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5年6月3日 ■星期二 ■责编：陈妙然 ■版式：李瑞海 ■责校：姚亚莉
综合新闻 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

■时讯

这个端午假期，因一位年轻作家火爆
“出圈”的第二届漓江文学奖，成为广西
文艺新名片。

“人的一生要经历很多痛苦，但是回首
想来，都是传奇。”5月27日，由广西出版传
媒集团主办、漓江出版社承办的第二届漓
江文学奖颁奖典礼在广西桂林阳朔举办，
34 岁的刘楚昕凭借长篇小说《泥潭》摘得
虚构奖。在发表获奖感言时，他谈到和病故
女友的故事，终明白“越过山丘，才发现无
人等候”时，令很多观众为之落泪。

针对刘楚昕 10 多年屡遭退稿的经
历，第二届漓江文学奖评委会主任余华在
接受采访时回应：“我们都被他感动到
了，没想到他有这样的故事。”他鼓励年
轻作家：“这说明你只要坚持下去，运气
就会找上门来。”

“猜中了开头，却没猜中结尾”“余华
前一秒还乐呢，没想到也有被‘刀’的时
候”成为高赞评论。

奖项重推新人

“如果名家和新人差不多，我
们毫不犹豫要给新人”

“新人辈出的时代，就是文学最好的
时代！”余华在颁奖典礼上道出了此次文
学奖的价值所在。

漓江文学奖创设于 2023 年，是面向
全球中文写作与出版的文学奖项，每两年
评选一次，设有虚构类、非虚构类和文学
翻译奖三类奖项。本届评审委员会共收到
来自全球创作者的虚构类作品333部、非
虚构类作品35部，筛选出符合参评要求
的外国翻译作品 62 部，最终评出正奖 4
部，提名奖4部。

其中，刘楚昕的作品《泥潭》荣获虚构
奖，秦岭的作品《中国心理风暴》荣获非虚构
奖，金龙格译作《一座城堡到另一座城堡》、
一熙译作《士兵的报酬》荣获文学翻译奖。

颁奖典礼上，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宣
传部副部长、自治区新闻出版局局长王晓
华表示，漓江文学奖秉持“发现文学力量，
致敬创作精神”的宗旨，在推动文学发展、
促进文化交流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今年恰逢漓江出版社成立45周年，也
是漓江出版社从南宁搬迁至桂林40周年。
如何在新时代重新擦亮漓江出版的金字招
牌，是广西出版传媒集团战略部署中的重
要一环。广西出版传媒集团董事长利来友
表示，漓江文学奖的设立，既是漓江出版社
接续和弘扬文艺出版理念与传统的自觉担
当，也是对广大文学创作者热情期待的积
极回应。

鼓励原创、发掘新人，是漓江文学奖
的鲜明导向。余华在颁奖典礼上说：“用
文学的标准去衡量的话，文学奖对名家的
要求更高。如果名家和新人差不多，我们
毫不犹豫要给新人！”

广西出版传媒集团副总经理、总编辑

卢培钊介绍，第二届漓江文学奖征稿在作
品评选标准上做出重大改变，明确要求投
稿作品为未出版过的 （文学翻译奖除
外），旨在让更多原创精品走进读者视
野，吸引更多文学新人关注漓江出版。

第二届漓江文学奖还有一大亮点，就
是首设“文学翻译奖”。《世界文学》原主
编、本届漓江文学奖评委高兴说：“把文
学翻译也纳入漓江文学奖，这就是包容姿
态的最好体现。”这一奖项的设置正呼应
了漓江出版社的出版传统，也是广西出版
对全球化语境下跨文化传播的积极回应。

漓江出版社自 1980 年成立以来，聚
焦文学出版，特别是外国文学的翻译引
进，推出了以“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丛
书”为代表的一系列文学精品图书，陪伴
了一大批作家和读者阅读与成长，成为一
个时代的文学记忆。

