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挥泪送别陈忠实
——陈忠实遗体告别仪式在陕西西安举行 本报讯 新经典文化股份有限公司战略投资法国菲利普·毕

基埃出版社发布会日前在京举行，此举标志着新经典文化开启了

战略投资国际市场的布局。中国作协副主席李敬泽、新经典文化

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陈明俊、菲利普·毕基埃出版社社长菲利普·

毕基埃等出席发布会。李敬泽在致辞中表示，菲利普·毕基埃出版

社长期以来对中法文学交流保持着极大热忱，相信通过与新经典

公司的合作，能够让世界听到更多精彩的中国故事。

菲利普·毕基埃出版社成立于1986年，其创始人菲利普·毕基

埃是法国资深文学编辑。据介绍，自2000年起，菲利普·毕基埃出

版社开始将中国当代文学列为翻译和出版重点，出版计划涵盖了

当代中国很多一线作家，其中包括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卡夫卡

文学奖得主阎连科、国际安徒生奖得主曹文轩以及王安忆、阿来、

苏童、韩少功、毕飞宇、迟子建、格非、方方、余华、梁鸿、李洱、范稳、

小白、李娟等。

目前，菲利普·毕基埃出版社的中国文学丛书已形成了一个非

常稳定的市场，这些作品都能进入法国主流发行渠道，法国读者可

以在书店里买到。新经典文化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编辑陈丰认为，

出版社实力的提升，不仅可以更好地让中国当代一线作家及作品

被欧美读者所认知，而且能让出版社有余力持续开发、挖掘中国新

生代作者的优秀作品，将他们推介到国际市场。她表示，未来几

年，新经典还将在菲利普·毕基埃出版社所在地、法国的普罗旺斯

设立中国作家创作基地，不仅让中国文学走出去，也为中国作家提

供一个良好的海外创作环境。 （杨 文）

新经典文化战略投资
国际出版市场

本报讯（记者 刘秀娟）“在父亲离世的第6年，我完成了这

本书，而今天它能够在大陆上市，我觉得，是我这一生最振奋的

事。”4月30日，在中国现代文学馆举行的《背影：我的父亲柏杨》

研讨会上，柏杨长子郭本城的一番深情追忆，让严肃融洽的会场氛

围多了一份温情。

2008年4月29日，柏杨先生病逝。5年之后，郭本城开始撰写

柏杨传记，即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今年1月推出的《背影：我的父

亲柏杨》。中国作协副主席白庚胜，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作家出版

社社长吴义勤，以及崔道怡、周明、范咏戈、胡平、李炳银、何向阳、

贺绍俊、白烨、李宏伟、梁海春、李朝全、红孩等作家、评论家与会研

讨。

《背影：我的父亲柏杨》详述了柏杨幼年被后母凌虐、少年失

学、战乱从军、冒名读书、远渡台湾以及10年小说、10年杂文、10

年著史的人生经历，重温了柏杨的苦难与抗争，以及对中国历史文

化的独特感悟。作者希望通过这部回忆录，呈现柏杨“爱好和平的

精神”、“诚信宽恕的思想”、“坚忍卓绝的毅力”，希望能够为中华文

化的承续和两岸亲情的绵延贡献一份力量。

