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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上海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第九次代表

大会在上海世博中心举行。守正创新，崇德尚艺，

是上海市所有文艺工作者面对新时代、新机遇、新

挑战的共同回答。

“未来，为时代画像、为时代立传、为时代明德，

为上海奋进现代化建设新征程汇聚澎湃力量，是我

们的全新使命。”市文联党组书记、专职副主席夏煜

静在发言中提到，市文联将充分发挥文艺记录时代、

描绘时代、讴歌时代的独特作用，赓续红色血脉、传

承城市文脉，用好用活红色文化、海派文化、江南文

化，持续推出更多展现时代风貌、体现时代特色的文

艺作品。

未来，创新文艺人才培养机制，把对文艺队伍

的思想引领、价值引领和创作引领融合起来，发掘

和培养一批有潜力的青年文艺人才，引进一批有

影响力的名家大师，是培育壮大引领新风正气的

文艺队伍的有力抓手。“今天我是作为新艺联（上

海新文艺工作者联合会）的一名代表参加大会的，

新艺联是上海文联这个大家庭里最年轻的一个协

会，短短几年内已经发展到七百多个会员。”新艺

联主席黄豆豆表示，“我们应该给年轻人提供更多

的帮助，给他们提供更多的平台，让他们展示自己

在艺术上的能力，为他们搭建好展示自己的平台。”

未来，市文联还将全面深化网络文艺和“网上

文艺之家”建设，把握数字和人工智能时代文艺生

态的新形势新特点，方能加快推进文艺领域新质

生产力发展；探索网络文艺创作生产传播规律，方

能打造内涵丰富、形式新颖、富有艺术特点的融媒

体产品。市影协主席、舞剧电影《永不消逝的电

波》导演郑大圣说：“当人工智能媒体到来，所有的

艺术形式都会被重新建构、重新诠释，甚至是重新

定义。作为导演，我非常有幸亲历这样一个迭代

的时刻，我想我们会从邻界的文艺家身上学习很

多东西，并观察自己领域的媒体会发生什么样的

演化，怎么样回应迭代的时刻。”相信会有越来越

多上海原创、上海制作、上海出品的优秀文艺作

品，以人民情怀回应时代呼唤。

本报记者 孙佳音

春寒料峭中，上海市作家协会第十一

次会员代表大会在上海世博中心举行，

这是上海文学界工作者的一次大集合。

回望来时路，文学的星火始终与城

市的脉搏同频共振。76年前的5月26

日，上海苏州河以南市区解放的第二天，

文学工作者协会临时工作委员会成立。

1954年12月13日，原华东作协改名为

中国作协上海分会。市作协党组书

记、专职副主席马文运在致辞中说：

“上海市作家协会聚焦举旗帜、聚民

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的使命任

务，潜心文学精品创作、书写伟大创业

历程，厚植人才成才土壤、强化文学人

才培养，健全基层文学组织、推进公共

文化服务，精心组织文学交流、稳固建

设文学阵地。上海的广大作家与文学

工作者与党同心同德、与人民同向同

行，生动讴歌火热实践，热忱抒发时代

精神，浓墨重彩书写了上海文学繁荣发

展的新篇章。”

过去六年的文学创作，可谓繁花似

锦。《红日》《上海的早晨》《蹉跎岁月》《长

恨歌》《繁花》等作品入选2019年度“新

中国70年70部长篇小说典藏”丛书，反

映了上海作家的笔耕不辍和不懈探索。

陈尚君独立纂校的《唐五代诗全编》出

版，是当代唐诗研究和古籍文献整理的

高标巨擘。孙甘露的《千里江山图》荣获

第十一届茅盾文学奖和中宣部第十六届

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郜元宝

的《编年史和全景图——细读〈平凡的世

界〉》荣获第八届鲁迅文学奖文学理论评

论奖，张秋生的《小巴掌童话诗 ·恐龙妈

妈孵蛋》荣获第十一届全国优秀儿童文

学奖幼儿文学奖，马伯庸的《大医》荣获

第十三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

长篇小说奖，上海市作协实现了“五个一

工程”奖和中国作协四大奖项的“大满

贯”，在当代中国文学版图上镌刻下醒目

的海派印记。

上海网络作家协会在六年间新吸纳

会员351人，会员总人数达1921人，新吸

纳网络作协会员232人，网络作协会员

总人数达577人，共8部作品获得中国作

协重点创作扶持，5部作品入选新时代

文学攀登计划，11人次入选中国作协定

点深入生活项目，4部作品获得上海市

重大文艺创作资助。

本报记者 徐翌晟

“文联是一个团结引导、联络协调、服务

凝聚广大文艺工作者的平台，也是上海老中

青几代艺术家的精神家园。”再度收获信任和

期盼，昨天连任上海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

席的奚美娟（见上图 本报记者 王凯 摄）说，
“面对复杂多变、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我想艺

术工作者要始终保持好奇和探究之心。只有

心中有高峰，才能坚持艺术理想，多出好作品；

只有目光平视，才能见识更开阔的生活本质；

只有足迹向下，才能走向更深刻的朴素人生。”

