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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在陕

西考察时强调，要全面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稳中求进工作

总基调，坚持新发展理念，扎实做好稳就业、稳金融、稳外贸、

稳外资、稳投资、稳预期工作，全面落实保居民就业、保基本民

生、保市场主体、保粮食能源安全、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保基

层运转任务，努力克服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不利影响，确保完成

决战决胜脱贫攻坚目标任务，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奋力谱写陕西

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新华社西安4月23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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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日子本身闪闪发光，
太珍贵了”

记者：新中国成立之后，在上世纪50年

代，文艺界涌现出了一批反映当时社会生活

的作品，包括您也在此期间创作了《青春万

岁》，您对这一时期的文学有怎样的记忆？

王蒙：新中国成立之初那种欣欣向荣的

气象是无与伦比的。当时从解放区已经带来

了一些引人注目的作品，像丁玲的《太阳照

在桑干河上》、周立波的《暴风骤雨》、赵树理

的《李家庄的变迁》《李有才板话》、康濯的

《我的两家房东》、马烽和西戎的《吕梁英雄

传》，这些已经让人觉得面目一新了。原来在

国民党统治区哪有机会知道这些反映新的

生活、新的思想、新的政治力量、新的部队的

作品？新中国成立后不久，还出来了一本书，

就是杜鹏程的《保卫延安》，当时评价非常

高，大家也特别爱读。我1953年开始决定写

《青春万岁》，里面第一句话就是“所有的日

子，所有的日子都来吧，让我编织你们，用青

春的金线，和幸福的璎珞，编织你们”，因为

我感觉人民共和国刚建立的那个日子本身

闪闪发光，太珍贵了。

我想这样一个新的国家、新的生活、新

的历史的开始，全国人民都有一种兴奋的心

情，有一种激动的心情，有一种梦想连连的

心情。我的意思是我的青年时代有一个光明

的底色，这个底色是亮的，即使下面有一些

曲折，有一些坎坷，但是一想起这个光明的

底色，对新的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所抱的这种

信念、这种期待、这种愿景是永远不会改变

的，永远不会放弃的。

所以当时的作品里都有一种乐观，甚至

说是天真也可以，没有这种乐观、这种天真，

怎么可能有那种革命的高潮？当然人们要不

断地积累经验，不能满足于天真，但是这样

一个光明的底色、光明的愿景，我认为是新

中国刚刚建立时的最宝贵的财富。

“我还有看家一招，那就是
坚持学习”

记者：从您最早写《青春万岁》至今，创

作状态持续了近 70年。好像近 70年来创作

都没有中断过，您的一生就像您的第一部长

篇小说一样：“青春万岁”。

王蒙：我觉得是这样，我的青春年华从

十几岁一直到30岁，一层光明的底色打下

了基础。我们这一代作家的特点是：我们

信。我们相信中华人民共和国，我们相信

中国共产党，我们相信社会主义，我们相

信五年计划，我们什么都信。什么都信有

没有弱点？也有，对道路可能有的曲折和

坎坷准备不足，对人们可能有的歧异准备

不足。再一个我去新疆的时候碰到一些坎

坷，但有机会和各族的人民在一起，和农民

一起到人民公社里去，这个机遇不是每个人

都有的。从文学的角度来说，我觉得这段经

历很好。

我当然要和人民打交道，要和边疆打交

道，如果整天只认得王府井、西单、北新桥、

前门大街，那能成为大作家吗？往新疆一跑，

这一路上我认识了多少地方，河南、陕西、甘

肃、内蒙古、宁夏，吐鲁番、天山、准噶尔盆

地、塔克拉玛干大沙漠、赛里木湖……原来

对我来说，北海公园太液池就够伟大了，到

颐和园看到昆明湖我就已经服了，等看完赛

里木湖，才知道天地真的广阔。

我还有看家一招，那就是坚持学习。总

有人问我，你在新疆待了16年，都在干吗？

我说，我在新疆是维吾尔语“博士后”，两年

预科、五年本科、三年研究生、五年博士、两

年博士后，大致一共 16

年，所以我现在就是维吾

尔语“博士后”。有这学习

的一招，任何困难事情都

可以过去。在最困难的时

候，也是学习最好的时

候，因为别的事情干不

成，就全心全意学习新的

知识好了。

“ 我 一 写 小
说，每一颗细胞都
在跳跃，每一根神
经都在抖擞”

