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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举行座谈会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9周年，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强调

历史无法重来未来可以开创 万众一心实现民族复兴伟业
新华社北京9月4日电（记者 霍小光、华春雨） 中共中

央、国务院、中央军委 3 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座谈会，纪
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9周年。中共
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强
调，历史无法重来，未来可以开创。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
们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伟大胜利，
就是要铭记历史、警示未来，动员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肩负
起历史重任，动员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更加奋发有为地为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出席座谈会，中
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刘云山主持座谈会。

习近平在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他指出，69 年前的今
天，中国人民经过艰苦卓绝的浴血奋战，打败了穷凶极恶的
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赢得了近代以来中国反抗外敌入侵的
第一次完全胜利。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为中华民
族由近代以来陷入深重危机走向伟大复兴确立了历史转折
点。这一伟大胜利，将永载中华民族史册，永载人类和平史
册。

习近平代表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向全国参加过
抗日战争的老战士、爱国人士和抗日将领，向为中国人民抗日
战争胜利建立了历史功勋的海内外中华儿女致以崇高的敬
意，向支援和帮助过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外国政府和国际友
人，表示衷心的感谢。

习近平指出，中华民族是一个有着5000多年文明史的伟
大民族，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进入近代
以后，由于列强的入侵和封建统治的腐败，中国落伍了，一步
步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特别是由于日本军国主义的野

蛮入侵，中华民族濒临亡国灭种的境地。日本军国主义的野
蛮侵略，激起中国人民的奋勇抵抗。九一八事变成为中国人
民抗日战争的起点，并揭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七
七事变成为中国全民族抗战的开端，由此开辟了世界反法西
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

习近平指出，在那个血雨腥风的年代，抗击侵略、救亡
图存成为中国各党派、各民族、各阶级、各阶层、各团体以
及海外华侨华人的共同意志。在中国共产党倡导建立的以国
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全国人民义无反
顾投身到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洪流之中。从战略防御到战略相
持，进而发展到战略反攻，无论是正面战场还是敌后战场，
中国人民同仇敌忾、共赴国难，铁骨铮铮、视死如归，奏响
了气壮山河的英雄凯歌。经过长达8年的全国抗战，中国人
民打败了日本侵略者，宣告了日本军国主义的彻底失败，宣
告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最后胜利。

习近平强调，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彻底粉碎了
日本军国主义殖民奴役中国的图谋，捍卫了国家主权和领土
完整，彻底洗刷了近代以来抗击外来侵略屡战屡败的民族耻
辱，重新确立了中国在世界上的大国地位，开辟了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光明前景。

习近平指出，中国当年能够战胜不可一世的日本军国主
义、夺取胜利主要是因为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伟大民族精神
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的决定因素，中国共产党的中流砥
柱作用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的关键，全民族抗战是中国
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的重要法宝。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是全
民族抗战的胜利，是全体中华儿女的荣光。

习近平强调，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壮阔进程中，形成了

伟大的抗战精神，中国人民向世界展示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的爱国情怀，视死如归、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不畏强暴、血战
到底的英雄气概，百折不挠、坚忍不拔的必胜信念。伟大的抗
战精神，是中国人民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永远是激励中国人
民克服一切艰难险阻、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强
大精神动力。

习近平指出，中国政府和人民将一如既往致力于发展中
日关系，愿意在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的基础上推动中日关系长
期稳定健康发展。正确对待和深刻反省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
历史，是建立和发展中日关系的重要政治基础。近代以后日
本军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给中国人民及广大亚洲国家人民
带来了惨绝人寰灾难。这些都是铁的事实，是不容否认的，
也是否认不了的。我们将以最大的决心和努力，同世界各国
人民一道，坚决捍卫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
胜利成果，坚决维护战后国际秩序，决不允许否认和歪曲侵
略历史，决不允许军国主义卷土重来，决不允许历史悲剧重
演。

习近平强调，事实就是事实，公理就是公理。在事实和公
理面前，一切信口雌黄、指鹿为马的言行都是徒劳的。黑的就
是黑的，说一万遍也不可能变成白的；白的就是白的，说一万
遍也不可能变成黑的。一切颠倒黑白的做法，最后都只能是
自欺欺人。日本方面应该本着对历史、对人民、对未来负责的
态度，从维护中日友好、维护亚洲地区稳定与发展的大局出
发，以慎重态度严肃对待和妥善处理历史问题，认真记取历史
教训，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

习近平指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9年来，中国发生了
翻天覆地的变化。实现我们的奋斗目标，逐步实现全体人民

共同富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须准备进行具
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在前进的征程上，必须坚
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必须坚定不移把发展作为
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必须坚定不移全面深化改革，必须坚
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

刘云山在主持会议时说，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全面
回顾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伟大历史进程，系统总结了中国
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的伟大历史意义，深刻分析了中国人民抗
日战争胜利的历史原因，对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一步弘扬伟
大抗战精神，不断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努力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进行了全面阐述，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
性、指导性和现实针对性。一定要认真学习领会，深入贯彻落
实，引导和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
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大力弘扬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铭记
民族光荣，增强民族自信，凝聚民族力量，为开拓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事业更加广阔的前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
梦而努力奋斗。

