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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方文讯八方文讯

“童声里的中国”助推少儿歌曲创作

11月8日，由中国音协、中国作协创研部、江苏南通市委

宣传部等联合主办的“童声里的中国”创作推广活动研讨会在

南通举行。中宣部文艺局副局长马小龙，文旅部艺术司副司长

何亚文，中国作协创研部副主任李朝全，江苏省委宣传部副部

长徐宁，南通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陈冬梅，以及有关方面负

责人和专家学者代表与会。研讨会由中国音协分党组书记、驻

会副主席韩新安主持。

“童声里的中国”是南通市通州区文艺工作者在2006年

倡议开展的一项新童谣创作推广活动。目前该品牌已形成了

少儿歌谣作品征集、创作、评选、研讨、分享展示、传播传唱全

链条模式，并不断拓展路径、丰富载体，引导孩子们知美求美、

向上向善。会上，专家学者围绕如何更好推动新时代少儿歌曲

创作的提质增效等进行深入交流研讨，表示希望以此次研讨

会为契机，推出更多能够引发共鸣的歌曲和童谣作品，为少年

儿童健康成长创造有利条件。

中日作家学者探讨“小说的当代性”

近日，清华大学文学创作与研究中心在京举办国际文学

工作坊。日本作家岛田雅彦、平野启一郎，中国作家北村、班

宇、郭爽，以及格非、王中忱、西渡、翁家慧、关立丹、陆楠楠、熊

鹰、贾立元等学者参会。

活动期间，两位日本作家在清华大学图书馆进行了演讲。

岛田雅彦探讨了作家如何充实内心等话题，阐述了诗歌、小说

对理解他者与探索未来的价值；平野启一郎结合自己与同代

人的经历，围绕“何为自我”等话题展开论述。与会作家、学者

还就“小说的当代性”及相关话题进行了讨论。大家从自身创

作和研究领域中的发现谈起，探讨了当代生活中“真实与真

相”“个人与历史”“小说与生存”等问题。与会者表示，视觉艺

术、大众媒介飞速发展的当下，写作者所要做的是诚实地记录

自己的生命体验，以及其中的观察与哲思。

中国主题土耳其国际编辑部成立

11月14日，由中国出版集团有限公司指导、中国图书进

出口（集团）有限公司主办的“中国主题土耳其国际编辑部成

立暨《在伊犁》版权签约仪式”在京举行。中国出版集团有限公

司总经理常勃、副总经理张宏，中图公司执行董事李红文，土

耳其驻华大使代表、使馆参赞艾哲·切兰奥卢，土耳其红猫出

版社社长哈卢克·赫普顿等参加活动。活动由中图公司总经理

林丽颖主持。

中国主题土耳其国际编辑部由中图公司和土耳其红猫出

版社共建，将以更本土化的方式为土耳其读者译介中国优秀

作品，以此促进中土文明互学互鉴，为推动中土战略合作关系

发展注入人文力量。活动现场，双方共同签署了中国主题土耳

其国际编辑部合作协议和《在伊犁》土耳其文版权协议。该书

的出版将为土耳其读者提供一个了解中国文学、感受中国文

化魅力的窗口。 （王 觅）

专家研讨新时代新文艺新作为

11月15日，由中国艺术研究院主办、中国艺术研究院马

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所承办的“新时代 新文艺 新作为：十

年来文艺现状与前瞻”学术研讨会在京召开。中国艺术研究院

院长周庆富、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董学文、中国文艺评论家协

会副主席兼秘书长徐粤春，以及20余位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

学者与会研讨。

与会专家从文艺实践的理论生产角度探讨了新时代马克

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基本路径，总结了新时代文学的重要成果

与突出特色。大家谈到，新时代文学体现出新的时代意识，应

当以前瞻性和整体性视角对新时代文学进行宏观把握和具体

分析。大家还谈到，现实题材创作、地方性写作、新媒介文艺创

作是新时代文学三个重要的趋向。面对当下文学现场，当代文

学批评也应守正创新，持续向互联网与新媒介敞开，向“文学

性”敞开，重建真正抵达时代与人民的文学批评。（康春华）

《浙江作家》举办首届金秋笔会·小说专班

11月15日至17日，《浙江作家》首届金秋笔会·小说专班

在杭州举行。浙江省作协党组成员朱丽军在开班式上讲话。浙

江文学院（浙江文学馆）院（馆）长程士庆作现场指导，海飞、张

菁、走走、傅小平等为学员授课。来自浙江各地市作协及行业

