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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电 “不辜负时代召唤、不辜负人民期待。”一年

多前，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为新

时代中国文艺发展指明方向；一年多以来，文艺工作者凝聚共

识，静下心来、俯下身子，精益求精搞创作，力争把最好的精神

食粮奉献给人民。

正在召开的全国两会上，来自文艺战线的代表委员们畅

谈了文艺工作座谈会以来文艺界呈现的新变化、新风貌。

71岁的全国人大代表、作曲家赵季平谈起去年的文艺创

作实践，颇感骄傲。“在总书记文艺工作座谈会重要讲话精神

的指引下，陕西去年投入了大型交响音画《大秦岭》的创作。这

部作品汇聚老中青三代音乐人，艺术家四次奔赴秦岭采风创

作。”赵季平认为，采风是艺术家的基本功。在扑下身子的过程

中，才能真正感受生活的真谛，涤荡艺术的心灵。

“针对此前文艺领域存在的急功近利、粗制滥造等问题，

文艺工作者有了更加积极的行动。越来越多的文艺家能够沉

下心、伸下去，走到人民群众中去，走进火热的现实生活，文艺

风气为之一变，创作空气日渐清新。”全国政协委员、上海作协

副主席赵丽宏说。

“真诚是艺术的第一把钥匙。广大文艺工作者只有自觉投

身基层实践，植根现实生活，虚心向群众拜师取经，才能创作

出让群众满意、有深度、有温度的文艺作品。”全国人大代表、

北京市文联主席张和平深有感触地说。

文学、戏曲、音乐、美术、曲艺……多种艺术形式各展风

姿，一批聚焦现实题材的作品焕发光彩、广受好评，广大艺术

工作者更加自觉地写人民生活、唱人间冷暖，用来源于人民的

文艺作品回报沃土、回馈人民。 （下转第2版）

春风化雨 人和景明
——两会代表委员畅谈习近平总书记文艺工作座谈会重要讲话一年来文艺界的新气象

张 帆 阿 来

本报讯（记者 王觅 徐健 行超） 作家权

益保护有利于鼓励优秀作品的创作与传播，保

护知识产权，激发作家的创作积极性。近几年

来，中国作协权益保护办公室始终坚持就工作

中发现的带有普遍性、作家呼声高的重大问题

展开调研，形成有关建议，并由中国作协会员中

的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向两会提交，代

表广大作家向有关部门反映作家利益及维权诉

求，力求从立法源头保护作家权益。

又是一年两会时，作家权益保护问题依旧

是今年文学界代表委员热切关注的话题。中国

作协副主席张抗抗、高洪波、廖奔等代表委员今

年分别提交了《强烈呼吁提高稿酬个人所得税

起征点》《关于制定文字作品网络付酬标准的建

议》《关于制定广播电台电视台播放文字作品付

酬办法的建议》《加强整顿治理教科书编写出版

单位侵害著作权行为》《关于规范名人书信手稿

拍卖行为的建议》《关于规范使用知名作家姓名

及笔名注册商标的建议》等提案议案，希望有关

部门予以重视并尽快解决，切实保护广大作家

的合法权益，促进文化事业的健康有序发展。

提高稿酬个税起征点，减轻作
家稿酬税负

稿酬个税起征点过低一直是广大作家反映

强烈的问题。众所周知，30多年来，稿酬个税起

征点一直停留在800元，而工资、薪金个税起征

点已经多次调整，提高至3500元。在现行税法

制度下，稿酬的个税起征点不仅未与月薪的起

征点拉平，而且远远低于后者，这种状况显然不

合理。作家需要承担的税负较重，在一定程度上

影响了作家的创作积极性。高洪波表示，绝大部

分作家稿费收入占生活收入比重极小，微薄的

稿费收益和辛勤的劳动不成比例，导致作家群

体写作向商业化方向发展，普遍降低文学作品

的文学性和含金量。

从2010年起，李冰、陈建功、高洪波、廖奔、

张抗抗等全国政协委员多次强烈呼吁有关部门

尽快解决稿酬个税起征点过低问题，张抗抗还

曾就此向国务院提交了“参事建议”，中国作协

也多次向财政部等提出书面建议。有关部门对

此有过一些呼应，但一直没有实际进展。今年，

在进一步深化改革、调整国家财税政策的大背

景下，张抗抗、高洪波等政协委员再次提出这一

亟待解决的问题，希望财政部等有关部门把这

个问题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尽快制定提高稿酬

个税起征点的方案，与当下经济收入水平相适

应，真正实现劳动报酬的公平正义、体现政府合

理税收的政策原则。

网络与广播电台电视台使用作
品付酬标准应尽快制订

