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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世界视野书写中国经验
鲁院研讨“世界文学与国族经验表达——当下中国青年写作”

本报讯（记者 李晓晨） 不久前，鲁迅文学院举行

学术论坛，话题是“世界文学与国族经验表达——当下

中国青年写作”。初见此题，大家都有些摸不着头脑，但

细想来，确实是个有意思且有针对性的话题。就像鲁迅

文学院副院长邱华栋在主持论坛时所说的，眼下正在

鲁院学习的这些作家已经不知不觉成为了汉语写作的

重要力量，他们的眼光和创作受到全球化的影响，作品

一次次随着中国文学“走出去”，他们在与世界发生密

切联系的同时也产生了许多困惑，也因此，探讨这一话

题就具有了更多现实性和前瞻性。

歌德在近两个世纪之前提出的关于世界文学的论

述对今天仍有启示意义，因为在全球化时代，各国文学

的交流更加密切。当下青年作家一方面得以与世界文学

“同步”前行，另一方面又困惑于如何处理和表达中国经

验。正如《诗刊》副主编李少君说的，“在全球化时代，其

实我们的写作可以开拓更多新的空间，但目前的青年写

作似乎还欠些火候，还没有达到人们期待的高度。”

以世界文学的视角来审视当下的青年写作，首先

牵涉到的是代际问题。大家认为，不同代际作家所面

对的经验是有差异性的，这些差异性累积起来便构成

了国族经验的复杂性。如何能在具有世界视野的同时

来反映这些复杂的经验，是青年写作面临的考验，突

破的路径是多样的，但一个最主要的问题是生活经

验，作家所拥有的生活经验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写作

的可能性，直接经验和“二手”经验不同，前者对创

作更为重要。

作家路内认为，青年作家所面临的中国经验非常

复杂，社会转型将每个人、每个写作者裹挟其中，无论

你从乡村来还是从城市中来，都要面对多种文化碰撞、

冲突、融合的过程和影响。现在的青年作家能迅速了解

世界文学动态，他们是与世界文学同步的一代，在此情

形下，题材、写法和作家自我认知都需要厘清、调整。

“生活对一个作家的最大考验是，你能把握到什么

程度？”《芳草》副主编李鲁平说，成千上万人从农村进

入城市，他们在机器的轰鸣中怀揣梦想，生存之艰难又

让他们感到残酷和无奈。这些日常生活在青年写作中

却很少呈现出宏大的格局，个人化、碎片化叙事成为一

代人写作的主流。日常性书写也有自己的使命，至少它

应呈现、揭示生活的意义。

人们对青年写作的一些不满正是源于殷切的期

待——期待出现具有一定高度、可能成为经典的作品。

《文学报》副主编陆梅援引匈牙利作家凯尔泰斯·伊姆

雷在诺奖演讲中的话发问：“对于文学，我能做什么？”

