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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催生文学的现代化时代催生文学的现代化
□□严家炎严家炎

党的领导
与百年文艺

在全国庆祝建党百年之际，我想起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

的号召：“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要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

心的党中央周围，同心同德，顽强奋斗，夺取全面建设社会主

义现代化国家新胜利！”

建设一个现代化的强国，正是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孜孜

以求、不懈奋斗的远大目标。习近平总书记在2020年7月21

日举行的企业家座谈会上强调，“爱国是近代以来我国优秀企

业家的光荣传统。从清末民初的张謇，到抗战时期的卢作孚、

陈嘉庚，再到新中国成立后的荣毅仁、王光英，等等，都是爱国

企业家的典范。”其中提到的卢作孚，在上世纪30年代初曾提

出以世界最先进的精神文明和科学技术为目标，以国内的目

前状况为出发点，开展产业、交通、文化、国防四个运动，“将整

个中国现代化”的整套主张，并且亲自开展了三大现代集团生

活（即成都通俗教育馆、民生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和以北碚为中

心的嘉陵江三峡现代乡村建设）的成功试验，作为“小至于乡

村大至于国家的经营参考”。有学者指出：“在旧中国，提倡教

育救国、实业救国者，早有人在，但没有提到实现国家现代化

的高度。孙中山的民生主义、建国大纲及实业计划，已有明白

的现代化思想，可在此以后，更明确提出‘现代化’口号，并对

其具体内容和目标做了明确规定的人，卢作孚还是第一个。”

