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汇聚农民心声，歌唱伟大时代。9月

20日晚，第九届中国农民歌会在滁州市开

幕。本届歌会由文化和旅游部、农业农村

部、安徽省人民政府主办，中共安徽省委

宣传部、安徽省文化和旅游厅、安徽省农

业农村厅、滁州市人民政府承办。省委常

委、省委宣传部部长陈舜出席并宣布开

幕。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韩军，省政协副

主席马传喜出席开幕式。

本届农歌会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聚焦全面推进乡

村振兴主题，唱响亿万农民在党的领导下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时代旋律，展现广大

农民在新征程上自信自强、建设美好家园

的生动实践，展示安徽省、滁州市贯彻落

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奋力推动高质量发展

和乡村振兴取得的成就。

当晚，主题演出在滁州奥体中心举

办。演出分“我们的田野”“我们的家园”

“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时代”四个篇章，一

批德艺双馨的歌唱家、正能量的知名歌

手、优秀农民歌手亮相舞台。“大包干”带

头人、种粮大户、乡村产业带头人等与观

众们共同观赏。以农歌会为载体，滁州市

还将举办全国农民画优秀作品展等8大系

列活动。

（晋文婧 朱琳琳 罗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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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0日，笔者从第七届中国戏曲文化周新闻

发布会上获悉，第七届中国戏曲文化周将于9月28

日至10月4日在北京园博园举办主场活动。

中国戏曲文化周是由文化和旅游部、北京市人民

政府主办，文化和旅游部艺术司、北京市委宣传部、北

京市文化和旅游局、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北京市文学

艺术界联合会以及丰台区委、区政府承办的国家级戏

曲文化活动。自2017年至今，中国戏曲文化周已连

续举办了6届。

第七届中国戏曲文化周以“山水大戏 园博有约”

为主题，来自全国20个省区市近50家优秀院团、艺

术院校，将带来120余场精彩演出。“大咖云集·名团

名剧名家”板块中，除了国家京剧院、中国戏曲学院、

北京京剧院、北方昆曲剧院等在京各大院团之外，还

有上海沪剧院、山西省晋剧院等剧种领军院团，都将

献上拿手好戏。“戏韵园林·地方园地方戏”板块中，除

了京剧、评剧、昆曲、河北梆子、豫剧、越剧、黄梅戏等

各大剧种外，还有吕剧、晋剧、川剧、沪剧、楚剧、陇剧

等地方特色剧种，以及海城喇叭戏、鲁南五大调、内蒙

古二人台、汉调桄桄等稀有剧种。 （祝静）

第七届中国戏曲文化周
将带来120余场演出

“黄梅戏听着就是过瘾！”“第一次听淮

北花鼓戏，挺有韵味！”近日，安庆市黄梅戏

艺术中心，安徽省优秀地方戏曲（声腔）剧目

展演正式谢幕，依次走出剧场的观众热烈地

交流看戏感受，意犹未尽。

5天，21个剧种，25出传统小戏、折子

戏，此次展演呈现了江淮大地丰厚的地方戏

曲“家底”。从省徽京剧院的徽剧《出猎·井

台会》到合肥市庐剧院的庐剧《秦雪梅·商

林惊魂》，从再芬黄梅艺术剧院的黄梅戏

《秦香莲·杀庙》到省泗州戏剧院的泗州戏

《樊梨花诉堂》，从阜阳市演艺公司的淮北

梆子戏《打神告庙》到池州市艺术剧院的贵

池傩戏《刘文龙和番记·送别》，省市县三级

院团同台竞艺，皖北皖中皖南戏曲集中绽

芳，令观众感受到传统戏曲走进新时代的自

信和风采。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期待和向往，不仅包

括富足的物质生活，而且包括精彩的精神生

活。省委十一届五次全会强调，要做好高质

量文化供给，推出更多展现徽风皖韵、反映

新时代伟大变革、彰显人民群众精神风貌的

文化精品。

浩浩江淮，文化富矿。从底蕴厚重的传

统文化中开掘力量源泉，从现代化美好安徽

建设的深入实践中感悟时代精神，从江淮大

地的美好生活中汲取创作素材，全省文化文

艺工作者坚定文化自信，坚持守正创新，用

心用情推出精品力作，为人民群众奉献丰富

而优质的精神食粮。

省话剧院、马鞍山艺术剧院创排的话剧

《炉火照天地》，从新时代新征程马钢人秉承

“大国工匠”精神，让世界铁路穿上“中国跑

鞋”的历程提炼主题，反映了安徽从传统农

业省份向新兴工业省份、从制造大省向“智

造”强省迈进的生动实践。

生活是创作的源泉。在创作打磨《炉火

照天地》的过程中，主创团队多次深入一线

采风，感受钢铁冶炼的火热场景，了解科研

团队的创新实践，因此展现的细节贴近真

实，呈现的情感打动人心。导演李伯男说：

“我们从‘钢铁人’的生产生活中打捞创作灵

感，把他们的人生经历和精神风貌真实而艺

术化地呈现给观众。”

