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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番茄小说开启“番茄读旅季”，
推出 2024 年“山河画卷 字里行间”网络
文学乡村文旅创作扶持计划，同时启动第
四届网络文学征文活动，激励青年作者以
网络文学为载体，讲述山河故事和历史文
化，让更多读者跟随网络文学走进中国的
万千乡野。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是中国人自古
以来对阅读和旅行、知识与实践关系的理
解。近年来，在《我的阿勒泰》《额尔古纳河
右岸》等文学作品的带动下，越来越多读者
选择“跟着书本”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作为“番茄读旅季”系列活动的第一
站，江西龙虎山自古便是文人墨客向往之
地。王安石、赵孟頫、江万里等名家都曾

游历至此，留下诗词作品。在现场，几位
网络文学作家代表分享了他们对“读旅”
的感悟。

番茄小说签约作家童童成长于安徽老
家的茶山上，长大后，怀着对故乡的思
念，她将茶文化凝练成笔下多部作品的主
题，代表作 《洞庭茶师》 入选 2022 年中
国作协重点作品扶持项目。童童认为，只
有在写作时怀着对一片土地真挚的情感，
才能让读者被触动和吸引。

作为一名热爱旅行的网文作者，丛月

创作的许多内容都是在旅途中完成的。
“路上遇到的人和物都可以成为写作灵
感。”她认为，阅历的积累至关重要，“如
果没有切身体会，只靠想象，很难写出好
的长篇作品。”

近年来，中国乡村旅游人次从近 8 亿
跃升到 30 亿，年均增速超 20%，乡村旅游
已成长为万亿级收入规模的新兴产业。网
络文学能够给乡村旅游带来哪些促进，二
者如何实现共同发展？在中国作家协会网
络文学中心副主任朱钢看来，以网络文学

带动乡村文旅，既是对地方文化的传承与
弘扬，也是对网络文学创作内容的扩展和
提升。优秀的网络文学作品，能够带动更
多人关注乡村发展，激发年轻一代对乡村
的向往与热情，引导优质青年回到乡村，为
乡村全面振兴贡献力量。“网络文学要继续
发挥实时书写现实生活的优势，以文学的
方式为新时代乡村聚神塑形。”朱钢说。

“行在山水乡间，见更多的人，体会
不同的风俗，再将这些见闻以自己的文字
写出来，分享给更多的读者，这是文学在
今时今日的意义之一。”番茄小说总编辑
谢思鹏表示，希望此次征文活动能够征集
到有深度、有温度、有力量的文学作品，触
动更多读者的心灵，助力乡村文旅发展。

1978 年 初 ， 报 告
文学 《哥德巴赫猜想》
的发表，曾在科学界
和广大读者中引发强
烈反响。这部作品让
人们重新认识科学技
术的价值，激发了无
数人探求真理和科学
的热情。随着改革开
放的不断深入，一大
批优秀作家积极投身
科 幻 科 普 文 学 创 作 ，
谱写出文学与科技双
向赋能的佳话。

近 日 ， 由 中 国 作
家协会、中国科学技
术 协 会 共 同 主 办 的
“ 《哥 德 巴 赫 猜 想》
之后——科幻科普作
家活动周”在北京中
国 现 代 文 学 馆 举 行 。

“人民艺术家”王蒙，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副
总设计师、航天英雄
杨利伟，作家、科学
家 代 表 麦 家 、 老 藤 、
黄传会、高福、张劲
硕以及受邀参加此次
作家活动周的 38 名作
家参加活动。

“科学和文学有许
多相通之处，科学的
激 情 和 文 学 的 激 情 、
科学的想象和文学的
想象、科学的向往和
文学的向往，都是密
切 相 连 的 。” 开 幕 式
上，王蒙援引 《逍遥
游》《列子·汤问》《聊斋志异》 等作品中古人的奇
思妙想，阐发了文学与科学的相通之处。他说，从
古人的奇思妙想，再到 《哥德巴赫猜想》 乃至 《三
体》，文学与科学的结合始终令人兴奋，相信中国未
来的科幻科普创作也必将前途无限。

