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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星》（四川省作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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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6届法兰克福国际书展举办

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孔子诞辰 2565 周年
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
大会开幕会上的讲话中精辟指出：“中国共产党
人不是历史虚无主义者，也不是文化虚无主义
者。”“中国共产党人始终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
的忠实继承者和弘扬者，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
们都注意汲取其中积极的养分。”“这些思想文
化体现着中华民族世世代代在生产生活中形成
和传承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审美观等，其
中最核心的内容已经成为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
化基因。这些最基本的文化基因，是中华民族和
中国人民在修齐治平、尊时守位、知常达变、开
物成务、建功立业过程中逐渐形成的有别于其
他民族的独特标识。”哪些堪称中华民族最基本
的文化基因呢？忠孝节义，礼智仁义信。用习总
书记的话来说，是“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
正义、尚和合、求大同”，是“道法自然、天人合
一”，“天下为公、大同世界”，“自强不息、厚德载
物”，“以民为本、安民富民乐民”，“为政以德、政
者正也”，“革故鼎新、与时俱进”，“脚踏实地、实
事求是”，“经世致用、知行合一”，“集思广益、博
施众利”，“仁者爱人、以德立人”，“以诚待人、讲
信修睦”，“清廉从政、勤勉奉公”，“俭约自守、力
戒奢华”，“中和、泰和、求同存异、和而不同、和
谐相处”，“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治不忘乱、居安
思危”等等。这些思想文化中蕴含着深邃的哲学
精神、丰富的历史智慧、高尚的人文精神、精湛
的教化思想和代代相传的道德理念，可以为当
代人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构建和谐生态提供
有益启迪，也足以为我们治国理政、进行道德建
设提供智力支撑。

时下，文艺工作者在创作实践中，应当珍视和发掘中国优秀
传统文化中蕴含的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从延续民族文化血脉中
开拓前进，自觉“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努力
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创作出一大批“以文
化人”的优秀作品。譬如新近晋京演出的闽剧《贬官记》《兰花
赋》、莆仙戏《叶李娘》、芗剧（歌仔戏）《保婴记》、高甲戏《阿搭嫂》
和提线木偶剧《赵氏孤儿》等多台地方戏曲，在艺坛兴起了一股
发人深思的“福建戏曲旋风”，其真谛便在注重发掘中华传统戏
曲文化中蕴含的最基本的文化基因，并使之与当代文化相适应、
与现代社会相协调，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这一经验，弥
足珍贵，值得推广。

与此相反，我们也看到少数作品中确有以盲目西化后的“转
基因”冒充文化基因还美其名曰“创新”的现象。比如，有人搬用
西方“人性深度”解构中国古典戏曲经典《赵氏孤儿》，以所谓
孤儿惊叹“我杀了义父 （奸贼屠岸贾） 岂不真成了孤儿”颠覆
了原著“忠”战胜“奸”的中华文化基因。还有人竟把“三国
演义”改成了“二国演义”，胡编曹操兵发八十三万攻打东吴
乃是为了争夺小乔，而小乔亲驶小舟投向曹营居然就化解了一
场史上有名的以弱胜强的战争——赤壁之战。这完全把以刘
备、诸葛亮为代表的蜀国一方置之不顾，《三国演义》的历史
哲学文化基因在这里荡然无存。此类冠以“创新”旗号去冒
充、置换乃至颠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基因的创作时髦，还可以
举出一些。须知，解构经典，戏说历史，以“转基因”冒充“优秀文
化基因”，危害极大。中华民族的文化艺术大厦，是凭借其优秀
的文化基因和代代相传的经典作品及其作家艺术家为支柱搭建
起来的，倘若容忍“转基因”流行和颠覆
经典漫延，那么支柱的拆卸势必导致大
厦的坍塌，中华民族将失去自立于世界
先进民族之林的能力。

惟其如此，要百倍珍惜优秀文化基
因，警惕盲目西化的“转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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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综合消息 10月8日至12日，第66届德国法兰克
福国际书展举办。来自全球各地的书商、作家、读者聚集
于此，相互交流，令美因河畔的这座城市变为全球“思想
之都”。