座谈会上，中央党史研究室主任曲青山，中央军委委员、
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张阳，参加过抗日战争的老战士代表王
成斌，青年学生代表杨子强先后发言。

刘奇葆、许其亮、范长龙、栗战书、郭金龙、杨晶、王晨、李
海峰出席座谈会。

参加过抗日战争的老战士和老同志代表，抗战烈士亲属
代表，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
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
利作出贡献的国际友人遗属代表，首都各界群众代表等出席
座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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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城花城》》是国内颇具影响力的纯文学刊物是国内颇具影响力的纯文学刊物，，创刊于创刊于19791979年年，，由花城出版社主管由花城出版社主管。。长期以长期以

来来，《，《花城花城》》坚持这样的办刊宗旨坚持这样的办刊宗旨：：支持具有真正人文精神支持具有真正人文精神、、独立建树的写作独立建树的写作，，支持创新支持创新；；重实重实

验性验性，，但反对刻意的另类但反对刻意的另类；；重可读性重可读性，，但反对流俗和平庸但反对流俗和平庸；；为读者及时地呈现当下文学创作为读者及时地呈现当下文学创作

的最新风貌的最新风貌。。

3030多年以来多年以来，《，《花城花城》》始终站在文学出版的第一线始终站在文学出版的第一线，，不断推出文坛中坚作家的重要新作不断推出文坛中坚作家的重要新作，，

并时刻关注新人的创作动向并时刻关注新人的创作动向。。张洁的张洁的《《祖母绿祖母绿》、》、王小波的王小波的《《白银时代白银时代》、》、林白的林白的《《一个人的战一个人的战

争争》、》、陈染的陈染的《《私人生活私人生活》、》、莫言的莫言的《《我们的七叔我们的七叔》、》、李洱的李洱的《《花腔花腔》、》、毕飞宇的毕飞宇的《《青衣青衣》》等小说佳作等小说佳作

都曾在都曾在《《花城花城》》刊出刊出。。

《《花城花城》》见证了文学的繁华与寂寞见证了文学的繁华与寂寞，，亲历了文学位于前沿处的光芒与边缘处的思索亲历了文学位于前沿处的光芒与边缘处的思索，，但但

始终坚守独立精神始终坚守独立精神、、人文立场和新锐主张人文立场和新锐主张，，继续保持着它在当代中国文坛的重要作用继续保持着它在当代中国文坛的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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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8 月 29 日至 9 月 1 日，由诗刊社主
办、诗维文化集团承办的“2014年 《诗刊》：纸
媒与网络论坛”在湖南长沙举行。来自全国各地
的十多位网络诗人在论坛上分享了自己对纸媒、
网络与诗歌创作之间关系的理解。

据《诗刊》常务副主编商震介绍，诗刊社于今
年 6月在其官方博客上贴出帖子《〈诗刊〉请你做
编辑》，邀请网友们推荐心目中的优秀诗歌，所荐
作品一经采用，将发表于《诗刊》“网络”栏目，并将
寄给荐稿者、入选作者样刊及作者稿酬。此外，还
将不定期召开论坛和改稿会，让网络作者与知名
诗人、诗刊社编辑进行直接的交流。因此，“2014
年《诗刊》：纸媒与网络论坛”的举办，是与之前的

“《诗刊》请你做编辑”活动相呼应的，目的是为了
发掘更多的诗歌新力量。

在论坛上，青小衣、鲁橹、胡正刚等网络作者
谈到，网络最大的特点就是“海纳百川”，它可以汇
聚不同层次的人才，为初学写诗者提供了一个良

好的平台。很多人刚开始更倾向于在网络上发表
诗歌，因为这很便捷，并能够很快得到回应，从而
带来一种写作上的鼓励。但大多数网络作者也非
常愿意投稿到纸媒，因为诗印在纸上、刊物拿在手
里，总有一份神圣感和亲切感。因此，网络、纸媒这
两者之间可以珠联璧合，让诗歌传播得更加广泛。

与会诗人还谈到了新媒介兴起对诗歌生态的
影响。诗人凭栏曾担任过近 10 年诗歌论坛的版
主，他认为网络论坛上的作品泥沙俱下，版主每天
看到的作品有很多都是类似的，没有太多新意。
他决定离开论坛，“与其每天看着一堆水平可能比
你的还差的作品，还不如好好读经典诗人的诗作，
真正提高自己的创作水平”。而诗人高作余则坚
持做论坛的版主，他认为论坛版主可以从帖子里
找到那些真正优秀的作品，并通过网刊、微博、微
信等平台将这些作品进行推广。这既能够真正帮
助那些刚起步的诗人，也为纸媒选诗提供了很好
的素材。

