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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 7月 2日至 10日，由中国作家协会和国家民委

联合召开的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会议在北京举行。这是

一次空前规模的少数民族作家的盛会。来自祖国各地的48

个少数民族的作家、诗人、评论家和翻译家102人参加了会

议。长期生活和创作在少数民族地区并取得显著成绩的部

分汉族作家、有关单位的负责同志以及首都新闻出版单位

的记者、编辑也参加了会议，共计128人。

这样大规模的会议是前所未有的。1955 年，中国作协

曾经召开过一次少数民族文学座谈会，那是我国少数民族

作家的第一次聚会。从那以后，在 1956年中国作协第二次

理事（扩大）会议和1960年全国第三次文代会上，都有中国

作协负责同志作过有关少数民族文学工作的专题报告。但

是像 1980 年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会议这样大规模的会

议还是第一次。时隔25年，参加过1955年少数民族文学座

谈会的彝族作家李乔、维吾尔族作家铁依甫江、蒙古族作家

玛拉沁夫等再次相聚在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会议上。

会议期间，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

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乌兰夫接见了出席会议的全体同志，

并作了重要讲话。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周扬、国家民委副

主任江平作了报告。中国作协副主席陈荒煤、冯牧、铁依甫

江等主持会议。铁依甫江致开幕词，冯牧向大会作了题为

《大力发展和繁荣我国少数民族的社会主义文学》的报告，

陈荒煤作了会议总结。国家民委副主任胡嘉宾致闭幕词。

这次会议围绕进一步落实党的民族政策；坚持为人民

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

方针；加强和改善党对少数民族文学事业的领导；积极培

养、壮大少数民族作家队伍和发展、繁荣少数民族文学创作

等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许多代表提出，发展少数民族文

学创作，首先要落实党的民族政策。这次开会，要切实解决

一两个具体问题。藏族女作家益希卓玛提出倡议，中国作家

协会和国家民委要在中央民族学院开办民族文学部。

汉族作家彭荆风作了题为《心在边疆》的发言。他说，我

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祖国的统一，民族的团结，对于生

活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作家，应当是当前最严肃的主题。

我们应该歌颂边疆的新人新事，为建设一个团结、富裕、文

明的新边疆而奋斗。

参加这次会议的代表一致认为，我国少数民族文学事

业，尽管走过艰苦曲折的历程，但成绩是巨大的，是各个民

族历史上所未有的，它以强烈的时代精神和鲜明的民族特

色，丰富了我国社会主义文学。我国50多个少数民族大都有了本民族的作家

和作者，在中国作协会员1548人中，少数民族会员有128人，约占百分之八。

30年来，我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出现了大量好的和比较好的作品，我国出版

了数以千计的用少数民族文字或汉文创作的少数民族作家的作品。

通过讨论，代表们认为，发展和繁荣我国少数民族文学有几条基本经

验，值得在今后的工作中充分地重视。这就是：必须正确地、全面地、坚定地

贯彻落实党的民族政策；必须坚持党的文艺方向，执行党的文艺方针；必须

保持和发扬民族特色；必须大力培养和扩大少数民族作家队伍。

代表们同时认为，我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还存在不少问题，需要尽快

加以解决。这些问题主要是：各民族文学发展还很不平衡；整体创作水平

有待提高；少数民族文学作品发表、出版困难很多；翻译工作跟不上创作的

发展；对少数民族作家、作品的评论和研究还很薄弱；少数民族的女作家太

少，等等。

会议认为，我国的民族问题就是边防问题、安定团结的问题、祖国统一

的问题、四化建设的问题，是带有全局性的重大问题。“民族问题的实质是阶

级问题”，这是一个错误的理论。社会主义时期各民族之间的关系基本上是

劳动人民之间的关系，实行民族区域自治；逐渐消除各民族间政治、经济、文

化事实上的不平等；承认民族差别，照顾民族特点。各族劳动人民之间的利

益是一致的，形成了团结、平等、互助、友爱的新型关系。

会议认为，少数民族文学是中华民族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发展少数民

族文学事业，不能只是单纯地从民族文学方面着眼，要着眼于发展我国的政

治、经济、文化，搞好民族团结、巩固边疆，建立统一、强大的多民族的社会主

义祖国。要承认少数民族在整个文学发展史上是有贡献的，要恢复我国各少

数民族在我国文学史上应有的地位。

（下转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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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祖国共命运与祖国共命运

与人民同呼吸与人民同呼吸
庆祝中国作协成立庆祝中国作协成立7070周年周年

新华社北京7月1日电 为配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更好满足广大干部群众对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图书的阅读需求，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

