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对《人民文学》而言，这场直播是
一次‘寻亲’，我们希望让这本有75年
历史的文学刊物和更多年轻人面对
面，找到更多的读者朋友。”施战军首
次走进直播间，与数百万名在线观众
畅谈《人民文学》的悠久历史、文学编
辑的日常工作和文学的恒久魅力。

在两个小时的直播对谈中，梁晓声
和蔡崇达分享了各自的文学经历和对于
文学的看法。此次直播得到诸多媒体
和各大社交平台及时而广泛的关注，收
获了极高的曝光率、讨论度和转发量。

直播结束后，依然有许多读者继
续购买杂志，在留言区分享个人故事，

抒发文学带来的感动之情；有读者在
留言区“求直播完整版回放”，也有年
轻观众自发剪辑转发直播中的精彩内
容，开始“自来水式”地进行“二创传
播”；许多没有观看直播的文学爱好者
通过媒体报道第一时间获取信息，并
前往直播间下单……

这次“文学破圈”的实践，可谓一
次真正的“双向奔赴”——不仅让更多
读者看到文学是如何通过时间的淘洗
抚慰人心，同时作家和文学工作者亦
深深感受到，人类的心灵永远需要优
质的精神食粮，文学无论何时都始终
具有无限的潜力。

此次直播虽然已落下帷幕，但相关
话题的讨论热度依然不降。对于由此带
来的“破圈”效应，文化研究学者、北京师
范大学教授赵勇谈到，近年来，文学杂志
面临着较大的压力。随着新媒体时代的
到来，相当一部分年轻读者基本不读纸
刊，更不用说成为文学杂志的订户了。
从这个意义上说，此次直播带货非常成
功。“这种成功不仅在于卖出了多少本杂
志，成交了多少金额，而且在于它让更多
人知道了《人民文学》的存在，普及了一
种文学观念——好的作品是需要慢慢品
味的，而慢慢品味的前提是你得拿起一
本纸刊。假如你是在刷手机，那还是一
种快速浏览的节奏。所以董宇辉说‘从
前慢，车、马、邮件都慢。一段岁月，一本
杂志，对于很多人来说其实具有情感的
承载功能’，这是很准确的。”

青年学者、中国社科院民族文学所
研究员刘大先认为，此次直播在文学界
已经成为一个现象级事件。在“流量为
王”的时代，“酒香也怕巷子深”。只有
当文学出现“爆款”，才有可能打破信息
茧房，从真正意义上产生公众层面的广
泛影响。

未来已来。面对新的媒介环境，更
好地提高文学创作质量，开拓文学新空
间，重塑文学与读者的关系，推动文学跨
界破圈传播，是新时代文学高质量发展
的题中应有之义。《人民文学》直播“首
秀”的亮眼表现启示广大作家和文学工
作者，只要积极融入现代传播格局，主动
求新求变、勇于开拓进取，富有时代气息
的文学就一定能找到并抵达更广大的理
想读者，温润心灵，生生不息。

（据《文艺报》作者：王觅 康春华）

此次直播，尤其获得了许多作家
和文学工作者的“激情围观”。他们不
仅在直播间关注点赞、互动留言，也纷
纷主动转发、表达感想、思考对策。

一次以文学的名义发起的直播，
让天南地北的文学同道中人“相聚”线
上，相互鼓劲。大家谈到，此次直播充
分彰显了互联网时代创新文学传播方
式的无限可能和巨大潜力。作家、文
学工作者应当思考如何更好地摆脱惯
性思维和路径依赖，不断更新文学生
产和传播机制，让文学更好地与期待
它的读者们相遇。

“这几乎可以称之为历史性的一个
夜晚，让人振奋！毕竟文学的枯荣关乎

我们每个写作者。”作家林那北说，文学
本来就应该更敏锐地捕捉与更积极地
介入世间万象。面对飞速发展的新媒
介，传统媒体早就不应固守在原有的发
展轨道上。《人民文学》直播这一举措充
分证明，在瞬息万变的时代中，文学没
有缺席、依然在场，仍保有充沛的生机
活力，拥有广泛的受众。

在作家潘向黎看来，这是一次近
乎完美的双赢合作。她谈到，面对新
的文学生态和传播格局，作家、文学工
作者应当转变观念，以更强的服务
意识，将文学中蕴含的精神产品的价
值更有效地传递给更广泛的同时代
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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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30周年，出版界集中推出《建
国以来毛泽东文稿》（1－20册）、《毛泽东年谱》（1－9卷）、

《毛泽东文谭》、《领袖影像背后的故事：毛泽东》、《抗战旗帜
毛泽东》、《毛泽东用典》、《毛泽东与保密工作》、《从人民中
走来：毛泽东的平凡故事》、《世界是这样知道毛泽东的》、

《毛泽东兵法》、《永远的“毛泽东号”》、《诗书里的成长》等一
批主题图书。

这些图书主题鲜明、内容丰富、翔实厚重，展现了毛泽东
同志高瞻远瞩的政治远见、坚定不移的革命信念、勇于开拓
的非凡魄力、炉火纯青的斗争艺术、杰出高超的领导才能、
心系人民的赤子情怀、坦荡宽广的胸怀境界、艰苦奋斗的优
良作风，对于铭记毛泽东同志的丰功伟绩和崇高风范，全面
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具有积极意义。

