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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作家协会主管主办

“一带一路”视野下的中国文学
□本报记者 李晓晨

据新华社电 根据教育部网站 6 月 1 日发布的一项文
件，到2018年，结合全面改善贫困地区义务教育薄弱学校基
本办学条件、中西部农村初中校舍改造工程等重大项目实
施，有条件地区要按照学校建设标准补充新建图书馆，改善
不达标图书馆，不具备条件的农村中小学、教学点要建有图
书柜、图书角。到2020年，绝大部分中小学要按照国家规定
标准建有图书馆。

这项由教育部、文化部、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共同制
定的关于加强新时期中小学图书馆建设与应用工作的意见
指出，近年来，国家先后实施一系列基础教育重大建设工
程，全面提高了中小学图书馆保障水平。但认识不足、摆位
不当，区域、城乡、学校之间建设水平不均衡，管理服务水平
不高，与教育教学融合不够，信息化基础薄弱，专业化队伍
匮乏等问题仍然存在，直接影响中小学图书馆育人功能和

综合效益的发挥。
根据意见，各地要落实要求，将图书馆纳入中小学建

设规划，对中小学图书馆的功能定位、馆舍面积、配套设
施、馆藏保障、资源利用、队伍建设、管理应用等方面做出
合理安排；中小学图书馆每周开放时间原则上不少于 40小
时，确保每天课余时间、周末和寒暑假期间对师生有效开
放，鼓励适当延长并向社会开放；各地教育部门要在每年
教育经费预算中安排中小学图书等馆藏资源购置经费，并
向农村学校和薄弱学校倾斜。要结合学校标准化建设工
作，围绕中小学图书馆建设工作目标和主要任务，制定资
金筹措计划。积极拓宽办馆渠道，鼓励企事业单位、社
会团体和公民个人以各种方式支持中小学图书馆建设，规
范捐赠程序，明确责任与义务，确保捐赠馆藏和援建工程
质量。

2020年我国绝大部分中小学要建有图书馆

本报讯（记者 行超）5月 25至 27日，由
《中国作家》杂志社、贵州省作协等主办的
“《中国作家》杂志社德江文学创作基地授牌
暨全国著名作家德江采风活动”在贵州省德
江县举行。

《中国作家》杂志社主编王山、贵州省作
协主席欧阳黔森、中共德江县委书记张珍强
等为“中国作家德江创作基地”授牌，鼓励贵
州作家立足本土，在文学创作的道路上不断
进取，向更高的目标迈进。在此后三天的
活动中，主办方安排了何士光、王山、刘庆
邦、欧阳黔森为当地作家做专题讲座，不仅
解决了一些作家在创作中遇到的困惑和问
题，也为他们开阔了视野，打开了思路。

据悉，此次活动是《中国作家》杂志社
“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系列活动之一。德江
县是贵州省铜仁市的下辖县，位于贵州高
原的东北部，地处武陵山、大娄山的汇接
处，是傩戏之乡、天麻之乡。活动中，刘庆
邦、王跃文、杨克、冯秋子、紫金等与当地作
家一起，深入了解德江地域文化。德江山
川秀丽、民风淳朴，但许多地处偏僻地区的
乡村还相对落后，那里的传统文化以及村
民的生活现实、精神状态等都引起了大家
的思考。

两千多年前，丝绸之路上的阵阵马蹄声开启了中国同周边
国家的经济、政治、文化往来。在今天的世界版图上，“丝绸之路
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正从容铺展，“一带一路”的战
略构想连接起“中国梦”与“世界梦”，赋予古丝绸之路新的内涵。
以此为节点，许多问题被放置在新的视野下去考量、阐释，中国
文学也自然如此。由“一带一路”这一战略构想带来的种种深刻
变化将在文学作品里得到呈现，谋求超越的当代文学或许能从
中得到激发并寻找到丰富的可能性。

