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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春阳文集》共8种9卷，包括长篇小说、中篇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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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为中国作协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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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作家协会主管主办

本报讯 今年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60周年，6月25
日至 30日，“中华文化四海行——走进新疆”大型系列文化
活动在乌鲁木齐、哈密举办。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府主席雪
克来提·扎克尔，中央文史研究馆副馆长、中国文联副主席冯
远，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李学军，国务院
参事杜鹰，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王蒙、杨天石、程熙、李前宽、
吴静山、尼玛泽仁出席启动仪式。来自新疆、北京等 31个地
方文史研究馆的馆长和馆员代表参加活动。

“中华文化四海行——走进新疆”系列活动为期 5天，包
括五场专题文化讲座、一场诗词吟诵文艺联谊、一场中国书画
精品联展、一场书画艺术交流笔会和一场地区文化发展专题
座谈会。学者杜鹰、王蒙、李前宽、陈晓光、陈平原分别以“浅
谈新疆经济”、“民族文化与现代化”、“光影追梦——一个电影
导演的画外音”、“中国歌曲百年”、“抗战烽火中的中国大学”
为题作专题讲座。“中华文化四海行——走进新疆中国书画精

品联展”共展出参展作品130幅。汇聚近50位书画家的创作
雅集表达了感受大美天山、共庆自治区六十华诞的主题。在
新疆人民剧场举行的诗词吟诵文艺联谊上，艺术家李光曦、蔡
正仁、瞿弦和、丁建华、吴玉霞、迪丽娜尔与当地艺术家联袂登
台。在走进哈密的调研活动中，当地负责人介绍了本地区文
化保护和发展情况，令与会者对新疆地区的文化建设与发展
有了更清晰、深入的认知。

据介绍，“中华文化四海行”是由国务院参事室、中央文史
研究馆联合省区市人民政府举办的一项大型系列文化活动。
活动以中央和地方文史研究馆馆员为主体，适当邀请馆外专
家学者和艺术家参与，活动内容主要包括专题讲座、诗词吟诵
文艺联谊、中国书画联展、创作雅集、采风调研、文化座谈等。
2013年以来，“中华文化四海行”先后走进贵州、重庆、甘肃、
云南，产生了广泛积极的影响，目前已成为国务院参事室、中
央文史研究馆的一个重要文化活动品牌。 （欣 闻）

“中华文化四海行”系列活动走进新疆

本报讯 上海文学界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
座谈会上重要讲话，认真贯彻落实中宣部“深入生活、扎根人
民”主题实践活动电视电话会议精神，设立创作基地、加大扶持
力度，探索长效机制，把主题实践活动不断推向深入。

发扬文学传统，提高思想认识

2014年底，上海作协组织了一系列纪念巴金诞辰 110周
年的活动，对巴老精神遗产中关于文学与时代、人民关系的精
辟论述作了梳理，通过举办专家研讨会、青年作家评论家论
坛、巴金作品朗读会，参观“走进巴金的世界”纪念展等方式重
温老一辈文学大家扎根生活，与人民大众心贴心、心连心、共
命运的优良传统，帮助广大作家，特别是年轻作家打牢“深入
生活、扎根人民”的思想根基，增强对以人民为中心创作导向
的共识和价值认同。

上海作家历来有下生活采访创作的优良传统，包括王安忆
在内的许多作家都曾有过在基层挂职锻炼的经历。王小鹰的新
作《苏北行》就是她走访苏北盐城、射阳一带，寻访抗战遗址、
遗迹的创作成果。叶辛去年出版了反映外来务工者情感生活
的《问世间情》。在创作过程中，叶辛多次到闵行区外来务工者
当中开座谈会，作个别访谈，作品发表后在外来务工群体中引
发了强烈共鸣。上海作协积极总结、梳理上海知名作家坚持

“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的成功经验和典型案例，在青年作家创
作会上组织专题讲座，引导年轻作家继承前辈的光荣传统，到
基层和群众中去，在深入人民生活中提升思想和艺术境界。

