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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及创作《多瑙河的春

天》的契机，王立新表示，2016

年，他在河北省作家协会的安

排下，创作了反映河北钢铁大

省结构调整、转型升级的长篇

报告文学《钢结构》，在采访中

了解到河钢集团收购塞尔维

亚斯梅代雷沃钢厂的故事，此

后就一直关注这个企业。

“河北是中国第一钢铁大

省，河钢是中国特大钢铁企业

集团之一，这里发生的故事，

像磁铁一样吸引着我。”王立

新坦言，河钢集团能否让斯梅

代雷沃钢厂起死回生，在当时

有很大的悬念。2017 年初，

塞尔维亚传来振奋人心的消

息，这个企业已结束长达七年

的亏损，并扭亏为盈。

作为一名报告文学作家，

王立新敏锐地觉察到，这里面

一定有值得书写的精彩故事.

他从2017年开始进行大量采

访并着手创作,恰好省作协也

将《多瑙河的春天》列为重点选

题，双方一拍即合.王立新的实

地采访走得更远：对河钢集团

党委书记、董事长于勇进行专

访，了解到高层决策的幕后故

事，对河钢集团的经营理念和

海外发展战略有了更深刻的认

识；2018年底，王立新赴塞尔维

亚，对河钢塞钢的管理团队以

及塞尔维亚员工代表进行采

访。同时，省作协专门成立专

家组，以改稿会、审稿会的形

式，为作品“把脉开方”。王立

新数易其稿，最终写就了这部

长篇报告文学。

“用文学奏响‘一带一路’

最强音。”这是王立新创作这部

长篇报告文学最强烈的感受。

他说，用文字把最典型、最精彩

的中国故事、中国智慧、中国精

神、中国气质进行阐述，对于

“一带一路”建设和读者了解

“一带一路”都有积极的作用。

用文学奏响
“一带一路”最强音

本报讯(融媒体记者张思

思)5月19日至22日，作为河北

省教育厅确定的今年重点国际

合作交流项目之一，“第二届美

国亨德森·河北艺术国际音乐

节”在石家庄河北艺术职业学

院举办，来自美国亨德森州立

大学的 Jones 校长率 4 名音乐

系教师和 18 名音乐系学生组

成的代表团访问河艺。两校师

生开展了丰富多彩的文化交流

活动，为双方师生搭建起国际

文化交流的平台，进一步提升

了双方国际化办学水平。

在音乐节期间，亨德森大

学 Jones 校长和亨德森大学的

20 余名师生观看了中国传统

戏曲艺术、美术书法、民乐展

示，同学们穿上戏曲服装，拿起

中国毛笔，体验中国文化艺术，

大家一起在包饺子中体会中国

美食文化，在音乐方面更是进

行了深入交流。其中，亨德森

州立大学的学生诺兰德还体验

了一把画京剧脸谱，“中国京剧

的脸谱很神奇，如何会想到用

不同的颜色代表不同的性格

呢？发明这些脸谱的人很聪

明。”美国学子通过各种形式的

文化体验活动从不同角度了解

河北艺术、河北文化，进一步增

强对中国文化和艺术形式的认

知，亨德森大学Jones校长表示

“我们感受到了河艺之美、河北

之美”。

5 月 21 日晚，音乐节专场

演出在河北艺术职业学院四楼

剧场拉开帷幕。美国亨德森州

立大学音乐专业的师生与河北

艺术职业学院的师生联袂奉献

了一场东西方文化碰撞与交融

的音乐盛宴。音乐会在中美学

生合奏两国国歌中拉开序幕，

双方分别表演各自的代表曲

目。交响乐《红旗颂》、著名青

年小提琴演奏家李新星的小提

琴协奏《梁山伯与祝英台》，台

下观众掌声不断。此外，钢琴

独奏、男声独唱《我亲爱的》，女

生独唱《火焰在燃烧》，器乐合

奏《夜深沉》等精彩表演将整场

演出推向高潮。

据了解，此次举办的“第二

届美国亨德森·中国河北国际

音乐节”活动，既是中美两所院

校友谊的延续，又是合作的新

征程。音乐节期间，双方音乐

表演专业师生通过大师课、联

合排练、联合汇报演出等形式

进行交流与互动，并就两校音

乐表演专业人才联合培养、学

分互认、课程共建等方面的合

作进行了洽谈。河北艺术职业

学院庞彦强院长表示，“下一步

我们将尝试与亨德森州立大学

在传统戏曲艺术上开展交流与

合作。”亨德森州立大学音乐专

业教授林媚薇也对此充满了憧

憬，她表示，她很期待能有更多

的交流与合作。

“第二届美国亨德森·
河北艺术国际音乐节”
在石举行

报告文学《多瑙河的春天》将出塞语版

王立新：用文学奏响
“一带一路”的最强音

上个月，长篇报

告文学《多瑙河的春

天——“一带一路”上

的钢铁交响曲》（简称

《多瑙河的春天》），由

河北教育出版社、花

山文艺出版社联合出

版发行，引起广泛关

注。日前，该书出版

座谈会在位于塞尔维

亚的河钢塞钢举行，

《多瑙河的春天》中文

出版方与塞尔维亚灯

塔出版社签订了塞语

版出版合同。据悉，

塞语版的《多瑙河的

春天》将于2020年出

版发行。近日，记者

对该书作者王立新进

行了专访。

《多瑙河的春天》

采用长篇报告文学的

形式，以“一带一路”

