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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1月24日电 11月24日，国家主席习近平

向世界中国学大会·上海论坛致贺信。

习近平指出，中国学是历史中国之学，也是当代中国之

学。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在同世界其他文明的交流互鉴中

丰富发展，赋予中国式现代化以深厚底蕴。溯历史的源头

才能理解现实的世界，循文化的根基才能辨识当今的中国，

有文明的互鉴才能实现共同的进步。希望各国专家学者当

融通中外文明的使者，秉持兼容并蓄、开放包容，不断推进

世界中国学研究，推动文明交流互鉴，为繁荣世界文明百花

园注入思想和文化力量。

大会主题为“全球视野下的中华文明与中国道路”，由国务

院新闻办公室、上海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当日在上海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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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现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青春气象
唐弢青年文学研究奖学术论坛在沪举行 第十二届唐弢青年文学研究奖颁发

11 月 22 日至 26 日，以李心田小说《闪闪的红星》为蓝

本，作曲家、小说同名电影作曲傅庚辰担任音乐顾问的国家

大剧院原创民族歌剧《映山红》在京首演。该剧选取原著中

的“冬子妈”作为主人公，以其送郎、抗敌、上山、入党、斗争

和牺牲为主线，诗意地呈现了这位“只有一日党龄的共产党

员”对革命理想与崇高信仰的坚守。该剧由张千一作曲，喻

荣军编剧，胡宗琪执导，张国勇执棒，雷佳、王宏伟、王喆、王

凯等主演。

（王觅/文 王小京/摄）

本报讯 11月21日，第十二届唐弢青

年文学研究奖颁奖仪式暨唐弢青年文学研

究奖学术论坛在上海举行。中国作协副主

席、中国现代文学馆馆长李敬泽，上海市委

宣传部副部长、市电影局局长高韵斐出席

活动。复旦大学教授陈思和，上海市文联

副主席、作协副主席孙甘露，上海世纪出版

集团党委副书记、总裁阚宁辉，上海市作协

党组书记、专职副主席马文运，苏州大学教

授王尧，上海交通大学教授吴俊，复旦大学

教授郜元宝，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吕新雨、文

贵良、罗岗、毛尖，中国现代文学馆常务副

馆长王军、副馆长李宏伟，上海文艺出版社

社长、总编辑毕胜等参加活动。活动由中

国现代文学馆、上海文艺出版社主办，苏州

大学江苏当代作家研究基地协办。

本次唐弢青年文学研究奖学术论坛以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视野中的中国文学”

为主题，李敬泽主持论坛。他表示，习近平

总书记在新时代文化建设方面的新思想

新观点新论断，是新时代党领导文化建设

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构成了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文化篇，形成了