以创作基地为抓手，让作家深入改革前沿

一直以来，上海始终走在改革开放的前沿，这为现实题材
创作特供了丰富的资源。上海作协在组织作家开展“深入生
活、扎根人民”主题实践活动时，紧紧抓住改革开放前沿和国

际化大都市这个特点。今年适逢浦东开发开放 25年，为了深
入反映发生在这片热土上的巨大变化和广大创业者追梦、圆
梦的历程，上海市作协与浦东区委宣传部于去年底合作建立
了“上海现实题材创作浦东基地”。基地挂牌以来，首批8位作
家已分别下到基地深入生活，有的已形成初步创作构想和选
题。如青年作家滕肖澜计划进一步深入陆家嘴一家金融企业，
通过近距离接触了解这个行业里形形色色的人物，写一部能够
体现当今上海更加多元、更具活力特质的长篇小说；“80后”作
家王萌萌深入到张江高科技园区内的一家生物医药公司，亲身
体验和采访创业者的无奈与迷惘、坚守与梦想，计划创作一部
以描写“张江创业女性”为群像的长篇小说；报告文学作家陆
幸生花了几个月的时间，深入到建设中的中国第一高楼——

“上海中心”工地现场，采访了中心项目组的管理层、技术人员
和基层工人，获得了大量第一手素材，为创作长篇纪实作品《山高
人为峰——“上海中心”建筑纪实》打下基础。

5月5日，在上海交通委的支持下，现实题材交通行业创
作基地揭牌仪式正式举行。10位作家当场与上海交通系统的
10家基层单位进行了对接，将进入交通行政执法、市政道路、
轨道交通、机场空港、陆上大件运输、港口码头、邮轮产业、出
租汽车、地面公交和重大工程建设等行业深入采访并进行创
作。在此基础上，上海作协还将组织相关专家，为作品的发表、
出版和推广研讨提供扶持，并为这些作品未来改编成电影、电
视剧、话剧等其他多种艺术形式留下空间。

丰富形式，完善制度，建立长效机制

一系列活动的开展是上海文学界在发掘扶持现实题材创
作方面迈出的新步伐。上海作协还开展“360 度看上海”采访
活动，组织会员作家深入上海改革开放前沿和新技术、新业
态、新经济、新社会领域，为他们拓宽生活视野，感知时代变

化，丰富情感体验创造条件、提供便利。同时，对重点作品加大
扶持，创新载体，在华语文学网开设专门栏目并创办《上海纪
实》电子期刊，向社会展示“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主题实践活
动的创作成果。此外，积极探索“深入生活、扎根人民”常态化、
常效化，鼓励作家将主题实践活动和自身创作计划有机结合。

上海作协还开展了“上海作家深入生活创作选题和意向”
的征集活动，截至目前，已征集到 18个深入生活的选题和意
向。如陈丹燕计划深入湖南街道，采访 20个家庭，用声音、文
字等多种形态，创作一部反映上海街区居民生活历史变迁的作
品；薛舒在去年创作长篇非虚构作品《远去的人》的过程中，了
解接触到很多普通家庭正在面临的老年人问题。她打算继续
这一主题的开掘，进驻一家基层养老机构，采访一系列老年人
家庭，了解他们所面对的诸多问题，在此基础上，再创作一部关
于“城市养老问题”的长篇非虚构作品。凌寒希望深入到电子
商务领域，创作一部反映青年人自主创业的长篇小说；蔡骏希
望到白茅岭农场、白茅岭监狱深入生活，探讨极端环境下的人
性，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写一部从监狱史的角度，切入整个
大历史，反映法制进程对于现代人深刻影响的长篇小说；杨秀
丽计划深入浦东浦兴街道的劳模群体，用纪实文学讲述中国社
区的劳模故事。儿童文学作家唐池子计划选择一所公立小学、
一所私立小学的两个班级蹲点各两个月时间，建构一整套校园
个性人物谱，创作反映当下小学生真实精神面貌、心灵境遇的
系列校园小说……上海作协将积极探索建立“深入生活、扎根
人民”的长效机制，以鼓励更多的上海作家沉下心来，创作更多
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无愧于时代的优秀作品。（欣 闻）

谱写改革开放前沿的文学新华章
上海作协积极开展“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主题实践活动

