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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1版）
倡导革命文学的过程中，发生了创造社、太阳社与鲁迅、茅

盾等作家的论争。这场论争促使鲁迅认真阅读和翻译了许多马
克思主义的书籍，使他更坚定地站到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立场上
来。鲁迅和茅盾都是新文学的奠基者。鲁迅以《呐喊》和《彷徨》
开拓了新文学的现实主义道路，而茅盾先以现实主义理论，后
又以长篇小说《幻灭》《动摇》《追求》三部曲为大革命留下现实
主义的写照。在1928年左右围绕革命文学的论争中，鲁迅在
《文艺与革命》、茅盾在《从牯岭到东京》等文中还提出了革命文
学发展必须很好解决的另一些重要问题，如正确认识文艺的特
性与本质，避免“标语口号”式的创作，正确处理革命文学与小
资产阶级的关系问题、语言的大众化和欧化问题等。但这些问
题的进一步解决则是在左翼作家联盟成立以后。

1930年3月2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成立，无疑标志着革
命文学走上新的发展阶段。这个联盟是在中国共产党人的主导
下，联合众多党内外进步作家成立的。左联在自己的纲领中宣
布，将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作为自己的工作指南，还指出，

“我们的理论要指出运动之正确的方向，并使之发展。常常提出
中心的问题而加以解决，加紧具体的作品批评，同时不要忘记
学术的研究，加强对过去艺术的批判工作，介绍国际无产阶级
艺术的成果，而建设艺术理论。”左联标志着革命文艺队伍的聚
集，并意味革命文艺统一战线的形成，在相当程度上克服了此
前革命文学论争中狭隘团体主义的宗派倾向。实际上，1930
年代共产党领导的文艺创作，还有苏区的群众性的革命文艺。
除了苏区，白区的左翼文艺，由于沙汀、艾芜等西南作家的努
力，萧红、萧军等东北作家群的来到上海，以及北平左联支部的
成立，还有田汉、阳翰笙、夏衍、洪深等在影剧界的创作，加上冯
雪峰、胡风、周扬等理论的张扬，其声势和影响越来越大。鲁迅
在《黑暗中国的文艺界的现状》一文中称当时中国的革命文艺
运动“其实就是惟一的文艺运动。因为这乃是荒野中的萌芽，
除此以外，中国已经毫无其他文艺。属于统治阶级的所谓‘文
艺家’，早已腐烂到连所谓‘为艺术而艺术’以至‘颓废’的作品
也不能生产。”他说，“现在来抵制左翼文艺的，只有污蔑、压迫、
囚禁和杀戮；来和左翼作家对立的，也只有流氓、侦探、走狗、刽
子手了。”毛泽东则指出，从1927年至1937年反革命对于革命
力量的“军事围剿”和“文化围剿”都以失败而告终，当时与苏区
革命文艺相呼应的白区左翼文艺运动的存在和发展，正是反革
命势力失败的有力证明。

当然，左翼文艺运动并非没有缺点，如曾受到苏联“拉普”
派影响的宗派主义和左的倾向，以及重视革命宣传而对文艺特
性有所忽略等。这些关门主义、宗派主义的观点不仅影响到创
造社、太阳社对鲁迅等的批评，也在某种程度上影响到后来与

“新月派”梁实秋、“自由人”胡秋原、“第三种人”苏汶等的论
争。当时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之一的张闻天便化名“歌特”，发表
《文艺战线上的关门主义》一文，对左翼作家中的宗派主义和理
论上的机械主义进行纠偏，指出左翼不应排斥“自由人”和“第
三种人”，而应团结他们，这样才能壮大革命文艺统一战线。上
述缺陷在后来中共中央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口号后，才有
更显著的纠正。这对于中国共产党自身的建设，当然也起着积
极的作用。

