。2021年12月，

中国作协党组书记张宏森所作的中国作家协会第十次全国

代表大会的报告《高举伟大旗帜 全面推进新时代文学高质

量发展 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详细阐述了新

时代文学的使命和任务。

新时代文学产生了诸多的典型文本，从不同侧面回应和

展现具有新时代发展特色的鲜明的文化主体性。其主要特征

在于集中融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力量，并以其文化自

信为底色而在丰富的社会实践中得以表现。从新时代文学的

具体创作实践来说，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其中的“人民

性”的立场。“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中强调的“以民为本”和“民为邦本”思想的延续。这里，赵德

发的《经山海》、杨志军的《雪山大地》等都是具有代表性的文

本。二是其中的“革命性”的信仰，契合并呼应现代民族国家

的历史建构意识。在这方面，孙甘露的《千里江山图》等具有

典型的代表性。三是其中的“伦理观”和“价值观”，维系了中

华文明的连续性，“具有自我发展、回应挑战、开创新局的文化

主体性与旺盛生命力”。在这方面，乔叶的《宝水》、水运宪的

《戴花》等都是具有代表性的文本。总体来说，新时代文学聚

焦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动实践，反映的是其中的实践生活，表现

的是其中的实践人物，进一步强化了文化主体性。

可以看出，这一时期文学中的“传统”与“现代”的因素获

得全新的评价，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更加深刻地融入新时代的

文化大格局中，也可以大致地认为是“中国式现代化”在当代

文学发展进程的推进和拓展阶段。

在中国式现代化的视野中，我们不仅充分吸纳人类各种

各样的优秀文明成果，更在继承的基础上创造了属于我们这

个时代的新观念、新作品。中国式现代化不仅对新时代文学

的发展具有引领作用，也为中国当代文学研究提供了新思路

乃至新范式。换言之，在加强本土与世界对话的基础上，真正

切实回归民族文化传统，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

化和创新性发展，在新的语境中创造出属于这个时代的新文

化。这是在新时代不断巩固文化主体性的重要议题。

（作者系山东大学文学院教授）

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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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式现代化与当代文学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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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届“万松浦文学奖”颁发