深入生活 扎根人民

本报讯 日前，由西北师范大学党委宣传部、西北师范
大学传媒学院等共同主办的“雷达对话陇上学者、作家暨散
文集《皋兰夜语》研讨会”在兰州举行。邵振国、叶舟、高平、
彭金山、管卫中、程金城、马步升、徐兆寿、高凯等50多位作
家、学者与会。

在研讨会上，与会者围绕雷达的散文集《皋兰夜语》展
开讨论，认为其散文道出了作者对人生、历史、社会的独特
感受，尤其偏重于对西部人文精神的展示，书中诗意而厚重
的表达比比皆是。西部浑厚的大地给作者一种母乳般的精
神滋养，在文字的气质上，作者也在追寻一种来自西部未被
雕饰的村野风格和率真之气。大家认为，作为一位学养深厚
的评论家，雷达同样也是一个有着深刻自省意识和使命感
的作家，他的所有文章都隐含着对深深陷入现代物欲中的
个体应该如何自警、自省、自律，以及保持人的原始天性的
思索。他的散文贴近现实，而又充满锐利的认识。从这个意
义上说，纯真之情与醒世之思的结合，正是《皋兰夜语》的价
值所在，也是雷达散文的力量所在。 （西 雯）

甘肃研讨雷达散文

作家王小鹰称自己“是一个笨拙的写作者”。
对她来说，如果所写的领域不亲自去体验一下，会
感觉无从下手，“这是我多年来创作长篇小说的一
种经验，确切地说是我的习惯，就像学医的必须学
人体解剖，学画的必须先学素描写生一样，落笔前
希望自己对要书写的内容做庖丁解牛，写起来才
能游刃有余。”

坚持“从生活中来”，是王小鹰在文学创作上
为自己制定的规则。和很多作家一样，王小鹰是
日常生活敏锐的观察者和记录者。“30多本笔记，
是我多年来陆陆续续记录下来的，有的可以为这
部小说所有，有的可以为那部所用，我一直坚持随
时记录所见所闻所感的习惯。”日积月累的丰富记
录为王小鹰的创作夯实了生活的基础，使得她的
小说每有出版，都会以富有人间烟火气的生活场
景、专业的行业描述以及强烈的时代感赢得赞
誉。在创作长篇小说《你为谁辩护》之前，王小鹰
跟着“师傅”去监狱会见当事人，在临时法庭做过
书记员，认真自学刑法、民法，小说出版后引起强
烈社会反响，并被改编为同名电视剧。它的续篇

《我为你辩护》出版后，又被改编为电视剧《红玫瑰
黑玫瑰》搬上荧屏。即便是写《长街行》这样以自
己所熟悉的上海生活为题材的作品，她也仍旧坚
持走出去，翻查相关档案，走访民居，以便忠实记
录这所城市的变迁。

在《长街行》的后记中，王小鹰写到：“有许多
人物事件的素材是许多年就存在心里了，零零散
散，珠子似的埋伏着，等待有一根线把它们串起
来。”她总是执著地等待合适的、有力的、能串起生
活的那根线，从不匆忙将就。她对记者特别强调，

“有一点必须要说明，并不是自己先选择了一个题
材要写，再去深入所涉及的领域，都是在日常生活
中渐渐积累了素材，有了写作的冲动，再进一步去
补充调查的。”《你为谁辩护》是她律师兼职生涯自
然催开的绚丽花朵。“开始并没打算写律师行业，
可是慢慢地，我特别想写带我的那位女律师，毅然
放弃考律师证，回家写了我的第一部长篇《你为谁
辩护》。”60万字的《长街行》也积累了好多年。改
革开放以后，上海的城市格局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这些变化牵涉到各色人等命运的变化，以及人与
人之间关系的变化，这种种变化触动着王小鹰。

“记不清了，我多少次走在阳光融融的小街上，串
想着小街一步步走过来的脚印，想着小街上生活
的人们，他们的命运和生活有着怎样的改变。在
这以后的一年里，我便对这一条街进行深一步的
探访和寻觅，翻看档案，走访老住户，当然，小说中
的‘盈虚街’已经不是我脚下的这条小街了，就像