版社、学习出版社、外文出版社等11家出版单位出版的30种

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重点图书，7月1日

在学习强国、新华书店网上商城、易阅通、咪咕、掌阅等14家

网络传播平台上线。

30种重点数字图书包括习近平总书记著作、讲话单行

本，以及权威部门等编写的论述摘编、学习读本、思想研究、用

语解读、描写习近平总书记工作生活经历的作品，涵盖经济、

政治、文化、社会、党建、外交等领域。14家网络传播平台设

置了“新时代 新经典——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重点数字图书专栏”，人民网等7家中央重点新闻网站

设置了专栏链接，着力通过互联网推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人心、落地生根，帮助广大干部群众实现

理论学习有收获、思想政治受洗礼。

去年9月有关部门组织集中上线第一批学习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重点数字图书以来，读者访问量、点

击量、下载量不断攀升，利用互联网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成为阅读新风尚。

新一批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重点数字图书上线

本报讯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人们都认为陕西作

协承继了中国作家协会西安分会的血脉，成立的时间

是1954年。其实，以客观的态度上溯历史，中国作协

西安分会的前身——西北文学工作者协会成立的时

间，应该是1950年的9月，这样算起来，陕西作协的历

史已经有69年。如果再往前追溯，西北文学工作者协

会又承继了1937年成立的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的血

脉，主要负责人柯仲平、马健翎等领导和组织了陕甘宁

边区文化协会、作协西安分会、陕西作协的工作，一脉

相承，持续未断。所以，陕西作协的渊源或发轫应该从

1937年算起，这也是对历史的尊重。

与延安时期党的文学工作组织一脉相承

1950年1月19日，西北军政委员会在西安宣告成

立。彭德怀任主席，习仲勋、张治中任副主席。同日，

马健翎被任命为西北军政委员会文化部副部长。9月

21日，西北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在西安召开。马

健翎主持大会，原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副主任张季纯

致开幕词，大会总主席柯仲平做报告。大会选举柯仲

平、马健翎、张季纯、郑伯奇、胡采、赵望云、石鲁、王汶

石、黄俊耀等75人组成西北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柯仲

平任主席。9月26日，西北文学工作者协会、西北美

术工作者协会、西北戏剧工作者协会、西北音乐工作者

协会、西北曲艺改进协会、西北电影工作者协会等在西

安成立。

1954年10月，西北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撤销。根

据中共中央宣传部的决定，原大区作家协会均改为大

区所在地城市的中国作家协会分会，负责联系原大区

各省市的作家协会会员，西北作家协会筹委会召开扩

大会，研究成立分会事宜。郑伯奇、王汶石、苏一萍、张

季纯、柳青、钟纪明、马健翎、胡采、张棣赓等出席。11

月8日，中国作协西安分会成立，马健翎致开幕词并报

告筹备经过。他说，本会的任务是领导会员学习马列

主义、党的政策，深入生活，努力创作，培养青年作家和

兄弟民族作家。王汶石宣读分会简章，获得通过。柳

青致闭幕词。会议选举马健翎为主席，柳青、郑伯奇、

胡采为副主席；决定分会秘书长由王汶石、戈壁舟、李

古北、余念、杜鹏程5位驻会作家轮流担任，任期各为

一年，第一任是王汶石。分会有正式会员31人，在西

安的26人。参加成立大会的代表有24位，其中有柯

仲平、马健翎、柳青、郑伯奇、胡采、王汶石、戈壁舟、李

古北、余念、杜鹏程、王宗元、王老九、袁烙、黄俊耀等。

以上充分表明，陕西作协的发展是和延安时期的

党的文学工作组织一脉相承的，这是陕西作协的光荣，

更是继承和弘扬延安精神的使命和责任。

1954年国庆节后，原西北文联干部杨韦昕被调去

参与筹备中国作协西安分会的工作，据杨老回忆，他曾

随同王汶石一起为作协选址，几经周折，选定了西安建

国路上的原高桂滋公馆。从此，这里就一直是中国作

协西安分会——陕西作协的办公场所，弹指一挥间，

65年过去了，一个多甲子里，这里出入了多少文学大

家，诞生了多少文学巨著，也不断推动着陕西文学乃至

全国文学的发展，成为了实实在在的陕西文学的大本

营、中国文学的重镇。

“1955年春，我和丈夫李若冰走进作协大院，好不

惊喜，门口鱼池的喷头水花飞舞，旁边是座大礼堂，礼

堂旁的耳房还承载着重要的历史事件。1936年西安

事变，张学良、杨虎城二将军在临潼的山上找到蒋介

石，把他带到这里，耳房就是开始谈判的地方。前边是

一个不小的花园，各种树木果木郁郁葱葱，葡萄藤搭起

了一个一个环形的走廊，正是散步健身的极好场地。

往前跨过圆门之后，是布局完全相似的三进四合院。”

