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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余位中外作家、学者相聚杭州，共话“世界文学的共鸣与人类社会发展”——

文学跨越山海，架起文明交流互鉴的桥梁
□本报记者 罗建森 王泓烨 宋 晗

本报讯 近日，由中国作协外联部指

导，中国图书进出口（集团）有限公司、格拉

纳达大学孔子学院承办的首个西班牙中国

文学读者俱乐部启动仪式暨中国网络文学

分享座谈会在西班牙举行。中国作协党组

成员、书记处书记胡邦胜，格大孔院外方院

长婧萱和格大文哲学院白兰共同为“西班

牙中国文学读者俱乐部”揭牌。

胡邦胜在致辞中表示，随着全球化和

数字化的到来，网络文学这种新兴的文学

样式应运而生，为新时代创作和阅读提供

了文艺新样本。中国和西班牙文学界的交

流向来密切频繁，希望通过俱乐部的活动，

让更多西班牙读者喜欢上中国的文学作

品，从而增进对中国的了解。

婧萱谈到，书籍在人们的生活中扮演

着重要角色，我们在线上读书，也在线下相

聚，共同分享阅读带给我们的喜悦。希望俱乐部以后在中国作

协支持下举办更多活动，为中西文学交流事业作出贡献。

在随后的分享座谈会上，青年作家疯丢子、刘金龙分别从自

身创作出发，和现场读者分享了自己与网络文学共同成长的经

历。疯丢子谈到，文学创作不仅是分享写作者的情绪，更需要记

录和提炼现实生活中的精彩点滴。刘金龙认为，中国网络文学

的起步与中西方文学的交流互鉴密不可分，网络文学的译介将

有益于中西年轻一代读者的交流与理解，也将助力彼此尊重、多

元共存的全球文化空间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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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李晓晨） 近日，由文艺报社、湖北省作协共

同主办的“星星点灯·遇见新力量”文学研讨会在湖北宜昌举

行。会议以“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青年写作者何为”为主题，中

国作协副主席阎晶明，湖北省作协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古新功，

三峡大学党委常委、党委宣传部部长张锐出席并致辞。近20位

专家学者参加活动。研讨会由湖北省作协副主席蔡家园、《文艺

报》副总编辑岳雯共同主持。此次研讨会是文艺报新力量系列

论坛的第二场，也是长江文学周系列活动之一。

阎晶明表示，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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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周年，举行此次论坛是践行讲话精神的重

要举措。长江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孕育了博大精深的文化传

统，新时代以来，长江沿岸所发生的巨大变化，有太多篇章值得

书写。希望广大青年作家真切抒写这片土地上发生的故事，创

作出更多优秀作品。

古新功谈到，湖北省作协始终坚持把青年作家队伍建设作

为文学事业的“百年大计”，多措并举培养青年人才。湖北省作

协将以研讨会为契机，引领广大青年作家拓宽创作视野、激发创

新意识、提升文学水平。张锐谈到，期待各方今后加强合作，在

持续推进地方文化建设、讲好中国故事的道路上携手并进。

此次研讨会以宋小词、丁东亚、马南、穆萨、废斯人、邹超颖、

林东林、班宇、陈春成、王苏辛10人的文学创作为蓝本，邀请专

家学者进行研讨。与会者认为，这些青年作家总体实力较强、艺

术水准较高，其作品大都结构精巧、技巧娴熟、文字优美、情感丰

富，且具有较强的包容性。在持久的创新创造中，作家们大都建

构起了自己独特的文学世界，但与此同时还普遍存在对生活和

世界认识不足、写作经验同质化等问题。大家谈到，青年作家要

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找到更准确的坐标，立足地方特色、深

耕文化传统。只有深入广阔的时代生活，才能获得更加强劲的

创作力量，讲好湖北故事、中国故事，写出属于时代和民族的新

史诗。

“遇见新力量”
文学研讨会举行

文明因交流而多彩，因互鉴而丰富。为推动中外文学

交流，深化人类文明互鉴，11月25日至26日，以“文学的创

造力：世界文学的共鸣与人类社会发展”为主题的第二届

“良渚论坛”中外作家对话平行论坛在浙江杭州举行，来自

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20余位作家、学者就中外文学创作、

文化传承、共促文化交流等话题展开研讨。中国作协党组

成员、副主席、书记处书记邱华栋在论坛开幕式上致辞，并

作主旨发言。中国作协副主席陈彦、麦家出席论坛，并围绕

主题作交流发言。浙江省作协党组书记叶彤、主席艾伟出

席相关活动。

中外文学在对话中共筑“美美与共”盛景

文学是世界的，各国文学在相互交流与交汇中不断焕

发出崭新的生机。在主旨发言会场，中外作家代表聚焦论

坛主题，共话文学跨越语言和文化、跨越山海和古今的魅力。

邱华栋在发言中表示，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在交流互

鉴中深刻塑造着彼此的面貌，形成了“我中有你，你中有我”

