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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力开掘时代生活

“当前世界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大变局，包括信息
的变局、知识的变局，我们得升级，活到老学到
老。”青创会开幕式上，“人民艺术家”王蒙寄语青年
作家。王蒙是 1956 年第一次青创会的与会者，见证
了一代代青年作家的成长。他鼓励青年作家突破小
我，奔向人民。

中国式现代化为文学创作提供了丰富素材，也赋
予青年作家新的时代使命。近年来，越来越多青年作
家投身火热生活现场，描绘时代变迁，抒发人民心
声。来自新疆克拉玛依的李春华是一名采油工人，她
被同事们艰辛工作中的乐观精神所感染，创作出反映
石油人精神风貌的长篇散文 《我有一片戈壁》。宁夏
作家马金莲深耕乡土文学，新近出版的 《亲爱的人
们》如同一部活生生的乡土史诗，凝聚着她对宁夏南
部山区社会变迁的观察。军旅作家王昆的创作之路，
是新时代青年作家胸怀“国之大者”，介入时代生活
现场的生动写照。为记录下中国军人的使命与担当，
他不畏艰险，深入维和一线，深扎高原牧区，走访边
疆哨所，创作出长篇小说 《天边的莫云》、中短篇小
说集 《卓玛戴着红珊瑚》、散文集 《去往马攸木拉》
等作品。网络文学作家马伯庸历时4年调研，聚焦近
代医学史，完成长篇小说 《大医》，获得第十三届全
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

“只有贴近人民生活、反映人民诉求，作品才能
引起广泛共鸣，触动人们内心最柔软的部分。”公安
作家吕铮说出了青创会代表的心声。近年来，他创作
了不少表现基层公安民警职业精神的长篇小说，《三
叉戟》《打击队》等深受读者好评。

如何创新时代生活表现方式，是与会青年作家关
心的又一重要话题。北京老舍文学院专业作家石一
枫强调，小说的“新”源自时代的“新”，新时代的
文学创作要与时俱进，捕捉时代变化的同时，洞悉
人们生存状态与精神世界的转变。青年诗人王二冬
认为，创新是评价诗歌好坏的重要标准。他呼吁青
年作家要敢于突破传统束缚，以“零”到“一”的
突破精神，创造出具有时代特征和个人风格的作
品。科幻作家陈楸帆则认为，青年作家要具备创新

讲好中国故事的能力，勇于探索新媒介、新技术与
新叙事的结合，创作出既具有时代感、又面向未来
的作品。

在青年作家胡竹峰看来，创新文学表达方式要接
通中华传统文化根脉。“中国文脉源远流长，代代相
传。继承传统不是让我们做韩愈、柳宗元，也不是让
我们做鲁迅、废名，而是学习、借鉴他们的经验写出
我们的生活、时代的变迁。”胡竹峰说。近年来，他
相继推出《惜字亭下》《南游记》《民国的腔调》等散
文佳作。

融入媒介传播新格局

今年8月初，青年作家蒋在开始在小红书上分享
自己的写作生活，其中“关于写作的 100 个小问题”

“私人书单”两个板块让她交到不少朋友。“除了介绍
自己的写作情况，分享一些活动信息外，我更想借助
这个平台与青年文学爱好者交流，了解他们对当下写
作的看法。”蒋在说，“我们需要在互联网世界中延伸
自己的文学空间。”

近年来，媒介传播格局的深刻变革，给文学作品
的生产与传播带来机遇与挑战。本次青创会设置 10
个平行论坛，其中一个便是“青年作家作品的融媒体
传播”论坛。论坛上，青年作家、批评家、编辑、文
学工作者与媒体和短视频平台负责人一道，就融媒体
背景下的文学传播等话题展开讨论。

过去 10 年中，儿童文学作家邹超颖的作品通过
动画剧集、动画电影、游戏开发等多种改编得到广
泛传播。青年作家朴珍华通过创办微信公众号“花
茶屋”和“视线”，成功打造了文学与广播相融合的
原创作品平台，积极弘扬吉林延边多民族文化。从
早期参与 BBS 和博客，将网络作为练笔之地，到抓
住公众号兴起的契机回归大众视野，再到如今将微
博和小红书作为重要传播方式，青年作家周宏翔表
示，在融媒体时代，作家不能被动等待读者，而要
主动寻找知音。一些青年作家勇于探索、积极创
新，展示了新媒体在传播民族文化、讲好中国故事
方面的优势。