作家贺抒玉曾经深情的回忆道。

在新时代不忘初心 再铸辉煌

1956年，陕西作协创办了文学月刊《延河》。它的

筹办者中的绝大多数作家和编辑们，都是喝过延河水

吃过陕北小米的，在他们的心中，延河不是一条普通地

理概念上的河流，它是一种信念、一种追求的象征，他

们自然对革命事业肩负着一种责任和使命。“我第一次

和陕西作家协会发生联系，诱因是文学刊物《延河》”，

已故作家陈忠实曾回忆，他在15岁的时候，平生的第

一篇小说《桃园风波》被老师推荐到《延河》。“尽管此事

再无下文，我却记住了《延河》。”那应该是1957

年的事，当时，包括陈忠实在内的任何人，谁也

不会料到26年后，他调入陕西作协成为专业作

家，再之后，陈忠实和他的《白鹿原》成了这个大

院的一个旗帜性的象征。

文艺理论家、西北大学教授刘建军曾回忆：

1958 年陕西作协开座谈会，研讨作家“放卫

星”，参加座谈会的作家有柯仲平、柳青、王汶石

等，我作为青年教师列席会议。会议气氛是慢

慢热起来的，当大多数人无法平静的时候，柳青却异常

的平静，始终不说自己要“放卫星”，给我留下极深的印

象。柳青扎根长安皇甫村14载，一部引领中国当代现

实主义文学的《创业史》成为不朽的经典，柳青深入生

活的精神也成为文学创作的典范。

路遥在1974年的冬天上大学放寒假时，就曾应邀

到《延河》（时为《陕西文艺》）帮忙工作过。1976年9

月，大学毕业的路遥正式成为《延河》编辑部小说组的

一名编辑。从此，工作、吃住都在作协大院的路遥房间

里的灯，一定是院子里最后灭的。在这不熄的灯光里，

路遥与他的《人生》《平凡的世界》一起熠熠生辉。

贾平凹是陕西当代作家中成名早、作品多又一直

笔耕不辍的典范。已经有的几十部作品足以等身，但

难能可贵的是在几十年间，从未放下手中的笔，于今仍

保持几乎两年一部长篇的频率，是作家中的“劳模”。

贾平凹从陈忠实手里接过陕西作协主席的重担，为陕

西作协事业的发展，为陕西文学乃至中国文学、世界文

学持续奉献。

还有在行政岗位上为陕西作协一直默默耕耘的一

大批人，他们为作家服务、为文学服务，陕西作协的发

展、陕西文学的发展，不能不提他们的贡献。在陕西作

协党组书记岗位工作13年的雷涛，曾提出“开门、开

放、开拓”办作协的新思路、新理念，“为文学事业服务、

为创造服务、为作家服务”，作协党组鼓励作家到更广

泛的领域去深入生活，加大城市题材、历史题材和少儿

题材的创作力度……

陕西作协从延安走来，延河水长流，使命在肩头，

70年的历程，在党的文艺思想指引下，一批又一批、一

代又一代作家在这里披肝沥胆、孜孜以求，让陕西文学

绿茵一片、大树参天。放眼新时代，陕西作协当不忘初

心、承继历史，发扬传统、再铸辉煌。

（齐雅丽）

从延河而来的陕西文学生生不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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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6月26日，纪念《长城》

杂志创刊40周年座谈会在石家庄举

行。徐光耀、王振儒、王凤、关仁山、李

延青、刘建东，以及来自全国各地的十

余位作家、评论家、编辑家，《长城》杂

志历届编辑部成员代表等60余人参

加活动。

《长城》大型文学期刊由河北省作

家协会主办，创刊于1979年 6月，以

中短篇小说、散文随笔和特色栏目为

主要刊发内容。创刊40年来，《长城》

始终坚守高品质的文学阵地，不断提

升办刊水平，积累了丰富的办刊经验，

取得了突出成绩。

在座谈会上，王凤对《长城》创刊

40年来的工作成绩进行了充分肯定，

并希望它能够推出更多精品力作。徐

光耀在致辞中肯定了《长城》对河北以

及全国文学发展所做出的重要贡献及

可贵的担当精神，并希望《长城》坚守

文学阵地和艺术高地，以更加开放的

精神和气度，在新的历史时期再创辉

煌。王振儒充分肯定了《长城》杂志在

推动河北省文学事业高质量发展过程中所作的

贡献，并就办刊方向、加强阵地建设、提升办刊

水平等方面提出了要求。张峻、刘小放、郁葱、何

玉茹等在发言中也都感怀40年岁月中《长城》

历代编辑可贵的职业品格。刘庆邦、贾梦玮、吕

新、吴克敬、王春林、陈福民、张学昕、杨晓升、汪

惠仁等全国知名作家、评论家、编辑家通过自己

的切身体会肯定了《长城》的文学品格和独特气

质，并深情寄语《长城》，表达了和《长城》风雨与

共的情谊和对《长城》更美好未来的期待。

《长城》杂志社的编辑们表示，《长城》将以

创刊40周年为新的起点，坚守文学理想、秉承

传统，牢牢把握前行方向，并追随时代脚步，不

断开拓创新、内外兼修，持续增强责任意识、提

升办刊水平，日益扩大影响力，更好地发挥文学

期刊的独特作用，不断推出有筋骨、有道德、有

温度的优秀作品，不断推出德艺双馨的文学家

及创作新人，开启文学期刊发展的新征程。

（冀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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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王觅） 6月28日，鲁迅文学院第三