关于文艺与革命的关系，鲁迅指出，“我以为一切文艺固是
宣传，而一切宣传却并非全是文艺”，“革命之所以于口号、标
语、布告、电报、教科书……之外，要用文艺者，就因为它是文
艺。”（《文艺与革命》）鲁迅翻译的普列汉诺夫的《艺术论》《没有
地址的信》，冯雪峰翻译的卢那察尔斯基的《艺术之社会的基
础》、普列汉诺夫的《艺术与社会生活》，还有瞿秋白编译的马克
思主义论文集《现实》和列宁论托尔斯泰的文章等，都有助于人
们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进一步认识文艺是
通过审美的艺术形象反映社会生活、表现思想和情感并反作用
于社会的特性。周扬介绍苏联作家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所提出
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新口号，概括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
三大特征：在现实的发展运动中认识与反映现实、创造典型环
境中的典型性格、为大众的文学等。这对人们更为正确地理解
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与方法论的关系起到了纠偏的有益作用。

总体而论，左翼时期鲁迅所写的杂文，茅盾、丁玲、张天翼、
沙汀、艾芜、萧红、萧军等的小说，田汉、阳翰笙、夏衍等的戏剧、
电影，中国诗歌会诸诗人和臧克家、艾青等人的诗歌，都显示了
左翼文艺的实际成绩和广泛影响。它成为当时世界范围内“红
色三十年代”文艺运动的重要一部分。

记者：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第一次
系统而明确地提出了党对文艺的指导思想，这对文学的发展起
到什么样的促进作用？

张炯：从抗日战争爆发到1949年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是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民族民主革命取得完全胜利的时期，也是
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文艺发展的一个重要的时期。其标志性的
理论成果是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
的讲话》。

1940年毛泽东同志发表的《新民主主义论》不但提出中国
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纲领，而且对五四新文化和新文艺

运动以来的历史作出了科学的总结。他指出，“在‘五四’以后，
中国产生了完全崭新的文化生力军，这就是中国共产党人所领
导的共产主义的文化思想，即共产主义的宇宙观和社会革命
论。……这个文化生力军，就以新的装束和新的武器，联合一切
可能的同盟军，摆开了自己的阵势，向着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
文化展开了英勇的进攻。这支生力军在社会科学领域和文学艺
术领域中，不论在哲学方面，在经济学方面，在政治学方面，在
军事学方面，在历史学方面，在文学方面，在艺术方面（又不论
是戏剧，是电影，是音乐，是雕刻，是绘画），都有了极大的发展。
二十年来，这个文化新军的锋芒所向，从思想到形式（文字等），
无不起极大的革命。其声势之浩大，威力之猛烈，简直是所向无
敌的。其动员之广大，超过中国任何历史时代。”

1942年5月，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召开和毛泽东的《在延安
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发表，则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
思主义文艺理论与中国革命文艺实践相结合达到了一个新阶
段，也达到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发展的新阶段。

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前，毛泽东就对文艺问题做了许多调
查和研究，征求和听取了延安文艺界许多人士的意见。《在延安
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不但回应了当时延安文艺界所出现的各
种问题，实际上也对五四以来，特别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有
关革命文艺论争所涉及的主要问题作了重要总结。它以回答文
艺“为什么人”和“如何为”的问题为中心，展开了对于文艺的审
美特性、文艺与社会生活、文艺与政治和革命、文艺与广大人民
群众、文艺的世界观与创作方法、文艺的革命内容与完美形式、
文艺创作中的人性与阶级性、文艺的歌颂与暴露、文艺的普及
与提高、文艺批评的重要性与批评标准以及文艺发展中的继
承、借鉴与创新等问题，都作了深刻的辩证的论述。毛泽东从马
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出发，指出，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
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
用的”；革命需要有文化的军队，文艺也可以成为“团结人民、教
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的武器”；文艺作品“都是一
定的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革命的文艺“则是
人民生活在革命作家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只有现实生活才
是“一切文学艺术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惟一的源泉”；文艺
的美之所以区别于现实的美，是因为它“更高，更强烈，更有集
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对中外文艺遗产都
要采取批判地继承和借鉴的态度，“但是继承和借鉴决不可以
变成替代自己的创造”；文艺创作和传播要“找到普及和提高的
正确关系”；文艺工作者应该与时代和人民群众相结合，深入群
众的生活与斗争，转变自己的立场和感情，要“用辩证唯物论和
历史唯物论的观点去观察世界，观察社会，观察文学艺术”；在
文艺创作中，要实现内容和形式的统一，“缺乏艺术性的艺术
品，无论政治上怎样进步，也是没有力量的”；文艺批评应该发
展，“我们的批评，也应该容许各种各色艺术品的自由竞争”，并