习近平文化思想，对当下和未来的文化事

业有着根本的指导意义。学习贯彻习近平

文化思想为我们的学术研究提供了新的视

野，打开了巨大的学术空间，有助于我们更

好认识和理解中国现当代文学传统，更有

力地体认文化主体性，在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视野中思考新时代文学壮阔未来。

吴俊、吕新雨、郜元宝、文贵良、罗岗、

毛尖、祝宇红、周展安、金理、黄平、方岩、

朱羽、张屏瑾等专家学者在会上发言。大

家认为，对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及中国现当

代文学的观照和研究，不仅需要历史的、

民族的、学科的视野，更需要世界的、开放

的整体性视野。要在中华文明与世界文

明交流互鉴、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相互影

响的大格局下，进一步探究中华文明、中

国文学的主体性、独特性，自觉继承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在守正的基础上勇于创

新，以新思路、新途径、新方法推动建设中

华民族现代文明，推动新时代文学高质量

发展，展现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时代气

象和风范。

对于如何更好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大家表示，许多现代作家对于中国古典文

化、古典文学都有非常好的学习与继承，

其写作渗透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浸润和

滋养，很好地体现了古典性与现代性的有

机结合。最重要的是他们继承了古典文学

“诗以言志”“文以载道”的优良传统，在具

体的写作实践中观察、思考和论争 20世

纪中国和中华民族的前程与出路，时刻

关心国家民族的未来，视民族复兴为己

任，这是中国现代文学最为可贵的精神

内核，也是后人应该高度重视和传承的重

要品质。

谈及现代文学学科研究对中华文明的

传承与创新，与会者谈到，中国现代文学自

诞生之初就具有非常强烈的革新意识，现

代文学对叙事主题和语言文字的改革，极

大推动了中华民族文化体系的更新和发

展。中国文学的发展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

之间有着天然的映射关系，研究者需要具

备充分的问题意识，自觉关注中国不同时

期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诸多方面与文学之

间千丝万缕的联系，并将目光拓展到世界

范围，在对中西文明的比较研究、互学互鉴

中，推动研究和解决现代性相关问题，为建

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作出贡献。

第十二届唐弢青年文学研究奖于同日

颁出，李敬泽在颁奖仪式上致辞。他表示，

现当代文学研究对中国文学的发展至为重

要，通过学术研究，我们能够在更广阔的现

代性视野中，清晰、强烈地看到前辈们做出

的探索和创造。这些探索和创造具有非常

独特的价值，既是从中国的传统和现实中

来，也具有世界性的探索意义，对中国话语

体系的建构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青年

学人所做的研究工作，对以习近平文化思

想为指引，展开面向未来的文化创造、建设

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希望广大青年学者在面对当下和未来的文

学时，进一步加大研究力度，推动现当代文

学研究增强文化自觉性、巩固文化主体性。

阚宁辉在致辞中谈到，上海文艺出版

社一直将文艺理论研究选题和对青年评论

家的跟踪列为重要工作，“微光”“六合”等

文艺理论书系品牌聚焦青年学者，推出了

一批较有影响力的青年学者作品，其中多

位作者是唐弢奖得主。参与主办唐弢奖，

为上海文艺出版社更主动、更深入关注国

内文学理论研究动态、推介拔尖青年人才

成果提供了不可多得的良机，上海世纪出

版集团、上海文艺出版社将全力以赴，为推

动文学创作、文学研究、文学出版向高峰迈

进继续提供热忱服务。

王尧作为评委代表致辞。他说，一代

学者有一代学者的特点，但我们面对的学

术问题是共同的，无论哪一代人，都需要把

前辈们将学术使命和现实关怀融为一体的

境界与品格传承下去。希望青年学者再接

再厉，重新出发，既赓续老传统，也发扬新

精神，一起为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为中国

学术史谱写新的篇章。

吴俊代表第十二届唐弢青年文学研究

奖评奖委员会宣读获奖名单及授奖词。罗

雅琳的《重新理解革命诗歌的“民间

性”——以〈阮章竞文存 诗歌卷〉为中心》、

李浴洋的《“传统”的发明——“整理国故”

运动与王国维“文学革命的先驱者”形象建

构》、丁文的《家族文脉：鲁迅与浙东学术的

过渡环节》、石岸书的《文学习性、情感政治

与两种“读者”的互动——重审〈班主任〉

〈伤痕〉的发表过程》、邓小燕的《梁鸿

论——知识分子返乡书写症候分析》5篇文

章获殊荣。

活动现场，李敬泽、高韵斐、陈思和、孙

甘露、吕新雨、马文运、郜元宝、李宏伟、罗

岗、毕胜分别为获奖者颁奖。丁文代表获

奖者发表感言，她表示，现代文学研究的魅

力，在于通过坚守文学研究史学品格，使得

人文学科的基础研究建立在稳固的基石之

上。现代文学的精神传统包含了人与时代

不间断的对话，作为历史时空的穿梭者与

探索者，在每次个案开展之前不妨对思维

的深度、思想的边界保持谦虚与好奇。这

也是研究的吸引力所在，即对各种可能性

充分地敞开。“中国文学的发展历程、文明

的进程是绵延而非断裂的，如何将中国古

典文学的资源与命题‘现代文学化’、厘清

从传统到现代转换的具体思路，这是学科

深化发展必然要触碰到的命题，也呼应了

时代的需要。”