奚美娟1955年出生于上海，毕业于上海

戏剧学院表演系，在40多年的演艺生涯中，

塑造了无数令人难忘的荧屏舞台形象，先后

获中国戏剧“梅花奖”“白玉兰奖”，中国电影

“金鸡奖”“华表奖”，中国电视“金鹰奖”“飞天

奖”，曾获第二届全国中青年德艺双馨文艺工

作者称号，“中国电影百年百位优秀

演员”等荣誉。2022年11月，再度

凭借电影《妈妈！》获第35届中国电影金鸡

奖最佳女主角奖后，奚美娟动情地回望自己

的表演生涯，“我对表演艺术是真的痴迷，所

以才能坚持几十年。”在近期热播的电视剧

《六姊妹》中奚美娟饰演“阿奶”，以真诚、精湛

的表演再次打动了万千观众。“去年这个时

候，我正在皖南拍摄《六姊妹》。”聊起创作，奚

美娟说虽然最近腿脚不便暂不能进组拍摄，

但身体恢复后她会很快投入新的工作，“只要

身体允许，一个艺术家不能放弃自己的艺术

实践。”

除了不久将要开拍的新片，奚美娟还很

关心文艺新人。“现在国家级艺术院校的毕业

生中有八成甚至九成会成为‘文艺两新’（即

新文艺组织和新文艺群体）人员。上海市文

联一直很关注这个群体，有‘两新’文艺工作

者拿到了白玉兰戏剧奖的主角奖、配角奖，对

他们是很大的鼓励。”奚美娟说，“我们要努力

把中青年文艺家骨干推到更闪亮的聚光灯

下，推到更广阔的舞台中央。对我们‘承上启

下’的这一代来说，就是要多做托举年轻人的

工作，这是我最大的心愿。”她以白玉兰戏剧

奖为例讲述可实行的举措，上一届的白玉兰

戏剧奖获奖者带着作品走进维也纳和布达佩

斯，向海外展示了中青年演员的专业质量和

艺术家风采，“这是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一个

方面。我们力求在这样的平台上，做更多这

样的努力。”

“未来的工作还得一件一件去做。”奚美

娟说，希望各位同仁继续努力，在习近平文化

思想的感召和引领下，创作出更多更好的精

品力作，奉献给我们身处的时代，“我愿意和

大家一起共勉。” 本报记者 孙佳音

“新一届上海作家主席团、理事会成员要

在各自的创作之外，为作家、为文学工作者提

供服务，当好‘服务员’。”昨天下午，上海市作

家协会第十一次会员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新

一届上海市作家协会主席孙甘露（见上图 本

报记者 王凯 摄）在接受采访时这样说。
他表示青年作家要接续上海市作协的优

良文学传统，以冯雪峰、夏衍、巴金、于伶、徐

中玉、罗洛、王安忆等为代表的几代作家和

文学工作者倾力书写了上海乃至中国现当

代文学，他们是上海文学、中国文学的旗帜

性人物，值得新一代青年作家学习；他们的

作品紧密结合时代，青年作家不仅要学习他

们的成就，还要学习他们为上海文学事业奉

献的精神。

从20多岁时第一次进入上海作家协会

所在的爱神花园，孙甘露见证了

一段上海文学的历史以及上海

文学的变化，最值得他怀念的是老一辈作家

对年轻一代的关心和帮助，在他看来这也是

上海文学事业一代代接续往前发展的原因。

孙甘露谈到，上海的年轻一代非常优秀，他们

从事创作，从事翻译，还在大学里从事教育，

这在全国是一个独特的现象。

孙甘露1959年生于上海，1986年以《访

问梦境》崭露头角，随后《我是少年酒坛子》

《信使之函》《呼吸》等作品确立了他“先锋派”

代表作家的地位。其早期作品以语言实验和

叙事创新著称，打破了传统小说的线性结构，

被称为“中国先锋文学的坐标”。

然而，他的创作并未止步于形式上的探

索。2022年，酝酿多年的长篇小说《千里江

山图》问世，以1933年上海特别行动小组的

“千里江山图计划”为背景，讲述中央领导人

从上海转移至瑞金苏区的惊险历程。这部作

品融合了红色历史与悬疑叙事，获茅盾文学

奖、“五个一工程”奖等殊荣，也被视为先锋作

家向历史题材转型的典范。孙甘露坦言，创

作过程是一次“对历史的再学习”，通过大量

史料考证与文学想象，他将隐秘的革命斗争

与上海的城市记忆交织，塑造出“既是个人

的，也是家国的”史诗感。

除了作家身份，孙甘露还长期活跃于公

共文化领域。他策划的“上海国际文学周”

“思南读书会”已成为上海的文化名片，吸引

数万读者参与，被赞为“城市周末的人文风

景”。作为新任作协主席，孙甘露酝酿了许多

计划，正在和主席团商量：“文学事业需要从

长计议，要把为作家服务做在前面，让大家施

展身手，创造出更好的作品。”

本报记者 徐翌晟

连任上海市文联主席，奚美娟——

应更多足迹向下

当选新一届上海市作协主席，孙甘露——

塑更多人文风景

用文学星火共振城市脉搏以人民情怀回应时代呼唤

■ 舞剧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剧照

艺术人生 文学创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