十四期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培训班（内蒙古班）结业典礼

在京举行。中国作协副主席、鲁迅文学院院长吉狄马加

出席结业典礼，并为学员们颁发结业证书。

吉狄马加在讲话中说，本期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培训

班，是中国作协、鲁迅文学院认真贯彻落实党的民族政

策、进一步加强少数民族文学人才培养的重要举措，对

推动少数民族作家队伍建设有着重要意义和作用。希

望学员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坚守草原气派和草原风韵这一内蒙古文学的永

恒地标，学习传承、发扬光大这一独具特色的美学风格

和精神内涵，坚持深入本民族文化和生活，坚持以人民

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坚持精品意识，明确自身所担负的

历史使命与责任，努力创作出更多无愧于时代、无愧于

民族的精品力作，为祖国少数民族文学事业的繁荣发展

作出自己的贡献。

赵文、阿昕、刘慧刚等学员代表先后发言，畅谈了

各自的学习心得和收获，表达了对鲁院的感激和留恋

之情。

据介绍，本期培训班为期25天。其间，鲁院邀请多

位专家学者进行授课，邀请部分报刊的编辑与学员们展

开讨论交流，安排了小组研讨和文艺汇演，并组织学员

们赴国家大剧院观摩话剧《风雪夜归人》。大家积极交

流学习体会，分享创作经验，不仅收获了文学知识、提升

了创作水平，还建立了深厚的师生同学情谊，留下一段

难忘的文学记忆。

出席结业典礼的还有鲁迅文学院副院长徐可等。结

业典礼由鲁迅文学院副院长李东华主持。

鲁院第34期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培训班结业

6月25日至7月1日，由北京歌剧舞剧院创作演出的现代乐舞作场《清平乐·大都吟》在京与观众见面。作为北
京演艺集团2019年“梦想成真”五月演出季的重点剧目之一，该剧经过4年筹备、11次易稿，在题材元素和演出形式
上进行创新，将歌舞艺术与诗词歌赋、戏剧表演等巧妙融合。全剧以1272年忽必烈定都元大都（今北京）为背景，通
过《大都阙》《大都曲》《大都剧》《大都乐》《大都月》五个章节，对元曲、元杂剧、元代乐舞等元代文化艺术的多个不同
侧面进行了一次富有人文情怀的回望与演绎，古意悠然地展示了一幅全景式元代社会生活画卷，力求使观众感受到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风华与神韵。该剧由何晓彬担纲导演和艺术总监，曹路生编剧，杜鸣编曲，李晓慧、罗昱文、李
郦鲸、张铎、张雨丹、吕光涛等青年舞蹈演员主演。 （王 觅）

本报讯 6月29日，由湖北省文联、武汉市文联主办，芳草杂志社等单位承

办的“《中国，一个老兵的故事》诗歌朗诵会”在武汉举行。湖北省文联主席刘醒

龙，湖北省文联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邓长青，诗人车延高，武汉文联党组书记、

常务副主席李蓉及阎志等出席活动。

《芳草》杂志2019年4期“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专号”头条推出

刘益善创作的3000行长诗《中国，一个老兵的故事》，讲述湖北来凤老英雄张富

清60多年来深藏功名，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感人事迹。6月14日《光明日报》

节选长诗部分章节整版刊发。

朗诵会节选长诗部分章节，由18位朗诵艺术家以舞台剧形式呈现。“序幕”

部分讲述张富清的基本事迹，第一幕《红布包里的秘密》介绍张富清深藏战功60

年终被知晓的故事，第二幕《战火中炼出的英雄》倒叙张富清参军前的生活、参军

后经历的战斗和立功过程，第三幕《清风两袖一身廉》通过不同的人物讲述张富

清为人为官的清廉正直，第四幕《老兵的军礼》抒发了老兵感人至深的情怀。在

近一个小时的活动中，艺术家们声情并茂，倾情演绎，诠释出老兵张富清淡泊名

利、无私奉献、坚守初心的境界，鼓舞大家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淡泊名利、砥砺前

行，努力做新时代的奋斗者。长江云APP全程直播，截至活动结束点击量约63

万，引起热烈反响。 （张 睿）

《芳草》举办主题诗歌朗诵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