11月 10日，第十五届“万松浦文学奖”颁奖活动在山东

济南举行。鲁敏的中篇小说《无主题拜访》、尹学芸的中篇小

说《弃供》、徐则臣的短篇小说《手稿、猴子，或行李箱奇谭》获

小说奖；李敬泽的散文《北京雨燕以及行者》获散文奖；欧阳

江河的诗歌《鸠摩罗什》获诗歌奖。

中国作协诗歌委员会主任吉狄马加，中国作协副主席张

炜，山东省委宣传部副部长、一级巡视员魏长民，山东省作协

党组书记、副主席赵艺丁，山东出版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刘

文强，以及柳建伟、张清华等作家、评论家和来自多所高校的

70余位专家学者参加颁奖典礼，共同见证本届“万松浦文学

奖”的揭晓。

活动现场，李敬泽、欧阳江河、鲁敏、尹学芸等围绕“AI时

代的文学书写——何以纯粹？如何现代？”进行了分享交流。

《万松浦》评刊会同期举行。本次活动还设置向《万松浦》读者

致敬的环节，评选出优秀组织奖1项、各地优秀读者8名。

第二届浙台文学周推动两岸文学交流

日前，以“创新两岸文学交流，讲好中华民族故事”为主题

的第二届浙台文学周暨两岸儿童文学交流会在浙江衢州、杭

州两地举办。中国作协副主席白庚胜，衢州市委常委、统战部

部长张朝雄，中国作协港澳台办公室副主任蒋好书等出席开

幕式并致辞。台湾作家、诗人詹澈，中国作协儿童文学委员会

主任曹文轩等作主旨发言。来自海峡两岸的80余名作家、诗

人和文学爱好者参与。本次活动由浙江省作协儿童文学委员

会、浙江文学院（浙江文学馆）、衢州市人民政府台湾事务办公

室、衢州市文联、衢州市作协联合主办。

活动期间，两岸作家通过采风、研讨、座谈、诗歌朗诵等形

式，围绕两岸共同传承中华文化、促进文学创作进行深入交

流。两岸儿童文学论坛上，与会者从多维视野探讨儿童文学创

作的现状和未来。两岸青年作家和文学名家代表还就“两岸青

年作家的文学理想与创作感悟”展开交流座谈，分享创作心得

体会，探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弘扬。

活动期间，两岸作家走进衢州市衢江区莲花镇、杜泽镇、

高家镇、江山市廿八都镇等地采风，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

博大精深。

马尔康“阿来诗歌季”颁奖典礼举行

11月1日晚，第十一届嘉绒锅庄文化旅游季暨2024·马

尔康“阿来诗歌季”颁奖典礼在四川马尔康举行。中国作协副

主席、四川省作协主席阿来回到家乡，与来自全国各地的文艺

界专家学者一同见证了各项赛事奖项的揭晓。

典礼上，阿来正式受聘为“马尔康城市推介官”。此次颁奖

的赛事包括圈舞邀请赛、诗歌征文大赛、《尘埃落定》里的诗意

主题诵读大赛、第六届“醉美马尔康”摄影及微视频大赛，获奖

者依次上台领奖。

据了解，2024·马尔康“阿来诗歌季”由原来的单一活动

改为系列活动。今年共收到来自全国各地以及海外投稿的

2000余件、5000余首诗歌，主题诵读视频283部，诗人采风

作品36篇。

刘慈欣故乡科幻文化活动周举办

日前，由山西省文联、山西省作协、阳泉市委宣传部共同

主办的“山西·阳泉第二届刘慈欣故乡科幻文化活动周”在山

西阳泉举行。中国作协副主席阎晶明出席活动。中国作协社联

部主任李晓东，山西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省电影局局长张效

堂，山西省文联党组书记李斌，山西省作协党组书记邢利民、

主席李骏虎，阳泉市委书记雷健坤，科幻作家刘慈欣等参加活

动。阳泉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郭晓东主持开幕式。

开幕式上，刘慈欣科幻文学馆正式揭牌。与会者表示，建

立刘慈欣科幻文学馆，既是对刘慈欣及其科幻文学作品的致

敬，也是对中国科幻文学以科技创新、文化强盛为旨归，讲好

中国故事、彰显中国力量的生动呈现和艺术表达。希望刘慈

欣科幻文学馆能够成为聚集中国科幻人才的联谊基地和成

长平台，推动更多兼具科技含量和人文情怀的精品佳作不断

涌现。

活动周期间，还举办了“科幻文学赋能新质生产力”主题

对话会、“百名作家进百校”、晋陕科幻科普作家座谈会、科幻

文学笔会等系列活动。 （康春华）

首届杨万里诗歌奖揭晓

11月9日，由《诗刊》社、江西省作协、北京师范大学中国

当代新诗研究中心指导，中国诗歌网、吉安市委宣传部主办，

吉安市文联、吉水县委、吉水县人民政府承办的“庐陵诗韵 诚

斋万里——首届杨万里诗歌奖颁奖典礼”在江西吉安吉水举

行。中国作协原副主席廖奔出席。李小军、李瑞峰、金石开、谭

五昌、江子、杨小成等主办方代表，曹宇翔、汪树东、剑男、林莉

等诗人、评论家参加活动。

据介绍，首届杨万里诗歌奖以2021年1月1日至2024年

6月30日在中国大陆首次发表的组诗和出版的诗集为评选对

象。经过征集、初评、复评、终评等环节，海男、漆宇勤获得本届

杨万里诗歌奖。此外，安琪、张晓雪、吴少东、曾纪虎、张于荣、

杜绿绿、李新新、谢夷珊、胡刚毅、蔡淼获得提名奖。活动期间，

诗人们还一同前往进士文化园、燕坊古村、杨万里诗画小镇等

地参观。

中华诗词学会赴甘肃临潭开展帮扶

11月5日，“魅力临潭·美丽乡村”诗书画展暨作品捐赠仪

式在甘肃临潭举行。此次活动由中华诗词学会、甘肃省文联、

临潭县人民政府联合主办，旨在通过文化赋能，推动临潭乡村

振兴。

活动中，中华诗词学会向临潭县“中国当代作家书画馆”

