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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届青海湖国际诗歌节举行
亚历山大·库什涅尔获第四届金藏羚羊国际诗歌奖

本报讯（记者 黄尚恩） 作为黄河、长江、澜沧江的发

源地，青海这片古老而神秘的土地总是吸引着人们的到

来。8月7日，第五届青海湖国际诗歌节在西宁开幕。这片

积淀着爱与美的高原圣地再次张开宽广的臂膀，迎接来自

五湖四海热爱诗歌的人们。中国作协副主席、青海湖国际

诗歌节组委会主任吉狄马加，青海省副省长严金海、韩建

华，以及来自44个国家和地区的180多位诗人、翻译家、评

论家齐聚一堂，共同见证本届诗歌节的盛况。

吉狄马加在致辞中代表中国作协、诗歌节组委会向来

自世界各地的诗人朋友们表示热烈欢迎。他说，我们是因

为诗歌，才从四面八方来到了这里；同样是因为诗歌，我们

才能把人类用不同语言和文字创造的诗歌奇迹，再一次汇

集在一起。诗歌实际上成了人类所有心灵生活中最必不可

少的要素。人类一直在梦想和追求“诗意的栖居”，实际上

就是在为自身定制以诗意为最高准则的一种生活方式，或

者从更高的角度讲，是一种生命的存在方式。我们不知道

还有哪一种艺术形式能像诗歌那样，既能飞越形而上的天

空，伸手去触摸万象的群星，又能匍匐在现实的大地上，去

亲吻千千万万劳动者的脚跟。

吉狄马加说，这个世界直到今天还需要诗歌，因为物质

和技术永远不可能在人类精神的疆域里真正盛开出馨香扑

鼻的花朵，更不可能用它冰冷的抽象数据和异化逻辑给我

们干渴的心灵带来安抚和慰藉。这个世界还需要诗歌，是

因为在充满着希望与危机、战争与和平、幸福与灾难的现实

面前，诗歌就是善和美的化身。特别是在战乱或灾难中，诗

歌与那些无辜的人民如影随形，人们在内心和灵魂中吟诵

的箴言，就是他们最终能存活下去的依靠和勇气。而在这

个消费主义盛行的时代，金融资本构筑的话语体系让人类

的心灵逐渐远离我们曾经亲近过的自然和生命本源。我们

要重返我们的精神故乡，必须借助诗歌——这古老通灵语

言的火炬，以辨别出正确的方向。诗歌只要存在一天，人类

对美好未来就充满着期待。

“在青海这片神奇而美丽的土地上，我们一直致力于保

护和弘扬具有鲜明地域和民族特色的文化资源。”严金海在

致辞中说，诗人朋友们置身于大美青海，面对壮丽的雪山草

原、奔放的江河大湖，诗思和灵感就会油然而生，必定采摘

到美丽的诗歌之花，收获丰硕的诗歌之果。希望诗人们以

诗的浪漫和诗的情怀，讴歌青海人民奋发图强的时代精神，