本届书展以“全球思想之都”为口号，共吸引来自超过
100个国家和地区的约 7200名参展商。法兰克福书展主席
尤根·博斯说，人们在这里不仅能够开展商贸合作，还能通过
接触，分享观点，让思维“动”起来。

书展主办方介绍，传统出版业与移动技术结合成为今
年书展的亮点之一，创新技术使故事内容更具吸引力。儿
童和青少年书籍依然是今年书展的焦点。书展还首次推出

“儿童星期五”，给这些“明日读者”直接和出版商接触的
机会。

除使用“书海战术”让参观者眼花缭乱外，出版商和
作家还举办了超过4000场舞台表演、阅读帐篷等活动与观

众互动。
本届书展适逢新中国成立65周年。国家新闻出版广电

总局组织160多名出版商、作家参展，参展图书达数千种，同
时安排了版贸洽谈、专题研讨、作家交流等活动，成为继
2009 年中国担任法兰克福书展主宾国后，中国出版界参展
规模最大的一次。

总的来看，本届书展上，中国展商及其活动呈现四大亮
点：一是“中国道路”、“中国梦”等主题图书广受瞩目；二是一
批主题图书成为版权输出新热点；三是首次设立的“一战、二
战主题书展”备受关注；四是对外推广活动成为中国展台新
亮点。

法兰克福国际书展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书展，也是全球
最重要的国际图书贸易信息服务平台和国际知识产权交易
平台，被誉为“世界出版人的奥运会”，是全球范围内文化交
流活动的风向标。

本报讯 作为一个与中国一样拥有数千年文明
的古国，埃及总不乏一些让我们感到惊艳的作家作
品。纳娃勒·赛阿达维就是这样一位作家。耄耋之年的
她依旧保持着旺盛的文学创造力和坦诚率真的批判
精神。今年，她的作品被翻译到国内，引起了众多读者
的关注。日前，由北京师范大学国际写作中心主办的

“全球语境·东方主题·女性书写：中国与埃及作家对
谈”在京举行。与会者从纳娃勒·赛阿达维的作品出
发，探讨了中埃文学的共通性与差异性。

在赛阿达维眼中，一切外在的制度性的规约，都
将在某种程度上异化作家的语言。她反对把世界划分
为不同的区域，认为世界文明是同一的。同样，她也不
认可“女性写作”、“本土性”与“世界性”等概念。她认
为这些概念都是以一定的参照物为标准而产生的，因
此“掠夺了我们自我命名的权力”。

美国杜克大学教授米丽安·库克专注于阿拉伯文
学的研究，对赛阿达维的文学主张十分认可。她认为，
一个作家想要跻身于全球性、国际性的行列，必须
写深深地扎根于本土、扎根于自己生活的主题。一
个好作家不仅要为艺术而艺术，而且还应该面对自
己所生活的文化环境进行言说。在此基础上，作家
要努力通过自己的写作给这个世界带来一点积极的
影响。

诗人欧阳江河认为，文学作为一种话语，作为一
种表达方式，它其实没有办法单独地进行言说，它必
须和另外一种语言综合起来、互相对照起来，才有可
能获得力量。所以，文学必须从其他的话语里面认出
自己，发出自己的声音。反过来，作家的主张观念如果
不是借助文学，就有可能只是一种口号、一种政策话
语。

评论家唐晓渡认为，赛阿达维的作品跟五四以来
的中国文学有很多相似之处。这主要表现在对弱者的
同情、对底层的关注。诗人高兴认为，赛阿达维的作品

是非常有冲击力的，其中所蕴涵的批评精神让人想到
东欧一些国家的文学。在这些国家，文学具有承担社
会责任、为民族代言的功能。

赛阿达维在作品中十分关注埃及女性的生存处
境。她坦言，自己出生在农村，在成长中受到奶
奶、婶婶等女性亲人的影响。因此，她的作品很多
都是从这些女性的经历出发的。写这些人的故事等
于是在表达自我，而写自己的痛感往往需要很大的
勇气。

