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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芳草芳草》》的前身是的前身是《《武汉文艺武汉文艺》，》，创刊于创刊于19591959年年，，19781978年年55

月划归武汉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管月划归武汉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管，，19801980年年11月更名为月更名为《《芳芳

草草》（》（月刊月刊）。）。20062006年年 11月正式改版为文学双月刊月正式改版为文学双月刊，，刘醒龙任刘醒龙任

主编主编，，系第七系第七、、八届湖北省优秀精品期刊八届湖北省优秀精品期刊。。

自自20062006年改版以来年改版以来，《，《芳草芳草》》始终坚持始终坚持““汉语神韵汉语神韵，，华文华文

风骨风骨””的文学理念的文学理念，，努力摈弃粗鄙化文风努力摈弃粗鄙化文风，，着力推出文学新着力推出文学新

人人。。20102010年伊始年伊始，《，《芳草芳草》》重点推出铁凝重点推出铁凝、、莫言莫言、、陈忠实等名家陈忠实等名家

经典作品经典作品，，致力推介索尔仁尼琴等世界文学大师的首译作致力推介索尔仁尼琴等世界文学大师的首译作

品品，，倾情中国西部边地倾情中国西部边地，，潜心发掘次仁罗布潜心发掘次仁罗布、、李骏虎等文学新李骏虎等文学新

军军。。杂志还开设新栏目杂志还开设新栏目，，与鲁迅文学院联合开办与鲁迅文学院联合开办““鲁院六十周鲁院六十周

年作品展年作品展””和学员作品集和学员作品集，，展示中国文学创作的实力和面貌展示中国文学创作的实力和面貌。。

杂志设杂志设““汉语文学女评委大奖汉语文学女评委大奖””和和““汉语诗歌双年十佳汉语诗歌双年十佳””

等奖项等奖项，，推举优秀作品和作家推举优秀作品和作家、、诗人诗人，，深受各界好评深受各界好评。。在杂志在杂志

一如既往的坚持下一如既往的坚持下，“，“中国经验中国经验””成为国内文学界领先思潮的成为国内文学界领先思潮的

文学专栏文学专栏，，所刊发的所刊发的《《铁凝传铁凝传》《》《王蒙传王蒙传》》等在文学界产生了很等在文学界产生了很

大反响大反响。。

20102010年年1010月月，《，《芳草芳草》》刊发的中篇小说刊发的中篇小说《《前面就是麦季前面就是麦季》》和和

短篇小说短篇小说《《放生羊放生羊》，》，双双获得第五届鲁迅文学奖双双获得第五届鲁迅文学奖，，成为全国成为全国

文学期刊中该届获奖小说篇数最多的杂志文学期刊中该届获奖小说篇数最多的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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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李晓晨） 1976年，注定是新中国历史上极
不寻常的一年。10月的北京秋意正浓，长安街两侧贴满了一
张张大字报，其中，那句“邓小平，你在哪里”显得格外刺目。此
时，被软禁的邓小平正和家人一起，经历着这个国家巨变前的
紧张与宁静。10 月 6 日夜，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临时会议，
华国锋、叶剑英宣布粉碎“四人帮”。电视剧《历史转折中的
邓小平》正是由此开始，讲述一代伟人的丰功伟绩和他波澜起
伏的人生经历。

为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 110周年，该剧于 8月 8日起在中
央电视台综合频道黄金时间播出。7日，该剧座谈会暨首播仪
式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吉炳轩、
全国政协副主席罗富和出席座谈会。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四
川省委、中央电视台有关负责同志，邓小平同志亲属代表，
文艺评论家和剧组主创人员等在会上发言。大家深切缅怀了
邓小平同志的伟大功绩，肯定了这部电视剧在思想性和艺术
性上取得的成绩。