为弘扬唐弢先生的学术精神，纪念他

为中国现代文学馆的建设所作出的杰出贡

献，文学馆特设立唐弢青年文学研究奖，鼓

励青年学者进行现当代文学研究。从

2003年首届唐弢奖举办至今，已有66位青

年学者获得该奖项。据介绍，唐弢奖奖杯

是对中国现代文学馆馆藏的唐弢书椅进行

3D复原等比例缩小制作而成，书椅可变成

梯子蹬踩拿取图书。以书椅作为奖杯，取

学问当坐冷板凳、研究甘作他人梯之意，期

望广大青年学者能够以书为伴，以学问为

志向，以老一辈学者为榜样，在学术研究上

不断精进。 （罗建森）

本报讯（记者 黄尚恩） 11月21日，《珞珈诗派（第

二辑）》新书首发式在京举行。中国作协党组成员、副主

席、书记处书记邱华栋出席并致辞。《诗刊》主编李少君、

武汉大学校董陈作涛、中国文联出版社董事长尹兴，以

及10余位毕业于武汉大学的诗人参加活动。

邱华栋在致辞中说，今年适逢武汉大学建校130周

年，《珞珈诗派（第二辑）》的出版是用诗歌向母校的一

次致敬。面对复杂而广阔的生活，用诗歌书写生命新

经验，年轻诗人做得更好。第二辑中收入的作品呈现

出了更为当下、与时代和生命结合得更紧密、更复杂的

诗意。文学是一生的事业，“珞珈诗人”要有雄心和壮

志，成为更优秀、更杰出的诗人。

“珞珈诗派”源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武汉大学校

园诗人的诗兴之举，他们的诗作以“珞珈诗派”专版形

式，多次在武汉大学校报上集中推出。其后，一代代青

年诗人在武汉大学校园涌现，形成浓厚的诗歌创作氛

围。《珞珈诗派（第一辑）》出版过邱华栋、王家新、李少

君、车延高、陈勇、汪剑钊、阎志、黄斌、洪烛、李建春等

人的诗集。第二辑由李少君、陈作涛主编，中国文联出

版社出版，推出黎衡、王悦笛、述川、张朝贝、陈翔、张小

榛、午言、姜巫、赵成帅、康承佳 10位青年诗人的诗

集。在首发式上，张小榛、康承佳作为《珞珈诗派（第二

辑）》入选诗人代表发言。她们表示，诗歌创作对于维

护心灵的纯粹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作为年轻人，我们

可能怀疑过很多东西，但最后都找到了最为信任的诗

歌，作出最真诚的表达。”李少君、陈作涛、尹兴分别发

言，认为年轻人的诗作具有自由、锋利的特质，充满了生

命力和想象力，并对他们今后的创作表达了期待。

本报讯 11月 11日，由中国作协创联部、中国青年出版总

社、广西民族大学文学影视创作中心主办，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文

艺分社协办的“故乡：历史、虚构与心灵——凡一平新作研讨会”在

京举行。中国作协副主席阎晶明，中国作协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

施战军出席并讲话。中国作协创联部主任彭学明，中国青年出版

总社党委书记、董事长皮钧，广西文联主席、作协主席东西代表主

办方致辞，40余人与会研讨。会议由中国青年出版总社党委常

委、总编辑陈章乐主持。

作为文学桂军最具代表性与影响力的作家之一，凡一平近年

来创作了一系列以家乡上岭村为背景的作品，新作《四季书》《上岭

恋人》是其中的上乘之作。《四季书》通过春夏秋冬的时序变化，书

写了上岭村村民韦正年充满传奇的一生，他尽管历经磨难却始终保

持顽强的生命力，坚守人生信念，普通而不平凡，具有独特精神气质

和人格魅力。小说立体展现了广西的山乡巨变和人间烟火，在一定

程度上凸显了中国近百年来的时代变迁。《上岭恋人》包含11个故

事，讲述了上岭普通人的人生际遇。小说中侦探、产婆、裁缝等一系

列人物在面对爱情、婚姻、友情、职业以及烦琐日常时，表现出的坚

韧、包容、仁爱和温情令人动容。

与会专家对凡一平的创作给予了充分肯定，认为他的作品深

入生活，扎根乡土，具有鲜明的新乡土文学的南方特色，是当下新

乡土叙事的重要收获。近年来，凡一平专注于建构精神原乡上岭

村，着眼于新乡土对现代文明的向往，写出了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的

南方篇章，创造了一个生机勃勃的独特文学世界。凡一平塑造的

一系列新乡土人物，既是上岭传奇人物图谱，也是现代乡土中国的

人物群像。

凡一平表示：“故乡是我写作的源泉和宝藏，也是我生命的根、

底气和元气所在。”今后，他将以更开阔的视野和更深沉的情感，创

作出更有时代气息和美学底蕴的优秀作品。

专家研讨凡一平新作

新乡土叙事的重要收获

本报讯 11月 19日，由中国作协社联部主

办，浙江桐乡市文联、浙江传媒学院文学院、《东吴

学术》编辑部承办的“新时代文学融入现代传播格

局”主题对话活动在浙江传媒学院文学院举行。

活动邀请中国诗歌学会会长杨克、北京大学文学

