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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陕军文学陕军””砥砺奋进砥砺奋进
奏响新时代嘹亮号角奏响新时代嘹亮号角
□□陕西省作家协会陕西省作家协会

（上接第1版）
记 者：确实如此，文学本来就需要爱和情感贯注其中，只

有打动了自己才能打动更多的读者。您能具体给我们讲讲其中

的细节吗？

何建明：记得2月14日这个特殊的情人节，我特意从浦东

乘摆渡船过了黄浦江，来到对岸的虹口区，来到了传说中上海最

浪漫的“爱情街”，去寻找和近距离感受这座时尚都市的“爱之

源”。甜爱路改革开放之后慢慢被上海年轻人当成“爱情圣地”，

于是热恋中的青年男女们就把甜爱路当作“定情地”“许愿地”和

“牵手地”，甚至“山盟海誓地”。虹口社区因势利导，便将这条“甜

爱路”打造成现今的“上海第一浪漫街”。

散步在这条被两边高大葱绿的水杉树掩蔽的幽静小马路，

一边默念着挂在街墙上的28块“名人论爱情”经典语录，再看长

长的“爱情墙”上不知有多少少男少女们在此涂鸦的各式各样的

图案与句句“爱情宣言”，一股浓浓的清香甜美的爱情味道，会从

你心底缓缓升腾而起……疫情下的上海情人节，我看到已经有

三三两两的青年男女，尽管他们戴着口罩，但他们仍然手牵着

手，不时地在爱情墙上画着、写着他们的“爱情鸟”与“爱情宣

言”。我还看到一对70多岁的老人也手拉着手，漫步于爱情浓浓

的小街上。

我走上去跟他们打招呼，问他们是不是第一次到这儿来。他

们停住脚步轻声地告诉我，他们已经是金婚了，每年情人节都要

到这里重温爱情的热度。今年也一样，虽然病毒能“伤害”大家的

身体，可不能咬坏他们。阿婶请我替他们拍张照片。我忙摆开架

势，连连帮他们“咔嚓”了几下。那一刻，我被“爱情街”上的这两

位老人和身边走过的每一对恋人所感动。自然，当我回到黄浦江

边摆渡的时候，重新展望疫情即将过去的大上海时，心头难抑激

荡和飞翔的感情……

我想对上海歌唱，歌唱她的美丽，她对我们的爱。

我还在想：假如一个城市、一块土地，她保护了我们的生命，

并让我们的生命更加精彩，我们自然应该向她致敬！

（李晓晨）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天津市作家协会专业作家吴若增

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20年4月4日在天津逝世，享年

76岁。

吴若增，1980年开始发表作品, 1983年加入中国作

家协会。著有长篇小说《离异》、短篇小说集《翡翠烟嘴》、中

篇小说集《兽孩》、杂文随笔集《孤独的诉说》等。

吴若增同志逝世

4月的三秦大地、到处春意盎然。习近平

总书记相隔五年重返陕西视察，发表重要讲话、

作出重要指示，令“文学陕军”感到格外振奋和鼓

舞。习近平总书记来陕视察发表重要讲话重要

指示，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和习近平总书记对陕西

各方面工作的充分肯定，体现了对宣传思想和文

化工作的高度重视，体现了对陕西的亲切关怀和

厚望。回眸“文学陕军”五年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

书记来陕视察重要讲话，感到欣慰的是“文学陕

军”坚定前行、硕果累累、阵地牢固、守正创新、不

忘初心；展望未来感到振奋的是“文学陕军”勇于

担当使命、充满前进的动力、增强了攀登的底气。

五年来，“文学陕军”坚定前行。深入学习贯

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工作的重要论

述、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来陕视察重要讲话，

加强和改进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自觉肩负起举

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的使命任

务。按照省委的安排部署，围绕文学陕军再进军

这个目标，实施抓首要、出人才、出精品、强阵地、

促改革五大战略，实施重点工作、职能工作、专项

工作等八大任务，采取100余项具体措施，特别

是通过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落实省委《陕西

