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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走 路
抒写中国梦

第四批作家重走长征路：

感受一种精神 体味一种力量
本报讯（记者 李晓晨） 闽西是中央苏区重要组成

部分，是中国革命历史的红色摇篮。1934年，中央红军主

力红九军团就是从福建长汀中复村出发，途径闽、赣、湘、

桂、黔、滇、川、康、甘、宁等11省，最后完成掩护红军主力

战略转移的伟大任务，成为中央红军中行进路程最长、行

走时间最久的一支部队。

为纪念中国共产党建党9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80

周年，6月18日至28日，中国作协组织第四批作家“重

走长征路”，走进福建、广西。18日，中国作家“重走长征

路”暨福建作家艺术家闽西红土地采访活动在福建古田

会议旧址启动。中国作协副主席白庚胜出席启动仪式并

讲话。中国作协副主席高洪波，中共龙岩市委常委、秘书

长严志铭等出席启动仪式。启动仪式由福建省文联党组

书记张作兴主持。

上杭、连城、长汀……这些写入中国革命历史的地

名见证了中国工农红军“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发展壮

大。白庚胜在讲话中谈到，中国作协从今年4月起组织

作家开展“重走长征路”主题采访活动。至今，前三个团

已分别沿红一方面军、红二方面军、红四方面军行军路

线完成采访。今天，我们从中国革命圣地——古田会议

的召开地出发，重温中国革命的非凡岁月，感受当年红

军艰苦卓绝的战斗，深入了解长征沿线地区及闽西红土

地上翻天覆地的历史巨变，以纪念红军长征的伟大胜

利、缅怀先烈的丰功伟绩，让我们的灵魂在新的时代条

件下又一次接受洗礼。他希望大家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

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坚持以人

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积极弘扬长征精神，热情讴歌时

代巨变，创作传播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无愧于时代

的优秀文艺作品，为中华民族的生生不息提供强大的精

神支撑，并告慰长眠大地的英烈。

作为作家代表，武歆在启动仪式上发言。他说，80

多年前，红军从这里出发创造了历史的奇迹，今天我们

在此集结，在6月的骄阳下，在南方的红土地上，沿着红

军的脚印，用虔诚的心，用清亮的眼，用坚定的脚，去感

受，去思考，接受灵魂深处的洗礼。我们将坚定信念，坚

守纪律，把长征进行到底，把创作任务进行到底。

作家们参观古田会议纪念馆，探访“星星之火，可以

燎原”的诞生；走进才溪乡调查纪念馆，重温毛泽东提出

的“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冒着酷暑前往松毛岭无名

烈士墓敬献花篮，听红军后代讲述红色故事；在红军出

发“零公里处”的石碑前，大家肃然起敬，聆听历史回音；

在瞿秋白烈士纪念馆、杨成武纪念馆，作家们一次次重

温历史，向革命精神致敬。

作家柳建伟表示，20年前为写红一方面军征战纪

实，他第一次重走长征路，受益极大。这20年，自己多次

走过不同的长征路，次次都有收获。重走长征路重在寻

回、继承长征精神。弄清从哪里来，才知“我”是谁，才会

明白自己去向何方。忘了初心，是不可能有前进的方向

的。几个月前，他创作一部有关湘江血战的剧本，里面重

点写了红三十四师6000名闽西子弟为掩护主力红军过

湘江几乎全部牺牲的往事，今天走进这些英烈的出生

地、觉悟地凭吊，感觉自己灵魂受到洗礼。

作家肖江认为，“重走长征路”让我们有机会走在闽

西的红土地上，感受一种精神，体味一种力量。一路走

来，我们的心灵无时不被震撼和感动。革命先烈为了实

现自己的理想，以自己无畏的精神和热血投身血与火的

斗争中，前赴后继，书写了一首首可歌可泣的革命长歌。

重走在长征路上，我们寻找着80年前先烈的精神，也体

味着他们的情怀和理想，这一切都激励着今天的我们在

复兴中华民族的新长征路上奋勇向前，去实现先烈们的

伟大梦想。

采访团以高洪波为团长，柳建伟为副团长，徐坤、王

力平、汪守德、东西、郭雪波、武歆、钱玉贵、肖江、黄宏

地、商泽军、龚桂华、葛一敏、胡进、刘岸、顾七兮、胡松

夏、荣杰等参加活动。

据悉，作家们在结束福建之行后，将前往广西的灌

阳、全州、兴安、龙胜等地继续采访调查，寻找灵感，积累

素材，接受革命精神的洗礼。

本报讯（记者 任晶晶）“在文艺形态丰富多彩的当下，

创作推出电视剧《彭德怀元帅》充满忐忑，怕不应时，尤其怕得

不到年轻观众的喜欢。”6月21日，在由中宣部、国家新闻广

电总局电视剧司、中央电视台电视剧管理中心在京召开的电

视剧《彭德怀元帅》研讨会上，该剧主创们道出了创作之初的

种种顾虑。实际上，这是创作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需要面

临和突破的重要问题。令所有主创深感欣慰的是，电视剧《彭

德怀元帅》播出后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好评，播出首日即获

得全国同时段黄金档收视第一的佳绩。

中宣部副部长景俊海出席研讨会并讲话。他说，电视剧

《彭德怀元帅》为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创作积累了新经

验，开创了新模式，该剧的创作与播出对推进文艺精品创作生

产，实现由高原向高峰迈进有三点启示。一是坚持历史真实与

艺术真实的有机统一，是创作生产革命历史题材精品力作的

根本和关键。二是融通历史和现实，凝聚奋进力量，是历史题

材佳作的时代价值。三是坚持精益求精，追求至善至美，是创

作文艺精品、锻造高峰之作的必经之路。

电视剧《彭德怀元帅》的成功不是偶然的。与会专家学者

谈到，该剧打破了以往某些同类电视剧的缺陷，通过人物形象

的塑造、历史事件的选择，展现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内

在精神，在情怀上更贴近广大受众，传递了时代精神，有鲜明

的现实意义和时代价值。创作者对领袖人物的独特诠释，既能

让观众感同身受剧中人物的爱国情怀，又能体察到创作者对

当下生活的人文关怀和的精神观照；既能享受到艺术作品带

来的酣畅淋漓的审美感受，又能体会到作品引领观众回归人

物命运、家国情怀的深入思考。

多名观众代表也畅谈了自己的观后感。他们谈到，作为历

史人物，彭德怀已经走进了历史，而作为艺术作品，“他”已经

走进了观众的心里，并潜移默化地感染着观众，打动着观众，

正如剧中主题曲所唱：“你走出那么远，还牵着我的心。”