5 月 31 日，由中国作协文学理论批评委员会、文艺报社、中
国现代文学馆联合主办的第二次“青年批评家论坛”在京举行，
与会者围绕“‘一带一路’视野下的中国文学”展开讨论。中国作
协副主席李敬泽主持，作家、评论家邱华栋、李少君、徐兆寿、李
云雷、张定浩、黄德海、刘大先、刘涛、王敏、祝勇、崔曼莉、岳雯等
各抒己见，梁鸿鹰、何向阳、计文君与会。

看世界和看自我的眼光需要调整

“一带一路”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的方方面面，彰显
了和平、交流、理解、包容、合作、共赢的精神。它为文化发展提供
了新的维度，也赋予中国文学巨大的选择和言说空间。在这一战
略影响下，人们看待世界和自我的眼光将发生改变，其中很重要
的一点便是重新认识中国——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未来的
方向在哪里？

“中国在现代性展开的过程中，始终存在如何认识自我的问
题，‘我是谁’涉及朝哪个方向走下去的问题”，李敬泽谈到，在新
的时代条件下，重新认识中国和世界依然是个大问题，“一带一
路”的提出意味着中国人看世界和看自我的眼光都需要调整。人
们需要重新认识许多复杂问题，具体到文化层面，既要对中国文
化的丰富性、多样性有充分认识，也需要对周边国家文化进行新
的判断。我们的观察视角正逐渐从边缘向中心调整，这体现了文
化自觉和文化自信，而在此过程中这个民族所经历的一切，在文
学中还缺乏反映和表现。因此他认为，“一带一路”给文学提供了
新的视野和可能性，知识分子应该面对现代性进程中的真问题，
并敢于去探讨这些真问题。

祝勇认为，“一带一路”提醒人们用一种世界眼光看待中国
的历史、当下和未来，在一个大坐标系里标记中国与其他国家的
关系，重新认识自己的文化和历史。这一视野下的中国文学也可
以说是世界视野下的中国文学，需要换一种眼光看待自身、建构

文化、重塑文学。未来无论在题材还是写法上，中国文学都会遇
到新的挑战，历史题材和现实题材写作都要在更广阔的视野和
纵深里表达和呈现。

“一带一路”的提出是一种自我定位的调整，刘涛说，它标识
着我们正重新确定中国在亚洲和世界的位置，文学需要重新思
考中西关系、古今关系以及中国东部与西部的关系、海洋与陆地
的关系。他说，当年先锋文学特别青睐西藏题材，此后一些网络
作家也喜欢以西部为背景讲故事，但这些作品对西部的认知其
实相对表面，文学应该更深入地思考。

李云雷说，“一带一路”引导大家重新面对历史和当下、自
我与世界，一方面我们要回头审视传统记忆，另一方面要在世
界视野中思考和书写。文学应该把这个过程里中国人的复杂
情感体验表达出来，在作品里建构、预测属于中国的新的未
来。“如何理解中国，如何理解世界，如何理解个人都是非常重
要的。”

中国追寻现代性的路途实际上是自我主体意识逐渐觉醒的
过程，刘大先谈到，“一带一路”包含着重新树立中国主体性的问
题，涉及重新认识中国与亚非欧国家建立新的关系、文化观察视
角转移的问题，与此同时，也要警惕对西部文学的刻板印象，如
此才能建立起对未来的共同想象和期待。

文学将从中获得新的创造力

“一带一路”的战略构想蕴涵着中国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
信，许多作家、评论家在讨论中都谈到了这一点，他们认为，随着
这一战略的不断推进，中国文学将从中获得新的创造力。岳雯认
为，“一带一路”为文学提供了新鲜的内容来源，或许会出现许多
写西部题材的优秀作品，这与一个时代人们的兴趣点是有关系
的。“一带一路”在日后可能会使中国和世界发生深刻变化，而这
会给中国文学带来更多能焕发活力的、新的、根本性的东西。文
学应该从书写日常行为中洞察这些正在发生的变化，并挖掘表
面之下的深层动因。

一直酝酿写一部相关题材小说的邱华栋翻阅了很多史料，
他觉得，作家在面对历史材料时要插上想象的翅膀，才能赋予历
史丰富的细节。在这一点上，意大利作家安伯托·艾柯及其小说

