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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人李瑛在 70多年的创
作生涯中出版了 60 多种诗
集，许多作品得到了广大读者
的喜爱。与此同时，很多评论
家、学者陆续从不同维度对其
作品进行研究和评论。由万叶
编选的这本文选分为“诗作综
合性研究”、“单行本暨具体诗
作研究”和“访问记、访谈
录”三辑，较为全面地收录了
这些学术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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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剧《彭德怀元帅》：

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影视创作的重要收获
本报讯（记者 徐健） 正在央视综合频道黄金时

间播出的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彭德怀元帅》，以

彭德怀的一生作为主线再现中国革命重要历史，形象

记叙了彭德怀的革命生涯和传奇一生。5月20日首

播当日，即赢得了全国上星频道电视剧第一名的收视

佳绩，并持续成为社会议论的热点。日前，中国电视艺

术委员会、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中央电视台、中央军

委后勤保障部政治工作局联合在京举行电视剧《彭德

怀元帅》专家研讨会。与会专家认为，该剧写出了中国

革命历史上真实的彭德怀，写出了彭德怀所代表的中

国军人精神，是彭德怀题材影视创作的一次突破性成

功，是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创作的一个重要收获，也是军

事题材影视创作的一个重要的新成果。

谈及该剧创作，编剧马继红表示，作为党和军队的

领袖之一，彭德怀已经走进了历史，但是我们今天去写

彭德怀，拍彭德怀，目的不仅仅是为了讲述彭德怀的历

史经历，而是要用彭德怀的人格力量感染今天的观众，

特别是年轻观众，用彭德怀身上坚定的信仰、历史的担

当观照现实。文艺评论家仲呈祥认为，一部电视剧能

完整地把彭德怀元帅的艺术形象重现在今天的观众面

前，无疑对当代文化建设、当代精神建构具有重要意

义。彭德怀的精神世界体现了一种高远的境界。他一

生坎坷，但始终忠于祖国、忠于党、忠于人民，初心不

变。作为一个大写的人、一个功勋卓著的元帅，他以令

我们仰视并且供我们学习的一种神圣的具有美感的形

象矗立在屏幕上，对于调控中国电视剧生态环境是有

利的。中央文献研究室原常务副主任杨胜群认为，该

剧具有高度历史真实性，它对彭德怀的思想、性格、精

神、品格等特点的刻画非常成功，尤其是突出表现了彭

德怀身上可贵的担当精神。彭德怀在生活当中是一个

硬汉，这部电视剧恰恰还原了一个硬汉形象。今天的

时代是一个呼唤硬汉的时代，需要人民情结的时代，也

是需要心怀坦荡、敢于担当的时代。

文艺评论家李准认为，该剧以塑造彭德怀的形象

为中心，打破了流水账式，特别是功劳本式作品的弊

病，在有深度、有重点地表现彭德怀主要革命经历和

杰出贡献的同时，抓住了彭德怀心怀天下、爱憎分

明、意志如铁、不怕牺牲的性格核心，在彭德怀人格

魅力揭示上达到了新的水平。此外，该剧敢于正视创

作中的矛盾和焦点，勇于沿着正确方向攻坚克难，以

相当高的政治智慧和精进的艺术技巧把创作者的难点

变成了作品的亮点，既给观众带来相当强烈的新鲜

感，又为重大题材影视剧创作提供了新鲜的经验。文

艺评论家陈先义充分肯定了该剧对彭德怀身上“中国

军人精神”、“中国将帅精神”的开掘，认为剧作既写

出了彭德怀坚定不移的革命信念，置个人生死于度外

的革命精神，又表现了他刚正不阿、敢于坚持的品

格，以及大局意识和整体观念，让彭德怀的精神内涵

和性格特征变得更丰富更真实。

据新华社北京电 在“六一”国际儿童节到来之际，6月

1日，共青团中央、全国少先队工作委员会在中国少年儿童

新闻出版总社举办少儿文艺作品创作推广座谈会。中共中

央政治局委员、国家副主席李源潮指出，要深入学习习近平

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切实担负起少儿文艺为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事业培养接班人的时代责任，让孩子们快乐生活、健康

