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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育好苗子，助其长成参天大树

7日下午，50位内刊代表围坐在一起，与《北京文
学》副主编师力斌、《十月》杂志副主编季亚娅展开了
一场别开生面的对话。

师力斌首先对《北京文学》的办刊理念做了梳理，
并就如何策划选题和选择优质稿件进行了分享。王蒙
曾说过，“刊物比人更长久”，这句话用在1950年创
刊、至今已有70余年历史的《北京文学》身上颇为恰
当。“做编辑越久，便越虔诚”。师力斌说，无论是老舍、
汪曾祺等前辈作家所奠定的无形的文化资产，还是前
任主编刘恒，都带给他无形的鞭策。从老舍主张的把

“文艺的大众化”作为《北京文学》的标准，到近年来开
辟的“现实生活”栏目，再到今年“建党一百周年”的主
题策划，随着时代变迁，新的生活经验对作者和编辑
而言都是挑战，如何用文学的形式表现新生活，同时
避免标语化、口号化弊端，是办刊亟需思考的问题。

师力斌说，“一个刊物需要培养起自己的作者”，
他表示，好的作者往往“大隐隐于世”，各行各业中都
可能涌现写作高手，这就需要编辑具备敏锐的洞察力
和足够的耐心，去发现和培养。正如林斤澜当年发现
了刘庆邦，此后《北京文学》的几代编辑陆续发现了一
大批优秀作者。

季亚娅用生动丰富的案例向大家阐述了“如何办
好一份刊物”。《十月》杂志隶属于北京出版集团，编辑
部在承担发稿任务的同时，也承担着产品转化、经济
效益兑现等职责。在很多人的印象中，仿佛纯文学很
难与市场扯上关系，但随着编辑经验的累积，她渐渐
明白了二者是可以达到完美统一的。她举例，一期杂
志的封面是拥有广大读者群的池莉，同期内容里也登
载了石一枫的《世间已无陈金芳》，“大家冲着池莉来
的时候，却惊喜地发现了石一枫，这就是我们为新人
出现做的准备。”在她看来，一本好的文学期刊，应该
像意大利哲学家阿甘本所描述的图书馆一样，“里面
装满了各式各样的文章”。季亚娅认为，好的文学刊物
不仅是文学的情报塔、探照灯，还应该有自己的作者
群，多举办改稿会、公益性讨论等文学活动。

在互动环节中，内刊主编们频频发问，师力斌、季
亚娅两位主编妙语连珠，会场气氛活跃而热烈。大家
的疑惑主要集中在如何避免办刊雷同、怎样发现好作
者、作家是否能被培养、地方文学杂志应该发挥什么
样的作用等方面。师力斌认为，雷同化是每个文学刊
物共同面对的问题。在图像时代，人们能接触到形形
色色的文化和艺术样式，受众的眼界与以往不同了。
关于纯文学刊物如何吸引读者，他认为还是要靠发表
好的作品说话，例如莫言的处女作《春夜雨霏霏》
1981年发表在内刊《莲池》上，“一个刊物只要发一篇
好文章就够了，其他都不用太纠结”。季亚娅表示，“追
大作家没有太大意义，不如踏踏实实从新人中发现好

苗子”。交流活动和改稿会对于培养文学新人很有帮
助，她建议年轻作者多重视地方性的内刊，“它们往往
是将新人带入文学场内的启蒙大师”。谈及如何打造
地方文学生态，季亚娅认为可以借鉴十月文学月的“作
家居住地”模式，组织作家开展文学采风，或在当地居
住一段时间进行文学创作，内刊可结合本地经验做出
特色，让全国的作家们流动起来，从而促进当地文学的
繁荣。

陈涛总结到，文学内刊是地方的一方沃土，它的
作用便是发现当地文学的种子，培育它成长为好苗
子，再将其推荐到更广阔的天地，使其长成参天大树。

突破限制，坚守趣味，
与生活紧密联结

8日上午，《人民文学》主编施战军围绕“文学期
刊：意义、情境和作为”进行现场授课，并同与会者交
流。作为中国文学的底盘与基础，许多作家的创作是
从内刊开始的，是从内刊走出来的，包括施战军自己。
初中时，他的作文被推荐到当地的几个内刊，陆续得
到了发表，这极大地激励了施战军，为他日后走上文
学道路打好了基础。“有没有内刊，有没有这个最初发
表的园地，对作家的成长，对当地文化的发展影响极
大。”施战军说。

“突破自我、突破作者的控制、突破地域的限制”，
是施战军为大家总结的三点办刊经验。突破自我意味
着打破自我偏好与风格，怀抱宽广的胸怀与格局。在

施战军看来，刊物的风格往往受到编辑的影响，编辑
的趣味也决定着刊物的趣味，正因如此，他告诫大家
要谨慎对待自身的趣味，它一方面能带来风格化，但
同时也可能限制刊物的视角和广度。