《波德里诺》给他留下深刻印象，作家在小说里对世界的想象令
读者震惊却又充满趣味。他说，历史在这片地域上留下那么多材
料和故事，留给作家无限的想象和创作空间，作家写“一带一路”

题材时可以充分发挥想象力。
李少君谈到，作家可以把“一带一路”包括“两廊一桥”都纳

入视野，变成写作对象。题材的改变会引起写作技术上的改变，
比如写边疆、写西域就存在怎样写才好的问题。他觉得，作家应
该以平等的、融入的态度去书写，才能写出生活在那里的人的精
神，写出真正美好的文学作品。

来自兰州的徐兆寿说，西部地区文化的丰富性、多样性尚未
得到有效开掘，那里封存着中国文学古老的记忆和中国文化的
血气。从某种意义上说，西部之于中国有些类似中国之于世界文
化的意义。“一带一路”是一个新的支点，将撬起人们对西部文
化、对中国文化新的思考路径——怎样激活中国文学，并由此打
开新的空间。

作家、批评家要承担新的责任和使命

“一带一路”战略自提出以来，各国间将建立更加密切的联
系，文化、文学的对话是其中的重要部分。就像张定浩所说，“一
带一路”建立的不单纯是地理上的联系，而是更内在、更深层的
联系，它就像拍照时的取景框，范围不同所获得的风景自然不
同。既身处其中又从外部审视，才能使文化交流获得新的意义。

王敏认为，文学的交流在这一战略下具有深远意义，怎样以
温和的方式讲述自己的故事，并使得传播和交流“落地”是值得
思考的。人才的培养非常重要，知己知彼才能实现有效交流。她
还以日本文化为例谈到，文化传播需要对受众进行研究细分，明
确不同群体的文化需求，这样彼此的对话才能更加务实、有效。

黄德海觉得，“一带一路”体现了一个国家的志向，文学也该
有这样的志向。他说，“人们一说起当代文学，就抱怨它既比不上
古代，又比不上西方，实际真是这样吗？能不能建立起一种新的
对文学的看法，一种新的写作观念？”他觉得，批评家有责任推动
建立新的、合理的、科学的文学观念，或许伴随着这一志向的实
现，文学也能获得新的发展。

“在中国，作家不单纯作为文化个体存在，他身上总是负担
着国家民族的命运等许多内容。”崔曼莉说，历史上许多作家是
书法家、画家，也是政治家、经济学家，他们关注并影响着这个国
家和民族的命运。今天社会分工的细化似乎把人推到了越来越
小的领域里，但作家和批评家还是要不断开拓自己的视野，对世
界保持好奇心，写出好的小说和批评文章，引导更多人去思考今
天该如何看待、表达中国、世界与自我。

本报讯（记者 王杨） 5月29日，
由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和
花城出版社联合主办的“蓝色东欧”新
书发布暨东欧诗歌研讨会在京举行。
会上，“蓝色东欧”第三辑的两部重要
诗集——米沃什的《第二空间》和扎加
耶夫斯基的《无止境》与读者见面。中
国作协副主席吉狄马加，首师大中国
诗歌研究中心主任赵敏俐，《世界文
学》杂志主编、“蓝色东欧”丛书主编
高兴，“蓝色东欧”丛书策划人朱燕玲、
孙虹，以及十多位评论家、翻译家与会
研讨。

吉狄马加在致辞中表示，早在上
世纪 30 年代，鲁迅、茅盾等文学家就
介绍过东欧作家作品，当时是将其作
为弱小民族争取国家民族独立的代表
来加以介绍的。东欧文学具有一种独
特的悲剧感和悲剧意识，这与东欧民
族在历史上一直处于被压迫的状态有
关，而这种文学特性一直影响到后来
东欧作家的创作。他谈到，东欧民族
在历史中具有很强的文化交融性，但
国家形态不断变化，始终处在夹缝中
生存的状态，因此，东欧作家们自觉成
为民族苦难的承担者和记叙者，其思想中有广阔
的包容性和深刻的哲学性，此次出版的两本诗集
就很好地展现了以米沃什和扎加耶夫斯基为代表
的东欧作家的思想价值体系，给读者带来思想上
的启迪和震撼。