2014年11月1日施行的《使用文字作品支

付报酬办法》虽然明确指出文字作品网络付酬

应参照纸质环境下使用文字作品的标准和方

式，但缺乏可操作性。网络文字作品无论在质

量、创作及发表方式等方面都不同于纸质文字

作品，如果严格参照纸质作品付酬标准（比如原

创作品每千字100-300元），显然偏高，多数网

站是支付不起的。如果没有细化的付酬标准特

别是低限标准，此条规定将成为一纸空谈。因

此，廖奔建议，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尽快制定

合理可行的文字作品网络付酬的具体办法和标

准，采用一次性付酬、按作品字数付酬以及按作

品点击率付酬等付酬方式，维护广大网络写作

者的基本权益，保护广大作家的信息网络传播

权及获酬权。

廖奔同时建议，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应

参考《广播电台电视台播放录音制品支付报酬

暂行办法》，尽快制定广播电台电视台播放文字

作品的付酬办法，并由相关部门对那些抵赖稿

酬的广播电台电视台加以处罚，保证作家作品

实现应有的价值。

教科书编写出版单位应向作者
支付报酬

张抗抗还提交了关于规范作家作品收录教

材付费方面的提案。她注意到，《教科书法定许可

使用作品支付报酬办法》实施两年多以来，很多

具有教科书出版资质的出版单位都采取拖延、回

避的态度，不主动依法向作者和集体管理组织提

供教科书使用作品目录和样书，更不支付稿酬。

此外，一些教科书编写出版单位随意修改入选作

品、不署名、乱署名、张冠李戴、擅自修改作品内

容等现象也十分严重。因此，加强对教科书出版

单位不付酬行为的行政执法监管迫在眉睫。

张抗抗表示，面对这方面的侵权行为，除了

诉讼外，作者和集体管理组织对出版单位没有

任何约束和制裁措施。但作者个人维权比较少

见，因为教材使用的篇幅不大，对个人来讲稿酬

可能不多，与之相较，维权成本则高得多。因此，

她建议国家新闻出版主管部门从源头上进行监

控，利用春秋开学季节，对教科书编写出版单位

执行《著作权法》情况和教科书选用作品付酬情

况开展监督检查；敦促出版社就不付酬和其他

侵害著作权行为进行及时整改，向著作权人或

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补交稿酬；推动教科书编

写出版单位加快与各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合作

和配合，转付稿酬。

多管齐下，规范名人书信手稿
拍卖行为

近年来，名人书信手稿拍卖引发争议的事

件频出，比如茅盾、周作人、钱锺书等作家的书

信、手稿等被拍卖行公开拍卖，还有迟子建等作

家的书信手稿被放在网上拍卖。虽然杨绛就钱

锺书书信手稿拍卖一事起诉拍卖公司胜诉并获

赔，但法院的案例始终只是判例。要遏制拍卖名

人书信手稿乱象、保护名人合法权益，首先要提

醒广大作家、名人加强自我保护，争取不让手稿

书信等流入到他人手中。更重要的，是要从立

法、行业规范及行政执法方面入手，多管齐下，

规范名人书信手稿拍卖行为。

因此，廖奔提出建议：立法部门应尽快修订

和完善《拍卖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细化拍卖过

程中涉及到的物权、知识产权方面的操作流程；

相关部门应尽快对拍卖行业发布法律指引意见

或行业自律公约，倡导拍卖公司在拍卖名人书

信手稿时，应当审查拍品的来源和著作权权属，

事先征得名人或其家人的同意；对于网络拍卖

名人书信手稿现象，应规定拍卖网站负有审查

义务及发现拍品来源不明之后撤拍的责任，并

对有连续、恶意侵权的卖家采取“封号”等措施。

建立“文化名人名家商标保护
名单”，规范姓名商标注册行为

近年来，在商标注册中有一个比较突出的

问题，即在作家不知情的情况下，使用其姓名或

笔名进行商标注册。比如，作家贾平凹名字中的

“平凹”二字被一家公司注册为酒商标，作家莫

言的名字被他人注册为“莫言醉”酒商标，诗人

舒婷、作家二月河也有类似遭遇。作家在商标初

审公告期根本不知情，从而无法及时提出异议，

等他们发现时，该商标已经注册成功，事后的撤

销程序很难实现或者即使实现也无法挽回权利

受损的结果。因此，廖奔建议，《商标法》应增加

对名人姓名权的特殊保护条款，即“未经本人授

权，不得使用名人姓名及同音、近似名进行注册

商标”的规定。同时，国家工商总局商标局应建

立“文化名人名家商标保护名单”，对于文化名