面对极具个人风格的作者，施战军提醒到，编辑
不能被作者自身的风格所限制，要善于引导作者突破
其局限性。在过去的很多文学作品里，主人公往往是
作品的中心，是理想的化身，其他的情节和人物都为主
人公服务，但当下是一个“万物的时代”，突破自我的束
缚、更多地关心自身之外的事物和生命成为必需。除了
自我，还有他人；除了人类，还有自然与其他生物。施战
军说，这是一个众生平等的时代，这呼唤着作家珍爱
笔下的每一个人物，无论其美丑。“无力把握人物的命
运，于是轻易地将角色写死，这是一种走捷径的行为，
看看托尔斯泰和巴尔扎克笔下，无论多么‘不堪’的小
人物都有一种顽强的生命力，他们的命运是不可被随
意摆布的。”施战军说，“编辑要引导、鼓励作者迎难而
上，少走捷径，因为这些态度会引导一个地区甚至一个
国家的文学走向，最终汇入整个民族的写作中。”

突出地域风格和本地文化是许多内刊的特色，但
施战军提醒大家，不仅要熟知地域的历史与现状，也要
思考刊物对地方文化的未来走向所可能产生的影响。
一个地区的文化既有其特色也有其局限，要找到当地
文化的“可通约性”，使其既具有特色，又具有穿透性和
传播力。突破地域的限制还可以帮助刊物推出好作者，
使作者得以溢出地域的小圈子，溢出刊物本身，慢慢往
外走，越走越大。施战军认为，内刊间形成联络和互动
的良性机制能帮助刊物打破地域限制，互相联结、互相
了解、互相支持，有助于内刊保持蓬勃的生命力。

在施战军看来，办刊物，选题和策划能力无疑是
至关重要的。选题策划不能空穴来风，它必须与时代
紧密相连，要有清醒的现实认知。我们处在一个丰富
的、充满了活力的时代，各种新鲜题材层出不穷，这对
作家和编辑都是一种挑战，需要挣脱个人生活的狭
窄，面向更广阔的社会生活，在实践中认知、学习，把
握时代的发展，比如脱贫攻坚的现状，比如前沿科技发
展的状态，正如当年徐迟贴近陈景润的生活，写出了
《哥德巴赫猜想》一般，作家只有贴近写作对象、走到现
实中去深入了解，才能写出最能反映当下现实的作品。

施战军说，编辑形成了对社会和现实的敏锐感知
才能形成对作品的判断力，譬如，在脱贫攻坚的过程
中，基层干部心系群众，服务群众，为帮当地脱贫事业
出谋划策，呕心沥血。“这些基层干部的形象在变化，
他们成为了人民的一部分，不应当再像过去那样以一
种对立的方式书写。”过去，许多作品歌颂的都是年轻
人，走向历史正确方向的也是年轻人，但在杨遥的《父
亲和我的时代》中，施战军发现时代“调了个个儿”，年
轻人反而是停滞不前、犹豫徘徊的，这种错位从审美、
文体上看具有独特的意义。“事实上，你对世界、社会
和时代的认识就决定着你的出题能力和策划水平，这
意味着你要超越你所处的琐碎环境去思考，追求更加
清朗的境界。”施战军强调，在审美方面有所坚持、保
持刊物的文学性，是一种灵魂的勘探。在面对现实题
材作品时，不能只停留在作品的现实表层，而应穿透
表象，看到作品背后的源流和它生长的土壤。

焕发中国文学谱系的基层力量，
完善当下文学生态

8日下午，2021全国文学内刊会议圆满完成所有
议程，顺利闭幕。

中国作协社联部的职能之一是广泛联系基层作
协、基层作家。中国作协社联部副主任李晓东在会议
总结发言中向坚持在艰苦条件下办刊的文学内刊致
敬，并细致阐释了文学内刊包蕴的深厚内涵和办好文
学内刊的重要性与必要性。参加此次会议的内刊多活
跃在各地市县、乡镇，团结了一批基层作家和文学爱
好者，其中许多是非作协会员，这在无形中延伸了作
协服务工作的手臂。李晓东谈到，文学内刊处在中国
文学谱系的最基层，是一方文化的代言人，更是当下
完整文学生态不可或缺的力量。他表示，文学内刊在
记录地方历史文化风物、继承优秀传统文化、倡导全
民阅读、团结文学爱好者、让文学的力量融入乡村振
兴等多个方面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值得被记下重

要的一笔。他寄望广大文学内刊以此次会议为新的契
机和起点，继续发挥基层文学阵地作用，“照亮自己的
同时也照亮身边的人”。他鼓励内刊编辑多在实践中
摸索科学办刊的规律，争取跨越专业和业余的门槛，
不计名利，把志愿服务的精神带入日常工作中去，用
文学志愿者的心态办好内刊。

