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雅明在谈到早期的歌德时说，伟大的作家从一开始就

要能够将自己的精神生活转化为被公众兴趣所关注的事情，

同时还要将时代的问题转化为个人思想和经历中切身的关

怀。这句话对评论也是适用的，这么多年过去了，前一个要求

变得非常困难，但它依然是一个值得标举的准则，而后一个要

求我认为是可以也应该做到的。我们目前的文学批评和创作

都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每个人都可以轻而易举地列举出一

系列的现象，但基于文学的独特性和本身的规律，我们又无法

简单地制定出一套可以贯彻执行的标准原则，迅速厘清是非、

激浊扬清。这个时候，个人的意愿和认识变得非常重要，我们

到底是选择面对表达的困难，还是在既有的操持熟练的轨道

里安全地行走，这是每一个从事批评写作的人在走进这个门

槛之前要自我清理的问题，也是我们批评的准备。

今天从事评论写作的年轻人，大部分都是从家门到校门，

毕业后直接进入高校或者机关，这会形成思考的路径依赖和

自我的窄门。评论不仅要面对文学作品，还要面对生活、世界，

只有我们拥有比作品更大的世界，或者拥有一种对生活经验

的切实关注，才能够写出更好、更具有生活气息的批评。即使

我们没有在生活世界中找到这个作为自己方法论的“生活”，

至少也应该在阅读的世界找到作为自己方法论的作家、理论，

因为在大千世界文学现象中成为一个沉浮的追踪者是非常危

险的，东一鳞西一爪，我们迟早会疲倦，失去持续性和追踪观

察文学创作的热情，就像许多转行或者终止写作的前辈们一

样。以文学为志业，最好的方式当然是人与对象的互相滋养，

而不是单向度的消耗，文学批评说到底也是用来丰富自我的，

这是一个批评写作者非常实在的主体需要。

作为一个刚刚起步的写作者，难免还是手足无措的时候

多、笃定勇敢的时日少，但成为一个自觉的写作者，能够在各

种问题的研讨和作品的研读中，清理和面对各种令人困扰的

问题是我对自己的期望。写作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同行之间的互相砥砺、互

相学习、互相冒犯，营造良好的写作生态，在写

作和生活实践中提高思想碰撞的能力，探索批

评的可能性，缘情体物，呈现这个时代、文学和

个人的各个侧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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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1月8日电 近日，中宣部印发《关

于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 开展群众性

宣传教育活动的通知》，强调要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

记在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

“十三五”规划建议，全面、准确、深入把握“十三五”时

期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目标要求、基

本理念、重大举措，把广大干部群众的思想统一到全会

精神上来，把力量凝聚到落实全会提出的各项任务上

来，共同夺取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伟大胜利。

《通知》指出，要抓住“十二五”规划完成、“十三

五”规划开局的有利契机，广泛开展基层宣讲活动，组

织力量深入企业、农村、学校、社区等进行宣讲，引导

干部群众联系自身实际谈变化、谈感受、谈体会，加深

人们对全会精神的理解和把握。广泛开展宣传教育进

校园活动，把学习宣传全会精神作为青少年思想道德

建设的重要内容，贯穿到教育教学、校园文化和社会

实践中，推动领导干部进学校、上讲台宣讲全会精神。

广泛开展主题文化活动，结合“深入生活、扎根人民”

主题实践，组织专业文艺工作者，扶持引导业余文艺

社团和文艺骨干，创作演出反映改革发展成就、讴歌

人民美好生活的优秀作品。广泛开展公益广告和楹联

诗词创作展示活动，聚焦发展成就、展望美好前景，创

作推出一批优秀作品，组织在新闻媒体、公共场所、户

外阵地广为刊播展示。广泛开展网上群众性宣传教育

活动，发挥新媒体优势，加强成就宣传和政策解读，吸

引网民积极参与，扩大宣传教育的覆盖面和影响力。

《通知》强调，各地要把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八届

五中全会精神作为一项重要政治任务，精心安排部

署，制定具体实施方案，推动宣传教育活动深入开展。

要突出思想内涵，引导干部群众牢固树立创新、协调、

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进一步增强道路自信、

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增进对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