彰显崇高之美的作品永不过时

本报讯 6月6日，第四届《人民文学》长篇小说双年奖颁奖典

礼在浙江慈溪举行，刘心武的《飘窗》、宁肯的《三个三重奏》、袁劲

梅的《疯狂的榛子》、范稳的《吾血吾土》、康赫的《人类学》等五部作

品获奖。

《人民文学》主编施战军，慈溪市委副书记、市长施惠芳分别致

辞。宁小龄、邱华栋等为获奖者颁奖。《人民文学》长篇小说双年奖

设立于2010年，该奖项由《人民文学》杂志社、中共慈溪市委、慈溪

市人民政府主办，每逢双数年颁发，评选范围为颁奖年度前两年内

在中国大陆首次发表的原创长篇小说。颁奖会上，五位获奖作家

分别发表获奖感言。此后还举行了刘心武主题演讲、宁肯文学讲

座、慈溪作家李金波小说研讨会、慈溪青年作家六人作品集出版座

谈会等系列活动。 （欣 闻）

本报讯（记者 黄尚恩） 6月20日，由北京大学中国诗歌研

究院、中国诗歌学会等单位主办的“新时期诗歌美学——诗集《用

我的诗爱你》研讨会”在京举行。中国作协副主席吉狄马加，北京大

学中国诗歌研究院院长谢冕，中国诗歌学会会长黄怒波，以及叶延

滨、陈晓明、曾凡华、程步涛等十多位诗人、评论家与会研讨。

诗集《用我的诗爱你》与一场牵动人心的救援行动有关。今年

2月16日晚，浙江省浦江县大畈乡３名儿童在深山走失。来自县

内外的77个救援队迅速投入搜寻，数万名爱心群众自发参与，连

续搜寻3天，终于找到。在这过程中，浦江诗人和群众创作了大量

诗作，当地媒体以读诗的形式，为搜寻行动营造良好氛围。2月底，

叶延滨、谢克强、潇潇、杨志学、胡弦等诗人来到浦江采访，创作了

一批诗作，以反映这令人感动的“小城大爱”。《用我的诗爱你》就是

这些作品的结集。

吉狄马加谈到，诗歌当然可以表现个人的生命体验，但在反映

和记录社会事件方面，诗歌不应该缺席，诗歌创作应该深入挖掘社

会、时代和人性的本质。当然，如何更好地把“现实生活中的真善

美”转化为“诗歌中的真善美”，是诗人需要不断思考的问题。很多

伟大诗篇既处理了宏大的社会题材，又融入了鲜活的个人经验，获

得不同时代读者的共鸣，历久弥新。

与会专家认为，诗集《用我的诗爱你》中的作品，是诗人们面对

这一突发事件时的真情流露。诗贵真情，贵在自然流露。长久以来，

一些诗人迷恋于词语的锻造和修辞的训练，却对现实生活所发生

的一切不再“动心”，因此我们应该呼吁更多诗人找回对生活的爱

心、好奇心。惟有如此，诗人们才能写出真正打动人心的诗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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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6月18日至20日，由中共韩城市委宣传部和中国作协《中国

历史文化名人传》丛书编委会共同主办的《中国历史文化名人传》丛书学术

创作会在陕西韩城召开。中国作协副主席何建明，故宫研究院院长郑欣淼，

作家出版社总编辑黄宾堂，以及李炳银、肖亦农、陈亚军、虹烛等作家评论家

