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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巴作家群”表达独特民族风情

新书贴

《陕北红事》是一部游
记体长篇小说，记叙了作
者旅途中搜集到的革命战
争年代的红色故事。从革
命领袖到基层干部群众，
在苦难深重又蕴含着反抗
意识的黄土地上，演绎着
看似寻常实则惊心动魄的
革命故事。那些故事和人
物，带有陕北独特的地域
特点，并带有那个时代的
历史风貌，浸润了一代人
的革命理想和情操，给人
以启迪。

《陕北红事》
武 歆 著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13年9月出版

本报讯（记者 王觅）康巴地区是我国青藏高原东南
缘横断山区使用藏族康方言的广阔区域，主要包括四川
甘孜、云南迪庆、西藏昌都和青海玉树。这里是茶马古道
的中枢，也是世界上最长的英雄史诗《格萨尔王传》和名
曲《康定情歌》的诞生地。康巴地区气象万千，景观雄奇，
历史文化丰富多彩，积淀了独具特色的康巴地域文化。近
年来，一批康巴地区的作家以其优秀作品为人们所知，
并形成了异军突起的“康巴作家群”。为深入打造“康
巴作家群”品牌，集中展示以甘孜作家为主体的“康巴
作家群”的文学创作成果，推动和激励康巴地区作家创
作出更多好作品，进一步提升“康巴作家群”的创作力和
影响力，10月26日，中国作协少数民族文学委员会、中国
少数民族作家学会、中国社科院民族文学研究所、四川省
作协和中共四川甘孜州委宣传部联合在京举办了“康巴
作家群”作品研讨会。丹增、白庚胜、叶梅、包明德、梁鸿
鹰、尹汉胤、汤晓青、诺布旺丹、意西泽仁、郭中朝、曹纪
祖、毕世祥，以及30余位专家学者与会研讨。

在丹增看来，近年来“康巴作家群”越来越受到关注，
正成为中国文学一道靓丽的风景。“康巴作家群”的形成
和崛起，与康巴地区特殊的思维方式、生活方式和文化形
态有着重要关系，这些因素为“康巴作家群”提供了很好
的创作素材，使其作品产生了独特的文学价值。丹增希望
康巴作家们多阅读祖先留下的经典，追寻历史遗迹的脉
搏，放眼世界文学的变迁，在作品中多一些对自由的呐

喊、对生命的关爱、对弱小的同情和对艺术的追求，在今
后的文学创作中更上一层楼。

与会者认为，长期以来，康巴作家们立足于康巴深厚
文化底蕴的滋养，深掘历史文化富矿，辛勤笔耕，创作出
版了上百部具有康巴文化内涵、文化特色和文化气派的
优秀作品，形成了以中青年作家为主体，具有浓郁康巴地
域特色、鲜明艺术风格和深厚哲理思考的“康巴作家群”，
给中国文坛带来了新的惊喜和独特的审美经验。这也是
继一批西藏作家崛起中国文坛之后，又一值得关注的藏
区文学现象。“康巴作家群”是以描写康巴地区藏族生活
为主的文学创作群体，他们的作品反映了康巴神秘的自
然现象、神灵与宗教，体现了对康巴地区的探索和感知。
他们讲述民族文化历史的意义，抒写各族人民的心灵历
程，表达独特的民族精神，铸造民族的灵魂，点燃了读者
的心灵之光，为我国文学艺术长廊增添了绚丽的色彩。

研讨会上，专家学者们还以“一对一”的方式对格绒
追美、列美平措、江洋才让、阿布司南、达真、桑丹、尹向
东、赵敏等 10余位康巴作家的作品进行了评论，分析作
品特色，直陈创作得失，令作家们感到受益匪浅。

此次研讨会上同时举行了“康巴作家群”11部新作的
首发式。其中，丹增的半自传体作品集《小沙弥》用深情的
笔触讲述神秘西藏的奇崛往事，让读者真切地抚触到藏地
圣洁而奇伟的文化；仁真旺杰的长篇小说《雪域残梦》以通
过魔幻和现实交汇的手法描绘了一个普通僧人曲折坎坷