记者：每个人都可以

走很多地方、经历很多事

情，但不是所有人都能把

东西写出来。您 2019 年

初发表了《生死恋》，今年又由作家出版社推

出了新的长篇小说《笑的风》，您曾经说过，

“文学是我给生活留下的情书”，那在您看

来，文学到底意味什么？

王蒙：这个就回过头来说——文学对于

我来说是什么？把我所珍惜的、所感动的、所

热爱的一天一天的日子镌刻下来，书写下

来，制造出来，然后你看到这些作品的时候

就好像回到了那些日子一样。这样我不光是

过了这个日子，我还爱了这个日子，还想了

这个日子，还写了这个日子，还描画了这个

日子，我还反复琢磨了、咀嚼了、消化了、整

理了、梳理了这些日子，在某种意义上挽留

了这些日子。如果没有《青春万岁》，我尽管

没有忘记1948年到1953年的这些日子，但

是慢慢就记不太清了，总不能说我85了还

跟15岁一样激动、一个劲头，那不也有点闹

笑话嘛。所以文学的好处就是它把生命挽留

了一下，它把经验挽留了一下，它把我自己

的爱情，对土地、对国家、对人、对历史的这

种爱情挽留了一下。所以文学还是挺有意思

的。要没有《青春万岁》，我再说起那几年来

就没有现在这么多词。要没有《这边风景》，

我说起新疆的生活来跟现在也不一样。

我从事创作前后经历的时间比较长，今

年距离我写《青春万

岁》已经是第 67个年

头了。当然时间长短并

不是绝对的，别人有的

时间短，可是写得特伟

大那你也没法跟人家

比。可是对我来说，很

可能还不限于 67年，

我还能继续写下去。因

为对我来说，这个世界

比较宽广，我写北京的

学生、农民，也写新疆的农民，写北京的大知

识分子，也写外国人，所以我写的这个世界

比较广泛。我兴趣也比较广泛，所以同样的

事情可以从这边下笔，也可以从那头下笔。

古人说，一个人写作是青春作赋、皓首

穷经，年轻的时候写诗词歌赋，老了以后就

写理论，写孔孟老庄了。我这几年也写了好

多孔孟老庄，可是小说我照样写，而且写小

说的心情最不一样。我一写小说，每一颗细

胞都在跳跃，每一根神经都在抖擞，叫抖擞

也行，叫哆嗦也行，每一根神经都在那颤抖，

因为它是全身心的，既是大脑的也是小脑

的，也是情感的，也是细胞的，也是嗅觉的，

也是听觉的，全身心、全感官的这种反应就

觉得非常快乐。

记者：您觉得在当今的社会语境中，文

学能给大家提供什么样的力量？

王蒙：我觉得文学的力量是对人们的精

神生活产生影响的力量，人们的精神生活受

到文学的影响，从文学里他可能得到安慰，

可能开拓眼界，也可能受到某种刺激，引起

思考。现在物质生活有了很大的发展，但是

还不能说精神生活也有了足够的提高、完善

和开阔。文学在这方面是起作用的。还有，文

学在客观事实上成为了其他艺术形式的必

要基础，舞蹈、美术、戏剧、电影、建筑往往都

需要有一个文本的雏形。

虽然现在文学从受众的数量上来说是

不理想的，但它仍然是基础。当我们谈起文

艺来的时候，往往还是先从文学说起，所以

文学在这方面的作用是长久的。还有一点，

真正好的文学作品是长寿的，是经得起历史

和时间考验的。所以文学也是我们对子孙的

一个交代，不是说文学一定马上就起作用，

《红楼梦》当时发表的时候起了多大的作用？

也很难说，但是它是整个中国文化的象征和

瑰宝。

记者：您怎么看待文学和时代精神的这

种关系？

王蒙：我们中国尤其是这100年以来，

处在一个急剧变化的时期，比如说你要到欧

洲去感觉就不一样，欧洲很注意挽留历史，

不让历史变化。

中国确实是发展太快了，变化太快

了，有些人如果出国时间久了，再回到北

京他都找不着自己的家了。所以所谓时代

的变化，不是政策的变化、口号的变化，或

者是精英、领导人物、政要的变化，实际上是

全民生活的变化，仔细想一想，我们现在从

服装到说话的方式其实都在变化。网络上

有新词，生活里也有新词，从外语里头也吸

收进来了一些词。但这些新词多了，不一定

好，不见得就正确，就对。还有写作的人的

思想感情也跟随着时代发展变化，有变化的

一面也有坚持的一面。所以保持对于生活

的发展和变化的敏感，保持对这种发展和变

化的兴趣，对一个写作的人来说也很重要。

要有新的灵感，哪怕是一个微小的角落它

也可能和大的时代大的世界有密切的关

系，这是我的体会。

（下转第2版）

王蒙：“文学是我给生活留下的情书”