参加创作会，探讨了司马迁创作《史记》对当代作家的启示和意义。

韩城是史学家司马迁的故乡，位于韩城的司马迁祠至今仍为人们高山

仰止。《史记》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也是我国传记文学的开端，

被鲁迅评价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为写《史记》，司马迁从年轻时

就走遍了祖国大地，足迹遍及江淮流域和中原地区，考察风俗，采集传说。

何建明在创作会上谈到，《史记》反映了司马迁求真求实的精神，体现了他对

文体创新的探索，揭示了创作与生活的关系，这也是司马迁留给当代作家的

启示。传记文学作家要重视对于司马迁创作精神的学习和继承，要明确为

谁写作和怎么写作，深入生活现场寻找灵感，从对历史、现实和人物的真实

性入手展开艺术创作，传扬文化精神和文化价值。

《中国历史文化名人传》丛书于2012年初启动，遴选百余位中国作家和

研究学者，为中国历史上120多位文化名人创作传记，力求“文须出彩，史求

真实”。作家们表示，反映历史和生活有多种方式，但走向真实仍然是文学

创作最需要的。文学界应该提倡司马迁力求忠于真实、对历史负责的精神

和作为知识分子的担当精神。

作家们还赴国家文史公园、司马迁祠、八路军东渡黄河出师抗日纪念碑

等地参观。李彬、叶临之、何华、王晓云等也参加了此次活动。 （王 杨）

《中国历史文化名人传》丛书
学术创作会在韩城召开

《人民文学》奖掖长篇佳作

本报讯 6月20日，在电视剧《亲爱的翻译官》圆满

结局之际，由中国作协网络文学委员会、广东网络作家协

会和蔷薇书院联合主办的网络小说《翻译官》作品研讨会

在京举行。研讨会由中国作协副主席、网络文学委员会主

任陈崎嵘主持。白烨、欧阳友权、李朝全、肖惊鸿、刘晔原、

马季、邵燕君等10余位评论家与会研讨。

《翻译官》由网络作家缪娟于2006年创作，讲述了家

境贫寒的法语专业硕士乔菲，在翻译天才、高官之子程家

阳的指导下，逐步成长为一名优秀翻译人才，并与程家阳

相互扶持、最终走进婚姻殿堂的故事。小说2010年在蔷

薇书院连载时获得了较高的点击率，并由多家出版单位

先后签约出版。小说被改编为电视剧《亲爱的翻译官》播

出后，获得好评。

陈崎嵘在主持会议时谈到，此次研讨会表明了主办

方的“三个倡导”：一是倡导网络文学要表现丰富多彩、充

满正能量的现实生活；二是倡导关注女性网络文学创作，

促进女性网络作家茁壮成长；三是倡导优质网络文学IP

的艺术化、产业化和社会化。中国作协网络文学委员会要

遴选出更多优质的网络文学作品，为网络文学的发展摇

旗呐喊。同时，通过文本分析、理论探讨，逐步建立网络文

学评价体系，从而推动网络文学健康发展。

与会专家认为，《翻译官》以现代的观念诠释了“灰姑

娘”的故事，情节曲折，人物饱满，文笔优美，节奏恰当。小

说生动诠释了人性尊严和爱情温度之间的微妙关系，同

时表现了为自由抗争而成长的主题，富有积极向上的正

能量，具有较好的励志作用。与会者还将网络小说《翻译

官》与电视剧《亲爱的翻译官》进行对比，围绕“IP改编”