的经历，表达了热爱生命、追求信仰的美好信念；泽仁达娃
的长篇小说《走在前面的爱》表达了康巴当代青年用爱心
和真情善待一切的心愿；郭昌平的散文《箭炉夜话》以自己
的所见、所闻、所历介绍了康定的相关历史、文化和风情；
南泽仁的《遥远的麦子》以散文的形式记录了生命的感悟，
雅韵有致；拥塔拉姆的诗集《萍客莲情》中既有淡然和纠
结，又有深长的祝愿和感恩；格绒追美主编的《康巴作家群
评论集》针对康巴作家群个体的创作，从不同角度、多个侧
面进行了剖析，概括了康巴作家群整体的创作方向。此外，
泽仁达娃的长篇小说《雪山的话语》、达真的中篇小说集

《落日时分》、梅萨的诗集《半枝莲》、扎西的藏文原创散文
集《飘扬的雪花》等也一同亮相。

据悉，2012 年，四川省作协和中共甘孜州委宣传部
曾在成都举办了“康巴作家群”作品研讨会和新书发布
会，正式推出了这一群体。近年来一大批中青年作家蓬勃
成长，已成为“康巴作家群”的中坚力量。在 2012年中国
作协举办的藏族中青年作家作品研讨会的8个研讨对象
中，有 5位都是康巴作家。他们频获各类文学奖项，作品
收入多种选集，新作不断出版发行，很多还被吸收为中国
作协或省级作协会员。数位康巴作家的作品还被译成英
文推介到海外，使全世界的读者对康巴作家作品、藏族文
化和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有了别样的全新感受。这一系列
成绩的取得，无不显示出“康巴作家群”突出的创作实绩
和强劲的创作势头。

新华社北京10月29日电 国家版权局与国家发展和改
革委员会日前联合公布《教科书法定许可使用作品支付报酬
办法》，对编写出版九年制义务教育和国家教育规划教科书
使用已发表作品支付报酬问题进行了明确与规范。《办法》自
2013年12月1日起施行。

《办法》规定，教科书汇编者支付报酬的标准如下：（一）
文字作品：每千字 300元，不足千字的按千字计算；（二）音乐
作品：每首300元；（三）美术作品、摄影作品：每幅200元，用于
封面或者封底的，每幅400元；（四）在与音乐教科书配套的录
音制品教科书中使用的已有录音制品：每首 50元。此外，支
付报酬的字数按实有正文计算，即以排印的版面每行字数乘
以全部实有的行数计算。占行题目或者末尾排印不足一行
的，按一行计算。诗词每十行按一千字计算；不足十行的按
十行计算。非汉字的文字作品，按照相同版面同等字号汉字

数付酬标准的80%计酬。
《办法》规定，报酬自教科书出版之日起 2个月内向著作

权人支付。教科书汇编者未按照前款规定向著作权人支付
报酬，应当在每学期开学第一个月内将其应当支付的报酬连
同邮资以及使用作品的有关情况交给相关的著作权集体管
理组织。教科书汇编者支付的报酬到账后，著作权集体管理
组织应当及时按相关规定向著作权人转付，并及时在其网站
上公告教科书汇编者使用作品的有关情况。

国家版权局有关负责人表示，该《办法》的施行，标志着
教科书编写、出版单位将开始按此标准向著作权人支付教科
书选用文字、音乐、美术、摄影作品的报酬，广大著作权人将
从各类教科书中获得应得报酬，《办法》具有强制性。同时，
中国文字著作权协会是全国教科书法定许可使用文字作品
报酬的惟一法定收转机构。 （徐 硙）

《教科书法定许可使用作品
支付报酬办法》公布

本报讯 今年是赵树理经典名作《小二黑结婚》发表70周年，为了缅怀
时代经典，传承“山药蛋派”的文化传统，山西省作家协会和中国赵树理研
究会10月26日在山西晋城“赵树理文学馆”召开了纪念《小二黑结婚》发表
70周年座谈会。山西省作协党组副书记杨占平主持会议，赵树理研究的有
关专家学者、作家、评论家共60余人参加了座谈会。