的文学共同体。希望中外作家秉持涓滴成溪的坚持精神，

让中外文学在责任与担当中熠熠生辉；秉持知行合一的实

践精神，让文学出自生活并诠释价值真谛；秉持兼容并蓄的

开放精神，在互鉴创新中美美与共。“文明跨越国界、超越语

言，以独特的魅力连接着不同地域、不同文化的人们。文学

承载着人类丰富的理想与追求，是文明交流的重要媒介。

深深植根于故土的文学，无论是从一座岛屿、一个村庄、一

个小镇还是一座城市出发，最终都可以超越民族、地域、文

化、语言和时间而抵达人心。”

陈彦认为，大量的文学史实证明，文学与人类社会的发

展密切相关。文学之所以在文明演进的过程中，于不同时

代获得礼遇，就在于其始终关注人类的核心命题，并且紧紧

抓住不松手。由个体经验出发，深度感通时代、创化传统，

再回向现实，这既是文学的题中之义，也是世界文明交流对

话中最具有同理心的“量子纠缠”形式。文明是人类共有的

遗产，文学需要以更加有力也更加饱满立体的形象，在文明

的碧波荡漾与激水深流中“显影”。

古根海姆文学奖、阿根廷文学终身成就奖获得者安娜·

玛丽亚·舒亚说，博尔赫斯为自己打开了文学的大门。“博尔

赫斯的作品受中国影响很深，他的作品融入了中国哲学、中

国故事，描绘的很多意象也极具东方色彩。”随着鲁迅、莫言、

刘慈欣等中国作家的作品被译为西班牙语，并在阿根廷广泛

传播，阿根廷读者同样将好奇的目光投向他们笔下的现实。“在

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纷纷开始设立中国文学专业。相信有

朝一日，两个相距甚远的地域，定会在文化界域紧密相牵。”

西班牙语阿多奈斯诗歌奖得主、墨西哥作家罗赫里奥·

格德亚谈到，自己受祖父影响，喜爱读马尔克斯、略萨和孔

子的作品。“世界范围内这些文学作品的交流，即便不能瞬

时解决问题，也能帮助大家跨文化地互相理解。”他说自己

手头有一本还未出版的小说，主人公是一位中国人，小说描

述了他如何融入墨西哥社会以及周边人因他而了解中国文

化的故事。“我希望在‘良渚论坛’上找寻一位中文译者，因

为我在小说中强调了中国文化的重要性。中国文化不仅有

益于墨西哥，也有益于全世界。”

“相遇、惊讶和对话，是我们理解另一种文化时必不可

少的过程。对话应该存在于每一种文明中，差异能够创造

更多财富，呼唤着多样性的统一与和谐。”塞万提斯文学奖

评委、西班牙拉美文学研究协会主席、尼加拉瓜西班牙语学

院院士罗茜奥·奥维耶多认为，在文学创作特征方面，中国

和世界存在许多异曲同工之处。“文学让不同的文化相遇和

对话，创造了这个时代真正的文明之爱。”

“在良渚，古老伟大的文明早在5000年前就已经开始

隆重地讲述。文明的讲述，在这片土地上延伸、生长、开花

结果。”麦家说道。他将良渚视为一位神奇而伟大的文明讲

述者，它与长城、大运河这些辉煌卓越的工程一样，是中国

古人想象力和创造力的迷人“合金”。在他看来，文学是人

们认知一个国家、一个民族非常便捷的途径，今天在世界的

任何角落，都有中国的声音、脚印和影响力，“我们更要让世

人听见5000年来中国的讲述”。

“文明互鉴能让作家的作品更厚实”