“按照艺术科学的标准给以正确的批判”，等等。尽管毛泽东是
在革命战争年代的特殊环境中论述文艺，但《讲话》所阐述的基
本思想是符合文艺的普遍规律的。它是中国共产党对于文艺问
题第一次作出最系统最全面的论述，它也是毛泽东所提出的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新人生观在文艺领域予以坚决贯彻
的表现。

《讲话》的深刻影响不仅体现在抗日民主根据地，而且后来
扩及全国和国外。在它的指导下，当时各抗日民主根据地和后
来的解放区的文艺都有蓬勃的发展，涌现了赵树理的《小二黑
结婚》《李有才板话》《李家庄的变迁》、孙犁的《荷花淀》、丁玲的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周立波的《暴风骤雨》、贺敬之和丁毅的
《白毛女》、李季的《王贵和李香香》等大量为人民群众所喜闻乐
见的作品。国统区的革命的进步的作家受其影响也创作了许多
好的作品。像茅盾的《霜叶红似二月花》《清明前后》、老舍的《四
世同堂》、巴金的《寒夜》、曹禺的《日出》、陈白尘的《升官图》等。
这为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新中国文艺奠定了坚实的前进基础。

记者：新中国成立后，党对文艺创作的指导政策都发生了
哪些变化？从您个人的视角来看，当时这些政策如何影响这一
时期的文学发展？

张炯：1949年7月，在北平召开的中华全国第一次文学艺
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不仅实现了解放区和国统区革命的进步的
作家队伍的会师，而且明确以毛泽东文艺思想作为新中国文艺
的指南。新中国的成立标志我国从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初级阶
段的过渡，也标志着我国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变革为人民当
家、独立自主的、以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为目标的新社会。从
1949年10月1日到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
在这30年间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包括文艺创作既有不俗的成
绩，也遭遇严重的挫折。

新中国成立初期，如何团结和改造全国文艺界，繁荣文艺，
使之更好地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服务，这不能不成为新中国
文艺最大的实践课题。它涉及所有文艺工作者的世界观、人生
观、价值观和文艺观如何适应新的形势，还涉及对整个文艺事
业的领导、文艺生产与消费体制的改造等。当时提出文艺体制
的改造，主要是借鉴苏联的模式，如建立各级作家协会和国家
出版社等，并通过学习，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对文艺工作者进

行思想的教育。在这过程中，还探讨了“写什么”和“怎么写”等
实际问题，以及文艺作为上层建筑怎么适应社会经济基础的变
革等问题。为解决文艺实践面临的系列新问题，毛泽东提出戏
曲改革的“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方针，在《同音乐工作者的谈
话》中提出辩证处理中西文艺关系的思想，在《关于正确处理人
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提出要区分敌我之间和人民内部两种不
同性质的矛盾，用“团结——批评——团结”的办法解决人民内
部矛盾，还提出繁荣和发展文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
针，认为“艺术上不同的形式和风格可以自由发展，科学上不同
的学派可以自由争论”。这都是符合社会和文艺发展规律的十
分正确的政策主张，从而有力地促进文艺的迅速繁荣。

在这一时期，文学创作取得了相当丰硕的成果。例如，涌现
了郭小川、贺敬之、闻捷、李季、公刘、李瑛等许多著名的诗人激
情洋溢的诗作。赵树理的《三里湾》、孙犁的《风云初记》、柳青的
《创业史》、周立波的《山乡巨变》、杜鹏程的《保卫延安》、杨沫的
《青春之歌》、曲波的《林海雪原》、罗广斌和杨益言的《红岩》等
一批内容厚重、风格新颖的长篇小说，后来被称为“红色经典”。
话剧方面，有胡可的《战斗里成长》、陈其通的《万水千山》、老舍
的《龙须沟》《茶馆》、郭沫若的《蔡文姬》、田汉的《关汉卿》、曹禺
的《胆剑篇》等。大多数作品不仅开拓了新的题材和主题，表现
了新的人物和新的世界，塑造了从个人主义转向共产主义、集
体主义的新的英雄形象，而且在文艺的民族化、大众化方面都
创造了新的成绩。它们对广大读者新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的形成，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这一时期的文艺理论发展的成绩也不容低估。在文艺讨论
中，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反映论，坚持社会生活是文艺创作的
惟一源泉；坚持文艺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服务等观点；积极促
进文艺理论的建设，编写高校文艺理论教材。1958年，周扬还
提出了建设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号召。60年代，由
蔡仪、叶以群分别主编的《文学概论》和《文学的基本原理》就是
当时试图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建构有中国特色文学理论体系
的代表性著作。