郑板桥论述画竹那样，是从眼中之竹到胸中之竹
再到手中之竹的创作过程。”这部小说出版后被认
为是当代文学中书写上海的重要作品，以“盈虚
街”这条小街的历史变迁、改造发展为线索，展现
几代人曲折动荡的命运遭际，写出了小弄堂里的
大乾坤和都市生活的哲理，是一幅上海生活的风
情画卷。

现在，王小鹰正着手创作一部革命历史题材
的长篇小说。在别人看来似乎是王小鹰新的题材
尝试，但王小鹰自己知道，这既不是心血来潮，也
不是应景之作，“书写父母辈的故事”这个愿望在
王小鹰心里已经埋藏了20多年。王小鹰的父母、
公婆都是新四军老战士，母亲在一次躲避敌人时
把她生在了射阳河芦苇荡中的一只小船上，托付
给当地百姓抚养，因为这种特殊的局势，王小鹰至
今无法确认自己的生日到底是哪天。书写上一代
人在革命战争中的生活与命运，似乎是王小鹰天
然的使命。

她说：“因为长期和母亲生活在一起，她和老
同事、老战友经常在我们家聊天，他们以前的故事
常常拨动我的思绪。我母亲知道我有这个想法，
从 1998 年开始写回忆录，为我提供素材，这一年
她已经79岁了。到2011年过世，她给我留下了7
个笔记本的故事。当然，我的构思并不是单纯地
写我父母当年参加新四军打鬼子的经历，而是站
在今天的立场反观父母们走过的艰难的道路，然
后再来反思我们当下的价值观和人生观。”

即便有亲人们这些厚实的材料，王小鹰也不
敢“闭门造车”，她必须要寻找到“贴肉”的感觉。
去苏北，去父母战斗过的地方，成为王小鹰新长篇
创作中必修的功课。“我之所以一定要去苏北，就
是要让母亲叙述的人和事在我的心里活起来。”

去年 11 月，王小鹰和妹妹们去苏北淮安、盐
城、阜宁等地，寻找父母抗战时期在苏北根据地的
蛛丝马迹。她打算默默完成新长篇的所有准备工
作，没有告知朋友，也没跟作协领导汇报，更没有
写《苏北行》的打算。但是去年年底，《收获》杂志
新开的栏目“说吧，记忆”需要新四军和八路军抗
战故事的内容，知道王小鹰的身世，便向她约稿，
王小鹰将去苏北寻找父母踪迹的经历写了出来，
这才有了广受好评的散文《苏北行》。

王小鹰谦虚地说，每位作家都在各自所处的
生活中学习、思考、创作，自己所做的无非是一名
作家应该做的，是自己的本分所在。所有的一切，
都应该感谢生活丰厚的馈赠，让我们感受到每一
天都那么新鲜，总是有灵感的迸发，让我们自己也
变得丰厚饱满。

王小鹰：“感谢生活丰厚的馈赠”
□本报记者 刘秀娟

6月30日，“生命之绘——迪士尼经典动画艺术展”在国家博
物馆开幕。展览展出的300余幅精品，包括从《白雪公主与七个
小矮人》《美女与野兽》《小熊维尼和蜂蜜树》等经典动画中提取
的素材，涵盖了迪士尼诞生90多年来各时期的经典。展览将持
续至8月18日，随后前往上海中华艺术宫展出。 （辛 雯）

本报讯（记者 李晓晨） 经过历时半年的投
票与评选，第十六届百花文学奖日前揭晓。6月27
日，由天津出版传媒集团、百花文艺出版社主办的

“见证文学的力量”第十六届百花文学奖颁奖仪式
在天津举行。

始创于1984年的百花文学奖，以采用读者投
票方式产生获奖作品见长，每两年评选一次。在本
届评奖中，获得短篇小说奖的是晓苏的《回忆一双
绣花鞋》、毕飞宇的《大雨如注》、贾平凹的《倒流
河》、徐则臣的《六耳猕猴》、铁凝的《火锅子》、苏童
的《她的名字》、蒋一谈的《林荫大道》、张楚的《野
象小姐》、王方晨的《大马士革剃刀》、秦岭的《女人
和狐狸的一个上午》、尤凤伟的《金山寺》。获得中
篇小说奖的是方方的《涂自强的个人悲伤》、迟子
建的《晚安玫瑰》、蒋韵的《朗霞的西街》、胡学文的