为实现中国梦提供精神力量

电视剧《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由中央文献研究室和中共
四川省委组织指导，中央电视台等单位联合摄制。全剧共 48
集，历时5年创作拍摄完成。该剧由吴子牛导演，龙平平、张强、
黄亚洲、魏人等编剧，马少骅、萨日娜等主演。这部电视剧全景
式反映了 1976年 10月粉碎“四人帮”到 1984年实行全面改革
开放这段重要历史，再现了邓小平同志带领党和人民成功开
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生动实践和光辉历程，深刻诠释了走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必然性。而重温这段历史，对今
天全面深化改革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重要
意义。

中央文献研究室主任冷溶谈到，这部电视剧的播出对于
深入学习领会邓小平理论，深入学习理解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论述，进一步增强道路
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奋力将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
业推向前进，具有重要意义。以邓小平为代表的老一辈无产阶
级革命家在党和国家的生死存亡时刻挺身而出，拨乱反正、解
放思想、实事求是，表现出巨大的勇气和政治智慧。这段历史
需要一部厚重的、有艺术感染力的、高品质的影视剧作品来反
映。作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
创者，邓小平和他那一代人共产党人，用毕生的时间诠释了什
么是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和精神追求，这是最值得后人学习
和发扬的。

从四川到北京辗转多地，老一辈革命家以极大的智慧和
超越常人的远见卓识赋予整个国家新生的力量和可能。中共
四川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罗靖平讲述了四川人民对邓小平
的深厚感情，并回忆了组织该剧创作、拍摄时的细节。他谈到，
邓小平同志始终眷恋四川，对家乡建设寄予厚望，拍摄好这部
作品对四川具有特殊意义。这既是一个艰难的艺术创作过程，
也是一个让人的精神得到洗礼、思想得到锤炼的过程。我们坚
持在政治上严格把关，在艺术上精益求精，在制作上追求完
美。编剧团队几十次修改剧本，反复论证，仔细推敲，精心打
磨，创作出思想性、文学性、艺术性俱佳的剧本。拍摄制作阶
段，演职人员克服各种困难，为拍好一个镜头不懈努力，精心
剪辑，从而保证了这部电视剧的艺术效果。回顾历史是为了昭
示未来，对这位伟人最好的纪念就是将他所开创的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向前推进。

填补重大革命和历史题材影视剧的空白

作为联合摄制单位之一，中央电视台为这部电视剧付出
了巨大的心血。中央电视台台长胡占凡谈到，该剧填补了重大

革命和历史题材影视剧表现改革开放时期的空白，把观众的
视线引导到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的历史时期，切中时
代脉搏，通过真实感人的细节、娓娓道来的故事，展现了小平
同志的领袖风范、远见卓识和领导艺术。他相信，这部剧的播
出将使广大观众认识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来之不易，
进一步增强全面深化改革的信心和决心，为实现中国梦凝聚
更强大的精神力量。

从整顿科教、拨乱反正到发展经济、建设四化，再到出
访美日、和平解决香港问题，电视剧选择了 1976 年到 1984
年间我国政治、经济、外交、科教等重大历史事件，全景式
展现了改革开放初期共和国的风云变幻，以及改革开放的进
程对中国社会和普通民众的深刻影响。评论家仲呈祥对该剧
的文献意义、历史意义和时代意义给予高度评价。他谈到，
该剧是重大革命和历史题材影视剧最新的重要收获，在中国
电视剧发展史中将具有重要意义。该剧的播出将有力推动全
国人民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领导下，为实现中
国梦，为培养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凝心聚力、强基固
本。这部电视剧的制播也实现了中国电视剧领域资源的优化
配置，它是一个创作、生产、制播的成功典范。各方面通力合
作，保证该剧实现了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和谐统一，宏观把
握与微观表现的辩证统一，“有思想的艺术”和“有艺术的思
想”的统一。

