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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书贴 《工厂男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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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城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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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工厂女孩》之后，丁燕在这部长篇纪实作品中将
视线放到了男性打工群体身上，描摹出一幅生动的“90
后”工厂男孩群像。他们笃定又迷茫地徘徊于车间与宿
舍，失落冲击着昨日的预想。作品拓展了打工文学的边
界，让读者了解到转型期中国之巨变，更了解到中国人在
各种逆境中不丧失信心、努力寻求幸福生活的心路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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蔚蓝通途上，闪耀着文学的光芒
——中国作家“海上丝绸之路”采访活动侧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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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文学应该在文化交流中承担什么样的责任？

作家又能做些什么？”在参加中国作协组织的“海上丝绸之

路”采访活动的12天中，来自甘肃嘉峪关的作家赵淑敏一直

在思考类似的问题。“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文化实力

更需要提升。我们也更加需要文学的光芒来照亮内心。对

一个人、一个区域、一个国家来说，都是如此。”

“海上丝绸之路”指古代中国与世界其他地区进行经济、

文化交往的海上通道，路线从中国东南沿海经中南半岛、南

海诸国，穿印度洋、红海，抵达东非及欧洲。2013年9月和

10月，习近平主席在出访中亚、东南亚国家期间，相继提出

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大倡

议，“一带一路”上升为国家战略，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

方面产生积极影响。“一带一路”战略涉及我国18个省区

市，成为这些地区促进经济发展、提升文化实力的重要推进

力量。各行各业围绕“一带一路”开展的建设，正逐步实践着

这一宏伟构想所勾画出的跨时空蓝图。

中国作协近期组织的“海上丝绸之路”采访活动，是继

2015年组织作家赴宁夏、甘肃、新疆等省区开展陆上丝绸之

路采访活动后，围绕“一带一路”主题的又一次作家深入生活

行动，旨在考量古老丝绸之路在当下的时代内涵，加深对“一

带一路”战略的理解，发掘“海上丝绸之路”的文化与文学价

值。

“海上丝绸之路”采访活动于5月16日在海口启动。中

国作协副主席何建明在启动仪式上表示，历朝历代的中国人

民，携手共创了连通东西方世界的海上丝绸之路，为我们留

下了无数传奇。今天，我们仍应从其丰厚的历史积淀中吸收

营养。希望作家们在采访中用心感受、积极思考，既主动深

入发掘海上丝绸之路的宏伟历史留给我们的文学养料，又密

切关注沿线人民的现实生活，创作出反映深厚的历史遗存与

鲜活时代气象的优秀作品。

何建明、高洪波、陈怀国、孔见、储福金、王炳根、崔艾真、

马叙、张学东、马娜、李美皆、刘晓平、赵淑敏、徐常根等作家

评论家参加了此次活动。启动仪式后，采访团先赴海南文

昌、琼海，考察沿海港口新风貌，了解一代代“下南洋”的中国

人谱写的曲折历史。宋元时期，中国同世界60多个国家有

着直接的“海上丝路”商贸往来。明代郑和远航标志着“海上

丝路”的极盛时期。中国境内的海上丝绸之路主要有泉州、

宁波、登州（蓬莱）等港口。采访团随后探访了厦门、泉州、宁

波、舟山等地，最终抵达蓬莱。采访行程跨越南海、东海、黄

海和渤海海域，总计3000余公里，历时12天，以作家之笔再

续了“海上丝绸之路”这条古老又满载梦想的蔚蓝通途。

《文艺报》副总编辑崔艾真说，在采访中，作家们其实一

直行走在两条“海上丝绸之路”上——一条是古代的，另一条

是21世纪的，既有对往昔历史的回顾，也有对未来的梦想。

对作家而言，历史与现实总是交织、并行的。来自湖南张家

界的诗人刘晓平也相信，这次采访是自己向历史学习的过

程。他说：“历史总是生动形象又充满故事。然而，无论是历

史的丝绸之路，还是今天的‘一带一路’，都是祖国繁荣强盛

的表现。”

来自福建的作家王炳根认为，此次采访让他开始思考

“海上丝绸之路”的本质和深层意义。他认为，作为“一带一

路”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海上丝绸之路”是大国和平崛起

的具体化策略。作家应该加深对“海上丝绸之路”的认识，要

从文化、军事、社会等多层面去理解，并在创作中融合自己多

年的思考。

来自部队的作家陈怀国从军事角度认识到“海上丝绸之

路”的价值。在厦门胡里山炮台，在原总装备部工作多年的

他感慨到：“先辈将丝绸、茶叶、瓷器等，通过海上丝绸之路带

去海外，惟一没有主动输出的是四大发明之一的火药。其中

况味值得作家深思。”