《第二空间》于 2004 年米沃什去世当年出
版。写作时，诗人已经年逾 90，因此诗集中收录
的诗歌大多思考“生与死”的问题，并涉及写作的
意义乃至神学问题。亚当·扎加耶夫斯基是波
兰新浪潮诗歌的代表诗人，其作品体现了东欧
诗人特有的精神品质和道德力量，这一点在《无
止境》中有具体体现。与会者除深入讨论了米沃
什和扎加耶夫斯基的生平和创作之外，还研讨了
东欧诗歌的文学成就，并朗诵了两位诗人的代表
作品。

“蓝色东欧”丛书计划引进 20 世纪以来东欧
文学精品100部，汇集众多享有国际声誉的作家，
如卡达莱、克里玛、赫贝特、米沃什、布拉加、赫拉
巴尔、莱姆、扎加耶夫斯基等，并不断发现和推介
优秀的东欧新生代作家作品。

上世纪 80 年代，我曾经幻想着有朝一日能到

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祖国哥伦比亚看看，现在，这个

幻想变成了现实。本世纪初，我曾经幻想在某次国

际文学会议上与加西亚·马尔克斯见面，并且想好

了见到他时要说的第一句话，但因为他身体欠佳，

没有参加这次会议，这个幻想没有变成现实。

拉丁美洲文学对于我们这批上世纪80年代开

始写作的中国作家是异常辉煌又分外亲切的文学

现实。那时大量拉美文学被翻译到中国，我和我的

同行们如饥似渴地阅读，受到了很大的启发。我当

时的感受和马尔克斯当年在巴黎的阁楼上初次读

到卡夫卡的小说时的感受是一样的：啊，原来小说

可以这样写啊！

1987 年，我写过一篇题为《两座灼热的高炉》

的文章，讲述了加西亚·马尔克斯和美国作家福克

纳带给我的启发和诱惑。他们启发了我可以怎样

写，但他们也诱惑着我像他们那样写。我在文章中

表达了想要摆脱他们、创造一种具有鲜明民族风格

和个人独特风格的文学的幻想。30多年来，在中国

作家的共同努力下，这个幻想也基本上成了现实。

文学幻想展现了人类对幸福和美好未来的向

往，幻想可以使得文学更加逼近现实。当然，无论多

么神奇的幻想，也是建立在现实的基础上。中国清

代的文学家蒲松龄的短篇小说集《聊斋志异》中，很

多情节荒诞不经，但却让人不觉其虚假，原因在于

大量富有现实生活气息的细节。譬如其中有一篇小

说讲某次雷雨过后，天上掉下了一条龙。我们都知

道龙是一种根本不存在的动物，但蒲松龄写这条龙

身上落满了苍蝇，不胜烦扰。龙将身上所有的鳞片

张开，让苍蝇钻进去，然后它猛地闭合鳞片，将苍蝇

消灭。后来，天降大雨，雷声隆隆，龙呼啸一声飞到

天上去了。这样的细节，让龙这种虚幻的动物获得

了艺术的真实性。又如我们熟悉的《百年孤独》中有

这样一个细节：霍塞·阿卡蒂奥中弹身亡，他的血沿

着大街小巷曲曲折折，一直流到了母亲乌苏拉的厨

房里。乌苏拉循着血迹，来到出事地点。通过这个细

节，母子深情，得到了集中而强烈的展示。这些极尽

夸张的故事，因为来自于现实生活细节的真实，以

及作家讲述时的高度自信，从而产生了巨大的说服

力并形成了独特的艺术魅力。

最近 30 多年来，中国社会发生了令世界瞩目

的巨大进步和变化，当年我们幻想的事情，今天已

经成为现实，当年我们做梦都没想到的事情，今天

已经变成或正在变成现实。

前不久我回故乡高密，遇到了一个 90 多岁的

老人，他谈到了 40 多年前我与他一起在村子里干

活时的一些往事。当时我是一个懒惰的儿童，他是

一个勤奋的干农活的好手。我曾经跟他说：将来，割

麦子、掰玉米、摘棉花，这些沉重的农活，都可以用

机器代替。他讽刺我说：将来还会有一种机器，一按

电钮，包子、饺子、鸡鸭鱼肉都会热气腾腾地冒出