《风止步》、叶广芩的《太阳宫》、邵丽的《第四十
圈》、弋舟的《所有路的尽头》、石一枫的《世间已无
陈金芳》、赵玫的《蝴蝶飞》、陈应松的《滚钩》、王十
月的《人罪》、普玄的《资源》、林那北的《雅鲁藏布
江》、凡一平的《非常审问》。获得长篇小说奖的是
王海鸰的《新恋爱时代》和严歌苓的《老师好美》。
获得小说双年奖的是徐皓峰的《师父》和蔡骏的

《北京一夜》。获得小说新人奖的是向春的《被切
除》。获得散文奖的是王开岭的《夜泊笔记》、周晓
枫的《素描簿》、丁燕的《断裂人》、小茶的《断章》、
于坚的《盐津的蜂蜜》、朱以撒的《流水》、祝勇的

《永和九年的那场醉》、塞壬的《悲迓》、艾平的《锯
羊角的额吉》、鲍尔吉·原野的《童年的梯子通向天
堂》、麦家的《致父信》、刘亮程的《驴叫是红色的》。
荣获散文特别奖的是马雁的《马雁散文小辑》。20
余位编辑获得编辑奖。

活动期间还举行了“作家编辑文学沙龙”、“天
士力文学论坛”、“文学与影视文化沙龙”等一系列
文化活动。据悉，第十六届百花文学奖所有获奖、
入围作品将结集出版。天津市作协主席赵玫、党组
副书记万镜明，吴义勤、何向阳、黄桂元、王雁翎、穆
涛、宁肯等评委，以及部分获奖作家参加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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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行超） 哈佛大学东亚语言及文明系讲座
教授王德威曾在几年前提出“没有晚清，何来五四”和“被压抑
的现代性”等观点，受到学界的广泛关注。近日，由北京师范大
学国际写作中心主办的“如何讲述中国——大陆与海外的不
同视角”主题研讨会在京举行。王德威做了主题报告，陈晓明、
程光炜、贺绍俊、邱华栋、李洱、张清华、张柠等作家、批评家就
中国经验、中国故事等话题发表了见解。

王德威首先从历史角度回顾了中国文学中的“中国故
事”。他认为，自 1902年梁启超的《新中国未来记》发表之后，
叙事文学一直是中国文学现代性的一个重要表征。从鲁迅到
郁达夫，从茅盾到沈从文、张爱玲，在叙事文学的传承中，小说
以虚构的方式展示、回顾、描述着中国的过去与现在，在许多
历史的关键点上成为动人的力量并与大历史产生了互动。在
当下，多种媒介都参与着叙事，以各种各样的方式诉说着中国
故事，如今的小说虽然不能像上世纪80年代那样产生轰动效
应，但仍能够弥补我们想象的空白。

王德威借用巴赫金的“众声喧哗”来形容目前存在 40种
语言和 17种文字的中国文学。他认为，资讯流转的加速使得
传统以政治地理为界限的文学研究方式具有一定局限，应该
把注意力放到更广义的华语语系的范畴里，他由此提出并积
极倡导“华语文学”的概念。王德威列举并对比了两岸作家及
其作品，对众声喧“华”的局面进行了阐释：鲁迅与赖和，茅盾
与刘呐鸥，巴金与王文兴，郁达夫与吕赫若，沈从文与钟理和，
杨沫与杨逵，王蒙与姜贵……王德威用广泛而丰富的例证勾
勒出华语文学圈内的中国想象，并认为华语写作者们在不同
地域、不同历史政治背景下共同书写着各自心中和笔下不尽
相同的中国。

王德威还引用福柯的“异托邦”概念呈现了新的讲述中国
的方式。“异托邦”与“乌托邦”不同，是现实生活中实际存在的
特定空间，如医院、监狱、博物馆、教堂等，对它的理解要借助于
想象力。骆以军的《西夏旅馆》、朱天心的《想我眷村的兄弟们》、
黄锦树的《南洋人民共和国备忘录》、董启章的“V城系列”等，
都是在“异托邦”空间中想象中国、讲述中国的代表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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