与会者认为，从学术意义上来说，这部传记为柏杨思想研究提

供了宝贵的第一手资料，对我国近现代历史文化研究以及台湾政

治文化研究具有重要价值。就文学意义而言，这部作品感情丰沛、

可读性强，为普通读者了解柏杨、了解台湾历史打开了一扇窗口。

尤其是柏杨对祖国、对故乡血浓于水的深情，在屡遭厄运时所表现

出的坚韧、博爱和豁达，会深深地感动两岸读者。

研讨会上，郭本城向中国现代文学馆赠送了该书签名本，吴义

勤代表中国现代文学馆接受捐赠。

柏杨与中国现代文学馆的渊源深厚，曾在台湾、香港多地争抢

其文献资料的情况下，排除干扰选择了“重回大陆”。2006年底，柏

杨在台北将大批文献赠送给中国现代文学馆；2007年，中国现代

文学馆专门成立柏杨研究中心，为海峡两岸及世界华文文学界走

近柏杨、研究柏杨、鉴赏柏杨起到了积极推动作用。

《背影：我的父亲柏杨》

在苦难中坚守爱与宽容
本报讯 在中国作协和重庆市作协的指导下，

重庆市网络作家协会近日正式成立。中国作协副主

席、网络文学委员会主任陈崎嵘出席成立大会。

陈崎嵘对重庆市网络作协的成立表示祝贺。他

说，以习近平总书记文艺工作座谈会重要讲话和《中

共中央关于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的意见》为标志，

我国网络文学进入了繁荣发展的黄金时期。网络文

学以百万网络作者、每天亿字更新、数亿文学网民的

巨大体量，实现了全民阅读、全民写作。网络文学已

成为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青少年的重要阵

地，成为提升中华民族整体文化素质的重要载体。

他希望重庆市网络作协发现和培养网络文学人才，

为网络作家做好服务工作，引导网络作家走正路、出

精品，担负起网络文学的时代责任、社会责任和文学

责任。

重庆活跃着一支几千人的网络作家队伍，其中

不乏在全国有知名度和影响力的大神级作家。他们

创作成果颇丰，同时引领和团结了一大批网络作

家。重庆市网络作协的成立得到了重庆市各级政府

特别是九龙坡区区委、区政府的大力支持，小桥老树

任名誉主席，静夜寄思任主席。

（肖惊鸿）

重庆市网络作家协会成立

本报讯（记者 王觅） “文洁若与萧乾的岁月文

章——萧乾《文章皆岁月》新书分享会”日前在京举

行。此次活动由北京阅读季活动组委会和重庆出版社

北京华章同人联合主办，萧乾夫人、89岁高龄的翻译

家文洁若与现场观众进行了交流互动。

《文章皆岁月》为萧乾晚年所作的散杂文和随笔

集，今年1月由重庆出版社出版，全书篇目均由文洁若

亲自审定。该书向读者展现了萧乾晚年触及灵魂的自

省反思与人生沉淀，书中作者对自己的人生过往毫不

遮掩，如实记述他的公允和自卑、勇敢和软弱、谨小慎

微和坦诚担当。

活动现场，文洁若精神矍铄、思路清晰。她回忆

萧乾的故事，讲述她和萧乾因读书结缘的爱情，分享

她和萧乾人生的悲欢起伏。文洁若表示，她一生的成

就，就是翻译图书和保护萧乾。萧乾晚年写了很多自

省和反思的文章，他对自己受过的曲解并不做刻意辩

解。在《文章皆岁月》中，读者能看到一个最本真、最直

白的萧乾。

“这本书是萧乾晚年的心灵之旅。在生命的最后

20年，他把自己人生的遭遇，把他历尽沧桑后内心最

真实的想法一五一十，不加粉饰，和盘道出，其坦诚、率

真甚至超出我对他的认知。有些心灵的剖白，我一度