当然，在这个过程中，多次文艺批判运动，1957年“反右”
扩大化，再到后来的十年“文革”，都不利于文学事业的发展。现
在返观之，这一时期的文艺理论讨论，有一些需要反思的地方。
例如，对艺术创作方法，在提倡“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或“革命现
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同时却排斥其他，批判了秦
兆阳的“现实主义广阔道路”论和邵荃麟的“现实主义深化”论。
文艺题材的表现上，在提倡“重大题材”的同时却多年忽视题材
的多样性。人物塑造上，在正确提倡英雄人物形象塑造的同时
却错误地批判“中间人物”论；在主张文学艺术描写人时应表现
阶级性，却不承认也存在共同的人性。这都不同程度地体现了
当时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认识上的片面性和左倾的弊病。正
是在上述文艺思想理论复杂变动的过程中，新中国文艺既经历
了十七年初步繁荣和曲折，也经历了“文革”中的荒芜和凋零。
在“文革”中，只有极少数作家依照自己的信念坚持创作，只产
生了一些革命样板戏和小说。

记者：新时期以来，党高度重视文学事业，坚持贯彻“二为”
方向、“双百”方针，为文学事业的繁荣发展提供了广阔的舞台。
回顾四十多年来的文学发展史，我们取得了不俗的成绩。您认
为有哪些值得总结的宝贵经验？

张炯：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开启了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在这一时期，党根据历史的经
验与教训，从“文革”结束后的实际出发，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
心，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坚持改革开放。从1978年至今的
四十多年里，在党的领导下，文学创作与时俱进，深刻、全面地
反映社会各领域的变迁；文学理论也在繁荣发展，科学地阐明
文学的本质与规律，从而为文学事业的发展开拓了新的局面和
广阔的道路。

在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同志在《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
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词》中坚持“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
义服务”的方向，重申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和“洋为中用，古
为今用”的方针。他要求党按照文艺规律加强和改善对文艺的
领导，同时他又强调：“文艺这种复杂的精神劳动，非常需要文
艺家发挥个人的创造精神。写什么和怎样写，只能由文艺家在
艺术实践中去探索和逐步求得解决。在这方面，不要横加干
涉。”此后，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
多次就文艺工作作了重要指示，这为文学事业的繁荣发展指明
了方向。

新时期以来，文学界、理论界先后围绕文艺特征和形象思
维问题、现实主义和典型问题、人性和人道主义问题、主体性与
客体性的关系问题、现代主义文艺思潮及其创作表现问题、人
文精神问题、古典文论的现代转化问题、文艺学向审美文化拓
展的问题、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问题等展开了广泛的讨论。通
过讨论，大多数学者都努力辩证地去理解相关的问题，也深化
了对有关问题的认识。学术界和翻译界也大力加强对马克思主
义文艺理论的研究和翻译，出版了大批新的著作。重新依据德
文本翻译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全集，出版了多种研究马克思主
义经典作家文艺论著的著作和研究毛泽东文艺思想、邓小平文

艺理论的著作。关于建构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体系
的问题，也得到许多学者的关注，并展开过讨论。或主张这个体
系应包括文艺社会学、文艺心理学和文艺语言学，或认为它应
该反映文艺的本质规律、发展规律、结构规律、创作规律和接受
规律。而大多数学者都认同应汲取我国古代文论和外国文论的
精华，并总结我国的文艺实践，在此基础上以马克思主义为指
导，去建构新的理论体系。新世纪中央实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
研究和建设工程中所定的、由数十位专家共同完成的文艺理论
教材的编写和出版，对文艺的本质与功能、文艺创作和接受的
规律、文艺的历史发展规律等均做了与时俱进的论述，可以说
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对建构和阐释文艺理论体系的一部具
有代表性的著作。

