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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出版社成立70周年座谈会在京举行
本报讯（记者 行超） 11月15日至18日，由《南方文坛》

杂志与厦门大学中文系联合主办的“经典重释与文化传承”学

术论坛暨《南方文坛》2023年度优秀论文颁奖活动在福建厦

门举行。中国作协党组成员、副主席、书记处书记吴义勤出席

并致辞。厦门大学校党委副书记全海，福建省社科院研究员南

帆，福建师范大学原副校长汪文顶，广西文联党组成员、副主

席、《南方文坛》主编匡达蔼，厦门市文联副主席陈春洋，以及

来自全国各地的20余位作家、批评家，高校师生近120人参

加活动。厦门大学中文系党委书记黄宇霞主持论坛开幕式，

《南方文坛》副主编曾攀主持颁奖仪式。

吴义勤在活动致辞中说，阅读经典、重释经典、传播经典

是我们深入理解并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方式，是做

好文化传承的重要路径。本次论坛的举办恰逢其时，有重要的

现实意义与理论意义。他认为，对于文学经典的深入讨论，有

助于我们深化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认识和理解，有助于推

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弘扬，也必将为当下文学发展

注入新的活力和动力。

全海谈到，要把经典置于民族复兴的新时代中，主动进行

创造性阅读，在新时代明晰经典永恒的意义和价值，为推动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加快构建中国话语

和中国叙事体系提供新的可能。

王德威的《写在南方之南：潮汐、板块、走廊、风土》，文贵

良的《从小冰到ChatGPT：对人工智能与汉语诗学的一个考

察》，郜元宝的《“雨的精魂”与“雕的心”——鲁迅〈雪〉之“四

典”》，何平、顾奕俊的《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的历史分期、审美嬗

变与新时代走向》，张清华的《石头与镜子与风景及其他——

散谈几位当代诗人的诗作》，徐勇的《主体建构与现代长篇小

说的对话结构》获《南方文坛》2023年度优秀论文。

颁奖仪式后，与会学者进行了论坛主题发言。南帆、汪文

顶、王尧、吴俊、张清华、郜元宝、文贵良以文学经典为对象，深

入探讨中国式现代化的传统文化底蕴，提出了一系列富有启发

意义的独到见解，为构建中国话语体系提供了新的理论视域。

厦门大学主办的“新南方·鼓浪杯”文学创作与评论大赛

同期揭晓，该活动为厦门大学鼓浪文学社的系列品牌活动。鼓

浪文学社于1926年成立，是国内现存唯一由鲁迅亲自指导创

办的学生文学社团，也是厦门大学成立时间最长、影响最深的

社团。本次大赛自2023年8月发布征稿启事到9月30日投稿

结束，共征集稿件1500余份，经由初审、复审、终审等环节，最

终来自厦门大学、福建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中山大学等

高校的26位学子获奖。此外主办方还举办了作家面对面、研

究生论坛、青年论坛、文化沙龙等丰富多样的活动。

本报讯 11月23日，由《十月》杂志社、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主办的陈河长篇小说

《误入孤城》研讨会在京举行。中国作协党组

成员、副主席、书记处书记邱华栋出席。会议

由《十月》杂志社执行主编季亚娅主持。

邱华栋表示，《误入孤城》是陈河写作生

涯中一部非常重要的小说，给当下的汉语写

作提供了一份值得分析的文本。陈河是当

代新华人作家群中的佼佼者，他的写作呈现

出一种宽阔、深广的状态，既体现在题材上，

也体现在他写作的深度上。陈河根据在欧

洲、北美洲、亚洲三地的生活经验，生发出

一种全新的写作状态，“经验和想象两者之

间的关系，在陈河的写作里表现得特别突

出；在消化材料、处理日常经验方面，《误入

孤城》用文学的想象力，将日常经验带动了

起来”。

《误入孤城》以温州为原型，讲述了清末

民初现代工业文明进入W州的故事。与会

专家表示，陈河作为温州籍作家，是在为温

州立传。小说书写了中国近现代史中一段

不为人知但又极其重要的历史，以虚构来处

理和驾驭史料文献，具有独创性和探索性。

作者把温州近现代社会变迁的史实、温州及

其周边地区极具特色的民风民俗和积淀在

当地的中西文明交织融汇的人文传统糅合

起来，力求构建一种能够突出体现当下意识

的艺术形态。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总编辑韩敬群在总

结时谈到，海外华语文学已经成为当代汉语

文学写作绕不过去的存在，陈河是其中重要

的作家。他是一名文学的骑手，在不同的地

方总能发现不一样的风景，小说题材广阔而

又新奇。陈河表示，自己从20世纪80年代

就开始写作，虽然长期在海外生活，但还是受

到了国内文学界各位同仁的关心关注，备受

感动。“尽管身在海外，但我们同样也讲中国

故事，大家都是一样的，希望能够讲述有趣、

有力量、有影响力的中国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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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11月 26日，周大新研究中心在河南