谈及父辈的荣光，邓小平的女儿邓榕分外动情，她向所有
为电视剧付出心血的人表达了真挚的谢意。她说，电视剧虽然
以邓小平的名字命名，但讲述的其实是一个伟大的时代。“文
革”结束后，中国人民不断探索、追求真理，通过实践找到了一
条正确的道路。电视剧生动塑造了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的群
像，展示了他们的政治智慧、理论勇气、博大胸襟，邓小平、
叶剑英、李先念等人的形象久久停留在观众的心中，也因此，
这是一部中国改革开放新时期的英雄谱。写历史不能不写人
民，写邓小平也不能没有人民群众。这部剧展现的是人民的力
量，书写了人民群众与党和国家同呼吸、共命运，用自己的意
志和创造力开创人间奇迹的光辉篇章。这是一个关乎每个人
命运的时代，是一个震撼每个人灵魂的时代，是一个共和国历
史上值得铭记的时代。

带着观众的思考和感情进行创作

作为该剧导演，吴子牛对长达几年的创作过程记忆犹新。
他谈到，这部剧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革命历史题材”，而是一部

“当代人写当代史”的深刻的现实主义作品。为拍好这部作品，
主创团队确定了“带着观众的思考和感情进行创作”的方向，
使创作为观众服务，尽最大努力为观众还原那个时代、那段历
史。他说，“我为能够将这一段恢弘壮丽的历史搬上荧幕而激
动，它不仅是一段历史或故事，也是我们这代人对于这个时代
深刻的情感记忆。我们怀着一颗感恩的心投入这部戏的艰苦
创作，尽最大努力把这部电视剧拍摄好、制作好，为的是创作
出一部为人民喜爱的优秀作品，以回馈那伟大的变革和伟大
的时代。”

因为题材的重大和规模的宏大，电视剧主创自然会承受
许多压力，而作为主演的马少骅等人更是如此，“是不是”、

“像不像”成为徘徊在演员们心里的重要问题。马少骅表示，
作为恢复高考的受益者，自己从心里感激邓小平同志的伟大
决策，因此和其他演员一样，怀着激动和感恩的心情投入到
人物的创作之中。一名演员能有这样的机会塑造一位曾对中
国历史产生重大影响的伟大人物，不能不说是一份幸运，自
己也深感责任重大。他说，这是一部鸿篇巨制，写邓小平也
是写一个时代，是写我们民族历史进程中的深刻转折。如果
通过这部电视剧能让更多观众直接感受到那段岁月，体会到
改革的艰辛和如今幸福生活的来之不易，能够看到我们党建
设祖国的强大决心和信念，这才是全体创作人员全情投入的
最大成功。

电视剧《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彰显了一代伟人的坚定信
仰、崇高品德、博大胸怀、卓越胆识和革命风格，反映了改革开
放新时期广大人民群众鲜活、生动的社会实践和创新精神。历
史的经验何其宝贵，回顾历史是为了从中汲取前行的力量，这
部电视剧的播出必将为广大观众提供这样一个契机。而它也
再次证明，文学艺术将为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继续前进、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强大的精神力量和宝贵
的历史智慧。

据新华社电 “中法建交 50 周年——中法书画名家作
品联展”8月 5日至 16 日在北京中国国家博物馆举办。这一
活动免费向公众开放。

据介绍，“中法建交 50 周年——中法书画名家作品联
展”由文化部批准，列入中法建交50周年庆祝框架内开展的
民间高端艺术文化交流活动，活动汇聚了何家英、王鑫生、姚
治华、安妮·迪翁、让·弗朗索瓦·法佛尔、丹尼斯·里巴斯等
30余名一线书画大师的40余幅代表作参展。

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何家英、法方欧盟商会会长埃曼
诺力、艺术家王鑫生等出席联展开幕式并发言。中国文化管
理协会副主席陆耀儒表示：“中法两国均为文化大国，有着各
自独特的文化传统。法国有很多油画名家和传世作品，中国
也有很多书画名家。此次联展，提供了很好的中西方文化对
话交流的平台。”

参展华人画家王鑫生说：“艺术没有国界，艺术也是和平
的使者，希望作品能够唤起人们更多的良知和对和平的关
爱。”他参展的画作《呼唤和平》体现了这一主题。此外他还带
来了《祥鹤迎宾》《永远的情人》《举杯邀明月》等作品参展。