在交流中，商震、泉子、扶桑等建议大家不要
在意使用什么媒介的问题，关键是把诗歌写好。商
震说，诗人在写作中要有自己独立的审美体验、价
值判断和语言方式。诗人要感知大地的脉动，就是
要作为一个普通人去感受生活的酸甜苦辣。泉子
认为，现在很多诗人在语言和技巧上都没有任何
问题，但是还没有找到独属于自己的声音，因此他
们的诗歌就没有太高的辨识度。写诗就如修行一
般，一个诗人在内心找到了自己，在写作上也一样
会找到属于自己的声音。扶桑谈到，诗歌没有那么
多的禁忌。常有人说诗歌不能写太个人的东西，其
实不是不能写，关键在于他能不能通过自我的经
历抵达人类的共同经验。

活动期间，还举办了“诗人八零、楼兰女子作
品研讨会”。这两位诗人的作品即将发表在《诗刊》
的“双子星座”栏目上。与会者对这两位诗人的诗
作进行点评，指出了这些作品中的优缺点，并讨论
了当前诗歌创作普遍存在的一些问题。（黄尚恩）

《诗刊》加强与网络诗人的交流

本报讯 近日，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宣
传部、内蒙古文联、内蒙古作协、正蓝旗人
民政府在呼和浩特和等地举办了纳·赛音
朝克图诞辰100周年系列纪念活动。

纳·赛音朝克图是蒙古族诗人、翻译
家，曾任全国政协第二、三、四届委员，1960
年开始担任《诗刊》编委，历任中国作协内
蒙古分会主席、中国作协理事。他一生为
蒙古族文学和祖国的文学事业作出了重
要的贡献，著有诗集《心的伙伴》《我们雄
壮的呼声》、散文集《蒙古复兴之音》《沙漠
故乡》、抒情长诗《狂欢之歌》等，在国内外
享有较高的知名度。

座谈会上，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常委、
宣传部部长乌兰指出，广大文艺工作者要
向纳·赛音朝克图学习，自觉地承担起繁
荣发展民族文化的历史使命，传承和发扬
他德艺双馨的崇高风范和价值选择，主动
承担起守好内蒙古各民族美好精神家园
的重大职责。

来自全国知名高校及学术单位的专家
学者从历史、语言、文学、思想等多个方面，
对纳·赛音朝克图及其作品进行分析研究，
而且把学术视野向人文学、教育学、比较文
学等更广泛的领域延伸。作家们表示，要学
习、传承和发扬纳·赛音朝克图开拓创新和
精益求精的创作态度，以充沛的激情和崭
新的理念，谱写新时代的乐章。

活动期间，举行了纳·赛音朝克图纪念
碑揭幕仪式暨纳·赛音朝克图纪念馆开馆
仪式、乌兰牧骑专场演出、牧民诗歌朗诵比
赛、牧民那达慕大会等。 （斯日古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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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9月1日，《天涯》杂志读者俱乐部
在海南省海口市“开张”。

《天涯》杂志自 1996 年改版之后，提出“大
文学”、“大文化”的办刊方向，主张走出象牙塔，
直接表达对社会现实与文化的观察和看法，产
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近年来，《天涯》与时俱
进，不断尝试新的传播方式，在网络时代更加重
视扩大自己的影响力，作者、读者加强线上交流
之外，又进一步加强线下面对面交流的力度，

《天涯》读者俱乐部由此应运而生。

开办读者俱乐部是《天涯》“从文学迈只脚
进现实”传统的延续，杂志社通过面对面的交
流，拉近“编写读”三者之间的距离，进一步深化
杂志的话题讨论，扩大杂志的影响力。

读者俱乐部“开张”当天，作家郭文斌和《天
涯》杂志社编辑及海南省各界人士，举行了主题
为“传统文化与当下道德建设”的文化沙龙活
动。《天涯》杂志社社长孔见、主编王雁翎，海南
师范大学教授单正平、张浩文，海南大学教授刘
复生等也作了发言。

《天涯》开办读者俱乐部

本报讯 9月3日，鲁迅文学院第十三期少
数民族文学创作培训班在中国作协北戴河创作
之家举行开班仪式。中国作协党组副书记、鲁
迅文学院院长钱小芊在仪式上讲话。中国作协
书记处书记白庚胜出席开班仪式。

本届培训班共有 37 名学员，来自新疆、西
藏、内蒙古、云南、贵州、广西、青海等16个省区
市，包括藏族、蒙古族、壮族、苗族、朝鲜族等12
个少数民族。在开班仪式上，藏族作家希多才
让、彝族作家罗家柱、满族作家代韧飞、蒙古族
作家托力木杰代表本期培训班学员作了发言。

他们感谢中国作协和鲁迅文学院对少数民族文
学发展事业的关注和支持，表示要倍加珍惜此
次的学习机会，认真汲取创作经验，以习近平总
书记系列讲话精神为指引，积极参加以“中国
梦”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主题的创作实践，
创作出深受人民群众喜爱又独具文学艺术特色
的好作品。

开班仪式由鲁迅文学院常务副院长成曾樾
主持，鲁迅文学院副院长李一鸣、王璇出席了开
班仪式。

（鲁 文）

鲁迅文学院第十三期

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培训班开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