捐赠了此次展览的全部书画作品，该馆目前已收藏了马识途、

莫言等近百位当代作家的100余幅书画作品。中华诗词学会

会长周文彰表示，中华诗词学会积极响应国家乡村振兴战略，

与临潭结对帮扶，通过捐赠图书、举办讲座、座谈交流等形式，

推动临潭文化建设。

此外，中华诗词学会还开展了系列文化帮扶活动，包括在

冶力关镇池沟村慰问帮扶群众，举办“诗词雅韵·文学之光”作

家诗人面对面座谈交流会，以及在临潭县第一中学举行诗词

讲座等。书法家们还开展书法笔会，与临潭当地书法家进行了

深入交流和创作。

《吴宓文集》在京发布

在中国现代国学大师、西洋文学家、诗人吴宓诞辰130周

年之际，人民文学出版社今年8月出版了《吴宓文集》（三卷）。

11月6日，人文社在京举行《吴宓文集》新书发布会，邀请王中

忱、高峰枫、周绚隆等专家学者共同探讨吴宓的学问与人生，

分享阅读《吴宓文集》的感受与心得。

《吴宓文集》由吴宓之女吴学昭在九十高龄时编辑搜集、

编订、整理完成，收录了吴宓先生的近300篇文章，分为“著作

编（上）”“著作编（下）”“译作编”三册，是继《吴宓日记》《吴宓

诗集》《吴宓诗话》之后又一部吴宓著述汇编作品。

大家谈到，《吴宓文集》的出版，不仅呈现了吴宓先生学术

及思想的大致面貌，也体现了他对中国文化进步的深刻思考。

从中读者不仅可以感受到吴宓穷尽一生对学问的追求，也可

以看到他难能可贵的性情与品格。此次《吴宓文集》的推出，将

为吴宓及相关领域研究提供一部比较全面的重要文献资料。

第九届上海国际诗歌节将举办

记者日前获悉，为期5天的第九届上海国际诗歌节将于

11月30日拉开帷幕。本届诗歌节以“诗意天下 和而不同”为

主题，由上海市人民对外友好协会指导，上海市作协和上海市

徐汇区委宣传部联合主办，旨在通过诗歌这一跨越国界的艺

术形式，展现人类对美、真理和理想的共同追求，让世界更广

泛而真切地了解中国。

每年一度的上海国际诗歌节致力于促进和创新对外文

化传播交流方式，推进人类不同文化与文明的交流互鉴，扩

大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本届诗歌节将邀请国内外20多

位有影响力的诗人参加，举办丰富多彩的诗歌活动。作为中

法建交60周年的特别纪念，中法诗歌交流互动将是本届诗

歌节的重要内容之一。 （刘鹏波）

专家研讨散文与自然生态写作的可能性

11月 19日，由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内蒙古文学杂志

社、《草原》杂志主办的“像自然一样思考——散文与自然生

态写作的可能性”研讨会在内蒙古呼和浩特举行。10余位作

家、评论家与会，围绕自然生态文学的理论与创作现状展开

深入讨论。

《草原》自2021年发起“自然写作”倡议，并开设“自然写

作”专栏，汇聚全国知名作家和评论家的力量，通过组织“自然

写作营”和“生态文学论坛”等实践活动，深扎乡村田野、草原、

沙漠和原始森林，激发了全国自然生态文学的创作活力，为自

然生态文学创作与传播搭建了平台。

与会专家认为，自然生态文学是当代文学的重要组成部

分。自然生态写作应该站在生态强国绿色发展、构建人类命运

共同体的高度，以科学的视野、博物学的精神，与当下社会发

生紧密的关联。要深入挖掘中国传统的生态理论资源，努力建

构具有中国特色的自然生态文学理论和实践。

《扬兮镇诗篇》书写故乡与人生

11 月 3日，“我们和故乡的距离，旧车票、童年和丁晓

颜”——《扬兮镇诗篇》新书首发会在京举行。活动由北京十月

文艺出版社主办，抖音番茄小说项目提供特别支持。评论家潘

凯雄、韩敬群、贺嘉钰以及该书作者许言午围绕作品中的故乡

主题进行了交流分享。

大家表示，《扬兮镇诗篇》不仅描绘了作者许言午出生和

成长的故乡，还融入了他文学的故乡——古典诗歌。小说主人

公丁晓颜是一个真实、善良且美好的角色，她的命运让人感

动，也让人反思。作为扬兮镇的灵魂，丁晓颜的命运呈现了我

们当下时代的命运感。

许言午谈到，古典诗歌是他文学之路的启蒙，至今仍滋养

着他的心灵。这本书将两个故乡融为一体，书写了一个千年小

镇的历史与一首千年小诗的传承。

《嫌疑人福尔摩斯》亮相国家大剧院
日前，国家大剧院原创悬疑话剧《嫌疑人福尔摩斯》再度

在京上演。观众们沉浸式走进福尔摩斯建构的推理世界，近距

离感受探案现场的无穷魅力。

《嫌疑人福尔摩斯》以大侦探夏洛克·福尔摩斯和约翰·华

生的传奇探案经历为背景进行衍生创作。该剧通过匪夷所思

的罪案设定、多重反转的紧凑剧情、时空交错的布景设置，力

图为福尔摩斯探案系列开发出更为多元的延展空间。主创团

队表示，希望观众通过轻松诙谐但不失严肃内核的戏剧演绎，

收获有关人性、善良与勇气的真谛。

《嫌疑人福尔摩斯》由杨慧、方晓申编剧，国家大剧院戏剧

演员队演员赵岭、吴嵩担任导演，并搭档演员奉阳、孙立石、王

文杰、李召洋共同主演。经过两轮孵化和演出，该剧在主旨锤

炼和剧情展现上更加纯熟，并在剧本和表演细节方面进行了

新的调整，使节奏更加富有变化，让原创作品常演常新。

（王 觅）

茂腔戏《桂花亭》展现非遗传承

近日，“国戏风华”中国戏曲学院2024年展演季非遗剧种

展演在北京梅兰芳大剧院举行。作为此次展演的重头戏之一，中

国剧协会员、山东省青岛市茂腔剧团国家一级演员王琼领衔主

演了传统茂腔戏《桂花亭》“探监”一折，与众多优秀地方剧种同

台献艺，展示了胶州文化的深厚底蕴和茂腔艺术的独特魅力。

茂腔是我国优秀的传统戏曲剧种之一，拥有悠久的历史

和独特的艺术风格。此次晋京演出是在山东省胶州市文化和

旅游局推动下，青岛市茂腔剧团对茂腔经典唱段进行精心挖

掘复排的成果，为茂腔艺术的传承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胶州

市文化和旅游局党组成员、文化服务中心主任刘宗涛表示，青

岛市茂腔剧团今后将继续秉承“传承经典、创新发展”的理念，

不断探索和实践，为观众带来更多优秀的茂腔作品，让非遗瑰

宝焕发新的光彩。 （王 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