省作协深化改革方案》，举办高规格柳青文学创

作研讨会，评选第五届柳青文学奖，持续开展“深

入生活、扎根人民”主题实践活动，弘扬陕西现实

主义文学优良传统，实施“陕西百名优秀中青年

作家扶持计划”，推进“签约作家”制度，成立陕西

青年文学协会、网络作家协会，与鲁迅文学院等

合作举办“陕西作家班”，大力培养文艺人才，与

中国作家协会、中国社科院、《人民文学》《文艺

报》等机构与媒体、陕西各大学文学院加强联系，

促进文学交流合作，召开“改革开放与路遥的创

作道路”研讨会，坚定文化自信和强烈使命担当，

激励广大作家向经典看齐、向大师学习，提高了

文学影响力，文学队伍数量庞大、结构合理、后劲

强劲，不断向文艺“高峰”迈进。

五年来，“文学陕军”硕果累累。全省每年推

出各类文艺图书近3000部。近百位作家的700

余篇（部、首）作品在《人民文学》《收获》《诗刊》等

国家级刊物和重点刊物发表。党中央、国务院授

予作家路遥“改革先锋”称号，中宣部等部委授予

路遥、贠恩凤等“最美奉献者”。陈彦的长篇小说

《主角》荣获全国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

和第十届茅盾文学奖。《百年钟声——香港沉思

录》荣获全国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阎

安的诗集《整理石头》、穆涛的散文集《先前的风

气》，分别获得第六届鲁迅文学奖诗歌奖和散文

杂文奖。弋舟的短篇小说《出警》获第七届鲁迅

文学奖。《白鹿原》《浮躁》《平凡的世界》《人生》4

部作品入选“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周年最有影响力

小说”。《保卫延安》《创业史》《白鹿原》《平凡的世

界》《秦腔》《装台》等作品入选“新中国70年70

部长篇小说典藏”丛书。贾平凹、高建群、叶广

芩、莫申、陈彦、王海、李康美、和谷、安黎、冯积

岐、吴克敬、方英文、龙云、朱鸿、冷梦、张虹、厚夫

等一大批作家先后荣获全国有关报刊、省市举办

的百余个重要奖项。李国平、弋舟，以及冯希哲、

王妹英、李小洛、周瑄璞、杜文娟、李尚洁等入选

中宣部“四个一批”人才。陕西文学名著改编影

视剧，掀起西部影视热潮，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

效益双赢。百优作家、中青年作家积极融入火热

的生活，围绕重大主题、重要时间节点、全面建成

小康、脱贫攻坚等主题，创作推出《张富清传》《西

迁人》《穿越秦岭》《脱贫英雄》《绿满秦巴》《精耕

记》《剑气扬眉》《大清官》《第一书记扶贫手记》等

优秀作品，李春平、高鸿、周瑄璞、陈仓、冯北仲、

陈毓、钟法权、王妹英、杨辉、贝西西、王闷闷、周

子湘、庞文梓、邢小俊、侯波、王晓云、寇辉、马语、

李小洛、李育善、吕学敏、王为民等一批优秀中青

年作家在全国影响力不断攀升，充分展现了“文

学陕军”与时代同步伐、以精品奉献人民的新气

象、新作为、新成果。

五年来，“文学陕军”阵地牢固。加强文学阵

地管理，把握正确的创作方向。认真落实《中国

共产党宣传工作条例》和《党委（党组）意识形态

工作责任制实施办法》，定期分析研判意识形态

领域情况，加强意识形态工作。省委宣传部主

管、省作协主办的《延河》《小说评论》等文艺期刊

坚持大刊、名刊品质和定位，专业品质和专业影

响力得到不断提升。《小说评论》连续多年入选

CSSCI来源期刊，《延河》杂志转载率稳步提升。

抓好阵地管理和舆论引导，坚持守土有责，守土

负责，守土尽责，坚持“三审三校”“重审重发”等

制度，牢牢把握文学阵地主旋律，弘扬正能量，昂

扬精气神。不断拓宽办刊思路，邀请全国名家驻

刊、主持专栏，提升刊物质量水准，《延河》每年不

少首发作品入选各类选本、榜单，《小说评论》每

年都有首发作品被《新华文摘》转载，两刊都位列

“全国文学报刊联盟理事单位”，巩固了陕西文学

重镇的地位。先后推出“脱贫攻坚”“改革开放四

十周年”“抗击疫情”“柳青研究”等主题专栏、专

辑、专号，主动以文学的方式呼应时代的主流，展

现出文学陕军观照时代、融入时代的情怀。《陕西

文学界》、陕西作家网、“文学陕军”微信公众号等

平台围绕各自职责定位开展编务工作，积极探索

融媒体发展思路和手段，建立刊物、网站、微信、

头条资源共享、同步推广的机制，促进优秀文学

作品的多渠道传播，极大活跃了基层文学的氛

围。被中国作协授予“舆情信息工作先进单位”