成长。

会前，李源潮参加了“红领巾阅读乐行”活动，勉励孩子

们爱读书、多读书、读好书。听孩子们朗读中华经典时，他希

望孩子们不仅要读懂经典，还要用行动去体验。在与少儿文

学作家曹文轩交流时，李源潮鼓励他经常到孩子们中去，创

作更多孩子们喜爱的文学精品。在考察《中国少年报》《中国

儿童报》编辑部时，李源潮说，要把握孩子的思想情趣和心理

认知，用优秀文艺作品传递真善美。

座谈会上，李源潮同少儿文艺创作者、少年儿童代表和

出版单位、有关部门负责人讨论交流。他说，少儿文艺做的

是培养未来的工作，实现中国梦需要少儿文艺繁荣兴盛。少

儿文艺是引领孩子们快乐生活、健康成长的精神伙伴，要创

作更多思想性、知识性、趣味性相统一的文艺作品，传播理

想，引导情趣，开阔眼界，激发想象，启迪心灵，丰富少年儿童

的精神世界。全社会都来关心支持少儿文艺事业，举起照亮

孩子们前进道路的心灵火炬。

李源潮参加“六一”国际儿童节活动时指出

用真善美的文化艺术丰富少年儿童的精神世界

中国作家协会少数民族文学发展工程办公室收到2016年度少数

民族文学重点作品扶持项目推荐选题209项。经过专家论证和书记处

审核，确定扶持项目95项。其中，民族语文作品25项，汉语文作品70

项，包括小说33项、散文11项、诗歌10项、报告文学3项、儿童文学4

项、理论评论专项9项。现予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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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初夏的北京，绿意盎然，惠风和畅。6月1日至2