与会人员回顾了赵树理当年创作《小二黑结婚》的过程、作品发表70年
来的影响和研究情况，充分肯定了这部作品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
同时大家对新时期赵树理研究展开了多层面、多角度的研讨，梳理了赵树
理研究的成果，并且交流了研究心得。

山西省作协主席杜学文指出，《小二黑结婚》是赵树理最重要也最有影
响的代表作，《小二黑结婚》及赵树理之后创作的作品不仅形成了以赵树理
为代表的“山药蛋”流派，而且光大了新文学运动以来，由鲁迅、胡适等人开创
的表现人民大众的文学新风，生动地体现了文学的人民性、创新性，深受一代
又一代读者喜欢。

（晋 文）

山西纪念《小二黑结婚》

发表70周年

现在的文学和影视作品中存在一种现象，就
是植入一些代表某一地方的文化元素符号。其结
果，从表面看来，会使当地的读者和观众产生一
种“亲切感”和“自豪感”；对于当地政府来说，
则是一种以文化的名义所进行的间接的地方对外
宣传。

但是从文学艺术的角度，地方元素符号的植
入对于作品本身价值的提升，并没有多少实质性
意义。有些地方文化元素符号并不是真实的故事
发生地，或者说作者的情感并不是由这个地方真
正触发，那么这些文化元素符号和作品本身所要
表达的主题就是隔膜的，是油与水的关系，而不
是情与境的关系。其作品也就变成了一个容器，
什么文化元素符号都可以往里装，从而也就失去
了作品的独特性。作品本身的内容与形式之间也
就不是一个有机的统一体。这样创作出来的作
品，与那些真正体现了地域特色的作品，诸如老舍
笔下的北京，沈从文笔下的湘西，陈忠实笔下的白
鹿原，贾平凹笔下的商州，根本无法相提并论。换
句话说，简单植入地方文化符号的作品，对于地方
的宣传是极其浅表化的。

我以为，在文学影视作品中出现地方元素符
号，只是一种变相的广告而已。其作用只不过是
让读者和观众知道了这个地方，但并不能让人们
真正了解这个地方。所以本质上只是一种急功近
利的政绩观的表现。

地方要以文学艺术的方式全方位宣传自己，
则应该积极主动地为作家艺术家提供一定的条件
来深入当地的生活，让他们真正了解当地的名山
大川、风土人情和人们的精神品质，这样表现出来
的地方特色才深入而完整，给读者观众留下的印
象也相对深刻。同时，对于有艺术追求的作家艺术
家来说，对于在文学影视中植入地方文化元素符
号的利弊关系应该有清醒的认识，并自觉地抵制
这样的不良的创作倾向。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长期
的定点深入生活或者田野调查要比蜻蜓点水走马
观花的采风效果更好。但若
真想取得这样的效果，还得
看作家艺术家有没有真正深
入了解地方文化，以及是否
有十年磨一剑的艺术精神。

本报讯 记者日前获悉，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北京市文联主办的北
京首届剧本及曲艺作品推介会将于12月15日至19日在北京中华世纪坛举
行。推介会上，将有来自全国各地的 2000余部剧本及曲艺作品参加，内容
主要包括电影、电视、戏剧、舞剧剧本和曲艺作品。推介会现场将设置多媒
体推广区、剧作家交流区、自由洽谈区、收购区、超市自选区，同时配合百家
讲坛、编剧座谈、知名剧作家签赠以及现场演出等多种形式。

在近日举行的推介会筹备情况通报会上，北京市文联党组书记陈启刚、
党组副书记程惠民等就此次推介会的主旨、意义、筹备情况等做了详细介
绍。程惠民表示，此次推介会的主要目的是解决剧本创作与艺术生产流通
渠道不畅的问题，建成具有实效性的交易平台。主办方期待通过这个平台
让剧本及曲艺作品作者与文艺院团、影视文化传媒公司等需求单位便捷对
接，商谈作品改编使用、稿酬版权等事宜，促进剧本及曲艺作品进入市场，转
化为影视、舞台演出成果。