来自宁夏的作家张学东与来自新疆的报告文学作家徐

常根，都常年生活在“陆上丝绸之路”所贯穿的祖国西北地

区，他们在海上丝绸之路的采访中，融入了更多对比和思

考。福建拥有“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港口，泉州现今依然保

存有这方面的丰富文物，如古船、碑刻、教堂、庙宇等。在泉

州采访期间，张学东了解到，如今仍有不少阿拉伯后裔生活

在这里，而且泉州还存在基督教、印度教、伊斯兰教、摩尼教

等多种宗教互融、和谐共存的独特现象。他深有感触，“文学

其实应该思考的问题是，交流的目的是什么？不能落地生根

的文化交流，最终只会成为一种表象。”泉州多元交融的文化

形态，证明了文化的“落地生根”所能产生的深远影响。

来自浙江的诗人马叙也认为“文化及文学的对外交流亟

须加强、迫在眉睫”。在海口骑楼老街多种建筑风格融合的

异域风情街区中，他说：“物质的东西其实都承载着一定的文

化形态。比如我们的祖先，通过‘海上丝绸之路’向世界输出

的瓷器和丝绸，就成为了中国文化的代表元素。这不由得让

人反思当下中外文化交流的有效性。”他认为，“我们还需加

强文学交流的力度和对中国经典文学作品的翻译推介力度，

这是文化交流不容忽视的重要部分。”