（据新华社）

出版界推出一批纪念毛泽东同志
诞辰130周年主题图书

《名家谈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一书，近日由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该书紧紧围绕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
提出的“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
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
精选若干名家文章，从“文明起源”“文明特性”“文明互鉴”

“文明发展”四个维度系统阐述了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深刻
内涵、本质特征、历史发展及其建设路径，兼具思想性、实践
性和可读性。 （据新华社）

《名家谈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出版

日前，我市作家李焕有的散文集《玉笛春风》（如图），由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出版。《玉笛春风》书名取自李白《春夜洛
城闻笛》中最有意象的两个词语，不着“洛阳”名字，尽显“洛
阳”风流。

本书共73篇文章，分生活乐享、乡野之美、幻游时空3
个章节。生活乐享章节，书写作者日常生活中所见所思所
悟；乡野之美章节，歌颂乡村振兴中的美好故事；幻游时空
章节，则是《世说新语》中的洛阳元素与人们当下生活图景
的有趣呈现。本书语言朴实中透着哲理，幽默里藏着文化，
写出了河洛文化的精神大美。

李焕有，洛阳理工学院文学教授，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
会员、洛阳市评论家协会原副主席、洛阳市写作学会主任、
洛阳客家文化研究会文学委员会主任。 启新 文/图

散文集《玉笛春风》出版

行走洛阳 书写精神大美

河 洛 书 香

艾青是“时代的歌手”，他率真、幽默，给人留下了深刻
的印象。

1950年的一天，艾青到徐悲鸿家聚餐。酒过三巡，徐
悲鸿借着酒兴，把艾青等人领进自己的画室。只见屋内的
墙上挂满了骏马图，栩栩如生，令人惊叹。参观结束后，徐
悲鸿随手取下一幅画，送给了艾青。艾青醉眼蒙眬，来不及
细看，便把马“牵”回了家。第二天清晨，艾青酒醒再看那幅
画时，发现马的眼睛画坏了。此后，每与人谈到此事，艾青
都会嘿嘿地笑着说：“徐悲鸿也太小气了，他趁天黑送了我
一匹瞎马。”

艾青谈诗论文，也多有风趣之语。有一次，他与文学
青年座谈，说：“什么是好诗？我看最有真情的诗就是好
诗。”他停顿了一下，风趣地说：“有一次我回故乡，正好碰
到有户人家办丧事。一个年轻妇女抚着亡夫的棺木，哭
道‘夫呃——宁隔千重山哎/莫隔一层板……’我看，她哭
出来的这两句，就堪称好诗！”

艾青的诗作在国际上获得了认可，有几位研究者就提
出“艾青是继屈原、杜甫之后中国第三个伟大诗人”。艾青
听说后，幽默地说：“论我就论我，我是什么就是什么，不要
随便拿古人和今人作比。比如，我是水牛就是水牛，是骆驼
就是骆驼，是毛驴就是毛驴，一定要说我是一匹骏马，比谁
都跑得快，这不太合适嘛。”

1986年春，艾青的诗集《鱼化石》获得全国新诗奖。颁
奖会当天，76岁的艾青在宾馆里突然昏厥，大家急忙把他
送进医院抢救。艾青苏醒后，看见大家惊慌的神情，竟像
朗诵诗歌似的调侃道：“当——当——听，上帝敲响了我
的丧钟！” （据《人民政协报》作者：王剑）

艾青的风趣

书 人 书 事

本版转载文章作者，请联系编辑（电子邮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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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人民与文学的双向奔赴

直播间累计近900万
人次观看，销量累计逾13.5
万套160余万册，成交金额
近3000万元……近日，在
“与辉同行”抖音直播间，
《人民文学》主编施战军，作
家梁晓声、蔡崇达与俞敏
洪、董宇辉齐聚一堂，共话
“我的文学之路”。直播间
同时挂出《人民文学》2024
年全年12期订阅链接，跳动
变化的数字频频刷新，隔着
手机屏幕都能感受到读者
抢购的空前热情。

“一堂高质量的文学
课”“文学的盛宴”“一句‘寻
亲 来 了 ’，让 人 瞬 间 破
防”……广大网友纷纷在直
播间留言点赞。

精 彩 书 摘

2024年01期《人民文学》杂志发表了中国当
代著名作家柳青70年前的长篇小说佚作《在旷野
里》。《在旷野里》1953年10月7日结稿，虽是未完
成稿，但作品叙事相对完整，是一部以现实主义审
美品格展现新中国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火热生
活的小说杰作，充分体现了柳青在创作中一贯坚
持的人民情感和家国情怀。