展现青海丰富的历史文化积淀，让豪迈动人的诗歌成为高

原人民与世界人民交流对话的语言。

开幕式后举行了诗歌节的高峰论坛，多位诗人围绕“诗

歌在这个时代的必要性”、“诗歌语言的不断革新与现代诗

歌的结构”等主题作了发言。虽然有着不同的文化背景，但

大家从自己的创作体验出发，都强调在诗歌创作中要以当

下鲜活的、个性化的语言呈现自己对生活的独特发现，并注

意在自由的形式中构建富有意味的诗歌结构。

8月8日，诗人们来到美丽的青海湖畔，参加第四届金

藏羚羊国际诗歌奖颁奖典礼。“金藏羚羊奖”由青海湖国际

诗歌节组委会主办，在2009年第二届诗歌节时开始设立，

是一个具有终身成就奖性质的诗歌奖。前三届的获奖诗

人有阿根廷诗人胡安·赫尔曼、立陶宛诗人托马斯·温茨

洛瓦，以及叙利亚诗人阿多尼斯、美国诗人西蒙·欧迪

斯。本届“金藏羚羊奖”由俄罗斯诗人亚历山大·库什涅

尔摘得。库什涅尔1936年出生，迄今已出版《第一印象》

《守夜人》《白天的梦》《浪与石：诗与散文》等 20多部作

品。他是著名诗人布罗茨基的好友，被视为白银时代彼

得堡诗歌传统的继承者。布罗茨基在《灵魂存在的形式》

一文中写到：“库什涅尔是20世纪最优秀的抒情诗人之

一，他的名字应被列入每一位以俄语为母语的人心目中的

杰出诗人行列。”

本届金藏羚羊国际诗歌奖评委会认为，库什涅尔善于

从“生活的原料”中提取诗意，他像一个不动声色的观察家，

像一位静物写生画家那样看待身边的一切。他能在鸽子的

点头中看到对生命的肯定，在台布的花边里感觉到生活的

美好。但他也洞悉了生活的复杂性和悲剧性，所以其作品

在倾诉幸福感的同时，也往往隐含着惊恐不安的因素。在

艺术上，他的诗自始至终保持着平和而又从容的调性，而绝

无歇斯底里、夸夸其谈的表达。他拒绝感伤和滥情，也拒绝

随波逐流和察言观色，而是尝试在复杂的时代做一个简单

的诗人、纯粹的诗人。

库什涅尔在致答谢词时表示，20世纪的俄国教导人

们包括诗人去珍惜最简单的东西，诸如暖气、床单、书架上

的几本书、窗外的一棵树、与友人的电话交谈和女人的微

笑，因为成千上万的人有可能在任何时候被剥夺所有这一

切。他认为抒情是诗歌艺术的灵魂，所以他倾向于使用短

的格律诗而非史诗来进行表达，“通过短诗，诗人照样可以

描绘出当代生活的丰富画卷”。作为一个诗人，他同样感受

到诗歌在这个时代的困难处境：“技术的进步、互联网的发

展遮蔽了诗歌，把诗歌挤到了幕后。人们没时间读诗，他们

忙于吞噬自四面八方蜂拥而来的信息，并因此而心满意

足。但我控制住自己，打消了这些念头，从蓝天、白云、大

海、爱情、友谊等事物中汲取安慰，对诗歌的必要和不朽重

新燃起希望。”