徐常根来自乌鲁木齐，而乌鲁木齐也是陆上丝绸之路的

“桥头堡”。他认为，相比“陆上丝绸之路”自然条件的恶劣，

海洋则物产丰富，“海上丝绸之路”贯穿起来的港口城市也更

加富饶繁华，如浙江、江苏、福建等都是中国几十年来经济发

展最快的地区之一。“一带一路”战略将陆上和海上的丝绸之

路打通，无疑会产生巨大的带动作用。特别希望更多的新疆

作家能够到“海上丝绸之路”来采访创作。

江苏作家储福金则更关注“海上丝绸之路”的现实发

展。在海南万泉河边，他回忆自己30年前来到海南时所看

到的简陋和贫困，现在则完全被海南的巨大变化所震撼。与

“陆上丝绸之路”相比，人们一直以来对“海上丝绸之路”历史

的关注要少得多，海南作协主席孔见希望更多的作家能够把

目光转移过来，写出更多的优秀文学作品。评论家李美皆也

相信“亲眼所见”对作家的重要意义。在数字时代，资料信息

可以轻松查阅获取，只有亲身经历的感受是无法取代的。

每到一地，她都尽力与熟悉当地历史风俗的人多交流，“听

他们谈论那些历史事件和人物，这是书本上无法取得的珍贵

经验”。

报告文学作家马娜则特别关注沿海渔民的生活，因为

“他们一代代为生存下南洋、出海，他们是丝绸之路的开拓

者”。身为女性，她尤其关注渔民背后的女人，“是女性的默

默奉献使丝绸之路得以延伸和发展”。她希望从这个角度来

创作一部报告文学作品。

陆上和海上的丝绸之路曾是中国“双击”打开世界的方

式，几乎成就了中华文明的整个繁盛时期。在这次沿海而行

的采访中，作家们时常眺望祖国的蔚蓝洋面。采访团成员们

相信，今天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倡议，无疑会为这

条蔚蓝通途再续繁荣与和平的新历史，而属于文学的金色光

芒，也必然会闪耀其上。 （周李立）

本报讯（记者 王觅） 近年来，网络文学在快速发展的同

时，也面临着版权保护方面的严峻挑战。加强网络文学版权保

护工作，对进一步推动网络文学健康有序发展无疑具有重要

意义。5月31日，由中国作协作家法律服务团和中国作协网

络文学委员会共同主办的网络文学版权保护研讨会在京举

行。中国作协有关部门负责人，相关管理部门代表，中国作协

作家法律服务团专家、网络作家、网络文学专家、文学网站负

责人代表等与会交流研讨。

研讨中，与会者分析了网络文学版权保护的现状、网络文

学侵权盗版的形式和特点，结合各自经历或部分典型案例交

流了网络文学作家维权的困惑及难点，介绍了文学网站在打

击侵权盗版、保护版权方面的经验、措施和难点，并就今后如

何加强网络文学版权保护工作提出意见和建议。作家法律服

务团专家就有关问题进行了答疑。

大家谈到，猖獗的侵权盗版是困扰网络文学已久的问题。

随着互联网和新媒体技术不断发展，网络文学侵权盗版的形

式也是变化多端，网站、论坛、贴吧、搜索引擎、阅读器、手机客

户端、应用商店等均有涉及。当前，网络文学盗版更新速度快、

内容质量高，甚至形成了整条的产业生态链，其背后有着巨大

的利益驱动。对网络文学阅读者而言，同等质量的免费盗版内

容比付费正版内容更具吸引力。打击网络文学侵权盗版的法

律程序复杂，对证据要求高，需要消耗的成本高、精力大，网络

作家和网络文学网站往往因一己之力有限而放弃维权。此外，

网络文学侵权者还会打着技术中立的幌子，滥用“避风港原

则”。这些都对盗版的滋生蔓延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与会者表示，网络文学版权保护是一项长期性、持续性的

工作，需要多管齐下，形成合作优势，增强创新能力，共同营造

打击侵权盗版的氛围，还网络文学一方绿色清朗的空间。中国

作协将以此次研讨会为契机，进一步研究网络文学版权保护

的对策，继续深入开展作家维权特别是网络文学版权保护工

作。与会者建议，有关部门应联合执法，从源头上治理网络文

学侵权盗版；增加网络运营商的审查义务，必要时采取政府约

谈方式加强对网络运营商的监管；网络文学版权保护应从个

体维权向行业维权转变；加大对网络文学版权保护意识和典

型案例的宣传，提高公众阅读正版的习惯和尊重版权的意识。

网络文学版权保护亟待加强

本报讯 初夏时节，久负盛名的美国

茱莉亚学院院长约瑟夫·波利希一行5人

于6月3日访问了解放军艺术学院。

茱莉亚学院是世界一流的表演艺术类

院校，毕业生多次获得国际知名音乐大

奖。约瑟夫·波利希院长是著名巴松管演

奏家和音乐教育家。

解放军艺术学院是全军惟一的多学

科、综合性高等艺术院校，培养出了诺贝尔

文学奖获得者莫言等大批优秀文艺人才，

被誉为“军队作家、艺术家的摇篮”。

在音乐厅，来宾们欣赏了该院音乐和

戏剧教学展示。师生们用优美的曲调演奏

了中国乐曲《春江花月夜》和根据美国歌曲

改编的《什锦菜》，用小提琴演奏了电影《辛

德勒名单》主题曲和《庆丰收》，用美声唱法

演绎了根据哈萨克族民歌改编的《玛依拉

变奏曲》和民歌《小河淌水》、意大利歌剧

《托斯卡》选段《为艺术为爱情》。学员们还

精心表演了美国剧作家奥尼尔作品《榆树

下的欲望》片段。在舞蹈教室，学员们先后

展示了芭蕾舞、中国古典舞、中国民族民间舞等专业技能，表

演了群舞《新军靴》，学员们的精彩表演让来宾频频喝彩。

随后，来宾们参观了该院文学系师生作品展，观看了美术

系师生精心创作的中国画、油画等美术作品，给予了由衷好

评。宾主双方表达了进一步交流合作的美好愿景，访问在欢

乐、友好的氛围中圆满结束。 （李 聪）

本报讯 在中国与奥地利建交45周年之际，5月27日，

人民文学杂志社和奥地利驻华大使馆文化处共同在京举办中

国-奥地利文学交流报告会。中国作协副主席何建明、奥地

利驻华大使馆文化参赞欧诺德、《人民文学》主编施战军、奥地

利维也纳大学校长英格尔等与会。何建明和欧诺德向《人民

文学》德文版《路灯》在德语国家和地区引起关注表示祝贺，希

望该杂志成为中奥文学交流的重要桥梁。

施战军介绍说，《人民文学》德文版是面向整个德语区域

读者的，尤其是面对有着深厚文学传统、至今仍然活跃的文学

区域，奥地利是其中的重要国家之一。《人民文学》德文版已经

出版了两期，今后每年将推出两期。会上，奥地利维也纳大学

孔子学院院长李夏德受聘成为《人民文学》德文版顾问。张

涛、胡开敏、邱华栋、徐坤、王建斌、韩瑞祥、徐则臣、徐南鹏、晓

航等专家学者和作家围绕中国作协的对外交流工作、《人民文

学》外文版的出版发行情况，以及当代中国文学与奥地利文学

的翻译交流展开对话。与会者表示，除翻译介绍经典的作家

和作品之外，中国文学的对外传播还应更多关注新生代作家

的作品，以使德语国家的读者们对中国文学的多样性有更多

的了解。 （王 杨）

《人民文学》举办
中奥文学交流报告会

5月29日至6月 11日，由中国城市雕塑家协会、中国艺
术研究院中国雕塑院主办的“匠与意——中国艺术研究院中
国雕塑院建院九周年雕塑展”在京举行。此次展览以“匠与
意”为主题，整体性、学术性地呈现中国雕塑院建院以来在雕
塑创作、学术研究和人才培养方面的成果。