日，新西兰梅西大学和维塔工作室一行26名专家再次访问解放

军艺术学院，与该院师生及中国文化艺术界有关专家进行广泛

交流，进一步深化了友谊。

去年6月，新西兰梅西大学和维塔工作室代表团首次到访

解放军艺术学院，其间举办了“创意与电影艺术”论坛，推出了一

批具有国际水准的学术成果，并与该院达成了交流合作的初步

意向。同年11月，解放军艺术学院组织代表团对新西兰进行了

回访，并派6名教员在梅西大学和维塔工作室接受为期一个月

的专业培训。

6月1日上午，该院“军艺讲堂”隆重开讲，来自新西兰梅西

大学创意学院的克里斯·贝尼维茨教授、瑞贝卡·辛克莱尔副教

授、沃伦·麦克斯韦尔先生分别以《创意和技术》《大脑、双手、内

心：新西兰梅西大学创意艺术学院的创意和音乐》《音乐和文化

类型的成功融合》为主题，为解放军艺术学院的师生们呈现了一

个富有创意的美好世界。

在下午举行的“创意与音乐教育”专题论坛上，来宾们又与中

方有关专家围绕文化创意、音乐教育进行了学术研讨。梅西大学

校长史蒂夫·马哈瑞、维塔工作室联合创始人兼创意总监理查德·

泰勒爵士、梅西大学副校长兼创意艺术学院院长克莱尔·罗宾逊

教授、紫水鸟影视公司创意总监马丁·贝恩顿等4位新方专家，分

别围绕“21世纪创意的重要性”“创意的声音”“创造性的伙伴关

系”“好故事如何创造，为什么这样创造？为出版和银幕创造新的

世界和人物”作了发言，得到与会专家的一致赞同。中国音乐家协

会主席叶小钢、中国音乐学院院长王黎光、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

研究所所长项阳、解放军艺术学院科研部部长兼音乐系主任李诗

原等4位中方专家，分别围绕“音乐创作与音乐人才培养”“立足

国学根基，张扬中国音乐之声”“礼乐教育——中国古代人格塑造的重要方式”“创

意之于音乐教育与人的发展”进行了发言，引起与会人员的热烈共鸣。

当晚，一台别开生面的音乐舞蹈晚会在解放军艺术学院上演。该院师生与新

西兰三体根艺术团同台演出。晚会在该院舞蹈系学员表演的女子群舞《祝福》中

拉开帷幕，紧接着，根据新西兰民歌改编的民乐合奏《特卡湖畔牧羊人》、合唱《茉

莉花》、京剧演唱《锁麟囊》、群舞《一片羽毛》、美声演唱《埃尔纳尼，我们逃走吧》

等节目先后呈现，精彩的演出赢得来宾们的阵阵掌声。三体根艺术团表演的《下

一次》《摇摆》《梦想》等8首曲目，充满了浓郁的新西兰民族风味，吸引了现场观

众频频喝彩。

其间，解放军艺术学院举行了实验艺术剧院成立大会。这是该院为适应社会主

义文化繁荣发展和打造强军文化需要，着眼出人才、出精品创建的艺术实践新平台。

6月2日，梅西大学的艺术家们观看了解放军艺术学院的部分教学成果展

示。该院戏剧系学员表演了他们最近正在排演的一位新西兰剧作家的作品片段，

这让新西兰艺术家们倍感亲切，演出结束后对学员们的精彩表演报以热烈的掌

声。在参观文学作品展时，新西兰艺术家们对该院培养了包括诺贝尔文学奖获得

者莫言在内的一大批作家深表赞叹。“中国画画的是哲学，西方画画的是科学”，

在该院美术系负责人的讲解下，新西兰艺术家对现场展出的中国美术作品表现

出了极高的兴趣。新西兰艺术家还观看了军事文化传播系当天正在室外开展的

现场教学课程，对学员们展示出的艺术才华赞不绝口，纷纷与学员们合影留念。

新西兰艺术家还饶有兴致地观看了文化管理系学员表演的士兵健身操和军营锣

鼓表演，并参观了他们的宿舍及学习室、活动室等，对该院的教学有了更多更深

的了解。当天，解放军艺术学院还与新西兰梅西大学签署了深化交流合作谅解备

忘录，构建起交流合作的常态化机制。 （李 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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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李晓晨）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大地诞生了许多勇立潮