文学属于大众

“当我们在淘米的时候，我们
希望整个村庄炊烟四起”

不只是颁奖，作为第二届漓江文学奖
的重要组成部分，漓江出版社还举办了漓
江文学节系列活动，以此搭建出版界与文
学文艺创作领域的交流平台，打破公众与
文艺创作出版的隔阂与壁垒。

在“价值、趋向与可能：AI 时代的
文学创作与出版”高端访谈上，出版界名
家和作家共论AI时代文学创作与出版的
新态势新可能；在“游走的笔锋：跨界限
的文学对话”中外文学沙龙上，与会嘉宾
共话当代文学创作，通过跨国界、跨语
言、跨文化、跨领域的深度对话，推动当
代文学创作、翻译和出版多元发展；在

“传承与创新——全国文学名刊与广西作
家交流活动”上，来自全国各地的文学名
刊名编们分享了各自期刊的办刊理念与思
路，以及当下的文学传播方式创新。

正如广西作协主席东西在接受采访时
说，希望这一奖项坚持办下去，并办得更
好。他说：“当我们在淘米的时候，我们
希望整个村庄炊烟四起。”

从漓江文学奖到漓江文学节系列活
动，凭借新潮、年轻、创意，让文学与大
众产生更多的连接，也让人看到当代文学
的无限可能。

“文学不仅属于作家，也不仅属于文
艺出版社，文学属于大众。只有通过对于
整个社会文学氛围的营造，才会有更多喜
欢文学的阅读者及热爱文学的作家出现，
这些是我们文艺出版社赖以生存的资
源。”谈及漓江文学节系列活动的举办，
漓江出版社社长梁志在接受《中国新闻出
版广电报》记者采访时说。

作为漓江文学节的首发活动，“我的
文学记忆”包括文学图书展陈和线上话题
互动，并在书店内设立“漓江文学角”，
收集公众对文学的初始记忆和文学启蒙。
在桂林举办的“文学热爱市集”，来自全
国各地的近60家文学出版机构、独立书
店、文创品牌济济一堂。以“在路上”为
主题的文学艺术共创展，邀请艺术家和共
创者进行艺术创作，探索文学艺术跨界融
合的新可能。

探索“在路上”

“继续努力越过山丘，守候想
要守候的人”

颁奖典礼后，刘楚昕的创作故事在全

网刷屏。5月31日，刘楚昕通过漓江出版
社官方平台回应：“此刻我最紧迫的事是
回到书桌前，专注文字。谢谢你们对于一
名平凡写作者的理解和宽容，请允许我暂
时沉默。待新书上市时，书页里的每一个
字，都是我最诚挚的答复。”

借着刘楚昕的致谢信，漓江出版社也
暖心回应：“谢谢大家的厚爱，给楚昕一
点空间和时间，继续努力越过山丘，守候
想要守候的人。”

面对读者的期待，漓江出版社表示，
《泥潭》将于6月出版。

“奖项评出来以后，我们接下来要做
的是让更多读者阅读这些获奖作品。”梁
志表示，虽然读者都很期待能马上看到

《泥潭》，但是从一部原创文学作品到最
终出版，还有很多工作要做。漓江出版
社会整合专家资源、编辑力量跟作者一
起寻找作品提升的方向，把作品打磨得
更好。

从注重原创文学新人新作，到首设
“文学翻译奖”，漓江文学奖、漓江文学节
的举办，既是漓江出版社在新时代振兴漓
江文学出版品牌的重要举措，也是广西出
版传媒集团推动文学创作与出版高质量发
展的生动实践。

“我还年轻，我渴望上路。”漓江出版
社曾推出文学翻译家文楚安翻译的凯鲁亚
克自传小说《在路上》，该译本备受读者
认可。

第二届漓江文学奖正是以“在路
上”为主题，寓意文学创作是一场无尽
的探索之旅，鼓励作家们不断追求创新
与突破，同时寓意漓江文学出版一直在
路上，广西出版人将更好地肩负起新时
代文化使命，继续书写“山水与人文共
美”的时代新篇。

