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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经典 书写辉煌

《中国军旅文学经典大系》在京首发
本报讯（记者 王觅）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周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2周年之际，由北京

长江新世纪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出品、长江文艺出版

社出版的《中国军旅文学经典大系》近期正式与读者

见面。12月9日，出版方在中国现代文学馆举办了

该书的首发式。中国作协主席铁凝出席首发式。中

国作协名誉副主席徐怀中、中国作协副主席阎晶明、

中国作协军事文学委员会副主任朱向前、中国作协

主席团委员柳建伟、湖北省编辑学会会长周百义、北

京长江新世纪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总经理黎波与会并

致辞。

《中国军旅文学经典大系》由徐怀中任名誉主编、

朱向前任执行主编。作为“十三五”规划的重要项目

之一，该大系从1927年建军至今浩瀚的军旅文学作

品中遴选出优秀的代表作家和作品，共集结成70卷

向新中国成立70周年献礼。大系包括长篇小说34

卷、中篇小说13卷、短篇小说3卷、诗歌卷5卷、散文

卷3卷、报告文学卷3卷、理论批评卷3卷、话剧卷3

卷、影视文学卷3卷，其中既有刘白羽、魏巍、胡可、李

瑛、朱苏进、朱秀海、乔良、徐贵祥、柳建伟等诸多部队

作家的代表作品，又有孙犁、邓友梅、莫言、刘恒、刘震

云、麦家、严歌苓等经历过军旅生涯的作家和邓一光、

周梅森、尤凤伟等非军旅作家的优秀军旅题材作品，

收录作品总量达700余部。

阎晶明在致辞中代表中国作协向《中国军旅文学

经典大系》的出版表示热烈祝贺，向广大军旅作家致

以崇高敬意。他说，军旅文学表现了人民军队在中国

共产党领导民族独立和国家解放进程中艰苦卓越的

伟大历史，生动描写和热情讴歌了人民军队为保卫和

平与国家建设作出的杰出贡献和无私奉献的伟大精

神，形象记录了新时代中国军队在国防现代化、信息

化发展进程中的无穷智慧和强大力量，对我们了解国

史、党史尤其是军史都具有重要意义。爱国主义和英

雄主义精神构成了中国军旅文学最鲜明、最本质的特

征，在当今时代这种精神特别需要我们继承和弘扬。

相信中国军旅文学在未来一定会得到长足发展，催生

出更多优秀作品。《中国军旅文学经典大系》集结了自

建军以来、特别是新中国成立70年来军旅文学的优

秀作品，这些作品涵盖了各个文学创作门类，具有较

强的思想性和艺术性，对深入研究、系统阅读、全面了

解我国军旅文学发展的历程具有重要学术价值、阅读

价值和收藏价值。

军旅文学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徐怀中看来，经过多年精耕细作，中国军旅文学充

分展示了在真实意义上特有的艺术光芒和中国军人

的人性光辉，从而使读者发现，原来军事文学不仅可

以令人震撼，同时也可以唯美而令人陶醉。书写国家

情怀，讴歌人民军队，进而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增添

光彩，这是军事文学的出发点也是落脚点。作为大系

的作者之一，柳建伟表示，广大军旅作家应始终坚持

与时代同步伐，以人民为中心，以精品奉献人民，用明

德引领风尚。相信在几代军旅作家的共同努力下，军

旅文学必将迎来更加辉煌的明天。

《中国军旅文学经典大系》彰显了我军始终秉承

的优良传统。朱向前介绍说，这套大系具有宏大的体

量架构，是最“硬核”的中国故事，也是精细甄选的文

本，如此巨大工程的问世凝聚着广大军旅作家、主编

团队和出版方的心血。周百义认为，出版这套大系的

重要意义在于对中国的军旅文学进行一次全面梳理

和经典化重构，让社会各界和广大读者感受到中国军

旅文学的重要贡献和军旅作家的辛勤努力。黎波说，

关注中国军人个体命运，呈现中国军人生存状态，表

达军民之间深厚情谊，是军旅作家的文学使命。相信

这套大系的出版对弘扬军旅文化、彰显文化自信具有

重要意义。

参加首发式的还有《中国军旅文学经典大系》出

版方代表和主编团队成员、部分评论家和军旅作家、

国防大学军事文化学院师生代表等。首发式由中央

广播电视总台主持人王小丫主持。

本报讯（记者 黄尚恩） 11

月27日至29日，《民族文学》基层

创意写作与大众阅读中心作者改

稿班在鲁迅文学院举办。中国作

协副主席吉狄马加出席开班仪式

并讲话。《民族文学》主编石一宁、

副主编哈闻，鲁迅文学院常务副

院长徐可，中国作家出版集团管

委会副主任赵海虹等参加开班仪

式。开班仪式由《民族文学》副主

编陈亚军主持。

吉狄马加在开班讲话中说，

文学工作要做到基层，要不断延

伸工作手臂，扩大服务覆盖面。长

期以来，《民族文学》通过多种途

径广泛联系基层写作者，刊发大

量基层优秀作家的作品，为少数

民族作家的起步、成长提供了良

好平台。希望参加此次培训班的

学员们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

四中全会精神，把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文艺工作和民族工作的重要

论述作为根本遵循，积极交流创

作经验，深入探讨如何更充分发

挥“创阅中心”的作用，进一步推

动少数民族文学的繁荣发展。

在开班仪式上，来自广西柳州

的韦晓明和来自广西巴马的罗仁

标谈到，“创阅中心”成立以来，营

造了良好的文学氛围，基层写作者

的创作热情进一步提升。《民族文

学》带领作家和编辑，手把手地进

行指导，为当地的写作者和文学爱

好者们提供了切实的帮助。

据介绍，这次是《民族文学》“创阅中

心”第二次举办集中的改稿班。参加本次培

训的31位学员来自31个“创阅中心”。他

们中的很多人既是作家，也是“创阅中心”