郑州成立。中国作协创研部主任何向阳、河南省委

宣传部二级巡视员梁莉、河南省文联党组书记方启

雄、沈阳师范大学特聘教授孟繁华为周大新研究中

心揭牌。

方启雄表示，周大新研究中心的成立是推动河

南省文学事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期待研究中

心成为河南省文艺界发挥名家优势、汇聚研究力量

的示范平台，成为全省文学界开展文学创作研究和

交流互鉴的重要阵地，也成为河南文艺名家“归根还

巢”工作的一张靓丽名片。

河南省文联党组成员、副主席武皓宣读河南省

文联《关于聘请周大新研究中心组成人员的决定》，

聘请孟繁华为主任，胡平、何弘、何向阳、贺绍俊、孙

新堂、孙先科、武新军为顾问，魏华莹为执行主任兼

秘书长，南飞雁为副主任，李丹梦、付如初、刘进才、

刘涛、吕东亮等20位评论家为研究员。

成立仪式结束后，来自北京语言大学、沈阳师范

大学、河南大学等高校的教授和评论家围绕周大新

创作研究、作品对外翻译出版进行了探讨交流。周

大新表示，研究中心的成立对他而言是一种鞭策，未

来他将继续专注于写作，努力创作更多优秀作品。

周大新研究中心在河南成立

新华社北京11月30日电 作家出版社成立70周

年座谈会11月30日在中国现代文学馆举行。全国人

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作协主席铁凝出席，并为“作

家出版社建社70周年珍本文库”揭幕。

作为我国文学出版事业的重要阵地，近年来，作家

出版社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

指引，加强现实题材出版规划，出版了一大批脍炙人

口、催人奋进的时代经典，为推动新时代文学繁荣发展

作出了重要贡献。

“作家出版社建社70周年珍本文库”选取了30部

建社初期首次出版的作品，彰显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和

人民立场，展现新中国文学事业发展的蓬勃生机。

本报北京11月30日电（记者 王觅） 自1953年

成立以来，作家出版社已走过了70年的不平凡历程，

用一部部经典文学作品铺就了辉煌的成长发展之路。

11月30日，作家出版社成立70周年座谈会在中国现

代文学馆举行。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文化和旅游部党

组书记孙业礼，中国作协党组书记、副主席张宏森出席

座谈会并讲话。人民艺术家王蒙，中国作协党组成员、

副主席李敬泽、邱华栋，中国作协副主席阎晶明、陈彦，

中国作协原副主席张平、何建明，中国作协党组成员、

书记处书记胡邦胜，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邓凯，中宣部

出版局局长冯士新，中宣部文艺局局长刘汉俊等出席

座谈会。座谈会由中国作协党组成员、副主席吴义勤

主持。

张宏森在讲话中指出，作家出版社的70年，是与

社会主义革命、建设、改革同进步共发展的70年。新

中国成立之初，一大批成就卓著的编辑家、出版人筚路

蓝缕，勇于开拓，出版了一大批赢得读者口碑、树立时

代丰碑的经典之作，生动记录了中国人民建设新中国、

创造新生活的豪情壮志。改革开放以来，作家出版社

积极呼应伟大转折，热忱歌咏改革开放，与激情涌动的

文学创作协同共进，热切回应广大读者对新鲜题材、崭

新视野的期待，出版了一大批新时期文学的经典之

作。党的十八大以来，作家出版社以精品出版、品牌经

营、融合发展、人才集聚为着力点，积极参与、主动承担

优秀现实题材文学出版工程、中国作协重点作品扶持

项目、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新时代文学攀登计划

等重大项目，推出了一大批反映历史性成就、历史性变

革的精品力作，为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多层次、多方

面精神文化需求，激励新时代的中国人民自信自强、勇

毅前行，作出了积极贡献。

张宏森强调，作家出版社70年的历史，是我们为

之自豪的光荣历史，也是鼓舞我们继续前行的强大动

力。希望作家出版社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

主动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坚持党对出版工作的领导，

为事业发展提供坚强保障；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出版

导向，以优秀作品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坚持守正创新，

以深化改革促进高质量发展；坚持精品出版，打造特色

品牌；大力培养适应新时代的出版队伍，在新的起点

上，接续传承老一辈出版人敢为人先、精耕细作的优良

传统，继续保持昂扬向上、锐意进取的精神风貌，为强

国建设、民族复兴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出席座谈会的作家、编辑、出版人从不同角度高度