的党中央的衷心拥护和爱戴。要注重群众参与，积极

创新方法手段，搭建平台载体，推动全会精神深入群

众、深入人心，引导人们全力以赴、脚踏实地，如期建

成高质量小康社会。

中宣部印发《通知》

推动兴起学习宣传贯彻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热潮

刘奇葆在重庆调研时强调

推动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走近群众深入人心

本报讯（记者 行超） 每次文学奖项的颁发往往会引起学界

和读者的关注，如何总结各类文学评奖的经验得失，是文学界需

要总结和反思的重要问题。近日，由《当代作家评论》杂志社主办

的“文学评奖与地域文学发展论坛”在辽宁沈阳举行，40余位作

家、批评家从中外文学评奖的历史和价值比较的角度出发，深入

分析了文学评奖的现状及其对文学发展的作用。

与会者认为，通过各种文学奖项的评选颁发来鼓励文学发展，

其积极意义值得肯定。文学评奖不仅是重要的导向，也具有理论和

学术意义。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

向，在规范的基础上提高公信力和权威性，是文学评奖促进文学繁

荣的关键前提。从长远看，真正具有公信力和影响力的文学评奖及

其推出的优秀作品，都将成为时代的记录和民族文化的标志。

《当代作家评论》2014年度优秀论文奖同期揭晓。陈晓明、孟

繁华、黄发有、张清华、程光炜、敬文东、王宁、王晴飞、李振、方岩

10位作者获奖。

以文学评奖促文学繁荣

本报讯 中共中央宣传部11月9

日在京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

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学习读本》（以

下简称“《读本》”）出版座谈会。10多

位专家学者和作家艺术家代表畅谈学

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

会上重要讲话精神的体会，结合文艺

工作实际对《读本》进行了深入研讨。

《读本》全面阐述了习近平总书记在文

艺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的重大意

义、科学内涵、精神实质和实践要求，

出版半个月来，在广大读者中引起强

烈反响。座谈会上大家一致认为，《读

本》是深入学习领会讲话精神的好教

材，应当切实学好用好，把讲话精神贯

穿融入到当前和今后文艺实践之中，

推动多出精品、多出人才，开创社会主

义文艺繁荣发展的新局面。（欣 闻）

中宣部召开《习近平总书记
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
讲话学习读本》出版座谈会

新华社北京11月7日电 11月5

日至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

书记处书记、中宣部部长刘奇葆在重

庆调研时强调，要精心组织好党的十

八届五中全会精神学习宣传贯彻，全

面准确宣传解读习近平总书记在全会

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十三五”规划建

议，深刻阐释创新、协调、绿色、开放、

共享五大发展理念，推动全会精神走

近群众、深入人心，激励全党全国各族

人民以奋勇决胜的精神状态，共同夺

取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的伟大

胜利。

刘奇葆前往重庆两江新区、奉节

县、云阳县、巫山县、万州区等地，

深入园区企业、社区村社、宣传文化

单位，讲解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调

研经济社会发展和媒体融合发展、基

层公共文化服务等工作，与基层干部

群众交流。

刘奇葆指出，各级党委和宣传部

门要按照中央要求，大力宣传“十二

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巨大成

就，充分反映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

阶段的新目标新任务新要求，兴起学

习宣传贯彻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的热

潮。要切实做好新闻宣传，为把全会

确定的各项决策部署落到实处营造浓

厚舆论氛围。要在城乡基层开展对象

化、分众化、互动化的宣传宣讲，面对

面回应群众关切。要围绕全会提出的

重大理论观点和重大决策部署加强理

论研究阐释，帮助人们更好地理解全

会精神、增强发展信心。

刘奇葆指出，十八届五中全会把

精神文明建设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的重要方面作出了新的部署。要坚持