“坚持真理，修正错误”，这是中国共产党的宝贵传统。因为
人们对客观事物的认识都有个过程，而真理必须经过实践的检
验才能被认知。四十多年来，得益于党的正确的文艺方针政策，
广大作家齐心努力，文学创作涌现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
良好局面，文学事业得到繁荣发展。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名家辈
出，佳作如云。“80后”和“90后”的作家也创作了许多引人注目
的作品。全国各个地区和各个民族都涌现了自己的富于地方特
色和民族特色的作家群，使我国文学地图变得更加五彩斑斓。
这时期，有大量优秀作家的小说、诗歌、散文、报告文学、话剧，
都荣获过鲁迅文学奖、茅盾文学奖、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
马奖和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等。许多作品被译到国外，不少作
家获得外国的奖项。

回顾40多年来的文学发展进程，从伤痕文学、反思文学、
改革文学到寻根文学、新写实小说的递嬗，不仅为现实主义的
真实论提供了深入思考的材料，也引发过“歌德”与“缺德”的争
论。从朦胧诗、东方意识流小说到先锋小说、探索性话剧的涌
现，点燃了关于创作主体与客体的关系、关于现代主义和后现
代主义的讨论。女性创作的不断发展，为我们研究女性文学的
时代特色提供了许多新的文本。“底层文学”的崛起，吸引人们
关注社会弱势群体的同时，也为现实主义的回归和深化的研究
提供了丰富的资料。而网络文学和电子传播的普及，为文艺的
生产与消费展开了全新的前景，其影响之广泛和深远，也必然
要波及人们对文艺与经济、文艺与科技的关系及其发展的理论
认知。当然，由于市场化思潮的影响，我们的文学界也出现了一
些浮躁情绪和媚俗倾向，需要我们警醒。特别是在文学创作数
量不断攀升的当下，需要我们在质量上更加严格地把关。

总而言之，新时期以来的文学发展史，最重要的经验就是
必须继续坚持党的文艺政策符合客观规律的科学化，坚持文艺
的“二为”方向，坚持“双百”方针，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
展，既弘扬主旋律，又坚持多样化。广大作家要坚持与现实生
活、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才能创作出反映时代气象和人民心
声的优秀作品。

记者：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
度重视文艺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就文艺问题作了重要讲话
和批示，进一步强调文艺事业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
的重要地位，为文学事业从“高原”走向“高峰”指明了方向。您
认为，当下的作家和文学工作者应该肩负什么样的责任和使
命？文学理论、文学批评、文学创作之间如何构建更为健康的互
动关系？

张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工作的重要论述是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论述总结了
我国文艺发展的历史经验，针对当前文艺发展的实际和问题，
作出了一系列深刻的阐述。他强调，文艺创作必须坚持以人民
为中心，更好地为广大人民服务；作家要深入生活，表现人民的
心声和愿望；文艺应与时代同频共振，成为时代的镜子和前进
的号角；文艺应大力弘扬我国文化的优良传统，弘扬爱国主义
精神，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文艺创作需要精益求精，反对
粗制滥造，在艺术创新中努力做到高度思想性和完美艺术性的
统一；党要加强对于文艺工作的领导，为文艺工作者繁荣创作
创造更好的条件。这些论述指明了我国文艺从“高原”走向“高
峰”的正确方向和剀切途径。我认为，作为文学工作者，我们理
应切实学习和全面领悟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的重要论述，充
分认识自己所肩负的历史责任，站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共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高度，为人民贡献更多高质量的作品，为建
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审美需
求提供正能量而竭尽全力。