《当代小说》 副主编王玉珏指出，为适应当下传
播格局变化，传统文学期刊要与时俱进，一方面当好

“守门员”，通过精心挑选发表作品，树立优秀作品的
标准和标杆；另一方面，要将内容传播更多地转向网
络、新媒体、短视频平台等，探索利用人工智能等新
技术扩大作品的传播范围和影响力。

在融媒体背景下，文学批评也面临新挑战。武汉
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朴婕强调，文学批评不仅要紧密关
注文学创作动态，还要适应传播方式变化，不断丰富
和完善自身的理论武器和方法论体系。面对人工智能
等新技术对写作方式的改变，文学批评更需保持敏锐
的洞察力，为创作的健康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面对新媒体浪潮的冲击，青年批评家杨庆祥提醒
道，并非所有写作者都能适应并愿意接受现代传播方
式的“洗礼”，应尊重这类写作者的选择，并为其开
辟适宜的发展路径。文学创作是个漫长过程，评判文
学作品的价值也是如此，“不能只盯着短期的销售和
流量等横向坐标，还需重视作品的未来影响力这一纵
向坐标”。

发出中国青年之声

今年6月，由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出版传媒商
报社联合发布的《2024年中国图书海外馆藏影响力研
究报告》 显示，青年作家林棹的 《潮汐图》 被 70 家
海外图书馆收藏。这部作品被认为是“新南方写作”
的代表作。在该报告的“2024年中国图书 （中文） 海
外馆藏数量 30 家以上排行榜”中，还可见张天翼、
马伯庸、易小荷等青年作家的作品。

近年来，中国文学日益走向世界文学舞台，其中
青年作家的作用功不可没。在本次青创会“当前形势
下怎样提升中国文学国际传播效能”平行论坛上，与
会者围绕中外文学交流与中国文学“走出去”等话题
展开讨论，呼吁青年作家具备国际视野，向世界发出
中国文学的青春之声。

湖南作家郑小驴目前有多部中短篇小说被译介至
海外，发表于日本、美国、捷克、墨西哥等国文学刊物。
长篇小说 《去洞庭》 已被译为西班牙语，将在秘鲁出
版。他说：“数据显示，目前《三体》英文版销量超过
300万册，《黑神话：悟空》引爆全球市场，都说明中
国文化具有强大魅力和无穷潜质。”

“具有广泛影响的国际文化产品，之所以能够流
行，首要因素是艺术精湛，其次是在潜移默化中完成
价值传达。中国网络文学海外传播的成功，证明了这
一点。”青年批评家丛治辰说。

围绕为中国当代文学海外传播贡献青年力量的话
题，与会者各抒己见。辽宁青年批评家李桂玲认为，
当代文学“走出去”，不能依靠离奇的情节和固定的
模式，而要在内蕴中华民族优秀哲学思想、美学观念
上下功夫。来自港澳台代表团的青年学者张期达认
为，自媒体是文学传播的好途径，除了影视剧与游戏
改编，互动视频、手游、桌游、短剧、动画、文学地
理图景、文学食谱等多元文学传播形式也很有效。上
海作家三三说，要注重翻译作品的“青年性”，目前
翻译作品虽然数量多，但海外青年作家的作品占比不
高，引进作品时应给予更多重视。

举办“首届国际青春诗会——金砖国家专场”，
成立“一带一路”文学联盟、中国文学海外读者俱乐
部，举办系列中外文学论坛，实施“新时代文学攀登
计划·扬帆计划”，扩大中国当代文学精品译介工程中
青年作家比例……近年来，中国作协为青年作家开展
国际交流合作创造了便利条件，许多崭露头角的青年
作家实现了作品“走出去”，为世界文坛增添了来自
中国的青年之声。

有着 400 多年历史的粤剧，
历经岁月洗礼，沉淀着别样风
华。粤剧兼容并包，融汇了多
地多样的艺术表达，在创作与
创新的路上从未止步。复排经
典剧目、创排新编剧目、跨界
艺术碰撞融合，粤剧工作者近
年来做了一些探索。尤其是粤
剧电影的成功尝试，让我有了
更深的体会。