作协的青年作家参加学习。活动由浙江文学院（浙江文学馆）

主办，《浙江作家》编辑部承办。

本次专班汇集了来自各行各业的青年作家，他们中有的

就职于电力、交通系统，有的本职工作是警察、医生，一直坚持

写作。浙江省作协副主席钟求是表示，希望青年作家坚定内

心，让自己始终带着强大的能量一直往上走、往前走，努力实

现自己的目标。

“中国影视的责任与使命”研讨会举办

11月6日，由中国传媒大学主办的“建成文化强国：中国

影视的责任与使命”学术研讨会在京举行。中国传媒大学党委

常委、副校长柴剑平以及20多位专家与会。

会上，中国传媒大学传媒艺术与文化研究中心执行主任

张国涛介绍了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文化强国进程中中国

影视高质量发展创新研究”的研究成果。与会专家谈到，影视

在文化强国建设中担负着重要使命。面对传统的影视和短视

频、微短剧等新艺术样态，要深刻把握艺术的内在规律、产业

发展的基本逻辑以及媒介技术发展的崭新趋势，推出一批思

想性艺术性俱佳、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影视作品，进一步

通过影视作品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现可信、可

爱、可敬的中国形象。 （黄尚恩）

西渡编《戈麦全集》研讨会在京举行

11月10日，由北京市文联、北京师范大学主办，北京作

协、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漓江出版社承办的“眺望时光消

逝——西渡编《戈麦全集》研讨会”在京举行，北京市文联党组

成员、副主席赖洪波及10余位专家学者与会研讨。此次研讨会

是“文学京彩季——北京作家2024精品研推工程”第四期。

戈麦是1980年代末开始广受关注的一位青年诗人。漓江

出版社推出的《戈麦全集》分为上、下两卷，由戈麦生前好友、

诗人、诗歌评论家西渡编辑，收录了目前所能找到的戈麦所有

作品，并附戈麦创作和评论年表，以及亲人、诗友、评论家关于

戈麦的回忆文章和对其作品的评论。与会者分析了戈麦作品

的艺术特色、思想内涵和文学价值，探讨了戈麦诗歌对当下诗

歌写作的启示。大家认为，《戈麦全集》全面展示了戈麦的文学

才华，为中国当代诗歌史提供了一部资料性文本。（王 觅）

《当代诗词十二家 第3季》首发

11月9日，《当代诗词十二家 第3季》首发式暨分享会在

京举行。李殿仁、倪健民、李双伍、蔡世平、王改正、赵安民、李

晓晔，以及入选诗人代表等参加活动。

《当代诗词十二家 第3季》是由小众书坊策划、当代世界

出版社出版的诗词作品集，收录了刘征、傅占魁、周啸天、倪健

民、刘炜霞、杨勇民、张雷咏、徐非文、张成昱、周冠钧、殷芳、孔

长河等12位当代诗家词人创作的360余首诗词作品。与会者

表示，这些作品题材广泛，诸体皆备，风格多样，展现了诗人们

对自然美景的描摹和对人生百态的洞察。以选本形式推出，有

利于读者更直观地领略不同代际诗人的写作风格。大家还谈

到，好的诗歌作品不只表现生活表面的华彩，更要呈现事物内

在的规律和人的精神，真正达到“入神”的境界。（黄尚恩）

饶芃子同志逝世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广东省作家协会原副主席、暨南

大学中文系教授饶芃子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24年

11月27日在广州逝世，享年89岁。

饶芃子，女，中共党员。1982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

著有作品《文学批评与比较文学》《艺术的心镜》《心影》

《中西小说比较》《中西文学戏剧比较论文集》《中西比较

文艺学》《比较诗学》等，主编作品《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

学大辞典》《比较文学与比较美学》《文心雕龙研究荟萃》

《中国文学在东南亚》《比较文艺学论集》等。

以思想认识新飞跃打开文学创作新局面
□廖令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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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