在平行论坛的主题对话环节，中外作家、学者围绕丝路

文明、中外传统文化、城市文学创作、中外南方文学创作、世

界儿童文学、科幻文学、网络文学等话题，分享各自关于文

学的思考，增进彼此理解，畅谈文学的美好愿景。

“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民相亲在于心相通。”丝绸之路的

联结使“国之交”变得愈发紧密，中外传统文化的互鉴更使

“心相通”成为可能，两者都促进了文学的繁荣发展。加拿大

华文作家张翎表示，丝绸之路不仅是一条交易商品的通道，

更是一条交流思想和生活方式的路。只有通过交流，文学才

会变得多元丰满，才能充满理解和共情。希腊作家塔索斯·

拉波洛布洛斯谈到，今天我们拥有很多知识，却缺乏“智

慧”。“作为作家，我们应该承担起责任，从自己祖国的历史

文化中汲取智慧，引导读者往光明而正确的道路上走去。”

儿童文学在世界文学交流互鉴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湖

南省作协主席汤素兰介绍说，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早的

一本现代意义上的童话故事《稻草人》，就是叶圣陶先生受

格林童话、安徒生童话、王尔德童话的影响而创作的。“世界

文学的概念指向世界的文明和人类的平等，儿童文学则是

我们因对儿童尊重而产生的文学，本身就属于世界文学的

范畴，是文明互鉴的结果。希望这种走向未来、走向世界的

文学能在交流中成长，成为更多儿童的心灵避风港。”

在有关科幻文学与网络文学的对话中，日本作家仓数茂

提出，“对30年前的人来说，我们现在的生活也是一种科

幻”，在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的时代，人们对未来有了更多遐

想。科幻不同于奇幻，科幻文学应当指向未来的可能性。

中国科幻作家宝树认为，中外作家这种深度的沟通交流，会

碰撞出很多思想的火花。美国华文作家黄宗之表示，科幻

作家应该肩负起社会责任，不仅要注视创作和出版本身，也

要将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挂在心上、流淌在笔尖。浙江省作

协副主席管平潮谈到，自己为了写好东方古典仙侠小说，不

仅会研究中国的、东方的神话，还研读了世界上不同地区和

民族的神话经典，“文明互鉴能让作家的作品更厚实”。

论坛闭幕式上，各国作家向世界发出《第二届“良渚论

坛”中外作家对话共识》，呼唤通过凝聚广泛共识，携手打造

文学共同体，共同推动跨文化的文明交流互鉴。

第二届“良渚论坛”于11月25日至27日在杭州举行。

本届论坛由文化和旅游部、国家文物局、浙江省人民政府主

办，文化和旅游部国际交流与合作局、浙江省委宣传部、浙

江省文化广电和旅游厅、杭州市人民政府、浙江大学、浙江

省作协承办，共设立“文学的创造力：世界文学的共鸣与人

类社会发展”“文明的再现：全球视野下的考古学与文明形

态多样性”“音乐精神的递进：中外音乐传统的现代回响”三

个平行论坛。来自60余个国家和地区的300余位作家、考

古学家、音乐家等中外嘉宾参加了相关活动。

新华社北京 11 月 29 日电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

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新时代马克思主义理论

研究和建设工程作出重要指示指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

和建设工程是党的思想理论建设的基础工程、战略工程。

20年来，工程始终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推出了一大批高质

量研究成果，在学习研究宣传党的创新理论、巩固马克思主

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习近平强调，新时代新征程，要坚持守正创新，聚焦学

习宣传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着力深化体系

化、学理化研究阐释，着力增强学习宣传的针对性、实效性，

推动党的创新理论更加深入人心。要坚持“两个结合”，扎

根中国大地、赓续中华文脉、厚植学术根基，深入研究以中

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实践中的重

大问题，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培养高

素质理论人才，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作出更大

贡献。

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工作会议11月29日

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

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

蔡奇在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刻阐

明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的地位和作用，明确

了坚持守正创新推进党的创新理论学习研究宣传的任务要

求，提出了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

的殷切希望，为新时代工程的实施提供了重要遵循。

蔡奇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中央高度重视思想建党、理论强党，习近平总书记围绕加强