新时代呼唤新作品。长篇报告文学

《大别山上》描绘金寨及大别山地区赓续

红色基因，从贫穷走向小康、从落后走向

振兴的壮丽征程；长篇小说《追风》讲述一

座省会城市聚力科技创新打造智造之都

的故事，塑造了新时代奋发有为的党员干

部群像……近年来，我省文学工作者勇于

回答时代课题，自觉承担记录新时代、书

写新时代、讴歌新时代的使命，不断推出

讴歌党、讴歌祖国、讴歌人民、讴歌英雄的

优秀作品。

为创作《大别山上》，著名作家潘小平跟

随脱贫攻坚第三方监测评估团队入户调查，

先后采访了一两百户农民家庭，积累了丰富

素材，因此笔下每个故事都真实可信、每个

人物都有血有肉。潘小平说：“中国迈进新

时代，人们的生活质量和精神面貌都发生了

巨大变化。我们的文字，应该有回应伟大时

代的意志和能力。”

（张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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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从9月20日召开的第十二届中国国际民间

艺术节新闻发布会上获悉，由中国文联和福建省人民

政府主办、福建省文联和泉州市人民政府承办的第十

二届中国国际民间艺术节将于10月11日至17日在

福建省泉州市安溪县举办，来自12个国家的艺术家

将与多个国内艺术团体共襄艺术盛会。

本届艺术节的国外艺术团体主要来自“一带一

路”共建国家，包括印度、哈萨克斯坦、韩国、摩洛

哥、尼泊尔、荷兰、菲律宾、波兰、斯里兰卡、坦桑尼

亚、赞比亚、津巴布韦。同时，将有福建、青海、新疆

以及港澳台地区的多个文艺团体参加艺术节演出

及交流活动。

本届艺术节演出内容以民族民间舞蹈、音乐为

主，主要活动包括开幕式文艺演出、专场惠民演出、

艺术节欢迎宴会、中外艺术家大联欢、赴安溪县基

层交流演出以及赴泉州和厦门巡演等。此外，部分

外国艺术团还将在艺术节结束后赴陕西和北京巡

演。艺术节期间，还将举办多个配套交流展示、文化

体验等活动。

中国国际民间艺术节是经国务院批准设立的大

型国际民间文化交流活动，每三年举办一届，自1990

年创办至今，已有来自世界五大洲68个国家的170

多个艺术团超过3700余位艺术家来华参演，直接观

众累计达数百万人次。 （陈思静）

第十二届中国国际民间
艺术节将办

——聚焦建设繁荣兴盛的文化强省

文 化 资 讯

前不久，随着第十一届茅盾文学奖入

围作品的公示和获奖作品的发布，作家东

西的名字一下擦亮了我的眼睛，因此，在

收到第八期《作品》杂志的时候，我便迫不

及待地阅读起“大匠来了”这个栏目上发

表的《东西：文学的目光越拉越长》这篇访

谈，了解到“东西的原名叫田代琳，1966年

4月，出生于广西河池市天峨县八腊瑶族

乡洞里村谷里屯。”

在这一段介绍文字中，除去广西是我

熟悉的，其它地名相对我而言与东西的名

字一样陌生。

东西究竟有多牛呢？仅仅他发表在

《人民文学》2021 年第 3 期上的长篇小说

《回响》，就得到了《人民文学》主编施战

军、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李敬泽、中国作

家协会副主席阎晶明、中国作家协会书记

处书记邱华栋等大伽的高度肯定、一致褒

奖。冯小刚导演一口气读完这部小说，便

马上决定要把这个故事拍成电视连续

剧。《回响》获得2021年度《人民文学》长篇

小说奖，2021年度“中国好书”奖，第五届

施耐庵文学奖，并且斩获2023年第十一届

茅盾文学奖。

其实早在1995年，二十九岁的东西就

已经创作出中篇小说《没有语言的生活》

这样的好作品，发表在 1996 年第 1 期《收

获》杂志上，获得《小说月报》1996年度优

秀作品奖，1998年第一届鲁迅文学奖。

因为对东西这名大匠十分陌生，我才

试图通过这一篇访谈全面了解他。原来，

东西除了是一位作家，还是一位编剧。他

创作的剧本大都改编自自己的小说。他

创作的小说很多都适合改编成影视剧。

这便是东西的独到之处，他说：“写小说是

去小说化的过程，因为你要奉献新元素。”

就《回响》这部作品，《人民文学》杂志

主编施战军如此评论：“所谓回响，并非重

复应声，在波长减缩的部分，有万千声息

悄然加入，由此发育面壁虚静的力道，努

力在看似终归彼此一样的情境中，冲破沉

落的迷之设定，释放脱俗的生之意义，守

持正常的人之价值。”

施战军的这一段评语，不仅高度概括

了《回响》这部长篇小说，也间接地点明了

东西创作的所有文学作品的价值取向，深

刻内涵。

东西写作的矿藏是故乡。谈起父母，

东西说：“他们都是文盲，却都是知识分

子，他们用口口相传的方式，为我保留了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某些精髓，比如诚实，

比如尊重，比如义气友善礼貌等。”谈起童

年往事，东西拥有农家子弟天生具有的幽

默感：“父母送我上学，最朴素的想法是让

我能记工分，不被欺负。”东西选择文学创

作这条道路与父母的初衷不无关系，作为

只有中专学历的他，“不被欺负”可能也是

东西走向社会后满怀的热切期望。

基于这一点，东西才会倍加珍惜自己

在文学道路上取得的每一次进步，才会愈

加节制地进行文学创作，才懂得“写得多，

不如写得好。写烂了，读者会抛弃你。”因

为东西在文学创作的这条道路上，始终保

持一颗初心，他才能走得更高、更远，才能

取得更大的成就。才会一直带着他创作的

文字作品，拥抱生活，开创未来。（陈德轩）

第十一届茅盾文学奖获得者东西作品浅议第十一届茅盾文学奖获得者东西作品浅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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