时代在发展，科技在迭代，各种资讯纷至沓来。文艺是时

代的号角。新时代呼唤更多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

优秀作品。面对丰富而驳杂的现实，新时代的写作者既需要

不断提升文学写作的技法，更需要提升与时代要求相匹配的

思想认知能力。

要有将鲜活生活转化为文学的思想力

如何更深刻地理解新时代，是摆在文学工作者面前的重

要课题。时代奔涌向前、汪洋恣肆，它所催生的现实经验，远

远超出五四以来所谓的新文学的传统内涵，刷新我们固有的

思考路径和文学经验。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广大文艺工作者

要树立大历史观、大时代观，眼纳千江水、胸起百万兵，把握历

史进程和时代大势，反映中华民族的千年巨变，揭示百年中国

的人间正道”。当前，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日

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我们想象世界和认识自我的方式正在

不断重构。时代个体的想象汇聚成流，又反过来不断冲刷个

体的思想观念、经验感知、日常情感，激荡出丰富的中国故

事。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发展变化，与每个人息息相关。

生活在各个地方、处在各个阶层、从事各种职业、遭遇各种境

地的人，是故事的主角，也是发展的动力。在这发生历史性变

革的新时代中，人与人、人与物、人与社会的关系不断刷新，生

产方式、生活方式和交往方式正在全方位地改变，现实世界和

精神世界的关系也在悄悄嬗变。新时代对于作家的思想认知

能力提出了新的挑战。

这样一个丰富而驳杂的时代语境，呼唤伟大的思想家、文

学家。历史变革、世界变化、社会演变，无时无刻不激荡着人

们的思想，人们也时刻在思考、在追问、在行动。具体到文学，

世界的变化和社会的变革，需要作家进一步提升思想认识高

度，对世界观和方法论进行革新。有人批评现在的一些文学

创作，是流于应景式、项目式、快餐式的创作，投机取巧、浮光

掠影、无病呻吟。这背后的原因很多，但主要的根子上的问题

是“怎么看”“怎么想”的问题，是作家的思想认识能力欠缺的

问题。文学不仅仅是思想，但如果缺乏思想的力量，再华丽的

文字也都是软绵绵的。因此，如果一个作家缺乏深刻把握时

代的思想能力，在认识人、认识事物的时候就容易陷入盲人摸

象、雾里看花的境地；有可能在文学创作时沦为一个“技术派”