的负责人，联系着数量庞大的基层写作者。

主办方希望通过举办改稿班，能够提升他

们的创作水平，并通过他们，把文学的种子

播撒进基层的广阔天地。在两天的时间里，

学员们聆听了专家讲座，以及编辑们对于

稿件的点评。大家还围绕如何更好开展“创

阅中心”的工作、为基层写作者提供更为切

实帮助等问题进行研讨。

《
民
族
文
学
》
举
办
创
阅
中
心
作
者
改
稿
班

作
家
评
论
家
研
讨
河
北
文
学

现
实
主
义
传
统
与
新
时
代
写
作

据新华社南宁电 由中央宣传部、中央文明办、文化和旅

游部、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中国文联联合主办的2020年元旦

春节期间“我们的中国梦”——文化进万家活动启动仪式暨首

场慰问演出，12月7日上午在广西柳州市三江侗族自治县林

溪镇冠洞村举行。

紧扣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时间节点，聚焦脱贫攻坚主题，

与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试点工作结合，深入开展结对帮扶，是

今年文化进万家工作的一大特点。2020年的文化进万家活

动将延续以往小型化、灵活机动、人员精干的文化文艺小分队

形式，以国家级贫困县特别是14个集中连片特困区内的深度

贫困县为重点，深入基层开展慰问演出、文化帮扶、辅导交流

等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文化文艺活动，为奋战在脱贫攻坚第

一线的广大群众加油鼓劲。

7日，桂北山区寒意渐起，启动仪式现场却气氛火热。听

说有演出，一大早，老老少少的村民便从四处赶来，把平日举

办活动的鼓楼坪挤得满满当当。

在本次启动仪式上，《我爱你中国》《我和我的祖国》等爱

国歌曲，《脱贫宣言》《都说变了样》等扶贫歌曲，广西多声部的

侗族大歌……来自全国各地的艺术家们呈现了一个个精彩的

节目，博得现场观众经久不息的掌声。

文化文艺小分队不仅为基层群众奉献了文化的盛宴，也

送去了党中央的亲切关怀和问候。在启动仪式现场，中宣部

向三江县的26支村级文艺队分别赠送了一套音响设备，向移

民安置社区的中小学赠送了少儿图书。来自中国文艺志愿者

协会的乌兰图雅等艺术家与三江县侗族文艺爱好者结对帮

扶，开展辅导培训活动。

元旦春节期间“我们的中国梦”——文化进万家活动是在

全国范围内广泛开展的一项重点文化惠民活动。据悉，此次

启动仪式结束后，中央宣传文化部门组织了240多支文化文

艺小分队，各省（区、市）组织了2800多支省级文化文艺小分

队，将在2020年元旦春节期间，深入基层，把慰问演出、文艺

辅导、展览讲座等活动送到百姓身边。 （郭轶凡）

2020年“我们的中国梦”——文化进万家活动启动

本报讯（记者 行超） 12月6日，由河北省作协、中国作协

创研部、文艺报社联合举办的“河北文学现实主义传统与新时

代写作”研讨会在京举行。中国作协副主席李敬泽、河北省委

宣传部副部长史建伟、河北省作协党组书记王凤、河北省作协

主席关仁山以及李炳银、程光炜、张柠、彭学明、刘琼、孔令燕

等20多位作家、批评家与会研讨。研讨会由《文艺报》总编辑

梁鸿鹰主持。

李敬泽认为，河北在中国现实主义文学史中占有特殊的地

位，河北的现实主义文学传统值得作家、批评家展开深入研究。

在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的新时代，河北作家及其作品所观照的