陈启刚表示，无论在北京还是在其他省市地区，有一大批文艺人才特别
是中青年人才，正处在事业奋斗的成长期、上升期，却遭遇多重困难。“北京
作为文化中心，应该服务全国，吸纳全国的优秀人才，通过有效的方式和服
务机制、服务平台，切切实实地把北京变成一个文化的原创中心。”

（行 超）

北京首届剧本及曲艺

作品推介会将举行 本报讯（记者 王觅）为期3个
多月的《地中海文明——法国卢浮
宫博物馆藏文物精品》展览 10月 29
日起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展出。此次
共有参展文物 280 件（套），包括石
雕、陶器、金银器、油画、素描画等。
这也是中国国家博物馆与法国卢浮
宫博物馆的首度合作。

据介绍，此次展览共分为6个部
分。“地中海世界——自然与文化背
景”展示了地中海地区的周边环境
以及物产；“最初的地中海——早期
的交流”介绍了公元前 2000 年至公
元前1000年间地中海沿岸各国的交
流，反映埃及和两河流域文明对地
中 海 地 区 的 影 响 ；“ 统 一 的 地 中
海——希腊、迦太基和罗马”展示了
公元前3世纪至公元5世纪希腊、迦
太基和罗马在地中海地区的统治；

“中世纪的地中海——从‘十字军东
征’到收复失地运动”展示了这一时
期 地 中 海 的 变 化 ；“ 近 代 的 地 中
海——从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以

“掳走的欧罗巴”和“埃及艳后之死”
两大主题，介绍了公元 1490 年至
1750年期间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统治
下地中海的生活和艺术；“游历地中
海”则以古罗马文物为中心，引领观
众去了解 18 世纪英国贵族们的“大
陆游学”和考古发掘等。展览中，观
众可以观赏到船形金杯、古希腊玻璃酒杯、埃
及女王克娄巴特拉石雕像、罗马将军石雕像、
塞浦路斯出土的釉陶等不同时期的珍贵文物。

此次展览的策展人让—吕克·马丁内兹表
示，地中海国家文物是卢浮宫最重要的展出
内容之一。展览精选了埃及、腓尼基、迦太

基、希腊、罗马等重要古代文明的文物，首
次将地中海东西岸的古希腊语系与拉丁语
系、南北两侧的伊斯兰文化与基督教文化连
接起来，将地中海沿岸各国的文化作为一个
共同体进行展示，较为全面地展示了这个地区
不同文明的兴衰沉浮。

国博展出卢浮宫精品文物

本报讯（记者 余义林） 由中国文化报、
天津市文化广播影视局、东丽区人民政府共同
主办的天津市第22届“东丽杯”全国鲁藜诗歌
奖评奖活动 10 月中旬向社会公布了评奖结
果，近日在天津颁奖。

据统计，从今年 3 月开始，此届评奖活动
共收到参赛作品 1127 篇（部），其中诗集 145
部。本届“东丽杯”共有 124 篇（部）作品获奖，
其中包括东丽大奖、新人新作奖、单篇诗歌类
奖项以及诗集类奖项。

作为文化部的全国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

范项目，“东丽杯”文学评奖活动已连续举办了
21 届，成为全国群众文化系统的优秀品牌。
鲁藜诗歌奖评委叶延滨说，诗歌不像小说可
以被改编成影视作品，很难被产业化，所以
也很难进入大众视野。从这点上说，“东丽
杯”全国鲁藜诗歌评奖活动对繁荣诗歌创
作，特别是来自民间的群众诗歌创作，具有
积极意义。

活动期间还举行了全国群众文学创作论
坛。与会者围绕全国群众诗歌创作现状走向的
话题交流心得，畅所欲言。

“东丽杯”全国鲁藜诗歌奖在津颁奖

本报讯“马世晓书法艺术纪念展暨学术
座谈会”于 11 月 1 日至 6 日在中国台北举办。
展览共展出 42 件作品，其中大多经马世晓生
前斟酌选择，是他晚年的潜心之作。