（《卢作孚文集（增订本）》前言，第12页）

卢作孚是我的岳祖父。我诞生在上世纪30年代初，那时

他已展开三大现代集团生活试验。而对文学现代化的思考和

探索，则贯穿了我整个学术人生。

1949年5月上海解放。我正在上海吴淞中学读高三。12

月加入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1950年夏，我高中毕业，那

时还未满17岁。母亲希望我报考复旦大学，但我却自己做主，

经青年团上海市工委推荐，报名考入苏州华东人民革命大学

学习，从此参加革命工作。当年12月，我在华东人民革命大学

一部的新学员学习告一段落，随后参加土改工作队，奔赴皖北

滁州嘉山县，连续参与了四期土改。1952年3月全国“三反”运

动开始，我被抽调为中共安徽省委“三反”工作队队员，派往铜

官山矿务局。运动结束后，留在铜官山工作，任矿务局办公室

秘书，直至任办公室副主任。1954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至

今党龄将近70年。

我从小喜欢文学。对于诗歌和小说，我几乎到了痴迷的程

度。高二时曾在上海地方报纸上发表两篇短篇小说。放暑假后，

高中部八九个喜欢文学的同学，自动组织了一个文学小组，阅

读和讨论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丁玲的《太

阳照在桑干河上》，邵荃麟、葛琴编的《解放区短篇小说选》等。

我们都相信：有出息的文艺工作者，应该到群众中去，到火热的

斗争生活中去。这也是我考入华东人民革命大学的原因。

1956年，周恩来总理提出“向科学进军”，动员知识青年

读大学、读研究生，又引发了我对文学的热爱，我便在这年9

月以同等学力考进北京大学中文系，成为文艺理论方向的四

年制副博士研究生。

一、从两套文学史教材的编写，看文学的
现代化进程

1957年2月初，我正式进校学习，导师是杨晦和钱学熙先

生。他们给我们的“见面礼”就是读150多本书的清单，其中有

上百本（套）中西方自古到今的名著。后来想起来，那是很有益

处的，真正为我打下了学术基础，使我终身受益。

就在我研修了两年文艺理论专业课程，并逐渐明确了今

后的研究方向时，1958年10月底，因中文系急需教师，我被半

途从研究生岗位上调出，为20多名外国留学生开设中国现代

文学史课程。这不仅是岗位的变更，而且是专业方向的改动，

意味着我必须从头做起。

1961年，我参加了教育部组织的大学文学史教材的编

写，由唐弢先生担任主编，王瑶等为编委，我是责任编委。我当

时正由教育部派往匈牙利布达佩斯讲学，5天后就要走。唐弢

先生听说后，让教育部把我扣下，这是因为唐先生曾经读过我

此前刊发的一些文章，觉得我写文章比较认真，责任感比较

强。这样我就留下来了。我因此而有机会与唐弢先生一起工

作，这是很幸运的。

唐弢先生对文学史的编写规定了几条重要原则：一是必

须采用第一手材料；二是注意写出时代气氛；三是尽量吸收学

术界已有的研究成果；四是复述作品内容，力求简明扼要，既

不违背原意，又忌冗长拖沓，这对于文学史工作者来说是一种

艺术的再创造；五是文学史尽可能采取“春秋笔法”，褒贬要从

客观叙述中流露出来。我认为唐先生提出的上述几条原则，不

但对消除当时“左”的影响，而且对整个学科建设，都起了非常

重要的作用。

在编写这套教材的过程中，我通过认真读原始材料，感觉

到当时把现代文学的起点定在五四运动时期，似有不妥，因为

实际上在19世纪80年代，文学已有了鲜明的现代特征。首先，

“五四”倡导白话文学所依据的“言文合一”说，早在黄遵宪

1887年定稿的《日本国志》中就已提出，它比胡适的《文学改

良刍议》《建设的文学革命论》等同类论述，足足早了30年。其

次，当时社会上已出现了几部有标志性的文学作品，如《老残

游记》《孽海花》以及韩邦庆的《海上花列传》等。而清政府派驻

法国的外交官陈季同，已经向欧洲读者积极介绍中国文学，同

时又在国内倡导中国文学与“世界的文学”接轨。他还用法文

写了7本书，主要传播中国文学和文化。尤应重视的是，陈季

同还用西式叙事风格，创作了中篇小说《黄衫客传奇》（1890

年出版），成为由中国作家写的第一部现代意义上的小说作

品。可以说，陈季同作为先驱者，早已参与了文学现代性运动，

并为“五四”新文学的发展预先扫清了道路。但是，由于种种原

因，这套文学史还是没有能够将叙述起点往前推移。

本世纪初，高教出版社要我牵头主编《二十世纪中国文学

史》。在担纲之际，我正式向编委会提出了中国现当代文学史

的起点应该在何时的问题，因为这不仅关系到文学史分期的

标准和这部教材的定位，也关系到对中国文学的现代化进程

的正确认识和表述。为此，我先后写过《文学史分期之我见》

《拓展和深化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的几个问题》《中国现代文

学的‘起点’问题》《一部真正具有现代意义的晚清小说》（即陈

季同著《黄衫客传奇》）等文章，详细阐述我的观点。编委会经

过慎重讨论，统一了认识，确认现代文学的起点应该提前到19

世纪80年代。在作为教材引论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现代

性特征》（以下简称《引论》）中，开篇就写道：“历史悠久的中国

文学，到清朝的晚期，发生了前所未有的重大转折：开始与西

方文学、西方文化迎面相遇，经过碰撞、交汇而在自身基础上

逐渐形成具有现代性的文学新质，至‘五四’文学革命兴起则

达到高潮。从此，中国文学史进入一个明显区别于古代文学的

崭新阶段。”由此确立了现代文学的起点，奠定了编写《二十世

纪中国文学史》的第一块“基石”。

二、文学的现代性是现代小说评论的重要
考量标准

何为“文学的现代性”？《引论》指出：“所谓‘现代性’，除了

现代物质生活条件外，更指传统社会转变为现代社会过程中

形成的一系列新的知识理念与价值标准。”“变革时期的文学

主要是启蒙与关心现实的文学，是‘为人生’而且‘改良这人

生’的文学。这些文学当然也可以说是传统的‘经世致用’态度

的一种继承。但在两个层面上，它们又与传统文学很不相同：

一是用来启蒙的思想具有现代人文关怀，与封建的‘道’及‘三

纲’观念根本对立；二是肯定文学具有自己的独立价值，反对

简单地将文学只当作‘载’某种观念的工具。”