在开幕式后的“科学与文学共助新质生产力”
座谈会上，麦家宣读了 《科学与文学共助新质生产
力倡议书》。倡议书提出，文学与科学作为人类智慧
的璀璨明珠，在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中肩负着重要
使命。科技工作者和文学工作者要紧密协作，相互
促进，共助新质生产力发展，为科技强国建设作出
新的更大贡献。中国科协科学技术普及部副部长庞
晓东介绍了 《科学与文学共助新质生产力三年行动
计划》，该计划从 10 个方面规划重点行动，提出自
2024 年—2027 年，中国科协和中国作协将进一步细
化责任分工，建立科学家、作家日常联络机制，以
科学与文学融合为抓手，弘扬科学家精神和科学精
神，实施科学文学共创计划，推出讴歌创新发展的
文学精品，共促新质生产力发展。

此次作家活动周为期 3 天，期间举办了科学题材
文学创作座谈会、“AI 语境下的文学创作与接受”座
谈会、“文学科学双螺旋：作家、科学家汇客厅——
从 0 到 1，创新创造的思维碰撞”论坛、“瞭望科技
前沿——科学家分享及交流会”等文学活动。科幻
科普作家还参观走访了中国现代文学馆、中国科学
家博物馆、国家智能网联汽车创新中心等地。

新书发布、创作分享、作品研讨、名
家讲座、行走采风、国际交流……60 余场
多种形式的精彩活动为北京的金秋增添了
一抹浓墨重彩的文学风景。作为 2024 北
京文化论坛配套活动之一，第九届北京十
月文学月如约而至。

本届十月文学月以“文学拥抱时代 
阅读照亮人生”为主题，由北京市委宣传
部等单位主办，中国作家协会、中国图书
评论学会支持，北京出版集团主承办。在
为期近 2 个月的时间里，活动协同北京

“16+1”区热点文学打卡地、特色书店、学
校、文化空间，联动天津、河北，并首次设置
上海分会场，邀请百余位作家、评论家参
与到推动精品创作、促进国际交流、深化
全民阅读的活动中，共助“书香京城”和
全国文化中心建设。

拉近文学与青少年距离

9 月 7 日，王蒙、刘庆邦、孟繁华、
曹文轩、范小青等近百名作家、评论家以
及社会各界读者代表齐聚一堂，见证第九
届北京十月文学月开幕。

“王蒙青年作家支持计划·年度特选
作家”项目已举办两届，为助力文学创作
薪火相传起到积极作用。开幕式上，该项
目第三届 （2023—2024） 入选名单揭晓。

青年作家魏思孝、龚万莹、杜梨入选。王
蒙为入选青年作家颁发证书、纪念牌，鼓
励青年作家珍惜和热爱生活，以青春之笔
努力为人民创作。

为鼓励中外青少年讲述自己的北京故
事，2024 年 《我爱北京》 全球青少年征稿
活动启动后，截至今年 5 月底，共收到来
自马来西亚、意大利、俄罗斯、美国、德
国、西班牙、巴基斯坦、澳大利亚等 30
多个国家 3 万余件投稿作品。开幕式上，
米娅 （意大利）、伊佐托娃·巴甫洛夫
娜·维克多莉娅 （俄罗斯）、万博文等 10
名青少年代表上台领奖。北京出版集团从
一等奖作品中精选出文章、画作各 82 篇
汇集成 《我爱北京——2024 全球青少年征
文优秀作品集》，由乔叶担任主编。

“‘我爱北京’是青少年对北京最直接
的表白，他们根据自身感受与想象，把北京
的世界和世界的北京进行了充满童趣的多
重阐释，北京的小和大、古与今在书中得到
了鲜活且充分的具象化表达。”乔叶说。