据悉，本届诗歌节为期5天，诗人们还将参加“丝绸之

路沿线国家诗人论坛”和“献给陆地、天空和海洋——大型

音乐诗歌朗诵会”等活动。

本报讯（记者 王觅） 记者从日前在京举行的新闻发布

会上获悉，第八届中国国际青年艺术周将于8月12日至28

日在北京、上海、广州、济南、兰州、西宁、厦门、珠海、德州等

全国9座城市举行，2015年“俄罗斯文化节”亦将同期登场。

由于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

周年，为纪念中俄两国在抗战中结下的深厚友谊，本届青年周

邀请俄罗斯任主宾国，这也是青年周首次设立主宾国单元。

本届中国国际青年艺术周由中国对外文化交流协会、中

国对外文化集团公司主办，共吸引了来自28个国家和地区

的艺术家参与。其间，将有包括音乐会、话剧、舞蹈、戏曲综

艺、舞台剧、音乐剧、歌剧等在内的157台中外优秀节目与观

众见面，总演出场次达550场，创历届之最。

据介绍，本届青年周将于8月12日举行开幕演出“致

敬·青春——中俄青年艺术家献礼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

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文艺演出”，8月28日的闭幕演出

则是俄罗斯红星歌舞团带来的大型歌舞“胜利的节日”。在本

届青年周的主宾国单元，俄罗斯方面还将派出马林斯基剧

院、俄罗斯少年艺术团、BIS-QUIT乐队等知名院团及其艺

术家献上十余场精彩演出，并举办“第五届中俄舞台艺术对

话”等活动。从本届青年周的整体节目安排上看，中国传统艺

术与高雅艺术并重，既有昆曲《牡丹亭》《桃花扇》，也有不同

国家带来的交响乐、钢琴独奏等演出；既有芭蕾舞《白毛女》、

现代京剧《红灯记》《智取威虎山》等红色经典，也有深受观众

喜爱的音乐剧《音乐之声》《剧院魅影》、舞剧《大河之舞2》

等。视觉艺术板块方面，中韩青年艺术交流展、中俄青年艺术

交流展等展览将呈现多国青年艺术家的创作风貌。

本届青年周的另一大亮点是首次实施青年艺术家扶持

计划，对近年来活跃在各艺术领域并具有一定艺术水平和创

作才智的青年艺术家予以扶持。此外，本届青年周在北京的

部分低票价演出项目已被列入“2015惠民文化工程”。

第八届中国国际青年艺术周8月举行

本报讯 第八届“文心雕龙杯”全国校园文学写作大赛现场决

赛颁奖典礼日前在京举行。金波、张之路、曹文轩、庄之明等作家

参加此次活动并为现场学生做了写作指导讲座。

由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校园文学委员会等单位组织的这项活

动以“真实的体验、新鲜的创意、确切的表达”为总要求，鼓励学生

自主写作，心灵写作，写人之常情，立足生活去写实实在在的作文，

做到语言艺术、表现艺术和思想内容的有机统一。以“文心雕龙”

命名，体现了继承与弘扬母语文学艺术表现规律的写作立场，期望

引领当下的写作教学朝着健康有效的方向发展。

讲座中，金波结合自己的创作经历分享了几则小故事，教导同

学们要以文学的情怀关注身边的人与事，写出属于自己的具有真

情实感的文章，只有这样才能引起读者的共鸣。张之路通过自己

的生活经历启发学生关注生活，学会获得文学素材的“慧眼”。他

生动的事例描述使学生懂得了怎样观察生活、发现细节，如何从巧

妙的细节开始构思一篇内涵深刻的文章。曹文轩从思辨的角度畅

谈了自己的创作体验，在他看来，文学关注生活不是平面化的，要

从熟悉的生活中发现陌生感，寻找未曾被人写过的属于自己的独

特感受，享受文学艺术创造的乐趣。 （闻 瑛）

第八届“文心雕龙杯”
校园文学写作大赛颁奖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外交学院副教授孙幼军同志，因