这值得每一个写作者扪心自问，诚实作答。她认为，写

作者应当保持与“热闹”的适度距离，思想和深度是重

要的，它随时间流逝逐渐外化为这样一些关键词：独立

的声音、强大的个性、远方的气象、清醒的历史意识、宽

阔的生命力和创造力。作品之间的差别是境界的差别，

一个写作者要拥有较高的境界，应该具有自我审视、自

我剖析的能力。

山东师范大学教授张丽军梳理了“70后”作家的创

作。他觉得，问题不在于作家所拥有的创作资源，而在

于能不能形成有深度和宽度的思考，要从文学出发走

出去，再回到文学层面。好的小说不能满足于讲好一个

故事，而要给读者提供精神资源，这对作家来说是一个

考验。恰恰许多写作者是缺少这种精神资源的，青年写

作应该肩负起对中国经验、中国命运的思考和呈现。

青年写作也应具有家国情怀，《小说选刊》副主编

李晓东认为，家国情怀在中国文学中是有传统的，当个

人化书写成为普遍现象之后，我们理应反思，如何重新

回归宏大叙事和家国情怀，这当然不是简单的回归，而

是寻找一种宏观与微观相统一的状态。具体路径仍有

待于作家去发现，需要根植于真实的细节之上，在小细

节中呈现时代特质。

从地球的另一端看中国文学，那里的读者会有什

么样的发现？这是需要作家们思考的。从“中国经验”到

“中国故事”，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其间需要的是作

家的智慧、才情与创造。在世界的坐标系里写作，作家

们拥有丰富的资源、广阔的视野，却也可能四顾茫然反

而丢了自我。记得当日讨论时作家邵丽说过，在向外看

的同时我们应该回到自己的文化情怀和精神传统上

来，这是我们的核心价值。

12月9日，“刘勃舒先生作品捐赠仪式”在京举行，年届八旬的艺术家刘勃舒将29幅作
品捐赠给中国国家画院，创作成品10幅、手稿类作品19幅，共计100余平尺，其中《朱德与白
求恩》是上世纪70年代的历史题材创作，具有较高的历史价值、艺术价值、收藏价值。

据国家画院院长杨晓阳介绍，为配合2015年度国家美术作品收藏和捐赠奖励项目，国
家画院对艺术家及其作品进行遴选，决定收藏刘勃舒的29幅作品。除《朱德与白求恩》外，以
马为主题的创作囊括其上世纪80年代至今的精品，手稿类作品涵盖其从上世纪60年代起
下乡写生的内容，包括农村写生、边防马场写生等。国家画院现已收藏5000余件艺术精品，
包括李可染、李苦禅、蒋兆和、吴作人、程十发、黄胄、叶浅予、刘海粟等当代著名画家的作品。

图为刘勃舒作品《朱德与白求恩》。

新华社北京12月14日电 12月14日，中共中央政治

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宣部部长刘奇葆出席第六届全

国服务农民、服务基层文化建设先进集体表彰座谈会，强调

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坚持以人

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面向基层、补齐短板，提高公共文化服

务能力，促进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化均等化，保障和改善

文化民生，让人们得到充实的获得感、稳稳的幸福感。

刘奇葆指出，实现文化小康，主要任务在农村、在基层。

要增强贴近性，把群众“要文化”和我们“送文化”匹配起来，

着力提供接地气、有人气的优秀文化产品和服务。要提高综

合性，以村一级为重点，推进基层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建设，

着力夯实基层农村公共文化阵地。要采取“反弹琵琶”的方

式，鼓励和引导各种资源、各方面力量向老少边贫地区倾斜，

推动这些地区公共文化服务面貌有大的改善。

刘奇葆强调，基层文化建设，重在服务到人、有效有用。

要强化有效性，着力推动基层文化服务方式创新，推广菜单

式、订单式服务，加强数字化网络化建设，用“互联网+”打通

公共文化服务的最后一公里。要调动积极性，进一步充实基

层工作力量，重视发现和培养基层文化活动骨干和带头人，

建设一支沉得下、留得住的基层文化队伍。

刘奇葆在服务农民服务基层文化建设先进集体表彰座谈会上强调

着力提供接地气
有人气的优秀文化产品

本报讯（记者 王觅） 12月11日，2015年度“茅台杯”人民文学奖颁奖典

礼在京举行。中国作协副主席何建明、茅台集团副总经理杜光义、《人民文学》

主编施战军以及部分评委、获奖作家出席此次活动。

一年一度的茅台杯人民文学奖今年已迎来第13个年头，本届人民文学奖

的评选范围是2014年11月至2015年10月期间刊发在《人民文学》上的作

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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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涌现出一批