诗人蓝蓝认为，一个人，只有在感到自己是弱小
的、是受损害的、是受侮辱的时候，他的自我意识才
最强烈。只有在他感到自我快要消亡的时候，才会
有强烈的存在的愿望，“我们一定是从伤口让光明涌
进来的”。因此，身为女性作家、埃及作家的赛阿达
维在某种程度上感受到自己不在世界文化的中心，是
缺乏主动性和话语权的，因此，她的作品中自我意识
非常强烈。

诗人潇潇从赛阿达维的短篇小说《天堂里没有她
的位置》中看到了一个普通女人悲惨的生活经历。她
认为，小说中这个在生前得不到丈夫的爱，死后在天
堂中也无法找到自己位置的女人，其实不仅存在于埃
及，在东方世界和其他更多的地方，很多女性的命运
其实跟她都有相似之处。同时，这个女人对此却没有
仇恨，而是以一种平静淡然的姿态面对这一切，这更
凸显了女性内心的美好和力量。

翻译家薛庆国认为，赛阿达维的批判精神体现
在很多方面，比如，他对阿拉伯社会中妇女的悲惨
遭遇的批判、对极端宗教主义引发暴力事件的批判
以及对西方世界霸权政策的批判等。她在作品把妇
女对自我意识的麻木完整地展现出来，这种展示本
身就是一种批判。这种批判方式与鲁迅有着异曲同
工之妙。

（行 超）

本报讯（记者 王觅） 1978年1月，作家徐迟在《人民文
学》发表了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一时间读者奔走相
告、洛阳纸贵，所有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都会记得这部报告
文学给人们带来的感奋和启迪。它不仅在中国文学史上写
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而且仿佛是预示中国科学春天来临的
报春花，感动和激励了一代人为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而奋
斗。这部作品也因此成为徐迟一生最重要、最闪耀的代表作。

在作家徐迟诞辰 100周年之际，10月 10日，中国作家协
会在北京中国现代文学馆举行徐迟百年诞辰纪念座谈会。
中国作协主席铁凝出席座谈会并讲话。中国作协党组书记
李冰主持座谈会。中国作协副主席何建明、李敬泽，数十位
作家、诗人、专家学者以及徐迟的亲属和生前好友参加了座
谈会。

徐迟原名徐商寿，曾著有诗集《二十岁人》《美丽·神奇·
丰富》《战争·和平·进步》《共和国的歌》，散文集《美文集》《法
国，一个春天的旅行》，特写集《狂欢之夜》《我们这时代的人》

《庆功宴》，报告文学《祁连山下》《地质之光》《哥德巴赫猜想》
《生命之树常绿》，论文集《诗与生活》《红楼梦艺术论》《文艺
和现代化》，译著《瓦尔登湖》《巴尔玛修道院》等不同体裁的
文学作品。

铁凝在讲话中全面回顾了徐迟杰出的文学创作成就及
其为中国文学事业作出的贡献。她说，徐迟的一生，熊熊燃
烧着激情、智慧和才华，在诸多文学领域取得了卓越的成
就。他是富于探索精神和家国情怀的诗人，是优秀的翻译
家，更是成就卓著的报告文学作家，他作为科学的春天的歌
者，被共和国的历史所铭记。他一生都在不断地拓展认识、
表现和创造的新疆域，在他的身后，留下了广袤的空间，让后
来者满怀敬仰和感激。

自《哥德巴赫猜想》开始，徐迟相继推出了一系列为科学

家立传的力作，用报告文学的形式为知识分子塑造了生动鲜
活的群像。徐迟和那一代优秀的报告文学作家，充分发挥了
文学的启蒙和教育功能，引领了报告文学创作的新方向，推
动了报告文学的大发展。铁凝认为，徐迟的报告文学在题材
撷取、主题提炼、人物刻画以及形式和语言等方面都具有经
典性的美学价值和承前启后的文学史意义。他善于挖掘每
一个人物最为闪光的内质，捕捉个性化的特征和象征性的细
节，他的报告文学是叙事的，更是写人的，每一部作品都有一
个鲜活的人物凸显出来。作为报告文学作家的徐迟，始终不
失诗人本色，他的作品中有诗人的激情，有诗语的峭拔、凝练
和华采。在徐迟的笔下，枯燥变为生动，抽象化成具象，专业
演绎为通俗，高冷的科学成为灵动的诗篇，成为温暖亲切的
生活风景。这种熔铸政论、散文和诗歌的文体雄浑博大，跳
荡开阔，深刻地影响了后来的报告文学作家。