2021 年，粤剧电影 《白蛇
传·情》 的成功出圈令人欣喜。
作为“粤剧电影创新三部曲”
的第一部，《白蛇传·情》 是粤
剧一次大胆而浪漫的尝试。我
们通过电影的表现形式，打破
戏曲舞台的界限，将一个经久
不衰的爱情传说凝练提纯、重
新表达，以唯美写意的中国水
墨风格，将粤剧之美呈现于大
银幕上。这部电影 2300 万的票
房，不仅创下中国影史戏曲电
影 票 房 纪 录 ， 成 为 一 个 里 程
碑，也让我们看到当代青年对
传统文化的兴趣与热爱，让我
们前行的信心更加笃定。

今年暑期上映的 《谯国夫
人》 是 “ 粤 剧 电 影 创 新 三 部
曲”的第二部，其改编创作是
一次前所未有的挑战。这次，
我们将巾帼英雄冼夫人的真实
历史故事搬上大银幕。有别于 《白蛇传·情》 的是，
冼夫人的故事真实存在，却又不似神话传说一般广
为流传。我们希望通过粤剧的传统美学与电影的时
代表达，讲好这个岭南故事。

为此，电影在粤剧舞台版 《谯国夫人》 的基础
上全面创改，主创主演挑战实景拍摄，在一个月时
间内辗转 30 多处场景，真刀真枪真马真唱真功夫，
希望在电影短短两个小时内，将冼夫人的故事演绎
得更精彩。

诠释冼夫人这个角色，既要以虔诚之心仰望历
史先贤，又要以平视之心代入角色，真切地感受人
物，将这段历史故事对当下观众娓娓道来。视角的
不断转换，角色与讲述者身份的紧密融合，让我对
冼夫人这一人物的理解更加多面。

这个人物本身是深沉厚重的，她是“岭南圣母”，
但也是一个凡人。“我事三朝主，唯用一好心”是世
人对冼夫人的赞誉，而“万古柔情总女人”则是我
对她的感受。我想，若能长有太平盛世，冼英应当
希望自己可以过着岁月无惊的日子，不必征战沙
场，只愿与家人幸福团圆，与天下苍生和睦一方。

如果说粤剧电影 《白蛇传·情》 是以一个“美”
字深入人心，那么粤剧电影 《谯国夫人》 则值得一
个“真”字——我们以真诚为念，讲述一段真实发
生的历史故事；以真心付出，尽全力让电影中每一
个人物都有血有肉。

我们即将开始粤剧电影《三水女儿·红头巾》的
创作与拍摄。这是“粤剧电影创新三部曲”的收官
之作，讲述了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一群来自广东三
水的年轻女性，迫于生计背井离乡来到南洋，戴上
红头巾，做起建筑工、水泥工等辛苦的工作。这一
次，我们将目光聚焦于岭南这片土地上脚踏实地的
劳动人民，讲述普通人的平凡与伟大。

其实，每一次巡演或路演时，看到台下观众期
盼的目光，我总是深深地被感动。电影让粤剧之美
有了更好的延伸，而年轻观众对传统文化的热爱和
独到见解更让我体会到：粤剧的传承与创新不止于
舞台上的青年演员，更在于舞台下逐渐成长成熟的
青年观众，他们是传统文化传承发展的中坚力量。

这些青年观众来自五湖四海，他们因为粤剧电
影而关注粤剧、喜爱粤剧，甚至因此来到粤港澳大
湾区，成为粤剧的自发传播者。他们会主动了解粤
剧发展的历史，会提出自己的疑问，还会对粤剧与
粤剧电影进行二度创作，为作品带来更为丰富的表
达与解读。他们让我觉得，这一路走来的创新与尝
试都是值得的。

通过粤剧电影的不断尝试，并结合新媒体传
播，粤剧拓宽了观众群体，赢得了更多人的关注与
喜爱。这对我们而言是一种激励，也是一种鞭策。
粤剧也好，粤剧电影也好，内容本身才是真正吸引
观众、留住观众的核心。回归创作初心才能真正讲
好故事，才能让更多观众持续共鸣。

在粤剧的创作与创新路上，无数前人、今人已
经走了很远。关于粤剧电影的探索，我想我们已经
迈出了稳健的步伐。我相信“粤剧正青春”，接下
来，我们将再接再厉，努力不负期待。

（作者系广东粤剧院院长）

9 月 17 日晚，又一个中秋月圆之夜，《中央广播
电视总台2024年中秋晚会》如约而至。

明月、思乡、思念、团圆，是秋晚一以贯之的主
题，在这个大主题下，每年秋晚都会结合时代热点
与老百姓关注的社会话题，借月抒怀，与时为新。
2024 秋晚以“月文化”为核，以“月出”“月华”

