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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届茅盾文学奖评奖委员会于2019年8月16日进行第六轮投票，产生了5部获奖作品。投票过程在纪律
监察组监督下进行，由北京市方正公证处公证。

现将获奖作品名单及评奖委员会、纪律监察组、评奖办公室名单予以公布。
特此公告。

第十届茅盾文学奖评奖办公室
2019年8月16日

第十届茅盾文学奖
评奖办公室公告

[ 第3号 ]

第十届茅盾文学奖揭晓
第十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

（以得票多少为序）

《人世间》 梁晓声
《牵风记》 徐怀中
《北上》 徐则臣
《主角》 陈 彦
《应物兄》 李 洱

第十届茅盾文学奖评奖委员会
主 任：铁 凝

副主任：李敬泽 阎晶明

委 员：马步升 王本朝 王彬彬 韦健玮 石才夫 叶立文 丛治辰 包斯钦 吉米平阶 刘 华

刘 琼 刘大先 刘复生 刘晓林 孙甘露 李一鸣 李延青 李国平 李掖平 李朝全 杨 扬

杨 青 杨少衡 杨庆祥 吴 俊 邱华栋 何 平 何 弘 何向阳 汪 政 张 莉 张丽军

张清华 张新颖 陈晓明 陈福民 邵 丽 欧阳友权 欧阳黔森 季 宇 岳 雯

金仁顺 孟繁华 胡 平 洪治纲 贺仲明 徐兆寿 徐贵祥 郭文斌 黄桂元 黄德海 曹启文

梁鸿鹰 董立勃 韩春燕 鲁 敏 鲁顺民 谢有顺 潘 灵

第十届茅盾文学奖纪律监察组
组 长：吉狄马加

成 员：李 梅 陈德龙 胡友笋 纳 杨

第十届茅盾文学奖评奖办公室
主 任：何向阳

副主任：李朝全 赵 宁

本报讯（记者 李晓晨） 8月16日，第十届茅盾文学奖在

北京揭晓。评奖委员会经过第六轮投票，产生了5部获奖作品，

梁晓声的《人世间》、徐怀中的《牵风记》、徐则臣的《北上》、陈彦

的《主角》、李洱的《应物兄》5部长篇小说获得该项殊荣。中国作

协主席、第十届茅盾文学奖评奖委员会主任铁凝出席并讲话。

铁凝说，茅盾文学奖历来体现中国当代长篇小说的创作

高度，体现导向性和权威性。本届茅盾文学奖的评奖，正值全

国各族人民共庆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正值全党开展“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之际，被文学界和广大读者寄予了更

高的期待。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工作的重要论述，把那些体现民族精神

和时代精神、体现中国文学在新时代的思想和艺术水平的优秀

作品评选出来，是我们共同的信念与目标。各位评委充分认识

到茅盾文学奖作为国家级文学大奖的庄严价值，始终牢记茅盾

文学奖的指导思想和评奖标准，牢牢把握正确导向，着眼于中

国文学发展的大局，从尊重文学、尊重作家的劳动成果出发，坚

持社会责任和艺术良知，认真务实、一丝不苟地履行职责，最终

选出了5部体现4年来长篇小说创作卓越成就的作品。

茅盾文学奖由中国作家协会主办，每4年评选一次。第十

届茅盾文学奖自今年3月15日启动，评奖范围为2015年至

2018年间在大陆地区首次出版的长篇小说，共有234部作品

经推荐参评。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聘请了来自全国各地的62

位作家、评论家和文学组织工作者组成评奖委员会。评委们对

作品进行了认真阅读、深入讨论，于8月12日投票产生了10部

提名作品并进行公示。8月16日，经第六轮投票，产生了5部获

奖作品并向社会公布。

5部获奖作品从不同侧面反映了近年来我国长篇小说创

作的思想高度、艺术水准，体现出广大作家和文学工作者在新

时代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工作的重要论述，坚持以

人民为中心，深入生活，潜心创作，弘扬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

从“高原”迈向“高峰”的努力和成就。

中国作协对本届茅盾文学奖的评奖条例和评奖细则进行

了修订，同时专门设立纪律监察组对评奖工作进行全程监督，

聘请国家公证机构对评奖进行公证。这些举措确保了评奖工作

顺利进行。

茅盾文学奖是我国具有最高荣誉的四大文学奖项之一，近

40年来一直深受文学界的重视和全社会的关注。

第十届茅盾文学奖颁奖典礼将于10月中旬在北京举行。

第十届茅盾文学奖8月 16日在北京揭晓，梁晓声的

《人世间》、徐怀中的《牵风记》、徐则臣的《北上》、陈彦的《主

角》、李洱的《应物兄》5部作品获奖。日前，中国作协党组成

员、副主席、书记处书记、第十届茅盾文学奖评奖委员会副

主任李敬泽接受本报记者采访，就评奖的相关问题回答了

记者提问。

记 者：作为我国具有最高荣誉、备受关注的全国性文

学奖项之一，第十届茅盾文学奖评奖具有什么特殊意义？

李敬泽：本届评奖确实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本届评奖

和颁奖正值全国各族人民共庆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党

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文

化文艺事业，习近平总书记2014年10月15日在文艺工作

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为新时代中国社会主义文艺的发

展指明了方向和道路。不久前，总书记专门致信祝贺中国文

联、中国作协成立70周年，对文学事业和作协工作提出了

希望和要求。目前，全党正在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

题教育，也对本届评奖提出了新的要求。本届评奖的范围是

2015年至2018年，参评及获奖作品正体现了中国文学界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工