头、敢为天下先的创业者，他们在创立企业、积累财富的同时不忘回馈社会，女企

业家翟美卿就是其中一员。日前，作家叶梅的长篇纪实文学《美卿：一个中国女

子的创业奇迹》由作家出版社出版。5月28日，叶梅长篇纪实文学《美卿：一个

中国女子的创业奇迹》研讨会在京举行。中国作协副主席李敬泽、中国作协书记

处书记阎晶明及30多位专家学者与会研讨。

作为改革开放第一代创业者，翟美卿从一个充满创业梦想的女性成长为产

业涉及多领域的企业集团掌门人的故事，在当下具有一定现实意义。李敬泽表

示，该书讲述了普通人创业守业的篇章，弘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并具有现代意

识。作品不仅讲述了一个耐人寻味的中国故事，更是改革开放中一代人的缩

影。作家与传主之间气息相通、互相理解，也赋予本书独特品格。阎晶明谈到，

作品塑造了一个事业、家庭都极为成功的女性人物形象，翟美卿的经历也启迪读

者进一步思考如何实现人生价值、丰富精神世界等问题。

与会者认为，该书以散文化的笔法、日常化的叙事，抒写女主人公翟美卿的

成长经历、追梦过程，既具有文学价值也具有社会意义。作品由个人成功之路提

供了当代青年志在创业的励志样本，展现了新型民营企业家的典型形象和特有

风采，讴歌了改革开放历史进程，其个人经历也勾勒出这个国家30多年来的轨

迹。叶梅是中国作协主席团委员，她为了写好这部作品，历时3年多收集材料，

潜心创作，作品内容真实客观，富有感染力，既有对人物真实生动的描述和塑造，

又有对历史现实的展示和思考。

“这本书是我在文学道路上的一种偶遇，但也是一种必然。”叶梅说，她一直

在思考，文学该怎样走进生活、走进时代，怎样体现我们的美学价值和精神境界，

作家先打动自己才能打动读者，写作带给自己的思考也还远未停止。

本报讯 5月16日至25日，《中国

作家》杂志社主编王山、副主编高伟，云

南武警总队政委张桂柏，陪同老作家陈

柏中、吴泰昌、尧山壁、包明德、蔡润田、

刘兆林，在云南展开了为期10天的扎

根人民、服务基层的文学活动。

作家们足迹遍及昆明这座城市及

周边的山寨，10天的实地走访、与云南

武警官兵的零距离交流，作家们切身感

受这一方水土的蓬勃生机，觉得收获颇

丰。在与武警官兵举行的座谈会上，荣

获武警部队首届“中国武警十大忠诚卫

士”称号的武警云南昆明支队队长方红

霄等工作战斗在第一线的官兵们，向作

家们介绍了基层的工作战斗情况。据介

绍，云南武警部队任务多，种类繁，不但

要维持社会稳定与安全，还有缉毒、边

防、侦察、反间谍等任务，时刻处于战备

状态。云南武警官兵良好的作风、铁的

纪律、忠诚奉献的精神深深地感动了作

家们。

作家们谈到，此次活动内容丰富，

信息量很大。通过深入边疆基层进行实

地采访，对这里的历史文化和现实生活

有了更深的认识。要用手中的笔写出边

疆卫士的职业操守和奉献精神，讲述边

疆人民的生活变化和精神风貌。以优秀

的文学作品讲好中国故事，传递正能

量。大家还认为，此次活动体现了《中国

作家》杂志社的担当精神和责任意识。

主办方表示，办刊就是要和作家交朋

友，要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以后还要多

开展类似的活动。

（阎 瑜）

本报讯（记者 王觅） 山东军旅作

家高建国的长篇报告文学《一颗子弹与

一部红色经典》首发于2015年第12期

《人民文学》，同年12月由作家出版社

出版，引起广泛关注和强烈反响。5月

29日，作家出版社、《人民文学》杂志

社、山东省作协、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

宣传局文化处在京联合举办该书研讨

会。中国作协副主席何建明，中国作协

书记处书记、作家出版社社长吴义勤，

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宣传局副局长姜

秀生，《人民文学》主编施战军，山东省

作协副主席苗长水及10余位专家学者

与会研讨。研讨会由作家出版社总编

辑黄宾堂主持。

军事学博士高建国是上世纪80年

代“济南军区作家群”的一员。《一颗子

弹与一部红色经典》反映了抗日战争相

持阶段，以新四军老6团为骨干的“江

南抗日义勇军”挺进苏南东路地区河湖

港汊水乡打击敌人，开辟以阳澄湖为中

心的苏常太和澄锡虞抗日民主根据地

的艰难曲折过程，全景式展现了“江抗”

主力奉命西撤北上后，以刘飞、夏光为

代表的伤病员不屈斗争，终使芦荡火种

再度燎原的波澜壮阔的红色历史画卷。

与会者认为，该作品以嵌入新四军

指挥员刘飞胸部的“一颗子弹”为切入

点，以纪实手法讲述阳澄湖36个伤病

员的事迹，以及由此引发的红色经典

《芦荡火种》《沙家浜》的创演过程，将宏

大叙事与细微透视相结合，从独特视角

揭示了“江抗”苦难而辉煌的奋进历程，

是一部全面系统、深刻生动反映“江抗”

历史和功绩的报告文学作品。作品生

动描述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民

族危急关头洞察历史风云、领导抗日军

民创造性开展敌后游击战争的历史进

程，通过对“江抗”两度兴起传奇经历的

讲述，勾勒了新四军英勇曲折的发展历

程，在深度开掘中披露了不少鲜为人知

的史实，读来发人深省，实现了思想性

和艺术性、历史意义和现实价值的有机

统一。

本报讯（记者 黄尚恩） 5月28日至29日，由《十月》杂志社、广东

省旅游协会、南雄珠玑巷联谊会联合主办的梅岭诗会在广东南雄市举

行。中国作协副主席吉狄马加、《十月》杂志主编陈东捷，以及20多位诗

人参加活动。

吉狄马加在致辞中说，岭南有着丰富的历史文化和革命历史传统。

现在全国文学界都在学习、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重

要讲话精神，正在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关于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的意

见》，诗人们来到南雄市采访创作，要真正深入基层，收集创作的素材，

激发写作的灵感，写出既有历史底蕴又富有时代感的优秀诗作。

活动期间，诗人们参观了水口战役遗址、梅关古道、珠玑古巷、大雄

禅寺和古村落新田村。其中，梅关古道是古代中原通往岭南的重要通

道，古道旁有苏东坡、朱熹、文天祥、陈毅等名人度岭题写的诗碑。珠玑

古巷则是中原氏族拓展南疆的一个中转地，由珠玑古巷迁徙出去的姓

氏多达178个，其后裔超7000万人，遍布海内外。诗人们一边走，一边

记下对当地生活和历史的发现和感悟。诗人们还参加了“诗意梅岭，诗

会南雄”诗歌朗诵会，通过朗诵一系列优秀诗作，表达对历史的敬重和

对革命先烈的追思。

南雄市第三届姓氏文化旅游节同时开幕，诗人们在对“姓氏文化”

的体验中加深了对传统文化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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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建国长篇报告文学《一颗子弹与一部红色经典》：

展现波澜壮阔的红色历史画卷

老作家赴云南深入生活

叶梅新作《美卿：一个中国女子的创业奇迹》：

记录普通人追逐中国梦历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