展览展出了吴为山、钱绍武、盛杨、曹春生、田世信等知
名艺术家和郅敏、李烜峰、孙龙本等中国雕塑院青年创作中

心成员的作品近90件。展览现场还展示了近年来中国雕塑
院参与国家组织、号召的创作课题成果，包括国家重大历史
题材美术创作工程、中华民族重大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

“中国西部题材雕塑创作”等。这些作品体现了青年雕塑家
们力求继承传统、放眼世界、敢于探索和创新的精神。

作为中国雕塑院建院九周年系列活动，“同曦·中国青年
雕塑邀请展”将于10月在南京同曦美术馆举行。（小 辰）

本报讯 5月 27日，由作家网、人民文学

杂志社、包商银行、现代出版社主办的第六届

“包商银行杯”全国高校文学作品征集、评奖、出

版活动颁奖仪式在北京师范大学举行。高洪

波、胡忠、韩亨林出席并向一等奖获得者颁奖。

本次活动以“十年文化战略工程，打造高校

文学巨史”为主题，共评出117篇（首）获奖作

品。这些作品感情真挚，充满青春气息，传播正

能量，富有创新意识和探索精神，体现了当代大

学生的风貌和精神世界，展现了他们对文学的

追求和对生活、对家乡、对祖国的热爱。其中，

西安外国语大学倪广慧的诗歌《赫本是个好姑

娘》、西北师范大学十一娘的散文《南方》、深圳

大学欧阳德彬的小说《山鬼》获一等奖，周小茗

等9人的作品获二等奖，左手等15人的作品获

三等奖，吴雨伦等90人的作品获优秀奖。

据介绍，中国高校文学作品征集、评奖、出

版活动于2010年9月启动，每年举办一届，迄

今累计收到来稿30多万篇，已编辑出版《中国

高校文学作品排行榜》24卷。与其他文学奖项

聚焦已经或即将成名的作家有所不同，该活动

关注的是拥有写作热情、萌发文学梦想的高校

学子，希望能为在文学之路上刚刚起步的同学

们送去一份力量、关怀和鼓励。

据悉，第七届“包商银行杯”全国高校征文

活动已正式启动。 （欣 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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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王觅） 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文艺工作座谈会重要讲话精神，弘扬民族

文化，繁荣诗歌创作和朗诵艺术，5月28日，由北京市文联、

中共北京西城区委宣传部、西城区文明办、西城区文化委、西

城区文联、北京朗诵艺术团等单位联合主办的“永远跟党

走——中国十大‘70’后朗诵艺术家朗诵会”，在北京天桥演

艺中心举行。

会上，冯福生、张家声、张筠英、陈铎、林中华、虹云、殷之

光、曹灿、雅坤、瞿弦和等10位70岁以上的老艺术家精神抖

擞地轮番登台，倾情演绎了《祖国啊，亲爱的祖国》《党啊，我

为你歌唱》《丰碑》《红船的方向》《我爱这土地》《可爱的中国》

《祖国，你在我心中》《话说长江》《何必为年龄发愁》等作品，

表达了永远跟党走的决心和勇气。艺术家们情感深挚的精彩

朗诵引起观众强烈共鸣和一致好评。朗诵会在激昂雄壮的合

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中落下帷幕。

此次活动由82岁的朗诵艺术家、北京朗诵艺术团团长

殷之光任总策划，全维润执导制作。据悉，参加朗诵会的10

位德艺双馨的老艺术家都长期致力于我国朗诵艺术事业，在

专业领域颇有造诣。活动筹备期间，艺术家们不顾年事已高

和身体不适，热情响应，积极参与，全力投入，展现了老一辈

艺术家对党和人民无限热爱的精神面貌。大家动情地表示，

今后将继续不遗余力地为朗诵艺术事业作出自己的贡献。

老艺术家深情朗诵向党献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