本届十月文学月期间，以青少年为主
体的文学与阅读活动精彩纷呈。“文学点
亮青春”主题开放日活动中，来自清华大
学、北京科技大学、北京印刷学院、北京
工业大学的 30 余名青年学子走进北京出
版集团，通过参观探访、座谈交流，直观
感受和了解新时代文学出版高质量发展新

成果、新气象以及融合发展背景下人工智
能技术赋能出版与阅读的生动案例。“名
家讲经典”首场活动走进北京航空航天大
学，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鲁迅文学
奖得主张莉以“写作者如何书写自身”为主
题，讲述萧红的传奇人生，并围绕《商市街》
等作品，剖析了萧红是如何使平凡的生活
焕发光彩的。现场学子踊跃互动，线上直
播观看人数近 20 万。十月文学月期间，还
启动了丁香诗会·高校诗歌创作联盟，北京
大学五四文学社、清华大学清华诗社、复旦
大学复旦诗社、北京师范大学才社等 16 家
高校社团加入，旨在搭建起诗歌传承交流
的平台，为繁荣校园诗歌创作贡献力量。

扩大“京津冀文学”朋友圈

今年是京津冀协同发展上升为国家战
略十周年。作为本届十月文学月重点活动
之一，“乘风北上——京津冀文学十年”
2024 北京文学论坛上，北京作协主席李
洱，天津市作协主席尹学芸，河北省作协
主席关仁山以及张莉、石一枫、王松、李
浩等京津冀三地的作家、评论家、学者齐
聚一堂，共话京津冀文学十年成就。

关仁山从燕赵文化的豪迈风格出发，
介绍了以“三驾马车”“河北四侠”为代
表的河北作家群体，分享了河北作家间紧
密亲切的交往故事，盘点了近年来河北文
学创作成果。李浩以自己的三部长篇小说
为例，说明自己的写作“与这片土地的关
系”。他谈道，每个作家所生活的地方，
塑造了他的性格，也塑造着他的文学品
格。但同时，一个作家的个人经验、地方
经验，也日益被放在全人类的大视野下加
以审视。我们只有讲好自己民族的故事，
才能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

尹学芸从天津文学的不凡历史谈起，
认为 《天津日报》 副刊 《文艺周刊》 和

《天津文学》 等文学平台，为天津文学的
发展开辟了广阔空间。她结合自己的生活
和成长经历谈道，看似狭窄的场域，也能
为作家提供丰富的写作素材。每个城市都
是中国的缩影。王松认为，天津文化具有
幽默、达观和多面性的特点，但谈论“津
味”、天津文学，不能将目光只限于天津。
从文化的角度看，京津冀三地文化各有独
特丰富的文化内涵，又互相浸润，有很强
的整体性。

李洱对京味文学和北京文学进行了深
入辨析，强调北京文学海纳百川，博大精
深。他认为京津冀三地文学具有深刻的人
民性和民族性，而且非常注重语言的准确
自然。历史、地理、人文的因素，共同形
成了京津冀三地色彩斑斓、光辉灿烂的文
化面貌。石一枫认为，一个作家的写作空
间，跟他经历过的、有把握的空间关系紧

密。写小说就是写“因果”，只有在作家
真正熟悉的“因果”里，才能呈现小说的
质感，作家下笔才有自信。

大家一致表示，期待三地文学携手并
进，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深邃的笔
触，共同探索文学创作的新境界，为京津
冀协同发展贡献新的文学力量。

以评论助力文学创作

文艺创作和评论如“车之两轮、鸟之
两翼”，彼此借力，相互砥砺。本届十月
文学月的亮点之一是 《北京文艺评论》 正
式首发。该刊物是北京出版集团主管、主
办的文艺理论与批评类双月刊，《十月》
执行主编、评论家季亚娅担任创刊主编。
刊物官方微信公众号“北京文艺观察”已
于今年元旦率先推出，持续推送当下文艺
现场的最新风向。