或者“技术控”，单纯地在作品中炫技；有可能用老旧的思想观

念来判断新颖的事情，用老套的语言来描述新鲜的事物；有可

能在现实世界的瞬息万变中手足无措转而向内挖掘“小我”的

世界；也很有可能抓不住现象背后的本质和人物真实的思想

情感，写出一个个徒有其表、材料堆砌的故事。

纵观文学史，一个杰出的作家往往同时是一个思想家，是

对人类的生活和命运提出“真问题”的作家，是用文学的方式

为人们提供思想启迪和真知灼见的作家，是一个“头脑中有思

想”“心目中有时代”的作家。翻译家叶廷芳曾这样谈论歌德

和席勒：“志向高远，视野开阔，不受狭小地域的局限思考问

题，这是歌德和席勒的共同特点。两位智者都是因为放眼世

界，拥抱人类，并把人类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当作最高的价

值追求，故能站在时代的制高点观察、思考和发现问题，并常

常表现出超前意识的哲学深度。”歌德不仅目睹了法国大革命

的爆发，参与了德国文学的崛起，投身于矿业、农业、地理学、

城市文化管理等工作，更重要的是，他经常沉浸在康德、谢林、

叔本华等哲学家和莫扎特、贝多芬等音乐家的思想、艺术世界

中。最终，这一切融合起来，激活了他的思想和艺术。他创作

出了《浮士德》这样一部闪烁着思想光辉、具有世界容量的长

诗。对于新时代作家而言，时代和社会提供了足够丰富的实

践经验，需要进一步将这些鲜活经验转化为思想的力量、文学

的力量。

总体性视野对于文学创作不可或缺

面对这样的丰富现实，作家要深刻把握马克思主义世界

观和方法论，坚持一种总体性的视野。哲学经典常常把“世界

是什么”“如何认识世界”“我是谁”“为了谁”等问题作为思考

的起点。作家面临的首要问题，往往也是如何认识这个世界

以及世界的各种变化。马克思主义把总体性视为一种重要的

研究方法，认为世界历史不是孤立事件的堆砌，而是相互联

系、相互作用的有机整体。因此，作家要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

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以一种总体性的视野

来观察现实和历史，与世界形成一种多维交织、密切融合的

状态。

“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时代早已经过去

了，人民群众对文学作品的质量、品位等的要求也更高了，作

家既要读万卷书，更要行万里路，倾听世界的声音，洞察世界

的变化。除了文史哲知识，作家还要对政治经济、科学技术、

城乡社会、国际问题等方面有更广阔、更丰富、更新鲜的了解，

博观约取、厚积薄发，从而形成对时代与社会的正确总体认

知。在这一点上，我们尤其需要打破各个学科之间的封闭界

限，获得一种跨学科的视野和知识体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

会指出，要“创新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实施哲学

社会科学创新工程，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

这是我们党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回答人民之问、时代

之问，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大举措。哲学社会科学是

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重要工具，是推动历史发展和社会

进步的重要力量。人类社会每一次重大跃进，人类文明每一

次重大发展，都离不开哲学社会科学的知识变革和思想先

导。对于文艺事业，哲学社会科学对其的影响广泛精深，而且

具有重要的引领和促进作用。哲学与文学融合激荡、交相辉

映。在文学史上，任何一个民族和时代的文学演变，都是潜在

于一切文学里的哲学变化的结果，是社会变革孕育和引发的

结果。以哲学社会科学为背景及脉络对文学史进行考察、研

究和书写，是文学史学研究的重要方法论。经典的现当代文

学作品都蕴含着深刻的思想认识，开时代之先风，启大众之心

智。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作家要成为时代风

气的先觉者、先行者、先倡者，就要在新时代的社会变革中坚

持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将文学创作与哲学社会科学紧密

结合，不断提升与时代要求相匹配的思想认识能力，努力以思

想认识的新飞跃打开文学创作的新局面。

如果我们真正以一种总体性的视野来进行观察与思考，

那么，我们哪怕面对的是最小的题材、最小的事件，也会把这

个时代与社会作为思考的整体背景。对于中国作家而言，认

识和思考的对象首先就是“中国”，是大历史观下的中国——

历史、当下和未来相融合的中国；人文、地理、政治、经济等不

同层面的中国；活力的、丰富的、多元的、统一的中国；以中国

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作家要努力地

整体认识和把握中国，理解个体与国家、小我与大我的关系，

与身边的人、与远方的人们同呼吸、共命运，奋力书写具有中

国基因、中国经验、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故事，向世界展现可

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从世界看中国，又从中国看世界，

写中西部的小乡镇，能够看到大城市的影子；写中国的城市，

既有浓厚的国际化都市的气息，也有乡土的经验和味道；写日

常生活中一个人的一件小事，折射出更多人的普遍性的大

事……作家要善于在广博的视野中构思脍炙人口的故事情

节、塑造穿透时空的人物形象。这样的写作，可谓“理解了中

国，包孕了世界”。

在变与不变中把握文学创作的规律

时代的迅捷变化，尤其体现在科学技术领域。一方面，新

兴技术为我们认识世界提供了先进而便利的手段，为我们融

入世界提供了更多载体和平台；另一方面，新兴技术正深刻地

影响着我们的思想观念，特别是在这信息爆炸的互联网时代，

人工智能、虚拟现实等技术重置了很多思想命题的前提。人

与世界的关系越来越复杂，表面上看是人通过技术和信息获

得更多主动权，但人的认知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是一个主

观与客观不断适应的过程，客观世界日新月异、复杂多变，给

人类的认知带来不少困难。未来，随着机器人及仿真人的进

化，人类和机器也将共同或混合存在于现实当中。这增添了

大量与往常不同的文学对象和故事，但“它们”如何与“我们”

和谐相处，无疑又成为一种严峻的挑战。

基于此，作家要善于从纷繁万象中把握“人的新变”。科

技创新日新月异，人类每天都面临新的变化。比如，智能手机

的“机器思维”正悄悄地植入人的行为和习惯当中。越来越多

的人借助数字化的体验和交互，尝试新的生存和生活方式。

基因、大数据、超级计算、机器人等技术，翻卷经济社会的浪潮

与洪流，试图重新定义、解释，甚至塑造一种个人和他者的关

系。随着人工智能、大语言模型的广泛普及并迅速进化，人和

机器的价值如何对齐？人的主体性走向何方？各种“类人”