82岁的中央美术学院国画系教授姚治华特别带来了国
画写意作品《黄河颂》，他对法国文化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喜
欢将法国绘画元素融入自己的作品中，如巴黎圣母院、地中
海沿岸风光等。

法国画家安妮·迪翁第一次来中国，她带来了油画《渔民
的小屋》等作品参展。安妮·迪翁曾多年专注于静物画创作，她
参展作品让中国观众感受到画家在具象与抽象之间的漫游。

此次联展由中国文化管理协会、中华社会救助基金会、
法国中法文化交流协会等单位联合主办。

（彭 红）

责任编辑：王 觅 电话：（010）650024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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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110周年

《《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在央视首播在央视首播
本报讯 8 月 3 日，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学会

“阿克塞”哈萨克族文学奖启动仪式在甘肃酒泉阿
克塞哈萨克族自治县举行。中国作家出版集团党
委副书记艾克拜尔·米吉提，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学
会副会长、《民族文学》主编石一宁，中共阿克塞县
委书记黄从光，阿克塞县县长银雁、副县长于锐华
等出席启动仪式。

阿克塞县是甘肃省惟一一个哈萨克族自治
县，地处古丝绸之路要冲。这里有着古朴的民族
文化和独特的民族风情，建县60年来在各方面取
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学会

“阿克塞”哈萨克族文学奖（简称“哈萨克族文学
奖”）由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学会与阿克塞县人民政
府主办，《民族文学》杂志社协办。根据中央促进
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精神，以及习近平主席在访
问哈萨克斯坦时提出的中国与中亚各国共同建设

“丝绸之路经济带”的设想，该奖项旨在促进文化
交流，扩大我国哈萨克族文学在友邻国家的影响，
进一步发展和繁荣哈萨克族文学，同时使阿克塞
的文化资源凝聚成为文化品牌。

据介绍，哈萨克族文学奖定位为具有权威性
和影响力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奖，是奖掖全国哈
萨克族作家创作的各类文学作品以及哈萨克文文
学创作、翻译的专门奖项。该奖项每两年评选一
次，设有大奖 1名、创作奖 4名、翻译奖 2名、新锐
奖 2名。第一届参评作品范围为 2010年 1月 1日
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期间，在中国大陆首次公开
出版发行的作品。 （民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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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李晓晨）文艺批评一直都是文艺活动的
重要组成部分，然而近些年，批评本身却受到了批评。引发
这一现象的原因是复杂的，但人们确实怀念文艺批评与创
作相互激发、促进的年代，说到底，那是一个文艺批评具有
独特影响力的时代。文艺批评的影响力从何而来？我们需
要什么样的批评？在8月3日至6日于兰州举行的首届“甘
肃文艺论坛”上，与会者围绕“非艺术时代的艺术还原”这一
主题展开讨论，他们的许多观点对于增强文艺批评的影响
力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本届论坛由甘肃省文联主办，甘肃省文艺评论家协会、
西北师范大学传媒学院承办。甘肃省文联主席邵明、党组
书记周丽宁，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仲呈祥，中国小说学
会会长雷达，甘肃省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陈春文及来自甘
肃省的70多位学者、评论家与会研讨。

此次论坛分为专题讲座和分组讨论两部分。在专题讲
座部分，仲呈祥作了题为《关于文化自觉的若干思考——学
习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的一点体会》的讲座，雷达作
了题为《文学面对新关系——当前文学发展若干问题思考》
的专题讲座，陈春文作了题为《书写的大我、小我与无
我——海德格尔人道主义书信读解》和《价值律与艺术律的
对峙——〈荒原狼〉读解》的讲座。他们对当下文艺思想、创
作、评论态势的总结和梳理，脉络清晰，观点鲜明，紧贴现
场，联系实际，引发了与会者的共鸣和深入思考。