同时，为加强首都文艺评论平台建
设，充分发挥文艺评论期刊的引领作用，

《北京文艺评论》 签约了 12 位评论家。首
发式现场，张莉、叶立文、刘大先、杨庆
祥、陈培浩、黄平、徐刚、岳雯、李静等
9位评论家作为代表出席签约仪式。

作为 《北京文艺评论》 杂志创刊后的
首场活动，以“新时代文艺：期刊的责任与
想象力”为主题的第二届北京评论家论坛
上，李敬泽、孙郁、孟繁华、陈剑澜、张清华、
张燕玲、何平等学者、评论家，围绕新时代
文艺的成功经验与未来展望、评论期刊赋
能新时代文艺等话题展开探讨。

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院长陈剑澜认
为，办好一本评论类刊物需要做到 6 个
字：“积极”，要积极应对当下热点话题；

“审慎”，在紧跟浪潮之余警惕泡沫；“深
思”，要洞察隐藏在热点问题背后的本质。
南京师范大学教授何平指出，《北京文艺
评论》 和微信公众号“北京文艺观察”之
间有相辅相成的关系，公众号上的“第一
现场”等栏目颇具特色，值得同行借鉴推
广。此外，他特别强调了立场的重要性，
认为文艺批评不能只有“现场”，没有

“立场”，除了看到表象，更要挖掘表象或
症候背后的脉络。

据了解，《北京文艺评论》 的办刊定
位包括：致力于世界视野下的中国当代文
艺批评，推动批评理论与方法论更新，促
进具有中国作风、中国气派的批评理论话
语建设；倡导文艺理论与批评的“在地
性”，对接北京“四个中心”城市定位，
回应当下中国鲜活的、变化之中的实践经
验，走进时代思想文化的话题现场等。

“北京十月文学月”不久前入选全民
阅读优秀项目推介工作年度名单。自 2016
年创办至今，该活动已成功举办八届，日
益成为全民参与的文化盛事。

本报电 （张晓雪） 今年是作家刘以鬯 （1918 年
12 月 7 日—2018 年 6 月 8 日） 逝世 6 周年。近日，其
80年文学创作首度结集，并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刘以鬯 1918 年生于上海，1948 年底定居香港，
是香港著名作家、编辑家，曾创办 《香港文学》，创
作生涯长达 80 年，一生著述 6000 余万字，其代表作

《酒徒》 被认为是中国第一部意识流小说。此次出版
的 《刘以鬯文集》 共 12 卷，468 万字，包括长篇小
说、中短篇小说、微型小说、散文、诗歌、评论、
讲演录、序跋等体裁。文集还收录 50 余幅珍贵老照
片、原稿手迹和原版封面。

据了解，《刘以鬯文集》 的编纂始于 2014 年，历
时 10 年。编者梅子介绍，刘以鬯生前对文集的选编
非常重视，各卷分类和篇目基本遵循他本人的意见。
刘以鬯作品以小说为主，文学评论其次，散文又次
之，新诗较少，翻译甚多，文集最终从他 6000 余万
字作品中精选了写于 1932 年至 2015 年的作品约 468
万字，大量翻译作品未选入。

《刘以鬯文集》 的出版在文学界引起关注。南京
大学人文社科资深教授丁帆认为：“刘以鬯的‘现代
现实主义’创作理念推动了香港文学的繁荣，其独
标‘与众不同’的文学是他对文学审美个性的张扬，
他意识流小说写作的‘内心独白’不仅提升了香港
文学的品位，同时也是推动内地 20 世纪 80 年代文学
前进的重要驱力。”

香港岭南大学中文系教授许子东说：“刘以鬯是
香港文学跟五四现代文学之间最重要的桥梁，他的
作品完整地衔接了五四文学的神韵。他开创了香港
文 学 的 现 代 主 义 ， 使 现 代 主 义 成 为 香 港 文 学 的
主流。”