担心发表出来会给他带来争议。事实上，因有些文章

过于坦白引发的对他的误解至今也还存在，但我为他

的勇气和担当自豪。”文洁若说。

本报讯（记者 王觅） 日前，一场

以穆旦诗歌为主题的“我所得到的 不

过是失去的生活”文化展览活动在北

京大学图书馆举行。此次展览由北京

大学培文创意研究院、北京大学图书

馆主办，凡客诚品创始人陈年担任策

展人，邀请专家学者、高校学子和社会

公众广泛参与，力求使观众感悟诗歌

魅力，鉴赏诗歌意境，营造“传承经典、

诗词育人”的良好氛围。

穆旦原名查良铮，是我国著名诗

人、翻译家。谈及策划此次展览的初

衷，陈年坦言仅仅是因为自己喜欢穆

旦的诗歌。他从18岁开始接触穆旦作

品，如今近30年过去，这些诗歌读起

来依然让他感到激动。陈年表示，穆旦的作品不是一

味抒情，抒情背后拥有的冷静，才是其横跨几十年依

然生命力强大的原因。

此次展览的图案由设计师周南创作，他将穆旦

每首诗的意境绘制成现代抽象图案，而凡客诚品又

将这些诗歌和图案搭配印制在T恤衫上。陈年谈到，

自己很希望把喜欢的东西通过自己的品牌传递给更

多人，体现文化生活的理念，弘扬诗歌文化。

穆旦诗歌文化展走进北大校园

本报讯（记者 行超） 甘肃作家雪漠的丝路主

题小说集《深夜的蚕豆声》以一位西部本土作家向前

来采访的西方女汉学家介绍中国丝绸之路为线索，

引出19个在中国西部大地上发生过的故事，全景描

绘、立体呈现了“丝路众生相”。近日，由人民文学出

版社、北京大学中国诗歌研究院主办的“雪漠‘故乡

三部曲’与西部写作研讨会”在京举行。

会上，陈晓明、陈福民、邵燕君、贺桂梅、杨庆祥、

丛治辰、饶翔、徐刚等就雪漠的艺术探索、写作姿态

等议题展开了深入讨论。与会者认为，雪漠是有精神

追求、有精神高度、有精神信念的作家，他独特的存

在方式，他对文学的理解和态度，都很值得批评家去

关注和探讨。雪漠对西部的书写，不是直接把日常经

验临摹进作品，而是像灵魂一样附着在西部大地上，

用生命激活西部的文化底蕴、历史传承，以及那些来

自大地深处的神秘经验。陈晓明谈到，雪漠的写作有

一种神话思维，他的作品在重构西部神话的同时，也

对我们固有的善与恶、人与神、人与动物等常识提出

了挑战，对人类超越生命界限的可能性作出了可贵

的探索。

《深夜的蚕豆声》与长篇小说《野狐岭》、长篇自

传体散文《一个人的西部》，共同构成雪漠的“故乡三

部曲”。它们呈现了西部的三种风貌，定格了雪漠心

中的三个故乡：《野狐岭》中是大漠飞沙英雄奇幻的

故乡，《一个人的西部》中是父老乡亲人生奋斗的故

乡，《深夜的蚕豆声》中是本土向世界讲述的故事里

的故乡。雪漠在后记里重申了自己“定格一个真实

的西部”的雄心，也表达了对远行甚而消失的西部

故乡的怀念和期待：“丝绸之路上的那个西部已经

消失了，我记忆中的故乡也消失了。一切，正在成

为一种绝响。念念不忘，必有回响。我在等待着一

种回响。”

雪漠推出新作《深夜的蚕豆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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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批评和文学的关系，斯坦纳有一