肯定了作家出版社70年来取得的辉煌成就，对作家出

版社未来发展寄予深切期待。

王蒙深情谈到，在作家出版社成立70周年之际，

自己不禁回想起作家出版社诸多与自己关系密切的

领导、师长、同事和文友们。“我非常怀念他们，并对他

们心怀感恩，其中有的是我的恩师。”王蒙非常珍视自

己在作家出版社出版的作品《在伊犁——淡灰色的眼

珠》，这是他对新疆岁月的一份美好记录。他期待作

家出版社今后在选题方面有更大的格局和规划，继续

组织实施好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推出更多反映

农村、工业、科技、“一带一路”、人类命运共同体等重

要题材的优秀作品。

“在作家出版社出书，几乎是每一位作家最早、最

向往的梦想和憧憬。”张平谈到，自己几部重要的作品

都是在作家出版社出版的，产生了很大影响。作家出

版社真正是作家的亲人、家人、贴心人，真正是在呵护

作家、培育作家、尊重作家。编辑们知道作家的甘苦，

懂得创作的不易，清楚作家的用意，理解作家的情感，

有着可贵的品格、强大的磁场和浩阔的胸襟。70年的

作家出版社早已长成一棵参天大树，枝繁叶茂，硕果累

累。他相信，作家出版社今后将不断推出叫得响、传得

开、留得住的精品力作。

何建明在发言中回顾了自己担任作家出版社社长

期间许多难忘的经历和作家出版社推出的一系列代表

性作品。在他看来，出作家优秀的作品，出读者喜欢的

好书，作家出版社的这个定位多年来始终没有变。“人

生七十古来稀，可我认为走过70年的作家出版社依然

是少年。今天的国家和社会飞速发展，作家和出版人

要不断写好书、出好书，就需要把目光更多聚焦在我们

的社会和时代。作为作家出版社曾经的一员，我期待

她今后实现更快的发展，创造更大的辉煌。”

在作家杨志军眼里，作家出版社是一个有温度、有

光亮、有美感的所在。它培养的作家和出版的作品无

以计数，它以文化生力军的姿态脚踏实地、追求高远，

让这片肥沃的土壤变成了名著的诞生地、作家的诞生

地、精神生活的诞生地。“一种夙兴夜寐、励精图治的出

版精神，让作家出版社和属于它的出版人显得既平凡

又伟大。感谢出版社对我的栽培。港湾可以停靠，明

灯可以引路，我依然是那个赶路的人。作为一个跋涉

者，我热爱作家出版社。”

作家出版社社长鲍坚表示，70年来，作家出版社几

代出版人秉持建社的初心，牢记中国文学服务人民、服

务时代、服务社会的使命，勇担文学出版重任，勇立时

代发展潮头，出版了大批有温度、有深度、有高度、有气

度的文学精品力作。“回顾来时路，我们感到无比自豪；

身处新时代，我们深感责任重大。新征程上，作家出版

社的文学出版事业必将迎来新的春天，在中国群星璀

璨的文艺星空，其中必定有作家出版社这颗星也在闪

耀着光芒。”