地域、人民以及自身都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河北现实主义文学

的再出发是必要的，更是必然的。

王凤在会上回顾了河北自五四运动以来的现实主义文学道

路，她认为河北文学鲜明的现实主义文学性格来源于河北作家

强烈的时代主旋律情节以及浓郁的地缘意识，在新的历史条件

下如何更好地反映生活、呼应现实是当下河北现实主义文学作

家的当务之急。

与会专家围绕近现代以来河北文学的主要创作成就、体裁

类型、艺术特色、理论问题以及历史地位等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

论。大家认为，河北现实主义文学在长时间内都处于中国现实

主义文学创作的高地，产生了一大批在文学史中举足轻重的文

学作品，有力地支撑和滋养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精神。在新时代

里，广大现实主义文学创作者应该继续坚持现实主义创作精神，

坚持自己的创作道路和创作理想，不断深化对历史对人类社会

的认识，打磨艺术表现能力，加强对当下“现代性”的整体性把

握，为有效叙述和表达时代经验提供更加多样的可能性。

史建伟在总结发言中表示，河北文学界当以此次研讨会为

契机，努力总结吸收经验教训，不断推出激励现实主义文学创作

的办法举措，将新时代河北现实主义文学创作推向新的高潮。

有一天，民谣歌手吴俊德背着一把

冬不拉，从大理来到兰州，给叶舟弹唱了

一支曲子。“莲花开了，满世界都是菩萨

的微笑”，这句歌词能形容叶舟当时的心

情，大概也是宿命之地对他做出的批阅

与检视。这天是叶舟长篇小说《敦煌本

纪》定稿的日子。

敦煌位于河西走廊最西端，是丝绸

之路的节点城市。写作近40年，叶舟的

文学疆域没离了他的故乡。生于斯长于

斯，他在黄河上游这一带生活成长，甘肃

埋着他的胎印，也是他的寄梦之所。

19 岁写下第一首关于敦煌的小

诗。叶舟对敦煌的迷恋似乎与生俱来。

许多年前，他和同为作家的李修文有过

一次甘青之行。长途奔袭几千公里，在

河西走廊上迎送晨昏，在玉门关背诵李

白和王昌龄，在莫高窟下给敦煌艺术研

究家常书鸿上坟。很多次叶舟根本不敢

进莫高窟，走到对面的沙坡上，上面埋的

是所有敦煌研究院老先生们的骨灰，其中最大的一爿是常书

鸿。叶舟常会先去这些坟堆旁走一走，唠叨唠叨，之后在常书

鸿的坟前磕个头，给他点一根烟，放在墓碑上，说“常先生，看你

来了”。

一片土地与一个人，到底能有怎样命定般的机缘呢？“打个

比方吧，敦煌就像一座超级发电站，一旦靠近她，我就发亮，天空

和想象也会彻底打开，一览无余，赐予我无穷的动力。”叶舟说。

有段时间，叶舟就职于一家都市报社，因为各种采访与文学

渐行渐远。行走奔忙于丝绸古道，他在这片苍野之境倒寻得了新

的诗歌根据地，为日后的小说写作找到了安身立命的故乡。

叶舟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文学创作，先后发表大量

诗歌和小说。今日他不能指责那些少年之作，“但它们的悬浮与

苍白，却是明显的”，直到发现“敦煌”这个词。整个90年代，叶

舟写了上百组诗，发表在各类刊物上，2000年集结出版，就叫

《大敦煌》。叶舟说，与其说我是迷恋，不如说这是一种皈依；与

其说我在供养，不如说此乃一块福地。

但其实，与他天马行空的诗歌相比，叶舟在小说中的头颅

始终是低着的，很多问题和困惑，让他心里一直不痛快。于是，