讲习所教授李洱、西藏文联副主席陈人杰、北京作

协驻会副主席乔叶与传媒学院的师生分享交流。

中国作协社联部主任李晓东，浙江传媒学院党委

委员、宣传部长、统战部长孙保胜，桐乡市文联副

主席陈伟宏致辞。此次活动系“茅盾文学周”活动

之一，也是中国作协“百名作家进百校”系列活动

之一。

杨克写于2006年的诗《我在一颗石榴里看见

了我的祖国》，近几年以视频朗诵的形式在网络大

量传播，实现了“破圈”效应。他表示，随着社交媒

体、短视频等新型传播媒介的发展，阅读正变得越

来越碎片化，诗歌比其他文学类型更容易适应现

代传播格局的变化，产生“破圈”效应。文学的“破

圈”既包括文学向圈外影响传播，也包括圈外的人

参与到文学阅读和传播中来。

谈及现代传播格局，李洱坦言，自己这些年一

直在“抵御”现代传媒，《应物兄》迄今还没有改编

成电影，便是证明。虽然与现代传媒保持谨慎的距

离，但他对传媒行业的人始终保持尊重。他在现场

引用了黑格尔、本雅明、巴赫金、阿甘本等理论家的相

关论述，讨论了该如何处理写作与时代的关系。

乔叶通过分享自己创作《宝水》的经过，谈到

文学的“圈”和“界”貌似无形，实则就藏在人的心

中。她喜欢“潜伏”在生活中，“跑村”“泡村”体验

生活，从而看到这片土地上生长着的生活真貌。

在人民身上，她既感受到文学之小，也感受到文

学之大。文学很小，有“圈”有“界”；但文学又无

处不在，弹幕、短视频等都鲜活地提醒我们文学

性的存在。“文学有隐性的形式，在圈外和界外，很多人都不自知

他们身上有文学性。”为此，她建议青年学子多读经典，并尝试写

作，这是“对生活非常好的事情”。

来自浙江台州的陈人杰在援藏满三届九年后，选择留在了雪域

高原，成为名副其实的雪域诗人。他从在西藏种树之难出发，讲述了

西藏生活对他的人生产生的影响。“不长树的地方‘长’精神，‘长’传

说。”他表示，人类无法征服所有土地，要用心灵之小融入土地之大，

接通大自然的神经。“人太渺小，脚步太快，时间太短，雄心太大，人

类似乎忘了感恩之心。”他勉励青年学子专注自己，这比跟随时代更

加重要。

活动现场，李晓东代表受邀作家向浙江传媒学院赠送图

书。文学院学生还朗诵了受邀作家的代表作品片段，其中陈人

杰亲自朗诵的诗《我曾长久地仰望蓝天》，受到学生们的热烈欢

迎和喜爱。

（刘鹏波）

杨
克
、李
洱
、陈
人
杰
、乔
叶
走
进
浙
江
传
媒
学
院

在
人
民
身
上
感
受
到
文
学
之
大

孙犁诞辰110周年学术研讨会举行
本报讯 今年是孙犁诞辰110周年。为纪念这

位中国当代卓越的小说巨匠、散文大家，11月 11

日，由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主办的孙犁诞辰110周

年学术研讨会在京举行。孙郁、程光炜、杨联芬、王

彬彬、高远东、张莉、贺仲明、张均等20余位学者和

冉淮舟、王端阳、卫建民、段华等孙犁生前故交参加

研讨。

研讨会分为“文学史的反省与评估”“前期小说

新探”“环境与作家心态”“材料、问题与方法”四个

部分，与会者围绕孙犁研究的历史与现状、学术热

点与新史料发现等作了发言。大家谈到，孙犁的小

说和散文包含了丰富的人生体验，也与社会生活有

着深刻关联。孙犁的早期小说展现了华北抗战的

历史，人物有主体意识的形成，是与历史互动的

“人”。《铁木前传》《风云初记》等一系列作品拓展了

五四以来文学观念的内涵。作为在革命风云年代

提笔创作的作家，孙犁的家国情怀立足于日常生活

和亲情伦理，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仁爱精神，饱

含着他对生命的尊重与热爱。作为公认的文体家，

孙犁对语言高度重视，精益求精，他的散文、随笔博

取古人之长，笔力深厚而没有士大夫气，显示出精

深的文学修养。孙犁的文学创作与文学精神值得

我们缅怀和学习。

与会者还对孙犁研究作了展望，期待未来能有

机整合编年体著作全集、研究资料丛书、手稿集等

相关研究文献和史料考据资料，在整理中发掘新的

微观研究视角，进一步推动孙犁研究与时代命题相

融合。 （康春华）

告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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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近期有订户反映无法收到《文艺报》，为保证报

刊的正确投递，现通告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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