马世晓的书法集秀美与壮美于一身，是当
代具有鲜明个性的草书大家。他1934年出生
于山东滕州，早年得传统文化熏陶，曾问艺于
沙孟海、余任天、陆维钊、陆俨少诸名师，后因
长期在徐州学习工作，求教于林散之。他的书
风兼采南北两地的气息，往往在大开大阖的气
魄中见极精微的细节；他险绝的章法与对巨大

尺幅的驾驭能力，常令观者震撼不已。马世晓
的书法作品充分关注书法艺术的时代环境，不
墨守成规，独出蹊径。他对“形式构成”的因素
充分运用，又十分注意笔墨章法与文字内容的
情绪融合；他不回避当代书法艺术展示中“视
觉刺激”的作用，但总是在视觉媒介中体现有
丰富美感内涵的精神愉悦。2013年1月，马世
晓因病去世。

据了解，马世晓生前热心公益，他的代表
作品大多捐赠给多家美术馆和博物馆，此次展
览的作品大部分也将在展览后捐赠。（钱晓鸣）

马世晓书法艺术纪念展举办

本报讯（记者 李晓晨） 城镇化不仅改变了中国乡村和城市的面貌，更
重要的是，它改变了生活于其中的人的命运。从乡土到城市，人们内心的震
荡远远比表面所呈现的更加波澜壮阔。作家李凤群的长篇小说《颤抖》关注
的就是这个过程中人的变化，尤其是人的精神、内心的成长。10月26日，由
中国作协创作研究部、江苏省作协、《人民文学》杂志社、上海文艺出版社共
同主办的李凤群长篇小说《颤抖》研讨会在京举行。雷达、梁鸿鹰、施战军、
胡平、胡殷红、成曾樾、范小青等与会研讨。

《颤抖》写一位长江女儿从乡村来到城市后生活的转变，高节奏的城市
生活把她逼成了一个抑郁症患者，但她最终还是凭着对善的渴望完成了自
我救赎。与会者认为，从早年创作的《大江边》到《颤抖》，李凤群把中国的乡
村社会翻了个底儿朝天，以扎实的积累描摹着土地上的故事。《颤抖》讲述一
个进城女性的希望、幻灭与信仰，这是一个有着深厚乡村经验的作家走进城
市的反思与回望。小说塑造了一个矛盾重重的抑郁症患者，她自恋而自卑、
敏感而笨拙、脆弱而勇敢，在城市与乡村的碰撞中重新认识自己和生活。小
说由此切入，呈现了一个人的精神成长史，并写出了一代人必然要经历的累
累伤痕。作品的质地坚实，叙述有力而诉求相对单纯。

还有评论家谈到，李凤群的小说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对乡村书写的突
破，既非田园牧歌式的回溯追忆，也非对现代性的尖锐批判，其最根本还是
落脚到对人的关注和书写上，呈现了种种喜忧参半的结果。作者以直抵本
心的自我剖析，将人性与心理的褶皱一一打开，无论是晦暗的阴影、丑陋的
痂痕，还是高贵的、闪烁的光亮，都在故事中逐一呈现。

《颤抖》关注个体的精神成长

本报讯 北京作协网络文学创作委员会日前在京成立。该委员会是北
京作协成立的第八个创作委员会，也是全国省级文联系统成立网络文学创
作委员会最早的单位之一。网络文学作家唐家三少担任该委员会主任，辰
东、唐欣恬、宋丽晅、毕建伟担任副主任。

据介绍，近年来，北京网络文学发展迅猛，涌现出不少在全国有影响的
文学网站、网络文学作者，他们以网络为载体创作和发表的作品，表现出
浓郁的北京生活气息、独特的艺术风格和新颖的写作手法。同时，作为新
的文化产业链的开端产品，网络文学具有可塑性、开放性和延展性。这对
于增加文学题材的丰富性、创作方法的多样化大有裨益。但也应该看到，
有些网络作品被市场左右，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该委员会成立后将
积极利用网络平台，整合首都文学创作资源，努力探索网络文学创作和网
络作家成长的特点和规律，进一步把在北京的广大网络文学作家紧密团结
起来。

（晓 文）

北京作协成立

网络文学创作委员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