□王 杨 陈泽宇

本报讯 4月21日，中共陕西省委宣传

部、陕西省作协在西安召开陕西“最美奋斗

者”报告文学重大精品主题创作工作推进会，

深入学习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最美

奋斗者”学习宣传的重要指示精神，对陕西

“最美奋斗者”报告文学重大精品主题创作工

作进行安排部署。中国作协副主席贾平凹，陕

西省作协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钱远刚出席

会议。陕西省作协副主席阎安主持会议。

钱远刚传达了中央宣传部办公厅《关于

开展“最美奋斗者”报告文学创作工作的通

知》的精神与陕西省委宣传部关于陕西“最美

奋斗者”报告文学主题创作专题会议精神。

会议宣布了10位承担主题创作任务的

作家名单。贠恩凤文学作品由王新民担纲，汪

勇文学作品由弋舟担纲，柯小海文学作品由

邢小俊担纲，徐立平文学作品由赵韦担纲，赵

梦桃文学作品由和谷担纲，窦铁成文学作品

由高鸿担纲，路遥文学作品由张艳茜担纲，薛

莹文学作品由周瑄璞担纲，国家测绘地理信

息局第一大地测量队先进群体文学作品由钟

法权担纲，西安交通大学“西迁人”爱国奋斗

先进群体文学作品由冷梦担纲。

贾平凹将担任此次活动的创作顾问。他

说，“最美奋斗者”的评选和这次主题创作活

动具有重要历史意义。参与此次创作的10位

作家，都是陕西省内卓有成就的小说家、散文

家、诗人。面对“最美奋斗者”的事迹，作家们

在感情上要投入极大的真情和激情进行创

作，在艺术上要精益求精，把握、解决好艺术性的问题。一方面学

习英雄，一方面净化自己，成为创作者中的“最美者”。

陕西省“最美奋斗者”报告文学创作工作组成员、10位承担

主题创作任务作家、陕西省作协各部室负责人和10名志愿者参

加会议。 （欣 闻）

陕
西
举
行
﹃
最
美
奋
斗
者
﹄
报
告
文
学

重
大
精
品
主
题
创
作
工
作
推
进
会

本报讯 近日，由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宣传部牵头组织的内

蒙古老作家、艺术家口述史记录工程竣工。该工程为期两年半，

通过对内蒙古老作家、艺术家们记忆的采集收藏、整理开发、抢

救利用，精准分离出内蒙古史学及人文与社会科学资料，以视

频、文字等多种形式为内蒙古文学艺术事业留下宝贵财富。

该项工程于2017年11月2日正式启动，由自治区党委宣

传部部长白玉刚担任总策划，包银山任总统筹，王新民任总导

演，锡林、李元野为总制片人。工程以内蒙古部分老作家、艺术

家为记录对象，制作成52期大型口述史节目《爱在内蒙古》，3

月28日在内蒙古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正式开播，以老作

家、艺术家们独特的视角和碎片化的记忆，为观众重现了他们的

成长故事和内蒙古文学艺术事业发展的脉络。《北方新报》和《名

城早报》还围绕老作家、艺术家的故事开设了专栏。目前，摄制

组共采访录制老作家、戏剧家、艺术家、美术家、翻译家、音乐家

共73人，其中用蒙古语录制的有13人。

一本尘封多年的日记、一沓遗忘角落的手稿、一张泛黄的老

照片、一部黑白电影或是一沓沉甸甸的读者来信……节目用独

特难忘的记忆，为观众重现那个年代成长于内蒙古的作家、艺术

家的故事，其中有他们艰苦卓绝的奋斗历程，有他们对爱情忠贞

不渝的情感经历，更多的是他们在文学艺术道路上锲而不舍的

追求，这些人物故事生动、真实，感人至深。 （欣 闻）

内蒙古老作家艺术家
口述史记录工程竣工

新华社北京4月21日电（记者 周玮） 4月23日是“世界

读书日”。国家图书馆围绕“全民战‘疫’知识共享”主题，联合全

国图书馆界，充分发挥数字图书馆优势，开展“4·23世界读书

日”系列全民阅读活动。

“4·23世界读书日”主题活动精彩纷呈，包括文津图书奖15

周年直播活动、文津图书奖获奖及推荐图书书评（读后感）展示

分享等。在文津图书奖15周年系列活动中，国图官方微信平台

将陆续发布各种活动信息，包括资源建设、资源推介、讲座回顾、

阅读分享等，还结合传统文化、珍贵典籍策划了有奖互动活动。

在全民抗疫的特殊时期，国图第一时间开展了线上战“疫”