在分组研讨阶段，与会者围绕“当下文艺批评文体分
析”、“学院评论：在场与立场先行”、“当代文学的现代性、悬
浮时代的文学使命”、“书画批评现状分析”、“文化国家的乡
愁与艺术的无家可归”、“新媒介时代文学的透视与省思”、

“甘肃文学品质的提升与传播”等主题展开了讨论。大家对
现阶段文艺评论中的各种理论观点进行了梳理和评价，特
别是对按图索骥式、立场先行式、标杆式评论模式进行了有
针对性的解读。关于如何增强文艺批评的影响力，与会者
认为，批评应该强调本真性，强调思想性与艺术性的结合。
同时，现代性语境下的批评还应该注重对艺术给予还原性
思考，关注当下人悬浮的精神状态。只有如此，才能使文艺
批评更加到位、更加有效，与创作之间进行良好的互动。

首届“甘肃文艺论坛”聚焦

如何增强

文艺批评的影响力

本报讯（记者 徐健） 8月6日，由北京作家协会、北京
戏剧家协会、北京老舍文艺基金会联合主办的2014年老舍
文学奖颁奖会在京举行。此次老舍文学奖征集作品的时间
范围是从2010年11月至2013年12月。组委会在征集的大
量作品中遴选出符合评奖要求的长篇小说18部、中篇小说
20部、戏剧剧本 20部进入初评，各门类初评委员会经过认
真评议，推选出20部作品进入终评。最终，徐则臣的《耶路
撒冷》、林白的《北去来辞》获得优秀长篇小说奖，格非的《隐
身衣》、蒋韵的《朗霞的西街》、荆永鸣的《北京房东》、文珍的

《安翔路情事》获得优秀中篇小说奖，万方的话剧剧本《忏
悔》、李静的话剧剧本《鲁迅》获得优秀戏剧剧本奖。刘庆邦
的小说《东风嫁》等12部作品获得提名奖。

据主办方介绍，此次评奖遵循思想性与艺术性统一、鼓
励具有北京特色的原创作品的原则，重视作品的艺术品质，
提倡题材、主题、风格的多样化。评选出的作品既有对现实
生活的真实反映，也有对人性深处的不懈追问，入围的作者
中既有知名作家，也有初出茅庐的青年作者，充分显示了近
年来北京地区文学创作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景象。

2014年老舍文学奖

在京颁奖

本报讯（记者 王觅） 8月13日至17
日，国家大剧院制作歌剧 《乡村骑士》
和 《丑角》 将与观众见面。主演阵容
中，国际著名歌唱家薇奥莉塔·乌玛娜
的加盟，令大剧院的歌剧舞台再度迎来
璀璨的星光。8 月 6 日，正在紧张排练
中的乌玛娜特别抽出时间与媒体见面，
讲述了自己的艺术历程和即将迎来的中
国首秀。

薇奥莉塔·乌玛娜出生于立陶宛小
城马里扬泊列，是当今歌剧舞台上罕见
的能够同时胜任威尔第和瓦格纳剧中女
主角的歌唱家。出道以来，她频繁登台
世界各大剧院，与她合作的指挥家也都
是梅塔、穆蒂、莫斯特等一流歌剧大师。
乌玛娜音色浑厚，不仅能够很好地完成
歌剧中的女高音角色，也是一位出色的
女中音歌唱家。“我的女中音歌唱事业从
1993年起步，我演唱的一些角色非常成
功。但我也发现一些角色低得不可思
议，于是我开始试着唱一些‘中间角
色’——那些女高音或者女中音都能唱
的角色。”

从事歌剧演唱20多年来，乌玛娜在
世界各大剧院都留下了足迹，但此番登
台中国国家大剧院还是她第一次来华演
出。在她眼中，中国文化有着独特的魅
力，“中国的京剧表演和西方的歌剧是两
种截然不同的两种表演类型”。此次乌
玛娜将在《乡村骑士》中饰演女主角桑图
扎。“我从 1996 年开始唱桑图扎这个角
色，对此有着非常丰富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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