作品的时间背景是1951年7月初的盛夏时节，
地点是陕西渭河平原某县，故事围绕正在发生的棉
蚜虫害这一核心情节展开。刚刚到任的县委书记朱
明山是主要典型人物，县长、组织部部长、宣传部部
长、团委青年干部、几位区负责人、公安局局长和群
众中的生产能手等，都性格鲜明，各自带着时代与经
历的烙印。作品对方言的适量自如运用和对情境的
出色描写，使个人与家国、本地与大地浑然一体，把
乡村在历史巨变中的人情物理活色生香、准确优美
地演绎了出来。

在旷野里（节 选）

位置在大平原上成千个稠密
的村庄中间，一个小县城除了一
两条小街和街面上多有几座瓦房
和铺面，它和朱明山在解放战争
中经常宿营的那些土围墙里的大
堡子也没什么大差别。朱明山和
青年团县工委的副书记李瑛——
在路上谈话中知道——跟着推行
李的手车进了离车站二里多的县
城，拐过三两个弯，就到原坡底下
的一片树丛里的县委会了。

县委会刚开了晚饭。朱明山
立刻同许多带着陕北口音和带着
关中口音的干部见了面。拥在他
面前很多的笑脸，问候啊、介绍
啊、握手啊——这样急促，以至于
除过在陕北就惯熟的、听说是新
近由组织部部长提成副书记的赵
振国，朱明山相信紧接着让他再
来叫出他们的名字或职务就很困
难了。可是这没关系，他会和他
们混得很熟；他从他们的笑脸上
感觉到他们是欢迎他、需要他
的。同时，他从他们的眼光上感
觉到他们在观察他是怎样一个领
导者。

脸上刻着记录自己所经过的
困苦的一条条皱纹、像多数山地
农民一样驼着背的赵振国，给书
记的到来乐得不知如何是好。

他张罗着叫管理员另

准备饭，叫通信员打洗脸水、泡
茶，就拉朱明山先到他屋里休息。

朱明山连忙伸出一只手叫什
么都不要动，大家照旧吃饭。说
着，他自己就走到摆在院里的一
张桌子前，取了碗筷，盛了饭，回
到赵振国的那一滩滩就地席跟前
蹲下来吃饭了。很多滩滩的饭场
里，有人翘起下巴或扭过头来看
他一眼，然后意味深长地抿嘴笑
笑或互相点点头。当新来的县委
书记和他同席的人谈起话来的时
候，饭场上的谈笑声重新普遍起
来了。

朱明山到桌子上去盛第二碗
饭的时候，听见李瑛小声地给她
同席的人说：“可朴素啦。准备从
车站往城里扛行李……”

“李瑛同志，你在背后议论旁
人的什么？”朱明山盛了饭，转身
笑说。

李瑛对她的同伴伸伸舌头，
随即勇敢地站起来，带着女性
的羞赧说：“朱书记，我当成你
那小皮箱里有金子，那么点那
么沉……”

“没金子，可是有比金子更贵
重的东西。”

“啥？”“书。”
饭场里一片微笑的脸。朱明

山走回他的原位，就觉得和大家

开始熟了。
饭后，他把他的组织关系和

介绍信给副书记交给组织部。记
着冯德麟告诉他的关于团结的
话，他就提议到县政府去转一
转。县委在家的几个主要干部和
他一块儿到了拐过一个街口的县
政府，梁县长刚起身到离城八里
的县农场去了，根据他的习惯可
能晚上不回来。秘书要打电话，
朱明山叫不要打。他们又和县政
府两三个科长一块儿出了城，在
城外清水河里洗了个半身澡，又
沿着河边的树荫绕了个大圈，从
另一个城门进来，天已经黑了。

朱明山和赵振国转着把县委
会所有的地方包括他的房子看了
看，就在院子里乘凉。他们把裤
子卷得像短裤一样，光穿个汗背
心，抽烟、喝茶、谈话。

这是农村里迷人的夏夜——
没有耀眼的电灯，月牙和繁星从
蓝天上透过树丛，把它们淡淡的
光芒投射到模糊的瓦房上和有两
片竹林子的院落里。四外幽雅得
很，街巷里听不见成双结伙的夜
游人的喧闹，水渠在大门外的街
旁无声地流过去，各种爱叫的昆
虫快活地聒噪，混合着什么高处
宣传员用传话筒向在打麦场上乘
凉的居民报告最近的新闻……

●作者简介
柳青（1916年—1978年），本名刘蕴华，陕西省吴堡县人，文学家。1936年

加入中国共产党。1938年奔赴延安。1951年，参加创办《中国青年报》，任编委
和副刊主编。1952年回到陕西，任长安县委副书记。次年辞去县委副书记职

务，到皇甫村深入生活、写作，参加了农村合作化运动的全过程。他的小说大
多以农村生活为题材，生活气息浓厚，真实地反映了农民的现实生活和精神
面貌。主要作品有短篇小说集《地雷》，中篇小说《狠透铁》，长篇小说《种谷

记》《铜墙铁壁》《创业史》，特写集《皇甫村的三年》等。

积极开拓文学发展新空间

寻找“相爱相知”的文学“亲人”

其实文学的读者一直都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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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光明日报》《中华读书报》）

文化
观察

《人民文学》直播“首秀”销量创纪录，引发“文学破圈”广泛热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