第二届漓江文学奖何以火爆“出圈”？

点亮文学灯火，让文学创造无限可能
□本报记者 范燕莹

第二届漓江文
学奖颁奖典礼现场。

主办方 供图

一日，二十四小时；一年，二十四节
气。“二十四”是人与自然宇宙之间独特
的时间观念，蕴含着中华民族悠久的文化
内涵和历史沉淀。5月30日晚，端午节前
夜，河南卫视 《2025 端午奇妙游》 以

“端午二十四时”为轴，巧妙地将古代时
辰观念与现代生活节奏相结合，生动、细
腻地描绘出端午节丰富的文化内涵，为全
网观众带来了一段闲适的时光。

“正月忙年笑开颜，二月开渠水入
田，三月阳雀催播种，四月秧苗绿山川，
五月插秧要趁早，六月稻花随风舞，八月
鱼戏稻浪间……”节目开篇，由郝若琦、
郑瑜、王豪领衔主演的《二十四时舞》就
为观众呈现了一幅流动的二十四节气画
卷。该舞蹈将舞台设置在麦田间，苗鼓、

月像、舞蹈交融，苗歌声声，“拱日”“春
播”“接龙”等场景再现，傩舞、银饰、
八人秋等非遗相得益彰。

画面一转，河南卫视主持人何文韬、
曲艺演员师亚峰、文学博主都靓、西北民
谣歌手张尕怂、汉服博主阿时相继来到端
午小院，他们观山水、听鸟鸣、喝艾草
茶，并在准备端午晚宴的过程中体验劈竹
子、抓黄鳝、抓大鹅等农家生活，端午的
习俗与日常生活紧密相连。

大三弦一响，张尕怂的即兴方言歌更
是点明主题：“五月里来午端阳，杨柳梢
子插门窗。糯米的粽子上撒一把白糖，杨
柳叶叶青。”这种接地气的呈现方式，拉
近了传统文化与现代观众的距离。

改编自真实故事的剧情舞蹈《龙舟少

年》，以一位听障女孩的“龙舟梦”为切
入点，借助舞蹈这一艺术形式，生动描绘
了一支少年舞蹈队不断成长、勇敢追梦的
励志历程。

“小小野风摇麦浪，小小蚕儿胖。阿
公数着麦稍黄，田埂细又长。”阿兰演唱
的《小圆满》，为观众呈现了一幅轻松俏
皮且充满童话色彩的画面。

端午节，是缅怀屈原的节日。“后皇
嘉树，橘徕服兮。受命不迁，生南国兮。
深固难徙，更壹志兮。绿叶素荣，纷其可
喜兮。”屈原曾通过《九章·橘颂》抒发其
坚定不移、严于律己的品质与人格，展现
了深厚的爱国情怀和强烈的民族意识。舞
蹈《橘颂》就采用拟人手法，生动再现了
屈原在《橘颂》中塑造的橘树形象。舞者

长袖轻扬，腰肢扭转，飘逸灵动间，化身
坚挺橘树上层层叠叠的枝条和累累硕果。

在尾声部分，张尕怂将切艾草、送粽
叶等端午习俗融入歌曲 《青叶裹星河》
中。歌声里，轻快愉悦的西北风情将日常
生活、真挚情感与端午传统完美融合，生
动传递出生活的美好与温馨。

《2025端午奇妙游》播出期间收获了
众多网友在线打 call，评论区好评不断：

“将传统文化跟现代表演相结合，看得人
停不下来。”“听了尕怂的歌，将烦恼全忘
掉。”“传统文化与童趣时光的奇妙邂
逅。”“河南卫视又一次为传统文化的传承
与创新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法！”“中国节
日系列节目已经成了我的过节搭子，每逢
佳节必看节目！”