总结会上，多位内刊代表分别发言，畅谈参会心
得和未来愿景。

《格桑花》编辑部副主任杨晓贤在发言中说，连续
三届全国文学内刊会议的召开坚定了文学内刊存活
与发展的信心，搭建了一个全国文学内刊渴望的交流
平台，这个平台正是内刊人所需要、并且是长久需要
的。全国文学报刊联盟文学内刊委员会的成立，更是
把文学内刊汇聚到一个大家庭中来，是全体内刊人靠
岸的码头和温暖的家。去年，中国作家出版集团对内
刊编辑的奖掖和鼓励，已经极大提升了内刊人办刊的
信心，而今第一批19家内刊委员会理事单位的涌现，
又给广大文学内刊树立了学习的榜样和奋斗的目标，
提振了内刊人办好刊物的动力。

《衮雪》主编张芳谈到，吴义勤书记在会议开幕式
上的讲话充分肯定了文学内刊的重要作用，并从提高
政治站位、围绕中心主题创作等方面，对进一步做好
内刊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三位与会嘉宾的对谈交流
和专题辅导讲座理论素养扎实，实践经验丰富，带给
与会者的不仅是开阔的视野、崭新的知识架构，更是
一份热爱和坚守基层文学编辑工作的共鸣与情怀。作
为创刊40年的纯文学刊物，《衮雪》将在此次会议助力
下，继续继承建安文学风骨，打破固定思维束缚，不断
提升政策理论素养和文学素养，积极拓展思路，创新方
法，以发现文学的新生力量、培养文学新人为己任，把
提高质量作为生命线，把刊物办出品位，办出特色。

《荷花淀》主编王淑彦表示，此次会议“开启了内
刊高质量工作的密码，为内刊发展带来了光明的未
来”。几天来的认真聆听与交流更新了办刊思路，明晰
了文学内刊在文学生态中的重要作用，集结了积蓄的
力量，明确了内刊如何书写伟大时代，融入属于时代
和人民的伟大乐章。与会者在面对面的真诚交流中结
识了志同道合的朋友，由此更加坚定了建设好基层文
学阵地的信心和在内刊领域深耕的决心。

《龙岗文艺》执行主编虞霄是深圳市龙岗区首家
注册内刊《红棉》的创刊社长。2015年至2020年，担
任《红棉》执行主编6年，2019年起担任深圳市龙岗
区文联《龙岗文艺》执行主编。通过多年办刊经验，她
总结出“争取上级支持、把握高效原则、兼顾本地风格”
等几点办刊经验。她谈到，只有充分利用好文学内刊这
个平台，积极发现和培育文学新人，才能让办刊“年年有
新意，年年有新作”，让刊物历久弥新，发挥应有作用。

本次参会的惟一一家乡镇级文学内刊《吕城》主
编庞云初为了活跃镇作协工作，一手创办了《吕城》杂
志，在5年多时间里摸索出了一条较为清晰的办刊思
路，即：地方特色，时代风貌，精神家园。5年的酸甜苦
辣、霜雪暖阳、初心不改，让《吕城》春风化雨，成为江
南古镇名副其实的“精神氧吧”。这次参会经历令第一
次来到北京的庞云初难忘，“声音可以小一点，步子应该
稳一点，只要有耐心，有恒心，《吕城》会一直在那里。”

《同心》杂志是创刊于2007年的纯文学季刊，以
“文学性、现实性、开拓性”为办刊原则，团结维系了当
地一大批基层作者，近年来对微信公众号等传播渠道
的探索卓有成效。《同心》主编马占祥谈到，这次会议
的授课与座谈形式多样、话题具有针对性，参与其中
深受启发，为解决以往办刊过程中的困惑提供了思
路。对接下来克服浮躁情绪、脚踏实地办刊，对培养输
送作者等职能有了更深的思考和心得。

《河南思客》是文学内刊委员会首届理事单位之
一，主编杨海燕用“真实”二字概括了参会体会。“真”
是真诚，“实”是实在、实用、货真价实，与会嘉宾的真
知灼见和与会者毫无保留的交流碰撞实实在在为内
刊的生存和发展答疑解惑，会议的召开恰逢其时，符
合实际需要。

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也是“十四
五”规划开局之年。本年度全国文学内刊会议将成为
崭新的起点，并在接下来的工作中，为形成全国文学
内刊工作一盘棋助力，充分发挥全国文学内刊在社会
主义现代化文化强国建设中的积极作用。

（摄影：中国作家网 王纪国）

5月7日，由中国作家出版集团、中国作协社联部主办，中国作家网承办的2021全国文学内刊会议在

京举行。中国作协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中国作家出版集团管委会主任吴义勤出席开幕式并讲话。中国

作协社联部副主任李晓东，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总编辑丁以绣，中国作家网总编辑陈涛等参加开幕式。开

幕式由中国作家出版集团管委会副主任、全国文学报刊联盟秘书长宋向伟主持。来自全国各地的50家文

学内刊主编、骨干编辑参加会议。2021全国文学内刊会议先后开展了名刊主编对话和专家讲座等形式丰

富的主题活动，就文学内刊的现实状况和未来发展进行了深入探讨与交流。 ——编 者

——2021全国文学内刊会议完成多项主题活动

焕发基层力量 完善文学生态

文：刘雅 邓洁舲 杜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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