病医治无效，于2015年8月6日在京逝世，享年82岁。

孙幼军，1961年开始发表作品。1980年加入中国作

家协会。著有长篇童话《小布头奇遇记》，系列童话集《怪

老头儿》《小猪唏哩呼噜》，中篇童话《神奇的房子》，散文集

《怪老头儿随想录》，译著《聪明的小狐狸》等。曾获国际安

徒生文学奖提名奖、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宋庆龄儿童文

学奖等。

孙幼军同志逝世

7月17日一早，强台风“灿鸿”刚过境，中国美术学院

院长许江就带着写生板去了位于浙江省海盐县的南北

湖。他惦记着一片葵园，历经一夜狂风骤雨，此刻的葵园

是什么样的面貌？这一去，每天从早到晚，一待就是一周。

这样的生活，是许江画葵的常态。12年，许江的艺术

探索集中在“葵”这个主题上：葵、葵花、葵阵、葵园，壮硕的

葵、残败的葵，钢雕成的葵、水彩画的葵、蜡凝就的葵……

用许江的话说，自己就是一株写满了故事的“老葵”。

初次被葵震撼，是2003年在土耳其广袤的平原上，

许江蓦然置身于一片无际的葵原。在那片葵园百里之遥

的地方，正是荷马史诗中的特洛伊古城遗址。许江热泪

盈眶，他觉得找到了自己的精神内核。回国之后，许江创

作了《葵园十二景》。作品一方面刻画着荒原的景色，虽

百感交集，却依稀可见云水一碧的庄严气象；另一方面

又以远怀的情思来表现生命的叹喟。

此后，许江开始追葵画葵。他每年都去要各种葵园，

12年来，已经记不清看过几十、几百个葵园。这些葵园

中，有完美的新生小葵，枝叶青翠，在阳光下发出耀眼金

光；有新熟的葵盘，低下了沉甸甸的脑袋。但最让许江动

容的却是那些饱经风霜、沧桑而黝黑的葵。每每走进葵

园，心灵的震撼都会令他难以忘怀，葵的形象也就在他

的笔下多次出现。

2007年冬，内蒙古雪原深处的另一片葵园深深镶

嵌在他的心灵深处。在天地一色的微茫中，一片葵园，叶

已凋残，枝秆却坚挺。葵盘挑雪，沁着一种冷峻的力量。

之后，在历时3个月创作的十米长幅《青葵》中，许江的

笔告别了荒原中葵的羸弱，他开始画葵秆挺立、傲气风

发的硕葵。2010年，许江追葵到了日本北海道，漫山遍

野的葵昭示着生命的力量，他写下了《葵赋》。2012年，

许江又到了新疆北部阿尔泰，这里的葵园一望无际。“葵

农们砍下葵秆，垒成小山般的葵垛。葵的横陈，让人想到

生者的倾覆。”于是，从2013年至2014年，许江画了一

组巨幅《东方葵》。压抑和解放不断形成张力，葵生葵没

的挣扎恰在其中。堆叠的葵形成了漩涡一样生长的力

量，不由得让人想起一代人共有的青春记忆。

中国人有咏物的传统，梅兰竹菊即是这一传统的诗

化表现。但是在许江看来，真正代表20世纪中国人民的

只有葵。真实的葵在变化，他画中的葵也在随着时代的

审美而变化着。许江说：“葵是一代人的肉身，它的炽热、

燃烧，它的草根、群体，饱含着这代人的生命况味，凝聚

着人民的博大和坚强。但葵的这种肉身随着时代生活的

变迁而变迁，随着我们生命的成长而成长。十二年磨一

葵，这葵不仅活化在大地上，也活化在我心中。”