卷旗西返，敦煌洗去了叶舟的沉重和暮气，给了他新生的勇敢。

千禧年大年初一，敦煌莫高窟大雪纷飞。千佛岩下叶舟发

愿，一定要写出一部心血之作，让这一块土地上的苍生赤子、田

夫故老成为真正的主角。

这不是一闪而过的雄心壮志。十几年来叶舟边练笔，边收

集资料，阅读史志，在河西走廊沿线和祁连山两麓踏勘，求索着

大地万物的涵养及馈赠。他还清楚地记得找见黑暗中灯绳的那

一天。

2016年年底，叶舟从扬州赶往南京，眺望着车窗外的落

日，突然觉得它像一介少年游侠，先自己而去，奔向了敦煌。那

一刻，叶舟知道他找见了。

翻过年的2月18日，叶舟擦完桌子，倒一杯茶，认真地抽

了三根烟，在电脑上敲下了第一句话：“这一门人天罡地煞，披

着血衣，在河西走廊一带迎风顶罪，忠勇热烈，攒足了声名。前

后六辈子爷孙，一共捐出了七颗脑袋，满腔子的血，至今仍未淌

尽。”由此，《敦煌本纪》开始了。

“19年前我如果写一部长篇小说，一定写不出来，要写也

是胡编乱造。经过这些年的发酵，随着年龄增长，知识储备，我

的故事渐渐成型，再拖就会难产。”叶舟说。

但他没想到是如此大的一个故事。

“我本以为七八十万字左右，但最后成书

是100多万字。”叶舟灌注了所有情感，

洋洋洒洒百无禁忌，写完后一看，心想也

只有这么厚的书才能配上敦煌。《敦煌本

纪》是野生的，目光平视，春秋丛聚，犹如

旷原上那一片故事的胡杨林。叶舟的写

作，彻底释放了血勇之气，展开了想象的

边境，把自己写开了，也写嗨了。

叶舟个头不高，戴眼镜，戴帽子，看

着还有几分弱小，《敦煌本纪》里藏着他

一股无穷的劲头。评论家李敬泽说叶舟

有大想法——《敦煌本纪》选的是20世

纪初的时间点，也是我们由传统社会向

现代社会转型的关节和缝隙。那个贯通

古代和现代、贯通我们民族西方和东方、

贯通那些基本精神气概和法度伦理的东

西，书中有壮大而自由的展示，“《敦煌本

纪》给了我们一个看中国的视野。中国之

大不仅仅是幅员广大，还表现在有敦煌

这样一个巨大的空间和精神上的回旋之地，这也是我们民族生

生不息的重要来源。”

人们对丝绸之路的遥想，大多停留在张骞出使西域后，东西

文明彼此交融贯通的辉煌璀璨。然而从清朝末年开始，随着国运

败落，整个丝绸之路形成一片锈迹斑斑的地带，西部开发时有一

个词叫“锈带”，可以形容繁盛过后逐渐没落的河西走廊。

小说家眼中，所谓的“锈带”，所谓的边角料，或许正是一个

强悍故事真正的埋尸之地。死而复活，涅槃再生，这本身就是悲

剧的源头。

起笔时，叶舟立下这样的念想：小说要构建一座20世纪初

的沙州城，安顿下身世各异的苍生赤子，让他们活命于湍急而

颠沛的光阴中，看尽人世悲欢炎凉。小说要刻画一座鲜为人知

的莫高窟，如何在一个山河板荡的时代，悲深愿重，慷慨取舍。

小说要追逐一群匡危扶倾的滚烫少年，他们骄傲而沉着，寡言

笑，重然诺，轻生死，一路走向悲剧性的终局。这部小说必须廓

开一条朴直而壮烈的大道，在广阔的西北，为当时的中国保存

下最后的一股元气。

一天深夜，《芳草》主编刘醒龙接到叶舟的电话，非要唱一

首刚刚学会的西部民歌花儿给他听。刘醒龙认为叶舟是个可遇

不可求的诗人。新世纪初，诗人写小说是个风气，“我就觉得诗

人写小说，未必像小说未必是小说，所以就托朋友给叶舟捎个

话，叫他不要写小说，害怕他一写小说把诗歌丢下了。”

显然，叶舟没有听进去。刘醒龙倒深知这位文学中人：别人

替你看好了这个路，说这个路好走，你就偏偏不走，非要另辟蹊

径，走险象环生的路，而且还迟迟不知返。

直到看到《敦煌本纪》的稿子，刘醒龙决定《芳草》四期连

载。“读到几千字的时候，我发现那个在半夜千里之外唱花儿的

叶舟又回来了。”