进行探讨。同时，大家还对女性题材网络小说创作进行讨

论，提出应当认真总结此类题材的创作经验，促进网络文

学经典化。 （刘晓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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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95周年，由北京海

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华夏电影发行有限责任公

司联合出品的献礼电影《大火种》于6月19日在

京举行首映。

本片根据铁流、徐锦庚的长篇报告文学《国

家记忆》改编，再现了上世纪20年代山东广饶地

区的中共党员和人民群众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

用生命保护中国首版《共产党宣言》，并使其如火

种般传播开来的感人故事。

本片取材于真实历史事件。在山东省东营

市历史博物馆内，有一本封皮残缺、纸张泛黄

的小册子，这就是1920年8月首版的《共产党

宣言》中文译本。由于排版和校对的疏忽，封

面的书名被错印成了《共党产宣言》，初版仅印

1000册，现在存世的极为罕见，已被定为国家

一级革命文物。

据悉，该片将于6月27日登陆全国院线。

（许 莹）

本报讯 中国散文学会第七届冰心散文奖于6月18日在河北省承德

市兴隆县揭晓并颁奖。中国散文学会会长王巨才，中国散文学会名誉会长

周明，冰心先生的女儿吴青等参加颁奖仪式。张抗抗等75人分别获得散文

集奖、散文单篇作品奖和散文理论奖。

冰心散文奖是根据中国散文学会顾问、著名作家冰心先生遗愿于

2000年设立的，迄今已经举办7届，铁凝、贾平凹、肖复兴、叶文玲、迟子

建、赵丽宏等都曾获奖。据介绍，在历届评奖中，业余作者和女作者几乎

占获奖总数的70%，充分体现了冰心先生所提出的发现扶持新人，关注

女作家的心愿。 （欣 闻）

第七届冰心散文奖颁奖

本报讯（记者 李晓晨） 6月17日，熊育群

长篇小说《己卯年雨雪》研讨会在京召开。中国作

协副主席李敬泽、广东省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郑

雁雄、南方出版传媒总经理杜传贵、花城出版社

社长詹秀敏，以及十多位专家学者等与会研讨。

《己卯年雨雪》由花城出版社出版，小说以一

对日本夫妇和中国夫妇的爱情故事为主线，描写

了战争对人物命运的改变。作家熊育群花费14

年心血，从对1939年发生在故乡湖南省汨罗县

的“营田惨案”的田野调查开始，投入对抗日战争

的新表达。

李敬泽谈到，70年前的抗日战争对我们这

个民族有重要影响，留下了许多有待梳理、总结

的东西。它是我们民族特别复杂的伤痛，对这一

伤痛的书写，需要巨大勇气并且充满难度。中国

作家创作了无数抗战题材作品，但这一题材还有

待更深入的挖掘。《己卯年雨雪》回应和表达着这

一段历史，并进行了深入挖掘和表现。

与会专家学者谈到，小说以日本人的视角

切入，是创作上的突破，以此描写了中日两个

民族在文化、心理、审美上的差异、碰撞与冲

突，将其内部复杂性层层展开。小说以立体

的、宏观的书写，再现了日本人的心理及行事

方式，同时凸显了中华文明与中华民族崇德尚

文、以德报怨的善良品性。作家为写好这部作

品踏访战争遗址、曾遭受大屠杀的村庄，两次

前往日本，既钩沉战争形态下诸多反人道、反

文明的残暴细节，又从历史的苍凉图景出发，

探微历史表象之下深层次的逻辑和行为法则。

与此同时，大家也认为，作为一名以散文见长

的作家，熊育群进入小说创作时还需要在艺术

表达上建立起新的空间。

熊育群长篇小说《己卯年雨雪》

揭示和反思战争之殇

电影《大火种》在京首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