抗战题材文学佳作。此次人民文学奖特别奖授予何建明的长篇报告文学《南

京大屠杀》和黄国荣的长篇小说《极地天使》，两部作品分别从不同角度铭记历

史、呼唤和平。

小说方面，获得优秀长篇小说奖的是周大新的《曲终人在》和孙慧芬的《后

上塘书》，二者在题材和叙述上都有突破。荆永鸣的《较量》和刘建东的《阅读

与欣赏》获得优秀中篇小说奖，金仁顺的《金枝》和叶广芩的《鬼子坟》获得优秀

短篇小说奖。

本届优秀散文奖颁给何士光的《日子是一种了却》。在年过七旬的老作家

笔下，这个命题发人深省，辞淡心平旨远。白描的《翡翠纪》获得优秀非虚构

奖，李琦的《伶仃之美》和颜梅玖的《守口如瓶》获得优秀诗歌奖。

今年的翻译奖授予韩斌、程异、伊萨贝尔·毕蓉3位译者，他们分别因翻译

孙一圣的《猴者》、傅玉丽的《一句该死的话》、阿乙的《忘川》等作品而获奖。据

悉，《人民文学》除推出英文、法文、德文、俄文、意大利文、日文版等外文版外，

今后还将推出西班牙文、韩文、阿拉伯文等版本，向世界译介更多优秀的华语

作品。

《人民文学》奖掖
2015年度佳作

本报讯（记者 王觅） 在习近平总书记文艺工作座谈会重要

讲话发表一周年之际，为贯彻落实讲话精神，深入学习《中共中央

关于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的意见》，在“十三五”期间引领、组

织、培养青年文学人才聚焦“一带一路”建设，推进中国文学事业

的繁荣发展，12月12日，由全国大学生文学社团联盟主办的第

二届全国高校文学社团高峰会在江苏徐州江苏师范大学举行。中

国作协副主席何建明，共青团中央学校部副部长、全国学联副秘

书长石新明，江苏师范大学党委书记徐放鸣出席会议并讲话。来

自全国各地30多所高校的文学社团负责人、江苏师范大学学生

代表等参加此次活动。

“一带一路”这一跨越时空的战略构想，不仅赋予古老丝绸之

路以崭新的时代内涵，也为中国文学书写提供了重要内容和更加

丰富的可能性。本届高峰会正是以“弘扬中国精神，聚焦一带一

路”为主题。何建明在讲话中阐述了这一主题对文学创作的重要

意义，并向青年学子们提出殷切希望。他同时表示，今后将组织百

位作家参与到全国大学生文学社团联盟的工作中来，力求为高校

文学社团发展、培养文学新人提供实实在在的指导和帮助。会上，

何建明还作了题为“文学改变人生”的报告，引起与会者的共鸣和

好评。

此次活动特别邀请了部分作家、评论家和文学报刊社负责人

参与。范小青、刘醒龙、欧阳江河分别围绕“丝绸之乡的中国故

事”、“小说、人生与国家”、“诗歌、人生与一带一路”等作了主题报

告。欧阳江河、李少君、顾建平就诗歌创作和赏析的有关话题展开

对谈，并同与会社团代表互动交流。现场气氛热烈踊跃，洋溢着青

春的活力。

全国大学生文学社团联盟成立于2014年11月，旨在加强全

国各高校间文学社团的横向联系，支持大学生文学社团创作活

动，发掘文学人才。一年多来，联盟先后主办和承办了一系列颇具

影响力的文学活动，并启动了“青春中国”全国大学生写作营计

划。本届高峰会上，“青春中国”全国大学生写作营江苏师范大学

基地成立，中国作家出版集团管委会副主任徐忠志向江苏师范大

学副校长方忠授牌。

会议同期发表了《全国大学生文学社团联盟网络行动宣言》，

号召青年学子继承传统文化、弘扬中国精神，牢记前进方向、聚焦

“一带一路”，以网络为平台、推动优秀文学作品的创作与传播，为