来，你等着吃就行了。这次碰到他，他说：大侄子，你

了不起啊，你能预知未来！你当年说的都成了真事

了。我说，大伯，那些事，都是我从报纸上看到的。他

说：你再给我预言一下，再过 30 年，还会有什么变

化？我说，大伯，我真的不知道 30 年后会是什么样

子，连三年后的事我都不知道。但您当初说的那种

一按电钮，各种好吃的好喝的都会冒出来的机器，

从技术上来讲，完全可以变成现实。

中国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是中国作家面临着的

现实，是我们文学艺术最宝贵的创作资源，也是我

们的艺术幻想的根基。我当年坐在时速 50 公里的

火车上，幻想着自己是骑着一匹骏马在田野里奔

驰，现在我坐在每小时 300 公里的高铁上，幻想着

自己是骑在一枚火箭上向月亮飞驰。现实变了，幻

想也会变。不了解现实，幻想的翅膀就无法展开。

因此，作家必须与时俱进，才能写出富有时代气息

的作品。即便写的是历史题材的作品，如果作家能

以最新的现实为立足点，也会使古老的故事产生

新意。

我曾经想好的见

到马尔克斯时要说的

第一句话是：先生，我

在梦中曾与您喝过咖

啡，但哥伦比亚咖啡里

有中国绿茶的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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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王觅） 5月30日，由作家出版社主办的《两岸新锐作
家精品集》新书发布会在京举行。作家出版社社长葛笑政及第三届两岸
青年文学会议部分与会者参加了此次活动。

《两岸新锐作家精品集》由中国现代文学馆主编，作家出版社出版，
共收录了付秀莹、许正平、吕志鹏、朱宥勋、伊格言、阿乙、言叔夏、陈栢
青、杨富闵、甫跃辉、郑小驴、神小风、徐则臣、笛安、黄丽群、黄崇凯、童
伟格、葛亮、蒋峰、蔡东等 20 位两岸青年新锐作家的中短篇小说代表
作。这些青年作家多为“70 后”、“80 后”，也是第三届两岸青年文学会
议的与会者，他们的创作从不同角度和层面展现了当下两岸青年创作
的文学风貌和艺术水准。从创作主题看，两岸青年作家视野开阔，各类
文学母题均有涉猎，有的热衷于宏大叙事，有的则更多关注不同群体的
精神世界，从小处切入探讨人与生活的大主题。从叙事风格来看，有的
作家叙事朴实，故事讲述追求脉络的清晰与情节的逻辑，有的作家则更
注重叙述本身和结构的设计。这些不同的文学个性和审美趣味，既成
为彼此的参照与互补，又显示出小说写作的多种可能性和中国文学的
丰富性。

《两岸新锐作家精品集》
与读者见面

为纪念红军长征暨彝海结盟
80周年，四川民族歌剧《彝红》6月
3日至4日亮相国家大剧院。该剧
由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歌舞团和凉
山文广传媒集团出品，以歌剧形式
呈现了彝海结盟这段英雄传奇故
事。据介绍，《彝红》近230人的演
出团队除两个特邀演员外，全部是
凉山本土演员。演唱和表演由凉山
歌舞团、五彩凉山艺术团完成，凉山
交响乐团伴奏，大凉山合唱团担纲
合唱。演员中80％以上都是以彝
族为主的少数民族演员。据悉，该
剧在国家大剧院公演后，将进行以

“纪念红军长征暨彝海结盟八十周
年”为主题的2015国内巡演，届时
将在14个城市进行20场演出。

（夏宁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