河南卫视《2025端午奇妙游》绘就生活新图谱

古今交织解构“端午二十四时”
□本报记者 吴明娟

本报讯 （记者张君成）抖音平台近日
宣布对其侵权举报服务进行升级，在肖像
权、隐私权侵权情形下，支持用户授权开通

“阻止相同侵权内容传播”功能，大幅降低
重复侵权投诉成本，探索“一次投诉、长期
管控”的治理目标。

据抖音相关负责人介绍，一般情况下，
用户所举报的肖像和隐私侵权视频，可根据
APP内的侵权投诉成功通知，申请开通“阻
止相同侵权内容传播”功能，触发平台主动
治理。这意味着抖音会主动对相同侵权内容
清理下架，并对后续新增相同侵权内容予以
清理，无需用户对每条内容逐一投诉。

据悉，对侵权视频被大量搬运，且权利
人多次举报成功，仍不断出现相同侵权视频
的情景，抖音客服会主动引导用户开通“阻
止相同侵权内容传播”功能。

抖音升级侵权举报服务
一次投诉长期管控

本报讯 （记者张席贵） 5月28日，由
鼎级影业（西安）有限公司、鼎级影业（北
京）有限公司出品，中华全国总工会宣教部
作为支持单位，吉林省委宣传部、吉林省总
工会联合摄制，华夏电影发行有限公司发行
的现实主义题材电影《炽热年华》正式定档
6月21日。该片以吉林本土女企业家真实故
事为蓝本创作，拍摄全程取景于吉林省。

影片讲述了20世纪90年代的某东北小
城，女大学生吉会英（冯文娟饰）遭遇家庭
变故后，毅然踏入男性主导的煤炭行业，一
路打拼成为“商业女王”。面对时代变革的
洪流裹挟着职场挑战、家庭矛盾与情感纠葛
汹涌而来，她以一句“总有一天，我要和你
们坐在一张桌子上谈生意”，展现出打破命
运桎梏的坚定决心。

“虽然我们团队是首次与吉林合作，却
收获了来自吉林各级相关单位、部门的鼎力
相助。”该片总策划兼编剧孟广顺表示，在
中华全国总工会宣教部、吉林省委宣传部等
单位的支持下，主创团队深入矿区实景拍
摄，将20世纪90年代东北工业转型期的时
代烙印与个体命运紧密相连，赋予故事强烈
的现实穿透力。

电影《炽热年华》展现东北
工业转型期的时代与个体

本报讯 （记者田野） 5月31日，第四
届文明交流互鉴对话会期间，由当代世界
出版社与福州青葫芦文化创意股份有限公
司联手打造的 《丝绸之路》 立体书在甘肃
敦煌首发。

记者在现场注意到，这一创新出版物融
合了传统图书、立体设计、数字技术及人工智
能等多种元素，为读者带来全新的阅读体验，
也为文明交流互鉴提供了新的载体。

当代世界出版社执行董事（社长）兼总编
辑李双伍介绍，《丝绸之路》立体书不仅实现
了从平面到立体的转变，还融入了数字技术
与人工智能。同时，该书以中英文标注，并首
次实现了中文、英文、法文、俄文、阿拉伯文、
西班牙文等6种联合国官方语言的智能点读
功能。书中选取古丝绸之路沿线15个代表
性驿站，通过立体展现和智能互动，展示了古
代丝绸之路的璀璨文明。

“历时 9 年打造的 《丝绸之路》 立体
书，是献给数字时代青年的一份礼物。”福
州青葫芦文化创意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林柄
洋介绍说，创作团队运用“中国传统纸艺”
结合“当代数字技术”，让古老文明在书页
间重焕生机。

《丝绸之路》立体书首发
六种语言共述丝路文明

本报讯 （记者杨雯） 5月28日，2025
新鲜提案·黎里真实影像大会在苏州黎里古
镇拉开帷幕。本届大会恰逢“新鲜提案”启
幕10周年，与会嘉宾汇聚一堂，以10年为
坐标，回望纪实影像发展历程，共商产业升
级新路径。