我国文学事业发展奉献青春和活力。

高峰会开幕式由全国大学生文学社团联盟秘书长顾超主持。

第
二
届
全
国
高
校
文
学
社
团
高
峰
会
举
行

本报讯 12月9日至11日，第二届《大家》·丽江中国（国际）当代文学论

坛举行。本次活动以“回溯传统、对话世界、展望未来”为主题，邀请国内外作

家、诗人、评论家、媒体主编、读者、文学爱好者共话中国当代文学现状，审视中

国文学传统，眺望世界文学与中国文学的未来。中国作协名誉副主席丹增、中

国作协副主席吉狄马加出席论坛并致辞。

大家谈到，文学论坛的重要性在于对历史的回望和对未来的憧憬。来自

国内外的优秀青年作家、优秀汉学家、出版人齐聚丽江，共同探讨个体写作与

世界文学的关系，关注中外文学的交流，剖析文学市场的最新动态，对当代文

学的传统资源、先锋性等进行梳理。论坛为大家搭建起了中外对话、思想碰撞

的交流平台，许多观点富有建设性和启示性。

美国作家西蒙·范布伊、阿根廷作家贝拉·贾柯妮、墨西哥作家贝尔纳多·

费尔南德斯，英籍华人作家虹影，俄罗斯翻译家瓦列里·鲁登科、李雅兰夫妇，中

国作家马原、叶兆言、王祥夫、欧阳江河、王家新、胡学文、李浩、陈东东、桑克、邹

昆凌，评论家孟繁华、李建军、耿占春、王艺涵、胡彦等50余人参加论坛。活动由

中共丽江市委宣传部主办，丽江市旅游发展委员会、世界文化遗产丽江古城保

护管理局、《大家》杂志社共同承办。 （欣 闻）

《大家》·丽江中国（国际）
当代文学论坛举行

本报讯（记者 王觅） 为纪念1935年梅兰芳先生访苏80周年，由中

国戏曲学院和俄罗斯列宾美术学院共同主办的“梅兰芳·1935 中国戏曲

学院、列宾美术学院美术作品展”日前在京举行。

1935年，梅兰芳率团赴前苏联进行演出，并与苏联戏剧大师斯坦尼

斯拉夫斯基、德国戏剧大师布莱希特会面，戏曲艺术由此被推广至西方社

会。而在1934年，徐悲鸿、刘海粟等画家在莫斯科举办了书画展，当时的

前苏联艺术家对中国画家的写意特征高度赞赏，此次展览亦对此后梅兰

芳访苏产生了直接影响。同时，梅兰芳当年在演出之余也创作了大量中

国传统水墨画，部分作品体现了较高专业水准。此次展览正是基于这段

历史，由中俄双方艺术家分别创作，力求对史实进行还原。

列宾美术学院是俄罗斯美术教育的最高学府，培养出许多世界知名

美术家。此次中国戏曲学院与该院合作，根据当时中苏艺术家的对话交

流线索对史实资料进行挖掘和整理，从相关人物、剧目演出、交谈会面等

历史细节出发，在文化视觉研究的基础上运用绘画手段，重现了80年前

的这次艺术盛事。

梅兰芳·1935美术作品展
与观众见面

本报讯 12月8日，萧殷诞辰100周年纪念研讨会在广州举行。广东省

文联专职副主席李劲堃、省作协专职副主席杨克分别致辞。崔艾真代表文艺

报社向《文艺报》创办人之一、前辈萧殷先生致以真挚的敬意。广东省作协主

席、暨南大学党委书记蒋述卓主持研讨会。来自全国各地的100余位专家学

者汇聚一堂，共同探讨了萧殷的文学成就及其对当前文艺评论和创作的价值

和意义。会上还播放了《高山景行 风范长存》纪念萧殷诞辰100周年专题

片。纪念研讨会由广东省文联、作协，羊城晚报社，广东省评协联合举办。

萧殷1938年就读于延安鲁迅艺术学院，曾任《新华日报》编委，《文艺报》

副主编，《人民文学》编辑部主任，广东省文联副主席，中国作协广东分会副主

席、党组副书记，《作品》主编，暨南大学教授、中文系主任，中南局宣传部文艺