系列活动，增强战胜疫情的信心和决心。自4月24日起，国图还

将邀请广大网友，通过国图官方微博分享疫情期间阅读的图书。

据悉，国家图书馆将分别在官网、手机移动端等推出专题页

面，读者可获取相关资源，了解国图丰富多彩的活动。

国家图书馆发起
“世界读书日”系列活动

自2月复工经营以来，北京钟书阁书店客流稳步回升，线
上线下购书同步进行，市民读书热情不减。为迎接4月23日
世界读书日，北京中关村街道辖区书店近期还发起“慢一点，
让我在书海中找到你”线上读书答题活动，居民可凭借答题记
录在书店领取奖励图书。图为4月21日，一家人在钟书阁北
京融科店选书。

新华社记者 李 京 摄

据新华社电 第25个世界读书日到来之际，在

中宣部指导下，中国图书评论学会组织评选出37种

2019年度“中国好书”，旨在引领推动全民阅读，活跃

大众读书生活，促进文化繁荣发展。

年度荣誉图书2种，分别是《论坚持党对一切工

作的领导》《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

习纲要》。

主题出版类图书6种。《新中国70年》《细节的力

量：新中国的伟大实践》《70年邮票看中国》从不同视

角，勾画了新中国成立70年来波澜壮阔的历史；《本

色英雄张富清》讲述了共和国勋章获得者张富清的故

事，还原了深藏功名、可亲可敬的英雄形象；《中国经

济发展的世界意义》回答了中国的发展经验为什么重

要、中国经济发展的世界意义在哪里，彰显大国自信；

《悬崖村》描绘了脱贫攻坚的生动样本，唱响了乡村振

兴的时代新声。

人文社科类图书10种。《大国之基：中国乡村振

兴诸问题》《春归库布其》立足时代发展变迁，着眼解

决现实问题，提出中国方案；《中国古代纪时考》《中国

古建筑知识一点通》《长城绘》《庄子的世界》介绍中国

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华，揭示中华文化特有的理念和智

慧；《我心归处是敦煌》讲述了“敦煌女儿”樊锦诗的人

生故事，弘扬了奉献精神，感人至深；《人类的终极问

题》呈现了目前已知的人类终极问题的探索过程，给

人启迪；《地图简史》历数古今中外关于地图的传奇故

事，描绘出地图发展的宏阔长卷；《西方博物学文化》

较为系统地介绍了西方博物学的发展脉络和西方博

物学家的主要观点。

文学艺术类图书11种，其中，《云中记》《海边春

秋》《你好，安娜》三部长篇小说，具有较高的艺术品质

和文学意涵；报告文学《飞蝗物语》《心无百姓莫为

官——精准脱贫的下姜模式》讲述了生动的中国故

事，反映出伟大的时代精神；《莫砺锋讲唐诗课》《书法

的故事》《人民的艺术：中国革命美术史》以深入浅出、

形象生动的表达，演绎了唐诗、书法和革命美术的魅

力。此外，继2018年首次把网络文学纳入评选后，今

年又有《宛平城下》《浩荡》《燕云台》三部作品入选。

少儿类图书4种。《焰火》描绘了青春期少年的心

灵成长历程，文字优美、情感真挚；《建座瓷窑送给你》

充满对传统的深情凝望，具有开阔的创作视野；《花猫

三丫上房了》是成人文学作家创作的儿童文学精品，

京味浓郁、童趣洋溢；《进阶的巨人：改变世界的伟大

科技》不仅带孩子了解科技，而且教孩子创新创造。

科普生活类图书4种。《奇妙量子世界：人人都能

看懂的量子科学漫画》通过漫画形式介绍了社会关注

的科技前沿知识；《薄世宁医学通识讲义》分享了与大

众生活密切相关的医学知识；《这里是中国》《嘉卉：百

年中国植物科学画》将科学性与艺术性相结合，让读

者在享受视觉盛宴的同时，了解蕴涵在作品中的科普

知识。 （史竞男）

37种图书入选2019年度“中国好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