中国出版集团有限公司党组成员、人民文学出版

社社长臧永清谈到，人民文学出版社与作家出版社有

着深厚的历史和文学渊源。在作家出版社70年的历

史中，人民文学出版社与作家出版社在人员、作品、作

家等方面都有着深度融合，形成了亲爱精诚的关系，

共同推动了新中国文学事业的繁荣发展。当前，出

版业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与挑战。作为出版

人，要保持坚定信心，始终将为人民出好书作为唯一

的追求。人民文学出版社将与作家出版社携手并进，

合力创造中国文学出版的辉煌未来。

作家出版社退休编辑王淑丽感慨道，作为一名老

编辑，有机会参与到伟大的文学出版事业中来，见证

那些改革与变迁，自己倍感自豪和幸运。“作家出版社

有许许多多像我一样的老编辑，默默为文学出版事业

作出了巨大贡献，我为有这样的同事感到骄傲。”面对

时代的发展和技术的进步，年轻一代的编辑们正在更

加敏锐地洞察社会需求，增强创新意识，积极开拓出

版渠道。面向未来，希望编辑们努力回应时代，完成

一个出版品牌的化茧成蝶，无愧于作家出版社这个

“金字招牌”。

时间是伟大的书写者，记录走过的足迹，写下历史

的华章。座谈会上，“作家出版社建社70周年珍本文

库”正式揭幕。该文库精选作家出版社建社初期出版

的部分优秀作品重装出版，以此向老一辈作家和编辑

致敬，彰显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和人民立场，共同见证

新中国文学事业的勃发和生机。

座谈会上，青年编辑向作家出版社老同志代表献

上鲜花，对前辈编辑、出版人为作家出版社创业发展作

出的卓越贡献表达感谢和敬意。

参加座谈会的还有梁晓声、周大新、刘庆邦、白烨、

贺绍俊、柳建伟、刘醒龙、曹文轩、梁鸿鹰、关仁山、张

者、李洱、全勇先、杨红樱、程青、衣向东、畀愚、余耕、曾

高飞、丛治辰等作家、评论家代表，北京十月文艺出版

社、《人民日报》文艺部、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集团、

北京开卷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当当网、京东零售、人民

阅读信息科技（北京）有限公司等单位负责人，中国作

协各单位各部门负责同志，作家出版社历任领导班子

成员、退休编辑代表、在职员工代表等。

本报讯 11月22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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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文学、非虚构与民族记忆：文学与人类学想

象”学术研讨会在苏州大学举行。中国现代文学馆副馆长李宏伟，上海文艺出

版社社长、总编辑毕胜，以及来自全国各地的10余位青年文学研究者与会研

讨。会议由《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执行主编李蔚超主持。

近年来，非虚构写作、新方志类写作得到广泛关注，这类写作为探索中国

式现代化提供了别样经验。人类学的方法和视野是观察当下作家作品的一盏

探照灯，有助于作家学者更好认识当代中国和文化传统，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与会者在发言中谈到，文学和人类学的沟通交

流，可以带来跨学科的视角和方法，有助于更为全面地分析社会现象和文化问

题，更好理解人类社会的多样性，促进不同文化间的交流和理解。谈及非虚构

写作对人类学的启发和影响，大家表示，非虚构写作常采用文学化的叙述方式

和表现手法，将现实生活中的人物和事件生动呈现在读者面前，这些叙事方式

值得人类学家特别是民族志写作者借鉴和学习，以使研究成果更具可读性和

感染力。文学和人类学都是深入研究历史文化的学科，都关注个体和群体的

记忆，通过研究个体的经历、思想、感情以及社会群体的文化传承、价值观念、

集体记忆等，为构建民族记忆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和视角。

唐弢青年文学研究奖青年学者论谈活动于同日举行，丁文、李浴洋、石岸

书、邓小燕、罗雅琳、乔敏分别围绕“‘取今复古，别立新宗’的现代文学研究”和

“新时代 新文学 新经典”等主题展开对谈，并与苏州大学师生深入交流。大

家认为，几场研讨会打破了学科界限，拓宽了大家对文学的理解，具备较强的

当代性和当下性。一系列议题的设置，有意识地将研究者们推向文学现场，面

对新经验，展开新思考，为探索新的文学研究方法提供了新视角和新方向，对

于青年研究者的成长大有助益。 （罗建森）

探索文学研究的
新视角新方向

“文学、非虚构与民族记忆：文学与人类学想
象”学术研讨会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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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读者朋友：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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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您有报刊无法收到、漏收的情况，或寄送地址需修改，请随时

通知我报。谢谢您的理解和支持！

联系方式：

电子邮箱：1876960953@qq.com

联系电话：18600547157（同微信）

《文艺报》社
2023年11月24日

告读者

重重
要要
新新
闻闻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30日上午在上海主持召开

深入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深入推进长三角一

体化发展，进一步提升创新能力、产业竞争力、发展能级，率先形成更高层次改革

开放新格局，对于我国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

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意义重大。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紧扣

一体化和高质量这两个关键词，树立全球视野和战略思维，坚定不移深化改革、扩

大高水平开放，统筹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统筹龙头带动和各扬所长，统筹硬件联

通和机制协同，统筹生态环保和经济发展，在推进共同富裕上先行示范，在建设中

华民族现代文明上积极探索，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取得新的重大突破，在中国

式现代化中走在前列，更好发挥先行探路、引领示范、辐射带动作用。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

任蔡奇出席座谈会。 （据新华社上海11月30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