理论源于实践，但正确的理论又能指引和促进实践。没有
文学创作，当然谈不上文学批评。但优秀的文艺批评，不但会成
为文艺家的诤友，也会传达广大读者的审美需求和阅读反馈，
并从创作实践中不断升华和发展文艺理论。文艺理论和批评是
科学，追求的是真理，是发现和揭示文艺规律。面对文艺作品，
批评家自应有好说好，有坏说坏。它无需取媚作家或堕为“恶
评”。作家追求的是艺术的自由创造，遵从的是艺术创造的规
律，对于理论和批评的声音自可善则从之，不善则置之。实际上
许多作家也写理论批评文章，而有些理论批评家也写文学作
品。作家、批评家和理论家都是文艺战线上各尽其责、互相促进
的同志，他们应该求同存异，共同为繁荣文艺而努力。

文学理论家张炯谈文学理论家张炯谈：：

党对百年中国文学发展的领导党对百年中国文学发展的领导
百年奋斗路

征程再启航

广 告

叙 事
会跳尬舞的黄马甲（中篇小说） …… 霍 君
犟老头（中篇小说） ………………… 章 剑
西城故事（短篇小说） ……………… 武陵驿
荒城（短篇小说） …………………… 夏 群
温泉行（短篇小说） ………………… 强 雯
沱湾里的邓心瑶（短篇小说） ……… 李开杰
品 相
远方之后的远方——海子逝世30周年故乡行纪

………………………………… 刘鲁嘉
川行四记 …………………………… 胡竹峰
生死浮尘 …………………………… 陈 纸
在医院，为医生 ……………………… 李存刚
精 品
这也是一个人？ …………………… 叶圣陶
江南文学的本相 …………………… 叶 弥
汉 章
止水帖（组诗）………………………………………… 李 皓
羌：在阿坝写诗（组诗） ……………………………… 雷 子
短歌行 …………………………… 姚 彬 吕 宾 惠永臣

赵泽波 凡 夫 若 水 田青霞
视 界 “父亲”的发现与困境 ……………………… 曾 皓
经典的十二种凝视
主持人语 …………………………………… 吴义勤 陈培浩
读贾札记十四则 ……………………………………… 杨 辉
千目识器辨平凹——关于贾平凹的一份不完全社会阅读

…………………………… 王威廉 丁小龙 邱毓贤等

2021

年
第
三
期
目
录

名誉主编：阿来，执行主编：罗伟章。邮发代码：62-1。定
价：15.00元。地址：成都市红星路二段85号，邮政编码：
610012。电话：028-86781286。邮箱：scwx@vip.163.com。

南通海心文化艺术服务有限公司前身是如东县江海科技
文化研究会组稿中心是政府民政部门批准开办的社会团体，
2017年转型为有限公司，从2005年开始长期组织图书代理承
接书稿编撰出版业务（内容涵盖文学、科技、教育、医学、哲学
及其它学科、艺术门类等），即日将继续代理承接图书出版业
务，欢迎广大作者踊跃投稿，国内图书出版后将推荐作者辖区
相关单位申报各级政府文艺(社科)扶持项目和奖项，并在相关
报刊公布推介。一书一CIP数据，版权可以在中国新闻出版
信息网CIP数据库进行核查验证。愿意合作的作者，尽快与
本公司编辑一室联系。包容乃大的海心团队，将用无微不至
的细心为各位作者服务。

投稿地址：江苏省南通市如东城区掘中路28号A座2层
海心创业园107室海心公司编辑一室

邮 编：226400
电子邮箱：YUYU519@126.com
联 系 人：习枫 欧阳雨
联系电话：13813732486(微信号) 0513-84133985

2021年第三期 邮发代号：82-106
中篇小说月报

第一时间畅读全国优秀中篇小说佳作

本刊每期内文208页，全部彩色印
刷，装帧精美，每册定价15.00元，全年
12期定价180.00元，且每期随刊赠送
精美副刊。本刊2021年杂志仍可订阅，
定价不变，请读者们及时到当地邮局订
阅，也可到《北京文学》微店或杂志铺
（http://www.zazhipu.com）订阅或购买
本刊。本刊国内邮发代号：82-106。国外
邮发代号：M1780。地址：100031，北京
前门西大街97号北京文学月刊社发行
部。电话：010-66031108/66076061。

刺客爱人 …………… 双雪涛

白梦记 ……………… 胡学文

今天海德薇跳舞了吗…李静睿

吞咽 ………………… 蓝 石

永安 ………………… 梁 豪

在柏叶底 …………… 陈克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