“月明”为题，将中秋佳节所蕴含的传统习俗、乡愁
思念和家国情怀融为一体，既散发着中秋佳节的传
统韵味，使观众在习习国风、悠悠古韵中，感怀中
国人骨子里的深情与浪漫，更将新中国成立 75 周
年、澳门回归祖国 25 周年、嫦娥六号首次在月背采
样、中法建交 60 周年等年度热点融入其中，画下家
国相依的“同心圆”。

今年中秋节目的“含月量”极高，因为月亮之上
多了一抹温暖的“中国红”。节目中，嫦娥六号首次

在月球背面展示的国旗副本惊喜亮相，极致的产品设
计令人赞叹。从海峡两岸暨港澳表演者同台献唱的

《灯火里的中国》，到用歌声传递澳门回归25年来蓬勃
发展面貌的 《向光而行》，再到为奥运健儿喝彩的

《我们的时光》 ……精彩纷呈的节目敬岁月、敬山河，
唱明天、唱未来，奔涌着祝福祖国繁荣昌盛的热情。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哈萨克斯坦歌手迪玛
希、匈牙利钢琴家哈瓦西、法国钢琴家理查德·克莱
德曼分别和中国艺术家合作演绎的 《仰世而来》《乐
器的崛起》《梁祝》，以不同形式诉说着独属于秋天月
光下的浪漫。这些跨国界的融合表演，既推动着中秋
文化走向世界的多样表达，更让全球朋友透过一轮圆
月，体味中国文化，感悟中国精神，感受一个文明大
国的想象力、凝聚力与创造力。

近年来，实景山水、城市烟火与科技舞台的融

合，已成为秋晚的鲜明标识。跟着节目的脚步走进一
座座日新月异的城市，感受一处处朝气蓬勃的发展，
也成为这台晚会的一大看点。

金秋九月，恰逢新时代推动东北全面振兴座谈会
召开一周年。2024 秋晚移步辽宁沈阳——这座在新
一轮东北全面振兴实施过程中再展雄风的城市。舞
台坐落于沈阳丁香湖畔，主办方因地制宜打造 360°
全景舞台，主舞台上一条“长河”由天际飘落，一
轮“圆月”移动轨迹贯穿全场，呈现出中秋独有的
美感。外拍取景自辽宁省博物馆和沈阳故宫的节目

《赤伶》、在中国工业博物馆拍摄的 《乐器的崛起》、
于“大钻石”盛京大剧院完成的演奏 《秋日私语》
等，将沈阳的昨日、今日乃至明日风貌，诠释得动
人心魄。不仅如此，节目还深入沈阳之“魂”，为观
众深情讲述这座城市的荣光和风骨。从 2014 年到
2023 年，十批在韩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遗骸回国安
葬，在以 《团圆》 为题的讲述中，93 岁的志愿军老
兵李维波走进沈阳抗美援朝烈士陵园，给战友们送
月饼、敬军礼，献上对英雄们永恒的思念……沈阳
悠久的文化积淀、厚重的红色基因、硬朗的工业特
征、温馨的烟火气息，让观众在欢度佳节的同时，
触摸到华夏大地跃动的时代脉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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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新闻

近年来，福建省福州市鼓楼第五中心小学聚焦非遗文
化，打造“花灯+思政、舞蹈、音乐、美术、科技”系列特色
文化课程，创新编排花灯舞、花灯秀节目，深入挖掘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内涵，让孩子们感受非遗文化的魅力。图为学生
正在体验福州南后街花灯制作工艺。

谢贵明摄 （人民图片）

奏响“家国天下”的和美乐章
郑 娜

以青春之笔 谱时代华章
——第九次全国青年作家创作会议侧记

张鹏禹 张怡靖

近日，中国作家协会和
共青团中央共同主办的第九
次全国青年作家创作会议
（下称“青创会”） 在北京
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373
名青年作家和青年文学工作
者代表汇聚一堂，共话新时
代文学高质量发展。青年作
家围绕如何深入生活、扎根
人民等话题展开讨论，会场
内外洋溢着青春的朝气。

◀青年作家在会场外交流。
中国作家网供图

▶青年作家王昆 （前左二） 在
藏区采访。 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