国际合作为大背景，

对河钢集团收购塞尔

维亚斯梅代雷沃钢

厂，并在短期内使其

扭亏为盈、重获新生

的不平凡历程，进行

了全面生动的讲述，

也总结了河钢先进的

管理理念，成为国内

第一部展示这一创举

的精品力作。同时反

映了中塞务实合作的

巨大成就，展示了“一

带一路”倡议取得的

显著成绩。

融媒体记者 康瑞珍

王立新从事报告文学创作30余

年，创作了大量报告文学作品，他对如

何写好报告文学有自己的心得和体会。

“报告文学既要‘站稳大地’，又要

‘腾空而起’。”王立新说，作家的采访要

深入扎实，尽最大可能真实、全面地掌

握所要描写的人物和故事，做到根基牢

靠；又要在创作中汲取灵感，尽可能挖

掘、拓展和扩张艺术空间，充分发挥文

学艺术的想象力。最重要的是融入感

情，与故事中的人物心灵相通，只有打

动作者自己的作品，才能感动读者。所

以《多瑙河的春天》更多的是写故事中

人的喜怒哀乐，写中塞两国人民的心灵

碰撞，这比单纯写经营、生产更有魅力。

如今，王立新对钢铁题材的文学

创作更为偏爱。他坦言，从2004年创

作《曹妃甸》开始，随着采访的深入，对

钢铁企业越熟悉，渴望了解的东西也越

多，所以还会继续创作钢铁题材作品。

他透露，目前已完成初稿和准备写的作

品中，有三部是描写钢铁企业的。

只有打动自己，才能感动读者

王立新近年来一直关注我省钢铁

企业发展，创作出《曹妃甸》《首钢大搬

迁》《大海上的钢城》系列长篇报告文学

《首钢三部曲》引起广泛关注，被中国出

版传媒集团推荐为2015年度中国最具

影响力图书，荣登中国作家协会2016

年度全国优秀作品推荐榜，并被国家新

闻广电总局列为国家“十三五”规划文

艺原创精品图书。其中《曹妃甸》入围

第四届鲁迅文学奖。他被称为我省作

家中写钢铁题材的“第一人”。

然而，河钢塞钢这一题材，使他面

临新的挑战。王立新说，河钢塞钢这个

题材不再局限于国内，涉足国外，要在

大历史和新时代背景下反映国际性钢

铁企业间的收购与合作，牵扯到大政方

针的贯彻部署、国际政治的风云变幻、

外国钢铁企业的前世今生，以及跨国企

业的综合性战略布局等方面，这些都是

他要面对的挑战。他最终靠着跨国实

地采访，搜集大量素材资料，并且在创

作中精心打磨，使这部作品得以完成。

省作协副主席李延青评价该书

说，“他以乐章的方式搭建故事框架，

编排叙述体例，恰到好处地将两个时

空中的钢铁故事熔于一炉，既避免了

作品沦为生硬的材料堆砌，又克服了

文学叙述可能产生的轻飘与浮夸，使

这部作品既具备钢铁的厚重质感，又

具有乐曲的欢快动人。”

以乐章的方式搭建故事框架

在采访、创作过程中，王立新看到

了河钢人的胆识和勇气，感受到了河钢

人准确把握未来大势，走出国门，打造

世界河钢的格局与智慧。

创建于1913年的斯梅代雷沃钢

厂，是塞尔维亚共和国唯一的国有钢铁

企业，鼎盛时期，贡献了斯梅代雷沃市

40%的财政收入，被誉为“塞尔维亚的

骄傲”。“这是一个功勋卓著的钢厂。”王

立新说，由于经营不善，钢厂2003年陷

入破产绝境。后被美国钢铁公司收购，

但最终没能在金融危机中挽救它。

为什么河钢塞钢能成功？王立新

坦言，这其实与中国改革开放40多年

来，钢铁工业的发展有直接关系。“斯梅

代雷沃钢厂当年被诗人描写为翱翔在

多瑙河上空的钢铁雄鹰。陷入困境时

它已没有了原料供应和钢材出口市场，

两个翅膀都没了，因年久失修，所以脊

梁也不行了。”河钢集团收购了这家钢

厂后，把创新积累的现代化运营管理理

念植入新公司，投入资金并派出技术团

队对其进行技术改造和提升，并利用河

钢集团在全球的营销服务网络优势，调

集优质的矿产资源，提供广阔的市场，

充分挖掘塞方企业潜力，使这只“钢铁

雄鹰”重新翱翔在多瑙河的上空。

河钢塞钢采取用人本地化、文化

本地化、利益本地化的创新理念，为河

钢塞钢的成功运营提供了保障。这令

王立新很感动，“他们没把员工当包袱，

而是与员工做朋友，为他们带来希望。”

为“钢铁雄鹰”重新插上翅膀

美国学生手拿毛笔体验中国艺术美国学生手拿毛笔体验中国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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