荣誉称号。主动加强对研讨交流活动的审批管

理。严格审核各类学术研讨会、讲座论坛的内容

和方向，先后举办“柳青创作精神”“卅年重聚说

路遥”等研讨会，梳理文学陕军的精神财富，弘扬

老一辈作家的创作精神，营造风清气正的文学氛

围。做好陕西文学陈列室的管理，努力打造优质

阵地。抓好党组理论中心组学习和“学习强国”

平台推广应用。常态化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进机关”，积极树立宣传先进典型。深化机关

精神文明建设，开展诚信缺失问题专项整治。

五年来，“文学陕军”守正创新。认真落实省

委办公厅印发的《省作协深化改革方案》，增强

“政治性、先进性、群众性”。从为作家免费送《文

艺报》等小事做起，努力为作家排忧解难，建立温

馨的作家之家。制定《陕西省作家协会关于作家

定点体验生活的暂行办法》，选派一批作家赴基

层挂职、定点深入生活，奔赴陕西追赶超越一线，

深入举行采访、采风活动。改革完善机构设置，

修订“三定”方案，优化部门设置和职能配备，建

立完善事业单位法人治理结构，修订省作协《章

程》。积极推动基层作协建设，延安市、铜川市、

延川县作协落实机构编制，成为深化作协改革的

“陕西经验”。认真推动实施“陕西百名优秀中青

年作家资助计划”“签约作家”等专门人才项目实

施，加强追踪服务。深化作家培训机制改革，采

取直接培训和委托培训相结合的方式，先后举办

“全省脱贫攻坚中青年作家培训班”“百优计划与

百人计划培训班”“鲁迅文学院陕西中青年作家

培训班”等专题培训班次十余场。加强干部队伍

建设，出台《干部平时考核办法》《干部轮岗办

法》，对干部严管厚爱，持续激发干部人才的动力

活力。积极推动陕西文学馆、陕西作家展览馆、

作家数据库建设项目，出台《文学陕军再进军工

程实施方案》等四个重要政策文件，与阿里文学

签订战略合作协议，主动加强与青年文学协会、

网络作家协会、新兴文学群体的联系，加强文学

社团管理，推动文学陕军高质量发展。加强文学

对外交流和公益服务工作，接待韩国、哈萨克斯

坦、波兰、北美等多个作家代表团来陕考察交流，

举办“故事里的中国——外国专家进陕采风活

动”。积极举办“文学陕军读书会”“小文学陕军

进作协”等文学公益活动。通过优秀作品传播中

国价值、陕西形象。筹拍新中国成立以来陕西老

作家资料片。

五年来，“文学陕军”不忘初心。深入开展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牢记“文学陕军”从

延安走来的光荣历史，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

全面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和新时代党的

组织路线，落实省委要求，坚持落实民主集中制，

把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

维护”，作为党组书记的首要职责、第一政治任

务。严格遵守党组工作条例，切实负起领导责

任，做到“三重一大”必须上党组会研究决定，自

觉接受纪检部门监督，确保了党的方针政策在省

作协落地落实。坚持党组理论中心组学习，积极

开展读书活动。加强党员培训，发挥“三会一课”