人的姓名和笔名进行针对性保护。

文学界代表委员呼吁
切实保护作家权益

文艺界代表委员风采 本报记者 王 觅 徐 健 行 超 摄

在文艺工作座谈会和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

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突出强调了导向问题，强

调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和工作导向。“以人

民为中心”，文学来源于生活，要向人民学习，在

人民创造历史的伟大进程中积累创作素材，激发

创作灵感，同时，以优秀的文学作品引导人民，弘

扬真善美、鞭挞假恶丑，也是题中应有之义。

东西方早期文明相距遥远，各自发展，但重

视文学的教化功能，主张通过文学作品陶治人

的情操，却是共同的。孔子云：“小子何莫学夫

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

父，遐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兴观群

怨”成了中国古代对诗歌，广而言之，对文学作

品功用的基本看法。而其中的“群”，即指以文学

为媒介相互交流、沟通情感，养成健康美好的心

灵情态。在西方，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在《诗学》

中指出悲剧的功能是“卡塔西斯”，无论翻译成

“净化”还是“陶冶”，内涵都指心灵经过文学的

洗礼而在情绪和认知上达到和谐美好的状态，

实现升华。

理论上如此，文学实践上更是。诗经、楚辞、

汉赋、魏晋骈文、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既

然被誉为时代文学之代表，数量当然不少。孔子

从大量的民歌中选编成《诗经》，总论提出“诗三

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入选标准主要就一

条，即让读者产生美好的情感，而非邪念。唐诗

无论初盛中晚，宋词无论豪放婉约，流传至今，

成为中国文学之璀璨瑰宝的，都是描绘美丽的

景色、抒发真挚的情感、营造深远的意境、运用

和谐的韵律，拨动灵魂深处的琴弦，给人以美的

享受。一说起中国文学，就想到“蒹葭苍苍，白露

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想到“暮春三月，江

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想到“明月出天

山，苍茫云海间。长风几万里，吹度玉门关”，想

到“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想到“落花人独

立，微雨燕双飞”，想到《长生殿》《红楼梦》。跨越

数千年的中国文学史，代有其胜，风格各异，流

派繁多，但崇真、向善、扬美的根本追求从未改

变，构成了中国文学的基因血脉。

社会生活丰富多彩，千变万化，甚至光怪陆

离，引发延伸出的情感更加复杂。文学源于生活

而又高于生活，不仅要对原生态的素材进行筛

选，也要过滤提升原生态的情感，更要注入作家

的理性认识和思想倾向。作家被誉为人类灵魂

的工程师，本意即担负着引领读者思想、滋润大

众心灵、塑造公众人格的责任。清代大儒顾炎武

曾言，“文需有益于天下，有益于将来”。有益于

世道人心，在任何时候，都应该成为优秀作家的

自觉创作追求和宗旨。

习近平总书记要求新闻舆论要丰富人民精

神世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这不仅对于新闻舆

论有指导意义，用之于文学，同样具有针对性。做

到这一点，我们的作家就需要用深刻而温暖的目

光观察生活，以强大的正能量提纯萃取素材，挖

掘出本质的真实，化作思想性艺术性俱佳的精

品力作，用真善美的

形式把真善美传递给

广大读者，涵养和谐

心灵，成风化人，凝心

聚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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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王觅） 近日，2016年新旧诗论暨中国诗