作重要论述的指引下，深入生活，潜心创作，弘扬民族精神

和时代精神，从“高原”迈向“高峰”的努力和成就，因此具有

十分重要的意义。

记 者：今天，第十届茅盾文学奖评选出了5部获奖作

品，标志着本届评奖落下帷幕，请您介绍一下本届茅盾文学

奖的评奖过程。

李敬泽：本届评奖由三个阶段构成。第一个阶段是参评

作品征集、审核和公示。3月15日评奖办公室发出参评作品

征集通知，4月30日参评作品征集截止，评奖办公室经过

整理、审核，初步认定共有234部作品符合《茅盾文学奖评

奖条例》规定的参评条件，5月15日起进行了为期一个月的

公示。第二个阶段是评委阅读。中国作协书记处组建了评奖

委员会，62位评委接受聘请并自5月15日开始各自阅读参

评作品。第三个阶段是评委会集中评审。评委们在两个半月

各自阅读的基础上进入集中阅读、深入讨论阶段。7月30

日，评委会在北京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开始为期18天的

认真阅读比较和深入讨论交流，8月12日评选出10部提名

作品，同时向社会公示，在此期间评委会继续进行深入讨

论，最终通过第六轮投票，于8月16日上午产生了5部获奖

作品，经中国作协书记处审核批准，向社会公布。至此，第十

届茅盾文学奖评奖正式结束。 （下转第2版）

李敬泽就第十届茅盾文学奖答记者问
□本报记者 李晓晨

本报讯 8月16日，第十届茅盾文学奖在京

揭晓。本报记者第一时间连线5位获奖作家，请

他们分别谈了自己的获奖感受。

梁晓声：向现实主义致敬，向人民致敬

我在创作的时候，其实没有考虑那么多。我

昨天刚从外地回北京。出版社的同志给我打电

话会谈到这件事，我对他们说，一切以平常心，顺

其自然。70岁的创作者也还是需要一些鼓励

的，这对我肯定是一种鼓励，这个鼓励对我接下

来的写作也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这部作品写得比较辛苦。首先是由于我是

手写，写到将近三千几百页的大稿纸，颈椎病越

来越重，另外眼睛也会花了，手也不那么听使唤，

越往后写，越难以把字写到格子里边去。但是创

作上我个人还是很自信的。我当时的自信在于，

不管别人怎么看，不管评论家怎么评，不管市场

上它是否会遭到冷遇，不管读者们是不是喜欢，

这是我写了那么多年的一个总结，是我以自己对

现实题材文学的理解、尽自己最大的能力创作的

一部作品。

在这部作品中，我首先要向现实主义致

敬，其次是向中国的“大三线”工人致敬，最

后也要向工业转型时期为了国家的城市改革而

承受痛苦的下岗工人致敬。此外，我还要向书

籍致敬。好书籍影响了我书中的一些人物，书

籍也赋予了我独立思考的能力。作为一个作

家，我希望通过作品去感化别人。作为作者，

当我写下它们的时候，实际上也是在教育自

己。因为你写一个好人，他的思维过程你根本

不信的话，你是写不出来的。希望通过这样一

部作品，为年轻人了解我们国家前30年的发展

变化做一个参考。

徐怀中：放开手脚完成我最后一记

我很高兴，没有想过还能获奖。凡是拿到这

部书的老朋友见我都说，你90岁了，你还写了长

篇！但是没有一个人说，你已经写了那么多了，你

还又写一部长篇……我回想自己从一个小八路

到开始写作，直到我现在已经90多岁了，回头看

看自己写过的几本书，觉得不胜感慨。

1962年，我开始创作这部小说，断断续续写

了20万字左右，后来因为文化大革命就放下了。

如果当时写完了，它只不过就是很一般的一本写

战争的书。曲水流觞，绕了几十年，我终于找到了

出口，但已经很晚了。到了晚年，我想我应该放开

手脚来完成我最后的一记。现在我所交出来的

《牵风记》，不是正面去反映这场战争，而是充分

运用我自己多年来的战争、战地生活积累，像剥

茧抽丝一样，把它织成一番生命气象。我只是写

了一个旅长、一个警卫员、一个参谋和一匹马的

故事，可以说是把我多年来对战争的这些思考汇

集起来，成为这么一篇浪漫的故事。

怎么写，一直是个大问题。对像我这样一辈

的老人来说，最大的问题就要使用减号。减去什

么？减去数十年来我们头脑中的这种有形无形的

概念化、口号化的观念。但是对我来说，这种观念

是很难去掉的，因为它已经深入到了我的意识

里。我只能回归到文学艺术的自身规律上来。

我的写作就好比爬行一样，两只手扣在泥土

上，一步一步地向前，写到哪儿算哪儿，就算最后

写不完，对我来说，它也已经完了。回头来看大地

上留下过我的两行手模足印，这就很满足了。作

品出版了，就是交给读者去打分，我等待着读者

对我的批评指正。