作用，深化“对标定位、晋级争星”活动，深化党员

积分管理，提高党员发展质量，严格党内政治生

活。按期召开机关党委成立大会，成立机关党委

和机关纪委，按时完成机关党组织换届，夯实党

建工作组织基础。发挥机关纪委作用，加强机关

作风建设。推动党建与业务融合发展，把文学专

委会和各支部衔接，实现党建与业务融合，把机

关党委工作延伸到各个文学专委会。严明政治

纪律和政治规矩，全面落实管党治党责任，深入

开展“讲政治、敢担当、改作风”专题教育，坚持刀

口向内，发扬斗争精神，形成了《省作协集中整治

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清单》，制定落实了《省作

协关于集中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的整改

方案》。汲取秦岭北麓西安境内违建别墅问题的

教训。肃清赵正永的流毒，坚决划清界线。以魏

民洲、冯新柱、钱引安、陈国强等案件为警示，做

到警钟长鸣。支持机关纪委工作，按照抓早抓

小、防微杜渐的思路，紧盯重点岗位、重点人员、

重点环节和重点节日，持续抓好党风廉政各项规

定的落实与监督。综合运用“四种形态”，坚决纠

正损害群众利益的行为，全年发文数量减少

30%。全面实施宪法法律，落实省委省政府关于

法治建设的要求，按照作协章程办事，开展法制

宣传教育培训，在各项工作中严格遵法守法执

法。认真贯彻党内法规制度，推动依规治党落到

实处。坚持规范性文件必须经过合法性审核，落

实律师制度，依法维护作家合法权利。加强扶贫

攻坚工作，完成驻村联户工作，如期实现帮扶村

脱贫摘帽。积极争取和完成财政资金及项目。

五年来虽然取得显著成绩，但也存在一些问

题和不足：对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

艺工作的重要论述在学懂弄通做实上还有差距，

推动文学创作创新创造的工作机制还不够健全，

服务人们精神文化生活还有不到位的地方。

2020年是决战决胜全面建成小康、脱贫攻

坚、完成“十三五”规划的收官年。我们要以习近平

总书记来陕视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为指引，作为

推动工作的强大动力，按照省委的部署，把学习

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

的十九大精神，特别是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来

陕视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作为首要政治任

务，把政治建设摆在首位，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

规矩，不断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坚

决做到“两个维护”，把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

讲话重要指示作为搞好工作的总遵循，转化为推

动工作的强大动力。按照省委的要求，围绕重大

主题、重大时间节点，开展主题文学创作，推出一

批精品力作。弘扬“延安精神”，以柳青同志为榜

样，培养自觉担负起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

文化、展形象使命任务的新时代文学陕军，自觉

坚持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扎实推动文

学陕军再进军，做大做强“文学陕军”品牌。围绕

建设内陆改革开放新高地，着力扩大开放，积极

创造条件、整合资源，打造“丝绸之路”文学人文

交流基地，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迈出更大步

伐、打造内陆改革开放高地、推动生态环境质量

持续好转、加强民生保障和社会建设、推动全面

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奋力谱写陕西新时代追赶

超越新篇章作出应有的贡献。

中国小说观念研究中一个难以避免的问题是，诸多名

为“小说”的概念，其含义却不尽相同，因而研究者往往纠缠

于名实之间，不得脱身。为了尽可能清晰界定，一些研究者

做出“古小说”与“古典小说”的界分。而在近现代西方小说

观念的影响下，这一情况变得更为复杂，无怪乎胡怀琛感慨

道，“不但是中国古代的小说和中国现代的小说（就是受过

西洋文学的洗礼而创造的小说）是同名异实；就是在中国古

代的小说中也有同名异实的。”我们通常认为，西方小说观

念的引入促成了中国小说观念的嬗变，但越来越多的研究

显示，小说观念的改变决非一蹴而就，而是反复交织于传统

与新变中，民国初年正是这样一个多元观念并生的时期。在

考察这一时期小说观念时，传统的余响是我们不该忽略的

一种力量。

提到中国古代小说，自然使人想到小说与史家的关联，

班固将小说称之为“街谈巷议”，其后又有“稗官野史”“史

家之余唾”“正史之阙”“正史之余”等说法。在历代史书与目

录学著作中，小说与史家的密切关系更是随处可见。“补史”

观念延宕至民国，成为当时人阅读与理解小说的基本底色。

尽管民国初年的人们在阅读和评价小说时，并不以能否“补

史”作为唯一标准，在公开场合关于“小说补史”的论述也越

来越少，但是保持这种传统见解的人依旧数量可观。以翻译

西方小说而闻名的林纾，在记录见闻的“笔记”《践卓翁小

说》自序中便表现出这种向传统的回归。他认为“盖小说一

道，虽有别于史传，然间有纪实之作，转可备史家之采摭。如

段氏之《玉格》《天尺》《唐书》多有取者。余伏匿穷巷，即有见

闻，或且出诸传讹，然皆笔而藏之，能否中于史官，则不敢

知。然畅所欲言，亦足为敝帚之飨。”