共
话
文
学
与
科
技
双
向
赋
能

—
—

中
国
作
协
举
办
科
幻
科
普
作
家
活
动
周

本
报
记
者  

张
鹏
禹

傅小平在评论集 《普鲁斯特的凝视》
之后，出版新作 《去托尔斯泰的避难所：
影响中文书写的 100 位文学大家》（江苏
凤凰文艺出版社）。新书可谓前书的回声
和延续，又别开生面。作者用肖像批评与
印象书写相结合的方法，对 20 世纪以来
的海内外作家、翻译家进行了提要钩玄的
解读。如何将批评变为一种叙事，考验着
评论者的才华。傅小平的肖像批评，源于

圣勃夫以来的传统，其特点是作品细读与
作家评点互为肌理，相互生发，让人想起
毛姆曾在 《红书》 上枚举巨匠杰作。

在这本书中，作者用海外篇、渡海篇
和海内篇三部分，共 15 辑的体量，绘制
出 100 位作家思想的肖像、艺术的肖像、
精神的肖像。细看全书结构，就会发现作
者的匠心：外国作家作品，经由翻译家的
桥接引渡，与海外华文文学和国内作家的
写作发生密切关联。这种三位一体的视
野，旨在搭建 20 世纪文学书写的全球框
架。副标题“影响中文书写的 100 位文学
大家”，正说明作者意欲呈现文学交流互
鉴，相互影响激荡的历史。正如作者所
说，中国文学一个很重要的参照系，便是
外国文学。如果说，百余年的中国文学在
世界文学的背景下获得新质，那么我们也
可以说，中国读者正是在对外国文学的阅

读和学习中获得了世界性视野。
在我看来，书名“去托尔斯泰的避难

所”，意味通往一种不同于“此在”的生
存空间，喻示评论能够营造一种心灵栖居
的生活。品读名家名作，精神可短暂出
离，在审美中“坐忘”。傅小平对托尔斯泰
寄寓了深刻同情，用精神小传的写法，勾勒
文豪的心灵忏悔。他从家庭关系、生活态
度、生存价值、财产观念的角度，理解托尔
斯泰小说的疑难、悲观与虚无。托尔斯泰的
出走，实质是逃离与解脱。作家在小说中沉
思问题，但大多杰作的目的不是回答问题。
正是由于无解，才造就作品的不朽。

傅小平的评论随性而至，本质上是通
往“生存论”的文学阐释。不同于学院里
执着形式结构、技巧符号的研究，他将作
品视为理解存在、世界与自我的镜像，达
到汇通社会心理、读解精神症候的旨归。

由此，文本、世界、读者被整合进统一的
视域。比如，他对三岛由纪夫的解读，就
从唯美主义的主题，深入到精神分析的内
核。又如，他笔下的戈迪默，“热切地表
达了她对一个新的国家诞生时可能遭遇纷
繁复杂的悖反情景的深入思考”。在傅小
平看来，作家关切的问题，绝非抽象的观
念、概念，而是自我介入的现实。傅小平
的 评 论 ， 也 始 终 在 重 估 现 实 与 存 在 的
关系。

正如王小波、王安忆与莫言，都曾提
及译文对写作的影响。他们受惠于外国文
学的风格技法，又从优秀翻译家那里，借
鉴了文体的创造。傅小平将这种影响，视
为共生与滋养，它并不同于“影响的焦
虑”，而是强调中国作家本土转化的潜藏
力量。海外华文作家则实现了创作的主体
间性，既有母语的印记，又有异文化的面
貌，他们极大拓展了中文写作的疆界与可
能。作者用千殊万别的文学肖像连缀世界
文学拼图，在作品中插上路标，为我们勾
画出通往作家心灵的秘径。

用作家肖像连缀世界文学拼图
俞耕耘

网络文学化身乡村文旅“推荐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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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以鬯文集》出版

“文学点亮青春”主题开放日活动中，青年学子在北京出版集团翻
阅图书。 主办方供图  

十月文学月上海分会场。 主办方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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