《敦煌本纪》单行本的责任编辑是译林出版社的魏玮。这个

“90后”姑娘与叶舟同是甘肃兰州人，《敦煌本纪》对她来说是

个宏大课题。初稿成熟完善，魏玮要做的是在通读过程中把主

要人物、故事情节、小说结构梳理出来。“叶老师的语言是诗性

的，融白话、文言与西北方言于一体，对我很亲切，书里写的也

是家乡山川风貌，很熟悉。”

李修文说叶舟是赤子，悲痛者，永远的少年气。我问他，怎

么理解悲痛者？李修文给我的回答是：道不尽，你沿祁连山走一

趟即知。

叶舟：瞧见“敦煌”这个词，我便认了命
□周 茉

本报讯 11月 23日，“我们在校园写作”高峰论坛暨复旦大学

MFA（艺术硕士）十周年庆典在复旦大学举行。中国作协名誉副主席

金炳华，中国作协副主席、复旦大学教授王安忆及陈思和、孙颙、叶兆

言、孙甘露、金宇澄、王宏图、杨庆祥、黄平等作家、专家学者与会。

2009年，复旦大学正式招收创意写作MFA专业硕士，这是教育

部正式批准设立的第一个创意写作MFA硕士点。10年来，复旦大学

创意写作MFA专业累计招收154名学子，他们毕业后有的成为编辑、

教师、编剧，也有的继续攻读博士或从事其他行业。至今，该专业培养

的张怡微、陶磊、王侃瑜等青年写作人才，为中国文坛注入了新生力量。

会上，专家学者围绕“中文系能不能培养作家”等话题展开交流。

王安忆表示，说是教写作，其实只是帮助学生认知写作，并不敢负责诞

生作家。“天才是在任何境遇中成就事业，但天才总是极少数人，大多数

人都是铺路，我们就是培育铺路的石子。”陈思和说，创作的热情和火焰

一直在复旦燃烧，一代一代地传下来。通过学校教育能够给学生创造

良好的写作基础，剩下的就需要学生耐心等待爆发力，通过长期积累最

终成为一名作家。当天还举行了有关创意写作的两场高峰论坛和一场

圆桌讨论。张怡微、黄平、李一、叶子、汪雨萌等围绕国内高校创意写作

教学的相关话题展开交流。 （宋 晗）

复旦大学举办
“我们在校园写作”论坛

本报讯（记者 李墨波） 11月27日，由北京作协、北京十月文艺

出版社主办的程青长篇小说《湖边》研讨会在京举行。中国作协书记处

书记邱华栋、北京市文联副主席白靖毅、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副总编辑

胡晓舟及陈福民、王干、张颐武、张莉、孔令燕、李师东、张菁、丛治辰、石

一枫、王虓等20余位专家学者与会探讨。

《湖边》取材于“杀妻骗保”的新闻事件，作者从新闻结束之处出发，对

人性进行深度挖掘与诠释，衍生出一部波澜迭起、内涵丰富的长篇小说。

小说以不同人物各自的视角进行回溯，带有冷静的旁观感，随着案件悬念

的渐次铺陈，透过忠诚与背叛的博弈，重现极有生活意味的世情众相。

与会者认为，程青的作品具有鲜明的当代性和女性视角。《湖边》以

多个角度、多个声部的叙事，呈现了人性中非常幽深的部分。可贵的是，在

看尽人性深处秘密、曲尽人生萧索的同时，程青并没有落入尖刻、冷漠的

窠臼，她达观、通透的笔触始终带有理解、宽容和温情。作家笔下描画的芸

芸众生和围绕他们的世界，深具悲悯情怀，传达出温暖和爱的光芒。《湖

边》通过社会事件透析社会心理，呈现出当下社会群体的内心挣扎。程青

把写作当作使命，对社会保持关切，是这个时代认真而踏实的记录者。

《湖边》深度挖掘人性

12月 7日，由内蒙古鄂托克前旗乌兰牧骑编
创的大型音乐剧《石榴红了》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上
演。该剧以1941年延安民族学院成立为主线，讲
述了在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感召下，各民族的
优秀青年们来到学院共同学习、劳动和成长的感
人故事。全剧深度挖掘了鄂托克前旗的红色文化，
以音乐剧形式弘扬了“石榴生来握成拳，民族团结
像石榴”的民族团结精神，展现了延安民族学院为
我国民族事业发展作出的巨大贡献。（欣 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