民国初年小说延续了中国古代

小说的“补史”观念，体现于具体的小

说创作与报刊杂志栏目上。以前者而

论，蔡东藩作《中国历代通俗演义》并

自诩“良小说”，可侪于古之“良史”。

以后者而论，与“古小说”史传传统关

系密切的“笔记”在民初盛行，《礼拜

六》《小说丛报》等畅销杂志多专设

“笔记”“笔记小说”“札记小说”“杂

记”“杂俎”等栏目，登载笔记作品。

“笔记”的兴盛状况甚至引起了新文

学人物的关注与警觉。罗家伦、胡适

等人都对此种状况进行批评，或指出

其思想方面的缺失，或从体式上将其

排除在“短篇小说”之外。我们不妨以

曾受罗家伦批评的《小说月报》为例，

以备一隅之观。

1912年恽铁樵接手《小说月报》

编辑后，在该杂志第三号中征求“专

记各省革命时之遗闻轶事”的革命外

史作品，他本人在第四号以笔名“焦

木”发表了“时事小说”《血花一

幕——革命外史之一》，这篇小说的

后记比小说本身更值得关注。在后记

中，恽铁樵表达了写作这类“革命外

史”作品的痛苦，这种痛苦实质源于两种小说观念的龃龉。

一方面恽铁樵受到域外小说观念影响，认为小说为“海市蜃

楼”，应允许虚构；另一方面又无法摆脱小说“补史”观念而

“据事直书”。在随后的第五期他发表了《鞠有黄花——革命

外史之二》，此后再未发表这类革命外史小说。

恽铁樵的搁笔说明其意识到两种小说观念的尖锐矛盾

而难以决断，同时代却另有人保持对小说“真实性”的固执

要求。1915年《小说月报》第十二号上刊登了读者许与澄的

来信，许与澄认为《小说月报》中的“掌故小说”应严格遵循

真实主义，不应臆造，而且应当特别标明“记事”“实事”等字

样，他希望通过阅读这样的作品广见闻，这正是深受小说

“补史”观念影响的一种观点。无独有偶，《小说月报》在1915

年第三号“本社函件撮录”中刊登了陈通甫对钱基博小说

《石勇》的批评，并附载钱基博对此批评的回应。《石勇》是钱

基博1914年在《小说月报》上发表的作品，是受林纾文字峻

洁的“笔记”《技击余闻》影响而作的《技击余闻补》中的一

篇，主要讲述温州东乡人石勇颇有异能，经寺僧推荐做了福

建的“经略大臣”，后在中日海战中因

预判敌舰到来而立功，官至福建水师

提督的故事。陈通甫对《石勇》的批评

主要在于小说缺乏真实性，他指出前

清光绪二十年福建既无“经略大臣”，

甲午后“福建水师提督”中也无名为石

勇者。此外，陈通甫还对《小说月报》停

载“掌故小说”大家许指严的作品表达

了不满，在他看来“指严君秘史为第

一”。而令人诧异的是，钱基博在回应

中声称《石勇》这则故事是据实而录，

只不过在流传过程中或许有所偏差而

造成了“如是我闻”“姑妄听之”的情

况，钱基博进而讽刺道“史书宰相表，

其何人止伯什数，然能道姓氏于人人

者，宁有几哉？”陈通甫如何能够做到

“果系贵官，一经提起姓名，脑中应有

痕蒂”。

不论是恽铁樵写作“革命外史”时

的内心痛苦，还是许与澄对小说“真实

性”的执拗要求，以及陈通甫和钱基博

围绕《石勇》的争论，这些都呈现了小

说“补史”观念在民国初年的延续。

在各种新思潮风起云涌的时代，传统

仿佛一种余响，以深远与持久的方式，

在这些“新”观念中沉默地打下自己的

烙印。

民国初年的小说与民国初年的小说与““补史补史””
————““古小说古小说””影响之管窥影响之管窥 □□陈陈 爽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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