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武装全

党、教育人民，坚持用中国梦和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凝聚共识、汇聚力量，巩

固壮大主流思想舆论，加强思想道德

建设和社会诚信建设，增强国家意识、

法治意识、社会责任意识，弘扬中华传

统美德，促进国民素质和社会文明程

度显著提高。重庆巴渝文化灿烂，历

史文化厚重，要发挥自身优势，深入推

进文化改革发展，完善公共文化服务

体系、文化产业体系、文化市场体系，

推动文化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发展骨

干文化企业和创意文化产业，培育新

型文化业态，努力建设文化强市。

本报讯（记者 行超） 继贾平凹、西

川、欧阳江河、余华、严歌苓、苏童、迟子建

之后，北京师范大学国际写作中心又迎来

了新的驻校作家——诗人翟永明。11月4

日，“穿越黑夜与白昼：北京师范大学驻校

诗人翟永明入校仪式暨创作30周年研讨

会”在京举行。中国作协副主席吉狄马加、

北师大副校长周作宇及洪子诚、任洪渊、

何向阳、商震、唐晓渡、张柠、臧棣等数十

位诗人、批评家与会研讨，研讨会由欧阳

江河、张清华主持。

吉狄马加说，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

翟永明就是中国当代诗歌领域的一位重

要诗人。在中国新诗的百年历程中，很多

诗人为诗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翟永明

的诗歌在主题、语言、形式等方面均具有

突破性意义。他表示，对诗歌的研究要还

原到创作当时的历史语境，不仅要分析诗

歌文本，更要讨论其对中国新诗发展的作

用，希望诗歌在当下能真正对世道人心和

精神层面的生活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会上，大家就翟永明诗歌的主题变

化、语言特色、诗学意义等展开讨论。洪

子诚说，30年来，翟永明不断更新自己的

写作坐标，对自己写作的限度始终有所警

惕。她关注现实的变化，同时又与现实保

持距离，始终保持着自己内心世界的纯粹

性和孤独感。唐晓渡认为，《女人》组诗的

出现在当时构成了一个文本事件，它不仅

是一个女性主义的文本，更是超性别的经

验和文本表达。翟永明用作品构成了自

己的历史，她在写作中不断向自己挑战、

向诗歌提问，她的诗歌语言有驳杂性，具

有野蛮生长的力量。臧棣高度评价了翟

永明诗歌的“笨拙”和“迟滞”，认为正是这

种与时代“脱节”所造成的大智若愚，使其

诗歌超越了一般的好坏评价尺度，成为一

种基于生命艺术气质的拒绝与自觉。

从1983年震惊文坛的《女人》组诗到

《静安庄》《咖啡馆之歌》《关于雏妓的一次

报道》，再到最新的《随黄公望游富春山》，

翟永明不疾不徐，心中始终有一根关于诗

歌写作的标杆。她坦言：“我现在对写作

还是有一样的敬畏之心，跟年轻时还是初

学者一样，写作的目标还是遥不可及，写

作也是深不可测。”

像初学者一样满心敬畏
北师大举行诗人翟永明入校仪式暨创作30周年研讨会

本报讯（记者 李晓晨） 作家、诗人邱

华栋对北京这座城市一直怀有浓厚的兴

趣，他在自己的小说中反复描摹、书写这座

城市的活力与魔力，试图建构一个城市文

学的“新坐标”。日前，由北京作协主办的

邱华栋作品研讨会在京举行。中国作协副

主席李敬泽，以及雷达、施战军、徐坤、刘庆

邦、孟繁华、程光炜、贺绍俊、张清华、张柠、

陈福民、王升山、梁鸿、杨庆祥等与会研讨。

城市题材是邱华栋所擅长的写作领

域，多年来他一直致力于书写城市生活与

其中的个体存在。与会者谈到，邱华栋的

创作是与时代合拍同步的，如“北京系列”

中的几部长篇小说就写出了这座城市的独

特景观和城市中产阶级生活的隐秘之处。

《白昼的喘息》记录了一群怀揣文学和艺术

理想的人在北京的逐梦之旅，《正午的供

词》描写了电影导演与演员20多年的成长

和爱情经历，《花儿与黎明》留给读者关于

千禧年的北京记忆，《教授的黄昏》揭示了

一个群体的喧嚣富足与落寞匮乏。在他的

小说里，人与城市是融为一体的，城市与人

的复杂关系是作家关注的重点，他写城市

的建筑符号，和以此为代表的城市生活的

复杂特征，最终聚焦于城市生活对人的改

变，发现一个个生活在水泥森林中的鲜活

的生命。

大家谈到，邱华栋的小说为读者提供

了丰富、博杂的信息和深刻的思考，从某种

程度上说，邱华栋有成为“记录时代社会书

记官”的创作野心，他试图通过自己的写作

构建关于北京这座城市的地理坐标和精神

坐标。从艺术风格来说，这些小说的艺术

形式颇多创新，充满了“冒犯之美”，变形、

夸张、荒诞的写法随处可见，对社会经济、

政治的评论也成为小说的组成部分，作家

希望通过这些现代性的手法呈现都市人与

城市生活的微妙关系。从一头扎进城市的

直觉书写到开始深入思考“人到底是什么”