个说法：“文学批评应该出自对文学的回报

之情。”当我第一次读到这句话时，就有种

被照亮的感觉。我个人从事文学批评的时

间并不算长，可是从一开始，这种观念就是

我所追慕的。我并不认为从事批评是一件

苦差，从中我时常得到很多的快乐。然而，

在当下从事文学批评的工作，也并非没有

遇到困难与困惑。困难既是个人意义上的，

又是公共的。

今天我们正在经历着一个文明历程的

全球转向，按照尼尔·波兹曼的说法，这是

从印刷文明转向视听文明，也是从阐释时

代转向娱乐时代。在他看来，18 和 19 世纪

是包括纸质书在内的印刷品盛行的年代，

那时候，印刷品几乎是人们生活中惟一的

消遣，公众事务也是通过印刷品来组织的。

思想的表达、法律的制定、商品的销售、宗

教的宣扬、情感的表达等等，都通过印刷品

来实现。阅读印刷文字的过程，则能促进理

性思维。他举例说，“18和19世纪的美国公

众话语，由于深深扎根于铅字的传统，因而

是严肃的，其论点和表现形式是倾向理性

的，具有意味深长的实质内容。”波兹曼把

印刷文明占主导的那个时期称之为“阐释

年代”，而到了19世纪末，随着以电视为元

媒介的视听文明的崛起，“娱乐时代”开始

出现。公众沉醉于种种娱乐消遣，不再喜欢

阅读，也不再像以往那样理性地思考。电视

正把已有的文化转换成娱乐业的广阔舞

台，公共生活、精神生活也开始变得前所未有的轻浮。不管

是政治也好，还是宗教、教育也好，都成了一种娱乐业。

在这样一种文明转向当中，文学批评的危机也随之出

现了。较之从前，批评的声音变得越来越微弱。它无法去

跟新闻竞争，也无法跟绯闻竞争。尤其是理性的、有深度的

声音，很容易被喧嚣的流行话语所覆盖，成为一种相对沉默

的所在。而这种相对沉默，在中国经常被视为文学批评失

语的罪证之一，批评家也可能会因此对自身工作的意义感

到困惑。

困难与困惑，也来自青年批评家如何在职业和志业之

间获取平衡。在今天，有很多批评家都在学院、研究院里任

职，而在现有的学术体制中，包括文学史研究在内的学术研

究往往被认为是高于文学批评的。这也会给希望以批评为

志业的学院批评家造成一定的困扰。

中国现代文学馆客座研究员制度的建立，肯定了批评

的重要性，视批评为一种体面的精神事业，也为批评营造了

另外的意义空间。对于正在成长中的青年批评家来说，这一

理念之光的照耀，以及制度的切实保证，无疑是非常关键

的。我们所有受聘者将珍惜这

个难得的机会，相互砥砺，不断

提高自己，不断深入文学现场，

为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与批评

事业尽职尽责、尽心尽力。

本报讯 为深入贯彻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关于扩大和

引导文化消费的精神，文化部、财政部近日联合下发《关于开

展引导城乡居民扩大文化消费试点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

《通知》），决定在2015年“拉动城乡居民文化消费试点项目”

取得成效的基础上，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引导城乡居民扩大文

化消费试点工作。

《通知》指出，在当前我国经济下行压力较大的情况下，

培育文化消费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和经济转型升级新的支

撑点，可以为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和推进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作出重要贡献。扩大文化消费试点工作将按照

“中央引导、地方为主、社会参与、互利共赢”的原则，确定一

批试点城市，充分发挥典型示范和辐射作用，以点带面，形成

若干行之有效、可持续和可复制推广的促进文化消费模式，

推动我国文化消费总体规模持续增长，带动相关领域消费，

不断增强文化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的积极作用。

《通知》强调，试点工作要始终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实

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有机统一；要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

