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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上海市文联第九次代表大会、上海市作家协会第十一次会员代表大会在上海世博文化中心举行，这是
上海文艺界、文学界工作者的一次大集合。踏着早春的脚步，大会的召开，将是上海文艺界、文学界聚焦建设习近平
文化思想最佳实践地，勇担新的文化使命，打造文化自信自强上海样本的新的出发。 青年报记者 郦亮

奚美娟连任上海市文联主席

把更多青年人
推向舞台中央
上海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第九次代

表大会昨天选举产生新一届上海市文联主
席团成员，奚美娟连任上海市文联主席。

本次市第九次文代会回顾总结了八
次文代会以来的工作。指出上海市文联
牢牢抓住创作生产优秀作品这一中心环
节，让扶持引导的机制更加健全。“八次文
代会以来，我们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
创作导向，立足创作所需、文联所能，着力
提升文艺创作的组织化程度和专业化水
平，全力推动上海文艺再攀高峰。”应该
说，过去6年是上海文学艺术界成果丰硕
的一段时期，大批精品力作丰富了群众的
文化生活，提升了整座城市乃至整个国家
的审美。

会议同时提出，未来上海文学艺术界
要继续胸怀人民情怀，回应时代呼唤，以
深融合开创构建新格局。要聚焦创作生
产、锻造文艺精品，以高质量满足新期
待。同时呼吁上海的文艺家们要坚守人
生理想、追求德艺双馨，以修艺德携力培
植新行风。

会后，连任上海文联主席的奚美娟第
一时间接受了青年报记者的采访。奚美
娟说，她这个年龄的艺术家已经到了承上
启下的年龄。“现在市里强调，要把更多的
青年人推到更多的聚光灯下，推向舞台的
中央。我觉得我们这一代艺术家，就应该
做一些承上启下，助推年轻人的工作。”

奚美娟告诉青年报记者，她从文联主
席的上一次任期开始，就更多地关注城市
的“两新人员”。现在国家艺术院校毕业
生百分之八九十都是“两新人员”。上海
文联作为一个党联系艺术家的桥梁，应该
更多地关注这些体制外的艺术家。包括
白玉兰戏剧表演艺术奖等重要奖项的评
选，也都会兼顾“两新人员”。“我最大的心
愿，就是更多地推举年轻人。”

说到未来，奚美娟表示，她希望上海
文联能够在推动上海优秀艺术家和艺术
作品走出国门方面多多发力。去年白玉
兰奖获奖演员去了匈牙利演出，反响很
好。今年他们还会继续在这方面多做工
作，寻找突破口。

王珮瑜
文代会代表、京剧表演艺术家
我现在有两个身份，一个是京剧演

员，一个是京剧教育者。我觉得这两个身
份都是很有意义和价值的。

我想未来，我不仅要扎根演出和教
育，也要积极拥抱科技。通过科技，来帮
我们做更多的艺术传播，让更多的观众，
因为当下的戏曲工作者的努力，而觉得戏
曲非常新潮，非常有意义。从而也能亲近
我们的戏曲艺术。

龚天鹏
文代会代表、青年作曲家

我生于1992年，是此次文代会上海
市音乐家协会年纪最小的代表。

时间过得真快，5年前第八次市文代

会上，我还作为青年代表给吕其明先生献
花。5年来，世界和这个国家，事业和生活
都发生了很多变化，我的创作和生活也有
很多成长。

还记得5年前参加文代会时，我给自
己立下了一个小目标，“让文艺为上海，让
上海为中国，让中国为世界”。你知道，交
响乐是一个世界语言，创作中国的交响乐
的使命就落在了中国作曲家的身上，你怎
么用中国人独特的视角去写世界的古典
音乐，这是一个需要我们青年一代去破解
的难题。5年过去了，对于当年立下的这
个小目标，我只能说，这没有过去时，只有
进行时。

陆铭晖
作代会年纪最小的代表

我生于2001年，是此次作代会最年
轻的代表。

这次会议多次强调要坚持“以人民为
中心”的创作理念，我很认同这个理念，它
永远不会过时。当我们提到“人民”这个
词，就知道它的背后是一种人民观，我们
应该将此贯彻到自己的创作中去。

我接下来的一个创作计划是目前有
一篇大概8000字的短篇小说，预备发在
《青春》的三月号上面。更长远来说，我准
备在今年逐渐尝试一下中长篇创作。从

内容上来看，我准备尝试从个人的流入，
更多地转向一种对更广阔的社会现实的
表达。

马伯庸
作代会代表、著名作家

本次作代会给我两点印象很深。第
一点是“艺术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第
二点是作家要深入生活，作品要反映社会
现实。

这两点在过去的创作中，我一直在贯
彻执行。我写的长篇小说《大医》获得了
第十三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
长篇小说奖。接下来，我想我的创作还会
继续观照现实。会写一些历史现实主义
的作品。历史是我们取之不竭，用之不尽
的宝库，值得我们每一个人珍惜，也值得
我们不断去探索。

孙甘露当选新一届上海作协主席

当好上海文学
事业的“服务员”

上海市作家协会第十一次会员代表
大会昨天选举产生新一届上海作协理事
会和主席团成员，孙甘露当选新一届上海
作协主席。

此次上海第十一次作代会总结了十
次作代会以来6年的工作。指出在这6年
中，上海作家的作品实现了中宣部“五个
一工程”优秀作品奖和中国作协四大文学
奖项的“大满贯”。新吸纳会员351人，会
员总数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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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鲜血液”的加入让上海的作家队伍更
为优化，整体水准大幅提高。

在当选上海作协主席之后第一时间，
孙甘露接受了青年报记者的采访。这位
茅盾文学奖获得者，思南读书会的主要策
划者，显得相当谦逊。他说，作协主席团
和理事会的主要责任，就是为上海的文学
事业和作家文学工作者提供服务。“我就
是一个服务员，希望能够把这个工作做
好。”

说到上海的文学传统，孙甘露表示，
上海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发源地，很多前辈
大家都是中国文学的旗帜性人物，他们值
得青年一代学习。他认为，青年一代要学
习的，就是看如何将自己的作品和经济社
会的变化紧密结合，要写出真正无愧于时
代和人民的作品。

孙甘露到上海作协工作已经 40 年
了。他说自己当时来的时候只有 20 多
岁，可以说，见证了一段时期上海文学的
历史和上海作协的变化。“尤其是这些前
辈作家和前辈的领导，给我们留下了非常
宝贵的财富。我觉得最值得怀念和值得
汲取的，是他们对年轻一代的关心帮助，
这才是上海文学事业一代一代能够接续
前行的原因。”

孙甘露说，上海文学事业有一个特
点，就是无论是冯雪峰先生，还是靳以先
生，无论是巴金先生，还是徐中玉先生，他
们都不单从事创作，也从事文学的领导工
作，同时也从事出版、翻译、文学、教育等
方方面面的工作。这是上海文学事业一
直人才济济的一个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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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文艺界、文学界近年来精品力作不断。 杂技剧《天山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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