铁凝表示，徐迟是与时俱进的，他敏锐地谛听时代前进
的内在要求，响应着时代精神的律动，他的作品因此成为一
个时代的碑石。他满怀热情地拥抱生活，他的创作真切地表
达着人民的心声；他始终高擎着理想的火炬，感染着、鼓舞着
无数的读者；他为人清正、率真、豪爽，对文学深怀虔敬，艺术
上孜孜以求，从不懈怠。广大作家要记住肩上的使命和责
任，为时代立传，为人民写心，奉献出无愧于时代、无愧于历
史、无愧于人民的优秀作品，这就是对徐迟最好的纪念。

李冰在主持座谈会时说，徐迟同志为我国文学事业繁荣
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他的许多作品，有着深刻的思想性、
完美的艺术性和广泛的社会影响。今天，我们身处实现中华
民族复兴的伟大时代，要学习他将个人的文学创作与祖国的
命运、时代的脉搏紧密相连，彰显时代精神，把笔触伸到时代
生活的最前沿，努力成为时代的歌者；学习他坚持深入生活，
深入实际，深入一线，始终保持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为人

民书写，发挥文学作品深刻的价值引领作用，用优秀的作品
向人民群众传递时代的正能量；学习他严谨刻苦的治学精
神、勤奋思考的学者风范、广博融通的创作才能，古为今用，
洋为中用，推陈出新，厚积薄发。李冰表示，徐迟同志的文学
精神必将激励我们以更加饱满的热情投身文学事业，用文学
传播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断实现艺术创造的新突
破，创作出更多、更好的有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作品，展示
中国文学、中国文化的无穷魅力，为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学
事业、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作出更大贡献。

何建明、张炯、周明、吴泰昌、李炳银、傅溪鹏、田珍颖、徐
剑等作家、理论家、评论家在座谈会上先后发言。他们从各
自不同的角度，结合具体事例，或深情追忆与徐迟交往的点
点滴滴，或高度评价徐迟的人品文品和崇高风范，或深入畅
谈徐迟的文学创作留给后人的宝贵启示，表达了对徐迟的深
深敬仰和缅怀之情。

座谈会上，徐迟的子女将徐迟的手稿、书信、藏书、字画、
照片等一系列文物文献资料捐赠给中国现代文学馆，包括手
稿 304 件、信札 2309 通、字画 17 幅、藏书 1080 册、照片 822
张。其中不仅有《哥德巴赫猜想》的部分手稿、《江南小镇》手
稿、日记 24 本、笔记 57 本，还有郭沫若、冰心、严文井、朱光
潜、戈宝权、臧克家、马烽、袁水拍、冯亦代、常书鸿等作家艺
术家的信札，以及赵无极、力群、郁风、周令钊等画家赠送给
徐迟的字画。这些珍贵的文献资料极大地丰富了中国现代
文学馆的馆藏。

徐迟是中国报告文学学会首任会长。据学会现任会长
何建明介绍说，中国报告文学学会近期也将举行一系列徐迟
百年诞辰纪念活动，包括在徐迟的故乡浙江南浔举行纪念会
和学术研讨会、为徐迟公园揭幕，在徐迟长期工作的湖北武
汉举行第五届徐迟报告文学奖颁奖仪式和学术论坛等。

徐迟百年诞辰纪念座谈会在京举行
本报讯 国庆前夕，由《民族文学》杂志

社、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学会、中国散文学会、中
国诗歌学会、临夏回族自治州民委联合主办的
首届“魅力临夏”全国散文诗歌大奖赛颁奖仪
式在京举行。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白庚胜出
席会议并讲话。他希望作家们用自己的生花
妙笔抒写西部，为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的文化大
发展大繁荣多作贡献。