“超人”“模型人”的到来，又将增添怎样的新奇景象？作家只

有坚守本源、道心，细心观察“变化的人”和“人的变化”，深入

思考人们的现实处境，深刻把握时代发展的潮流，才能抓住文

学创作的“牛鼻子”。

作家要在把握那些不断变化的因素的同时，注重把握那

些恒定的元素和规律。文学是人学，文学反映的是人心。新

时代作家要把文学写到祖国大地上，写到人民心底里。人民

意识和家园意识是中国人文精神中璀璨的明珠。习近平总书

记指出：“能不能搞出优秀作品，最根本的决定于是否能为人

民抒写、为人民抒情、为人民抒怀。一切轰动当时、传之后世

的文艺作品，反映的都是时代要求和人民心声。”因此，作家表

达的思想情感、塑造的典型形象、展现的时代精神、挖掘的人

物关系，都要放到人民的日常生活中，放到你来我往的社会

中，放到辽阔厚实的祖国大地上，放到洪流滚滚的时代大势

中，才能使作品更加真实、更加鲜活、更具有持续的生命力。

作家的创作与人民的生活是一个“双向奔赴”的过程，要把心

灵之美、信仰之美、梦想之美写到人民的心底里，更加真切地

体验文学与现实的交融，以思想认识的新飞跃打开文学创作

的新局面，进一步推动新时代文学高质量发展。

（作者系广东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

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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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日前，由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安徽出

版集团主办，安徽文艺出版社承办的《学而书系·皖

籍评论家辑》新书首发暨专家研讨会在京举行。中

国作协党组成员、副主席、书记处书记李敬泽出席

活动并致辞。10余位专家学者与会研讨。

《学而书系·皖籍评论家辑》（8种）收录了活跃

在国内评论界并具有较大影响力的8位皖籍批评家

何向阳、刘琼、潘凯雄、郜元宝、王彬彬、洪治纲、刘大

先、杨庆祥的评论新作。李敬泽表示，“皖”不仅是

一个地理空间，也是一个文化空间和历史空间。安

徽桐城派文脉一直延续至今，皖籍评论家现在已经

成为中国评论界的中坚力量，皖籍评论家的作品也

是中国当代文学评论发展的一个缩影。

会上，专家学者对《学而书系·皖籍评论家辑》

进行了解读和点评，论丛作者畅谈了创作背后的故

事。大家认为，当前，新时代文学形成了怎样的总

体格局，取得了哪些成就和经验，与评论家的观

察、描述和推介密不可分。此套论丛不仅是对文本

的解读，更是对时代精神的阐释和文化责任的担

当。每位评论家有机结合历史意识、现实体察和未

来视野，将中华文化的丰厚底蕴与现当代文学的精

微细腻触觉巧妙融合，形成特色鲜明的论丛，是理

论批评方面重要成果。

本报讯 日前，由《十月》杂志社、译林出版社、《北京文艺

评论》编辑部共同主办的“平民史诗与时代记忆——叶兆言

《璩家花园》作品研讨会”在京举行。中国作协党组成员、副主

席、书记处书记吴义勤，北京出版集团党委副书记、董事曹蕾，

译林出版社副总编辑陆志宙等出席研讨会并致辞。

叶兆言的长篇新作《璩家花园》以南京城南一座老宅

院、两个家庭、三代人悲欣交集的人生故事为主线，书写跨

越70余载的平民史。“这部作品‘大道至简’，作者笔法朴实，

年代史的结构方式、两条线索穿插叙事的应用得当。大历史

与小历史的关联孕育了作品的文学性，时代的痕迹又通过

百姓生活呈现出来，充满生命的温度。”吴义勤表示，《璩家花

园》是叶兆言创作历程中的重要作品，也是近年来长篇小说

的重要收获。

与会者围绕叶兆言的文学创作风格以及该书的文学价值

展开交流，谈到这部小说横跨百年中国历史，为先锋小说提供

了一种历史纵深。叶兆言表示，《璩家花园》有很多真实的细

节，创作这部作品给自己带来了快乐和宁静。（杨茹涵）

《璩家花园》书写
平民史诗与时代记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