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副主席、电视纪录
片学术委员会会长范宗钗表示，“新鲜提案”
高举“以真实为底色，以创新为灵魂”的创作
旗帜，是链接学术研讨、创作扶持与产业落地
的桥梁，更是以纪实影像为媒的火种。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祝
燕南提到，2025 年，总局的“精品创作工程”
将纪录片列为重点，着力构建从选题策划到
国际传播的全链条支持体系，推动形成“自上
而下谋划”与“自下而上创新”的双轮驱动。

据中国视听大数据统计，在电视大屏
端，全国卫视频道纪录片播出时长占比连续
3年保持在12%左右，已成为各卫视频道内
容供给的重要力量。纪录片成长为大众视听
消费内容的重要组成，多品类纪录片内容受
到观众广泛欢迎。

本届大会由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发展研究中
心、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广播电视规划院指导，
黎里纪录片产业基地、广电新视点中心主办。

2025新鲜提案·黎里
真实影像大会举办

本报讯 （记者徐平） 端午、“六
一”双节期间，深圳出版集团有限公司
依托旗下书城、书吧，精心策划40余场
系列活动。活动涵盖文学对谈、亲子互
动、艺术展演与书香特惠，从深圳书城
中心城的欢乐巡游到龙华城的汉字讲
堂，从罗湖城的亲子阅读到龙岗城的主
题诗会，融合传统民俗、书香雅韵与童
趣创意，为鹏城市民呈献一场跨越年
龄、浸润心灵的阅读文化盛宴。

在深圳书城中心城北区大台阶举行
的“深圳晚8点·文学谈”活动，云南省
作家协会驻会副主席胡性能围绕“心灵

是个微缩的现实世界”主题，讲述云
岭 文 学 之 美 。 在 深 圳 书 城 罗 湖 城 ，

“端午——传承与创新，我们的文化之
旅”亲子阅读主题活动以书为舟，读者
在此共溯千年文脉。深圳书城龙岗城举
办的“六一”主题诗会，为观众呈现了
一场充满文学韵味的节日盛宴。

深圳出版集团旗下的书吧以各种亲
子阅读活动，打造快乐“六一”大聚
会，如在深圳市党群服务中心百姓书
房，阅读推广人王帅现场讲述《狐狸家
的粽子大作战》绘本，并带领参与的小
朋友包粽子。

深圳：以书为舟 共溯文脉
本报讯 （记者汤广花） 5月31日，

第43届武汉市“知识工程”少儿读书系列活
动发布会暨“六一”嘉年华活动在武汉市少
年儿童图书馆举办。活动现场，传统版画等
非遗体验项目吸引小朋友争相参与体验。来
自武汉市少年儿童图书馆“小花伞”志愿服
务队的孩子们带来情景剧《长江边的故事》
和绘本故事《动物妙想国》，赢得阵阵掌声。

2025年端午假期恰逢“六一”儿童节，
以武汉市少年儿童图书馆为代表，湖北全
省各级公共图书馆以“童趣端午‘粽’乐双
节”为主题，举办400余场文化活动，让读
者在艾香袅袅中感受文化传承，欢声笑语

间共度童趣时光。
其中，咸宁市图书馆、汉川市图书馆、

宜城市图书馆分别举办“书香端午，‘粽’享
阅读”“初夏粽飘香 情浓端午节”“我们的
节日——端午节”等主题活动。秭归县图
书馆开展“最忆端午”《秭归端午比年大》纪
录片展播，展现屈原故里独特的端午文化
魅力。武汉市江汉区图书馆开展“书香传
爱·温暖星空”公益行动，为孤独症儿童送
去知识与温暖。罗田县图书馆走进平湖乡
栗香社区图书室，举办“相约乡读走进乡村
书屋”阅读推广志愿服务活动，让留守孩子
在书香中快乐成长。

湖北：童趣端午 书悦双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