社会的关系；要始终将促进文化消费贯穿于文化建设的各个

领域，进一步完善政策环境，夯实文化消费基础，改善文化消

费条件，培育文化消费习惯，提高文化消费的便利性，加速释

放居民文化消费需求。

按照《通知》要求，本次试点时间为2年，各省（区、市）可

推荐直辖市、计划单列市、省会（首府）城市和其他1个地市

级城市参加试点工作。申报试点城市需根据当地文化消费

实际，制定切实可行的试点工作方案，包括总体设计、保障措

施、数据采集和统计等方面的内容。 （曲晓燕）

文化部、财政部联合下发通知

扩大文化消费试点工作扩展至全国

本报讯（记者 李晓晨） 八百里秦川云雾深锁，终南山

下江河无言。5月5日上午8时，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中

国当代杰出作家、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陕西省作家协会名

誉主席、第四届茅盾文学奖获得者陈忠实遗体告别仪式在

陕西省西安市殡仪馆举行。数千名文艺界人士和各界群众

参加仪式。中国作家协会主席铁凝，中国作协党组成员、副

主席、书记处书记李敬泽专程来到西安，代表全国文学界，

与陈忠实深情作别。

陈忠实因病医治无效，于2016年4月29日在西安病

逝，享年74岁。

陈忠实逝世后，党和国家领导同志通过各种方式对

陈忠实逝世表示哀悼，对陈忠实家人表示慰问，并敬献花

圈。陈忠实病重期间，中国作协党组书记、副主席钱小芊，

陕西省委省政府领导同志专程到医院看望。

陈忠实1942年生于陕西西安灞桥区西蒋村，1965年

开始文学创作，迄今已出版《陈忠实文集》《陈忠实小说自选

集》《白鹿原》《生命之雨》等著作100余种。他的多部作品

被翻译成英、法、俄、日、韩等多语种文字出版。《白鹿原》先

后被改编为电影、电视剧、话剧、舞剧等多种艺术形式，是被

改编最多的当代文学经典之一。

遗体告别仪式现场肃穆凝重，哀乐低回，大厅上方高悬

着“沉痛悼念陈忠实同志”的黑色条幅，中间悬挂着遗像，两

侧挽联低垂：“三秦文胆，华夏风骨，铸忠实人格，笔蕴千钧

担天道”，“终南气象，灞原襟怀，育白鹿精魂，情含万汇传史

音”，这是对陈忠实一生为人为文的贴切写照和总结。陈忠

实静卧于白色鲜花丛中，遗体上覆盖着中国共产党党旗，颈

下所枕的正是他的长篇小说《白鹿原》，鲜花制成的“永远怀

念”四个大字置于遗体前，诉说着人们最真挚的敬意和最深

切的怀念。

铁凝、李敬泽等在陈忠实遗体前肃立默哀，在哀乐中

向遗体三鞠躬，并与陈忠实亲属一一握手，表示慰问。陕

西省副省长姜锋主持遗体告别仪式，中共陕西省委常委、

宣传部部长梁桂介绍了陈忠实生平。中央有关部门，陕

西省委、省政府及有关方面负责同志马中平、韩勇、郭永

平、魏民洲、毛万春、胡悦、白阿莹、孟祥林、黄道峻、贾平凹

等参加告别仪式。

人们佩戴白花，排成长队，前来为陈忠实送行。其中有

陕西省各界人士、文化艺术界代表，更多的则是操着陕西乡

音的、来自陈忠实家乡的群众。大厅一侧的屏幕上渐次出

现陈忠实生前的一张张照片，音容笑貌亲切如往昔。他笑

得灿烂，总在田间地头和老乡们缠在一起；他写得辛苦，常

常一拿起笔就到深更半夜；他善良豁达，热忱质朴，对登门

拜访的乡里乡亲几乎有求必应……在他离开的时候，人们

风尘仆仆从北京、上海、黑龙江、四川、甘肃等地以及陕西的

各个地方赶来，送他最后一程。殡仪馆前的广场上挤满了

前来送行的人们，大家带来了各种版本的《白鹿原》，有人展

开了专门写的悼念长诗，表达哀思，更多人擎着报刊特别制

作的“送别陈忠实专号”，一排连着一排，一片又一片，这是

老百姓对一位作家最高的褒奖。人群中，不时有人高喊：

“陈老师，我们送您来了！”“陈老师，您一路走好！”来自陈忠

实家乡西安市灞桥区的74岁老人王吉仲在儿子的搀扶下

来为陈忠实送行，他含着泪说：“上世纪60年代，陈忠实作

为下派干部在我们村工作过几年，他为人质朴诚恳，心里总

是装着百姓。”这些凌晨即起、迎着晨曦赶来的人们就是为了

今天再郑重地看看他，再向他深深鞠躬，记下他刀刻一般的

皱纹，爽朗憨直的笑声，永远惦念他74载春秋大写的人生。

作别陈忠实的铁凝难掩哀痛，不时拭泪。就在前一天，

铁凝和李敬泽代表中国作协专程前往陈忠实家中吊唁，悼

念逝者，慰问亲属。铁凝回忆起与陈忠实交往共事的点滴，

谈起陈忠实为中国文学事业繁荣发展和中国作协工作做出

的贡献，以及他对中国文学的重要意义。她表示，陈忠实视

写作为生命，一部《白鹿原》是他留给人们的杰出作品，他以

不朽的作品捍卫着文学的神圣。以他端严正大、忠厚率真

的人格品格，成为一个民族、一块土地上一个非常耀眼的文

化标识，她相信这种精神力量会一代代延续下去，酝酿出优

秀的高峰之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