处处长等职务。一直以来，他不遗余力培养青年人才，曾支持、帮助过当下近

百位知名专家、学者。王蒙、饶芃子等就专门发表文章，表达自己对萧殷的感

念和敬佩之情。王蒙写到：“1953年秋天，我大胆开始了《青春万岁》的写

作……1955年，萧也牧带着我去北京东城赵堂子胡同萧殷老师家……他热情

肯定了小说的基础，郑重表扬了我的‘艺术感觉’，同时指出了结构上的问题，

一直谈到如何为我安排‘创作假期’的事……赵堂子胡同8号那个小院，成了

我喜欢去的地方，成了我知识与力量的源泉。”饶芃子则从萧殷文艺批评风格

论和文艺教育思想与实践等方面，系统地对其在文艺评论事业中的重要贡献

进行了梳理。

与会人员表示，萧殷在一生中帮助无数青年走上文学道路。他对文学创

作规律、创作方法有着深刻的体会和丰富的经验，并形成自己的文学理论主

张。他通过作品评论、读稿通讯、家中座谈等方式，辅导文学青年，阐明自己的

文学理论主张和文学创作规律。他一生从事报刊编辑、文艺教学、文艺理论研

究，其既敢说真话、又能讲道理的文艺家品格和无私奉献精神，在当前尤其值

得学习和弘扬。 （粤 评）

广州纪念萧殷诞辰100周年

新华社北京12月15日电（张汨汨 张
力）“一片丹心向阳开”阎肃艺术成就研讨

会15日在京召开。来自文艺界的10多位

军地知名专家，从“诗词大家”“戏剧大家”

“艺术大家”等角度，对阎肃同志的艺术成就

进行了深入交流研讨。中宣部、文化部、解

放军总政治部宣传部及空军有关领导、空军

文艺创演人员代表等110余人参加了会议。

会议认为，大力宣传和深入研究阎肃同

志的艺术成就、艺德人品，对于深入学习贯

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重

要讲话精神，推动社会主义文艺繁荣发展，

为实现中国梦强军梦提供精神文化力量，具

有重要意义。会上，中国音乐文学学会主席

宋小明、北京军区战友文工团原团长王晓

岭、二炮政治部文工团原团长屈塬，围绕阎

肃在歌词、诗歌创作方面的突出成就，集中

研讨了阎肃作品对主旋律创作的启示、对民

族文化的弘扬传承。著名歌唱家李谷一、国

家京剧院院长张凯华、中国歌剧研究会主席

王祖皆、总政话剧团团长王宏，从阎肃笔下

红色经典剧目入手，深入分析了阎肃在歌

剧、舞剧、戏曲剧本创作方面的杰出贡献。

中国舞蹈家协会副主席陈维亚、央视著名导

演邓在军，深情回顾阎肃在党、国家和军队

重大文艺活动创排策划中的独特建树，高度

评价了阎肃65年艺术生涯积累的宝贵经验

和时代价值。

与会代表认为，阎肃同志是红心向党、

追梦筑梦的忠诚战士，是勇立潮头、奋斗不

息的时代先锋，是服务部队、奉献社会的文

艺标兵，是品行高洁、德艺双馨的道德楷

模。一致表示，要像阎肃同志那样，始终热

爱党、热爱祖国、热爱人民，始终坚持勤奋耕

耘、精益求精、勇攀高峰，始终坚持深入生

活、扎根军营、服务群众，始终严于律己、淡

泊名利、甘于奉献，做党的文艺路线方针政

策的忠实践行者。要以阎肃同志为榜样，高

唱正气歌，齐奏时代颂，筑牢民族魂，振奋精

气神，为促进社会主义文艺繁荣发展，建设

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不断汇聚强大价值引导

力和精神推动力。

阎肃艺术成就研讨会在北京召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