歌网恳谈会在京举行。中国作协副主席、中国作家出版集团

管委会主任何建明出席并讲话。此次活动由中国作家出版

集团·中国诗歌网、中国作协诗歌委员会主办，中华诗词学

会、中国诗歌学会、中华诗词研究院、中华辞赋社、中华诗词

社、《诗探索》等单位协办。

何建明在讲话中简要介绍了中国诗歌网上线以来的运

营情况，回顾了中国诗歌网举办的重要活动和取得的良好反

响，并提出了网站今后的发展规划。他表示，我国的诗歌创

作目前正呈现出蓬勃生机，数量巨大，但影响力还需要进一

步增强。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和党的新闻舆论

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对我国文学事业发展和文艺

类媒体做好自身工作都具有重要指导意义。我们要进一步

认真学习贯彻讲话精神，抓住文艺的特性开展文学创作，以

现代创新意识实现文化传播，力求使中国诗歌网迈上一个新

台阶，不断推动诗歌创作的繁荣发展。

活动现场，何建明为中国诗歌网首批顾问颁发了聘任证

书，郑欣淼、屠岸、周笃文、郑伯农、叶延滨、吴思敬、闵凡路、

曾凡华、殷之光等9人成为中国诗歌网首批聘请的顾问。殷

之光、阚丽君等朗诵艺术家和小学生代表满怀深情地朗诵了

部分古今诗歌名作。在随后举行的中国诗歌网恳谈会上，

30余位诗人、学者围绕如何进一步提升中国诗歌网的权威

性和影响力、央视《中国诗词大会》的得与失、当前诗歌创作

和传播中存在的问题等话题畅所欲言，为网站今后的发展提

出了中肯的意见和建议。

据了解，中国作家出版集团主办的中国诗歌网于2015

年6月上线，以建立“诗人家园、诗歌高地”为宗旨，受到广大

诗坛名家和诗歌创作者的关注。目前，网站已拥有电脑端、

手机端和APP端3个数据共享的终端和微信公众号，开设

了多个颇具特色的栏目，网站点击量和影响力稳中有升。

2016年新旧诗论暨中国诗歌网恳谈会举行

本报讯 3月2日，由中国丁玲研究会、北京鲁迅博物

馆、清华大学中文系共同举办的“纪念丁玲同志逝世三十周

年座谈会”在京召开。

在会上，专家学者从不同角度谈了对丁玲的怀念和理

解。张炯说，丁玲身上有一种可贵的精神，那就是在任何情

况下都忠于党和人民的事业的意志，对文学事业的无比热爱

和坚持。郑伯农认为，丁玲的一生有着非凡的才华、非凡的

忠诚和非凡的阅历，除了要肯定她的文学成就，还需要充分

认识到她作为一位文学教育家对新中国文学事业的贡献。

彭学明在发言中将丁玲比作陶渊明笔下盛开的一朵桃花，充

满着生活和大地泥土的气息，满怀着对善美爱的追求。陈漱

渝从自己与丁玲交往的经历说起，谈到了丁玲在新时期对

“如何理解和认识左翼文学传统”、“政治与文艺之关系”等重

要问题的看法。毛宪文作为从中央文学讲习所毕业的学员，

深情回顾了自己在“文讲所”的经历，回顾了上世纪50年代

思想改造运动中和80年代社会思潮动荡之际丁玲对自己的

言传身教。

来自中国社科院文学所、北京大学、中国艺术研究

院的部分年轻学者也参与了座谈会的讨论，并对近期国内

外丁玲研究的趋向进行了介绍和总结。 （辛 雯）

文学界纪念丁玲逝世三十周年

廖 奔 何建明

李 冰 陈建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