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发表一系列重要论述，深刻回

答了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方向性、根本性问题，系统阐

明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的方向目标、基本原则、根

本任务、重点工作。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

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贯通学习领会、一体贯彻落实。

蔡奇强调，创新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要把

学习研究宣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根

本任务，提升学习教育针对性实效性，深化体系化学理化研

究阐释，增强宣传普及吸引力感染力。深化马克思主义基

本原理研究，深入回答中国具体实际问题，深入挖掘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的丰富内涵和时代价值，不断加强对“两个结

合”的研究和把握，持续激发理论创造活力。坚持以党的创

新理论为引领，适应时代要求，立足中国实际，系统提炼总

结标识性概念、原创性理论，推动构建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

识体系。加强组织领导，完善制度机制，强化激励保障，营

造良好学术生态，加快形成统筹有力、管理科学、激励创新

的工作格局。

李书磊主持会议。谌贻琴出席会议。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教

育部、中国社科院负责同志，工程咨询委员代表，理论工作

平台代表和有关专家学者作交流发言。

中央宣传思想文化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工程主管单位、

中央宣传文化单位、有关人民团体主要负责同志，部分工程

咨询委员和专家学者，地方党委宣传部、中管高校主要负责

同志等参加会议。

习近平对新时代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作出重要指示强调

扎根中国大地赓续中华文脉厚植学术根基
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作出更大贡献

蔡奇出席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工作会议并讲话

11月25日，随着第

二届“良渚论坛”在浙江

省杭州市开幕，位于杭

州余杭良渚文化核心区

的“中国历代绘画大系”

典藏馆也正式开放，并

举办“盛世修典——‘中

国历代绘画大系’宋画

大展”。据了解，典藏馆

由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政

府与浙江大学联合共

建，总建筑面积 1.32 万

平方米，展陈面积 8600

余平方米。图为身着传

统服饰的观众在“中国

历代绘画大系”典藏馆

内参观。

新华社记者 徐昱 摄

据新华社北京11月30日电 12月1日出版的第23期

《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

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必须坚持守正创新》。这是习近平总书记

2013年1月至2024年8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节录。

文章强调，我们从事的是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守正才能

不迷失方向、不犯颠覆性错误，创新才能把握时代、引领时

代。要以科学的态度对待科学、以真理的精神追求真理，坚持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不动摇，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不动摇，坚持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动摇，紧跟时代步伐，顺应实践发展，以

满腔热忱对待一切新生事物，不断拓展认识的广度和深度，敢于

说前人没有说过的新话，敢于干前人没有干过的事情，以新的理

论指导新的实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这个重大命题本身

就决定，我们决不能抛弃马克思主义这个魂脉，决不能抛弃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这个根脉。要有效把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精华贯通起来，聚变为新的理论优势，不断攀登新

的思想高峰。

文章指出，守正创新是我们党在新时代治国理政的重要思

想方法。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在已有基础上继续前进，坚持

问题导向，围绕解决现代化建设中存在的突出矛盾和问题，全面

深化改革，不断实现理论和实践上的创新突破，成功推进和拓展

了中国式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的探索就是一个在继承中发

展、在守正中创新的历史过程。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上，

首先要守好中国式现代化的本和源、根和魂，毫不动摇坚持中国

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本质要求和重大原则，坚持党的基本理

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坚持党的十八大以来的一系列重大方

针政策，确保中国式现代化的正确方向。同时，要把创新摆在国

家发展全局的突出位置，顺应时代发展要求，着眼于解决重大理

论和实践问题，积极识变应变求变，大力推进理论创新、实践创

新、制度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创新，不断开辟发展新

领域新赛道，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

文章指出，要深刻领会和把握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

原则。坚持守正创新，既要有道不变、志不改的强大定力，坚持

四项基本原则、坚定“四个自信”不动摇，又要有敢创新、勇攻坚

的锐气胆魄，推动改革不断取得新突破。要坚持守正和创新相

统一，该改的坚定不移改，不该改的不改。改革无论怎么改，坚

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

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等根本的东西绝对不能动摇，同时要敢于

创新，把该改的、能改的改好、改到位，看准了就坚定不移抓。

文章指出，中华民族是守正创新的民族。要坚持守正创新，

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同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展示中华民族

的独特精神标识，更好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在

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过程中，要坚

持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指导思想，传承弘扬革命文化，发展社会主

义先进文化，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寻找源头活水。新时代的

文化工作者必须以守正创新的正气和锐气，赓续历史文脉、谱写

当代华章。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
重要文章《必须坚持守正创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