据了解，本次大赛自今年 4 月开始征稿，
共收到来自全国各地各民族作者的参赛作品
514件。这些作品围绕临夏的历史文化、名胜
古迹、风俗民情等话题进行书写。大赛由评委
会经初评、复评、终评，最终产生获奖名单。其
中，青海作家冶生福的散文《浆水面里的河
州》、甘肃诗人王选的诗歌《在河之洲》分获散
文组、诗歌组一等奖。

颁奖会上，还举办了《民族文学》临夏创作
基地授牌仪式，这是《民族文学》杂志继浙江象
山、重庆彭水、湖北恩施等地后建立的第12个
创作基地。

颁奖会后，举行了东乡族作家钟翔散文研
讨会。与会者认为，钟翔的散文创作扎根于他所熟悉的土地，
以诚朴的文风、扎实的叙事、温润的情感抚慰脚下的每一寸土
地、每一条河流，为身后的民族而写作，为底层的人民而写作。

（明 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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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埃作家对谈“东方主题”与“女性书写”——

“从伤口让光明涌进来”

本报讯 由《作家》杂志社主办的“中国作家走基层”采风活
动日前在长春市举办。中国作协名誉副主席蒋子龙担任采风团
团长。来自全国各地的15名作家、诗人走进一汽-大众汽车有
限公司采风，并就新时期工业题材文学创作、新型工业与传统文
化关系等问题进行了交流。

采风团参观了“一汽”的车间，并到质量培训基地考察，体验
了基层质保工人的工作。大家还以“中国梦，时代责任与价值选
择”为题，与当地的文学爱好者们进行交流。蒋子龙认为，写工
业题材的文学作品，作家们不仅要关注车间的生产工序，还得跳
出来，写人，写道德，写情感，写矛盾。作家阎连科也认为，汽车
没有情感，但是工人们一定有家长里短的一些事情，也有情感、
道德甚至灵魂的问题。

《作家》杂志主编宗仁发介绍说，“中国作家走基层”活动，至
今已经连续举办了 5届。此次采风让作家走进车间，目的是让
作家了解现代化的工业，了解现代工人的精神面貌，为他们的创
作积累素材。 （欣 闻）

作家走进“一汽”采风

据新华社电 2014南非“姆基瓦人道主义奖”10
月 10 日在南非东开普省巴特沃斯市颁奖。中国诗
人、文化学者，青海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吉狄马加
获得该奖。

评选委员会在颁奖辞中称赞吉狄马加为艺术事
业以及文化教育发展所做的杰出贡献，称他为“人民
文化的捍卫者”。

此次获奖的还有巴勒斯坦首席谈判代表赛义
卜·埃雷卡特等人。

吉狄马加的彝族同胞、学生吉克曲布代其领奖。
吉狄马加在书面致谢辞中感谢姆基瓦人道主义

基金会授予他的荣誉。他说：“我为这个世界人类多
元文化的传承和保护所做出的创造性工作和贡献还
非常有限……我将把这一崇高的来自非洲的奖励，
看成是你们对伟大中国和对勤劳、智慧、善良的中国

人民的一种友好方式和致敬。”
吉狄马加的诗集《身份》《黑色狂想曲》等作品已

被翻译成多种语言，在世界 30 多个国家出版发行。
由他倡导创办的“青海湖国际诗歌节”和“世界山地
纪录片节”等国际性文化活动，已经成为当前中国与
世界开展国际对话和文化交流的一个窗口。

据介绍，“姆基瓦人道主义奖”是为了纪念南非
著名人权领袖、反殖民与种族隔离斗士理查德·姆基
瓦于 1999 年设立的，旨在表彰以积极眼光与最广大
人民接触的国际政要、著名社会活动家和文化艺术
工作者。南非前总统纳尔逊·曼德拉、古巴前国务委
员会主席菲德尔·卡斯特罗、非盟前秘书长艾哈迈
德·萨利姆等国际政要和南非著名演员肯·甘普等社
会活动家和文化知名人士曾获得该奖项。

（张川石）

吉狄马加获2014南非“姆基瓦人道主义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