“围绕一个主题，持续不断地深入生活所打开的，不

仅仅是对葵的认识，也是对自己的认识，更是对一代人

的认识。葵不仅仅是生活的田园，也成了我生命缓慢成

长的现场。”回想起去年参加文艺工作座谈会的情景，许

江依然感慨万千。关于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他也有着自

己的理解。许江认为，深入生活，关键在于如何能“深”。

“深”不是单向的，“生活”也不是异乡景色的浮光掠影、

不是即物即景的记录，而是一个身入、心入其中的入口。

通过这个入口，我们得以贴近现实、贴近地气，深耕现实

大地，同时又让现实生活来教育和开启我们，学习与时

代的命运休戚与共，由此获得真正影响和塑造我们一生

的、赋予我们创造的生机与活力的生命。艺术家的创造

是经年累月的建构，这是一个缓慢的生命成长的过程。

只有当这种生命过程达到一定深度，只有当这种感受跬

积到一定高度，“深入生活”才能得以实现。（欣 闻）

许江：用情描绘心中的葵园
本报讯（记者 王觅） 在中国人民抗

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

之际，军旅作家丁晓平新作《另一半二战

史：1945·大国博弈》日前由华文出版社推

出。这部报告文学作品以波茨坦会议为主

题，通过历史眼光和全球视野解读第二次

世界大战台前幕后不可思议的大国战略较

量，揭开了种种之前被遮蔽和误读的史实，

对读者了解20世纪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具

有积极引导作用。

在《另一半二战史：1945·大国博弈》

中，作者不再关注战场本身，而是与众不同

地将视角投向改变二战历史和世界格局的

波茨坦会议。全书分为上下两卷，上卷《领

袖们：政治的战争与战争的政治》巧妙而有

分寸地描述了多国领导人在二战关键时刻

的所作所为，描述了开罗会议、德黑兰会议

和雅尔塔会议的经过及其历史影响；下卷

《波茨坦：赢得的胜利与失去的和平》以蒙

太奇手法生动记录了波茨坦会议的全过

程。作品吸收了世界二战研究的最新成

果，在大量亲历者的回忆录和有关波茨坦

会议第一手史料的基础上，塑造了大国首

脑们栩栩如生的形象，同时将中国的抗战

史、中美关系、中苏关系以及国共两党关系

素描式地融入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史，描绘

了一幅二战胜利前后的清晰历史图景。

此外，作者在书中还就许多历史问题

提出了自己别具一格的独特见解。谈及创

作此书的缘由，丁晓平表示，所有热爱和平

的人都应该维护战后和平秩序。只有理解

二战，我们才能深刻理解当今国际政治格

局大势和世界军事变革转型脉络，才能懂

得今天的中国与世界大国如何架构和发展

未来的关系，从而掌握大国崛起、实现民族

复兴的奥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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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明江） 经过为期三天的现场评奖，第十届中国

舞蹈“荷花奖”民族民间舞评奖于８月７日正式揭晓。延边大学艺

术学院的《觅迹》、中央民族大学舞蹈学院的《布衣者》、四川音乐学

院舞蹈学院的《你是一首歌》、辽宁师范大学音乐学院舞蹈系的《尼

苏新娘》、中央民族大学舞蹈学院的《阿里路》、四川省凉山彝族自

治州歌舞团的《情深谊长》等6部作品获得作品奖，云南民族大学

艺术学院舞蹈系的《野性司岗里》等12部作品获得提名奖，北京舞

蹈学院的《煨桑》等27部作品获得“十佳作品”荣誉称号，《长调》表

演者冯敬雅获组委会特别奖。

第十届中国舞蹈“荷花奖”民族民间舞评奖由中国文联、中国

舞蹈家协会主办，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人民政府承办。此次评奖

共有各会员单位报送的近500部作品参评，其中461部作品参加

初评，51部作品入围终评。评奖活动期间，舞蹈界相关专家举行

了民族民间舞研讨会，共同回顾梳理“荷花奖”民族民间舞评奖自

2005年从“荷花奖”中独立出来这10年的发展历程。主办方还举

办了“送欢乐下基层”活动，将获奖作品融入当地原汁原味的舞蹈

文化中。

中国舞蹈“荷花奖”
民族民间舞评奖揭晓

本报讯 近日，由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当代电影》杂志社联

合主办的“可见的左翼——纪念夏衍逝世20周年暨20世纪30年

代反法西斯电影研讨会”在京举行。近百位专家学者围绕夏衍研

究、左翼文化、反法西斯电影等话题展开交流研讨。

“左翼电影”特指20世纪30年代在激烈政治运动和左翼社会

思潮的背景下，中国共产党团结领导电影界进步人士协同摄制的

一批反帝反封建主题的影片，具有反映大众疾苦、倡导社会公正、

追求时代进步等特点。以夏衍为代表的中国左翼电影人不仅将反

法西斯的阵地扩展到新兴的电影领域，同时开拓了电影的精神和

艺术深度，使30年代的左翼电影成为中国电影史上的一座丰碑。

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洪大用说，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左翼文

化人不仅在近代中国的反法西斯战争和民族救亡运动中发挥了重

要作用，而且他们留下的左翼电影和其他文艺作品，都是我们民族

不可估量的精神遗产。缅怀以夏衍为代表的一代左翼电影人，不

断体会那一代左翼文化人深刻的精神创造，具有深广的历史和现

实意义。北京师范大学教授黄会林谈到，70年前，以夏衍为代表

的左翼电影人以强烈的民族精神和振奋的人道主义精神挺身而

出。70年后的今天，中国的知识分子应肩扛前辈们的大旗，勇于

创新、大胆实践。中国夏衍电影学会会长张建勇表示，学会将继

承和发扬夏衍的遗志，为创造中国当代进步文化而紧密合作、努

力奋斗。 （刘启民）

纪念夏衍逝世20周年

专家学者研讨“左翼电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