的创作，邱华栋的写作一直在丰富、改变，

这也让大家更加期待他的下一部作品带给

读者更多惊喜和意外之美。

邱华栋“北京系列”作品——

描摹城市的活力与魔力

本报讯（记者 徐健） 今年12月 11

日是北京人艺建院创始人之一、原总导演

焦菊隐诞辰110周年纪念日，北京人艺将

举办一系列形式多样的纪念活动。日前正

在上演的经典剧目《龙须沟》，就率先拉开

了纪念活动的帷幕。

由老舍编剧的《龙须沟》以老北京南城

的一条臭水沟——龙须沟附近老百姓的生

活为创作对象，描述了臭沟改造中百姓生

活翻天覆地的变化。1951年初，在新的专

业话剧院——北京人民艺术剧院诞生前，

《龙须沟》由焦菊隐执导上演，于是之饰演

程疯子，所以坊间素有“先有《龙须沟》，后

有北京人艺”之说。

2009年，导演顾威重排该剧，杨立新、

张万昆等人艺实力派演员接棒。顾威表

示：“焦先生在执导《龙须沟》时从生活中出

发，奠定了北京人艺演剧学派的传统，培养

和影响了当时一大批艺术家。这些影响一

直延续到今天，我们北京人艺的创作者们

依然坚守着这条现实主义的创作道路。此

次重排演出，我们不是简单地表演，而是满

怀使命感去认真完成这部作品，心中体会

那种分量。”

除《龙须沟》外，焦菊隐曾执导的《蔡文

姬》《茶馆》两部经典剧目也将接续上演。

同时，北京人艺还将推出“焦菊隐诞辰110

周年大型图片展”，举办以“对焦菊隐导演

美学的继承与发展”为主题的研讨会，开展

群众戏剧普及教育等系列活动。

北京人艺纪念焦菊隐诞辰110周年

本报讯（记者 王觅） 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由作家出版社和河

北省作协主办的杨志科长篇小说《金色的墓地》研讨会日

前在京举行。作家出版社总编辑张陵、河北省作协主席关

仁山、中国作家出版集团管委会副主任徐忠志及雷达、张颐

武、白烨、贺绍俊、陈福民、李建军、李朝全、顾建平、刘建东、

赵云江等与会研讨，作家出版社副总编辑张水舟主持。

《金色的墓地》对太行山革命老区的匡家峪村数十年

来的历史变迁进行了描绘，演绎了一幕幕跌宕起伏的动人

画卷。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独立师曾在此驻扎多年，村边

的抗日英烈墓地记录着小山村血与火的过去。此后数十年

间，一个大家族的几代人在这片热土上共同建设美好新家

园，使抗战精神在新的历史征程中不断发扬光大。

与会者认为，《金色的墓地》具有强烈的现实性和厚

重的历史感，将改革开放的现实背景置于一个历史厚重

的小山村中叙写，可谓作者长期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的

重要收获。宏大的双重背景、巧妙的人物设置，饱满的历

史情感、深刻的时代关切，无不彰显了作家深厚的创作

功底、扎实的生活积累和对现实题材的深度体验。此外，

与会者还就作品的不足之处提出了意见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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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书贴
《好一朵茉莉花》

徐贵祥 领创

东方出版社

2015年10月出版

《好一朵茉莉花》是
军旅作家徐贵祥的最新
小说。作品以战争中的
一个和平“切片”复原历
史的细节，虽为抗战题
材却无战争场面，具有
一种可以进行延展创作
的开放性和独到性。本
书由这部中篇小说和其
他作家从该作品出发续
写、仿写、扩写而成的14
篇短篇小说及评论构
成，保留着极大的个性
色彩，形成一树多枝之
势，可谓创意写作教学
的一个样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