徐则臣：大水汤汤，溯流北上

因为一条2500年的河流，《北上》获得本届

茅盾文学奖，我备感荣幸，也深受鼓舞。所以，在

感谢小说原发刊物《十月》杂志和出版这部小说

的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以及厚爱它的评委的同

时，我也要感谢这条河。

其实写作22年来，我一直在感谢这条河。

感谢的方式就是一篇接一篇地写出与这条河相

关的小说。22年里，它都是我的小说最忠贞可

靠的背景。我在河边生活过很多年，那些被大河

水气笼罩的岁月，成了我写作最重要的资源。只

要写到河流，笔就活了，一切水到渠成。河流里

总有良方。

这条河是京杭大运河，又不仅仅是京杭大运

河，它是京杭大运河及我之前生活里遇到的所有

河流的总和。

20余年的写作中，我的小说在大河上下游

走，走到哪里就在哪里开辟出一个纸上的新世

界。世界沿着运河像布匹一样在我的想象里展

开。这很重要。更重要的是，它还给了我另一个想

象世界的维度，那就是时间。时间是什么？时间是

历史，也是文化，还是解决一个个疑问的真相。它

与空间一起，支撑起一个勘探世界奥秘的坐标。

自春秋吴王夫差开邗沟以降，历经隋唐大运河至

元再到今天，2500年过去了，这条大河有了一个

比1797公里还要辽阔漫长的时间跨度。在一次

次北上和南下做田野调查时，我也在漫长的

2500年中来回穿梭。在时空交叉的坐标里探寻

一条河，盯着它仔细看，我相信我看见了一个复

杂、浩瀚的世界。

感谢这条古老的河流，大水汤汤，这一次它

给我带来了这部《北上》。

陈彦：把握生活的骨感和气韵

获得茅盾文学奖对我而言是一种巨大的鼓

舞和肯定。我从前写小说、散文，后来转向戏剧，

再回到小说，有30多年的创作历史。这次获奖激

励我更加勤勉地在这条路上走下去。小说和戏剧

我都会继续写，并且努力去写好。

我一直在写与舞台生活有关的小说。因为我

在这其中浸泡了很多年，我觉得自己是能把握住

这种生活的骨感和气韵的。不熟悉的生活我咋都

写不下去。当然，《主角》不仅是写忆秦娥这个角

儿，我更希望通过戏剧舞台的生活去折射更加宽

阔的社会生活。生活中，无处不有主角配角。希望

读者能读出角儿以外的主角生活来。

对我而言，写长篇小说和舞台剧，两者是互

相补充、相互需要的关系。这些年我写下《西京故

事》《装台》《主角》三部长篇小说，以后也会在两

种体裁中转换着写，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其

实国外很多小说家也是戏剧家，我们国家也有。

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应该有自己的文化样貌，小

说是这个样貌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有自己的样

貌，就不能撕裂自己的传统。无论怎么借鉴吸纳，

都必须有根性的东西做基础。我们有很好的小说

戏剧传统，一切创造转换都不能撇开这个传统去

妄谈。

李洱：愿意对心灵里的每个褶皱负责任

写作《应物兄》的过程中，我的生活变化很

大。我和妻子从郑州搬到了北京。刚刚安定下来，

我的母亲突患重病，我是家中长子，为了给母亲

治病，我和三个弟弟在几大城市求医问药。这本

书我几乎是顶着内外压力完成的。

很多次，我都以为这部小说写不完了，留下

半部作品。我通常是利用业余时间写作，节假日

对我最为珍贵，平时都是晚上9点半开始写，写

到12点半。人到中年，百事丛生，精力也不比从

前，所以写得很慢。

小说写13年不是一件光荣的事情，这或许

说明作者的智力中等。但同时也说明我是比较认

真的作家，愿意对文字负责任，愿意对作品中人

物的命运负责任，愿意对他们所遇到的每个困

难、他们心灵里的每个褶皱负责任。

2003年，小说《花腔》第一次参评茅奖。那已

经是16年前的事了。后来的《石榴树上结樱桃》，

我自己觉得不符合茅奖要求，就对出版社和作协

说，最好不要填表。这届参评，因为好作品比较多，

所以我认为难度很大。能够获奖，其实有偶然性。

我想，评委们对《应物兄》的现实品格表示了

鼓励，对艰苦的文学探索表达了信心。我充分尊

重评委们的劳动。我把评委的信任和担当，看成

是对作家的鼓励，谢谢了。

（刘秀娟 丛子钰 宋晗 教鹤然 康春华）

第十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家感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