1958年4月，我应邀为《文艺报》当了业余评论员。我认

为，评论就是在读者和作品之间搭起桥梁，真正让作品与读者

做到“融通”和“不隔”。而要做到这一点，便须体察人情，体察

生活，熟悉自己所要熟悉的那些生活内容，并有自己的真知灼

见。正是如此，我对《创业史》人物塑造的问题，提出了自己不

同的看法。在1961年6月发表于《文学评论》上的《谈〈创业史〉

中梁三老汉的形象》一文中，我提出，《创业史》里最成功的形

象不是梁生宝，而是梁三老汉，他虽然不属于正面英雄形象之

列，却具有巨大的社会意义和特有的艺术价值。尽管因此而受

到100多篇文章的批评，我仍然坚持自己源于作品、源于史料

的看法，最后得到学界和作家本人的赞同。

我对姚雪垠长篇历史小说《李自成》，也是如此，不仅反复

钻研作品，阅览《明史》相关部分，还在一位明清史专家指导

下，读了明末清初的十几种野史，终于在1977年末、1978年初

写成《李自成初探》这篇近4万字的论文。接着又写了《气壮山

河的历史大悲剧——〈李自成〉一、二、三卷悲剧艺术管窥》《长

篇历史小说〈李自成〉的艺术贡献》《漫谈〈李自成〉的民族风

格》等文。在我个人看来，《李自成》是迄今为止长篇历史小说

中成就最高的一部，也是一部用现代小说的创作手法写出的

历史小说。

鲁迅是现代文学的奠基人，金庸是用现代小说模式写武

侠小说的高手，我也花了不少工夫做评论，先后出版了《鲁迅

的复调小说》和《金庸小说论稿》，在此就不多讨论了。

三、文学的现代性是正本清源的重要依据

1978年末开始的解放思想、拨乱反正，是推动中国历史

前进的伟大运动，也是推动文化和文学走上现代化正轨的运

动。因此，必须正本溯源，从根子上加以清理。

1979年起，我先后选择上世纪四五十年代文学界发生的

三次思想批判，从原始材料入手，找出问题所在，写了《从历史

实际出发，还事物本来面目》《现代文学史上的一桩旧案——

重评丁玲小说〈在医院中〉》《现代文学的评价标准问题》等几

篇论文，澄清数十年的沉冤。

第一个目标是1948年东北由《生活报》发动的对萧军思

想的批判。早在上世纪50年代前半期，我就读过《萧军思想的

批判》一书，知道其中全为批判者的文章，附录所收则是被批

判者的若干片言只语，对于了解事情真相并无帮助。读完原著

才知道，《新年献词》本是萧军独创的由主人公“老秀才”以独

白方式叙述自己思想转变过程的小说体作品，尽管主人公原

先对土改有过错误看法，但后来受亲属中“革命者”的教育，终

于改变想法，对党由佩服而衷心拥护，并向人民发出“支援前

线”“拥护民主政府”“开展新文化运动”等七点呼吁。任何一个

思维正常的读者，都不会把作品中这个60多岁的老秀才当作

萧军本人，更不会把老秀才追忆自己旧思想时坦露出来的那

些错误的话，当作作者对现实生活的“恶意”攻击。然而，当年

批判萧军，恰恰出现了这类荒唐局面，这确实说明批判者身上

那些与现代思想背道而驰的封建宗派主义思想，已到了何等

可怕的地步！

我选取的第二个目标是重新审视丁玲小说《在医院中》所

受的批判。我从分析《在医院中》的艺术内容入手，指出主人公

陆萍与周围环境之间的矛盾，实际上是现代科学文化所要求

的高度责任感与小生产者的愚昧、冷漠、保守、自私、苟安等思

想习气的尖锐对立，而不是批判者所说的极端个人主义者与

革命集体间的矛盾。从鲁迅小说开始的“五四”新文学对“国民

性”的批评，实际上就包含了对小生产思想习气的批判与改

造。正是在这种历史局限下，丁玲的小说《在医院中》问世不久

就受到了批评。唐弢先生在《求实集·序》中，将我这番评论称

为“关于《在医院中》的精辟论述”，“把问题提到理论高度上”，

给予我很多鼓励，使我在继续前进的道路上增添了不少勇气。

我的第三个目标是剖析1958年发动的那场批判巴金作

品的运动。当时的《论巴金小说〈家〉在历史上的积极作用和它

的消极作用》中写道，《家》的“积极作用、进步作用”随着新民

主主义革命结束而“早已过去”，从现实标准来看，它已只剩下

了“和今天共产主义思想尖锐对立着”的“消极的、错误的东

西”，因而“害处就特别大”，必须予以批判。而在我看来，由于

《家》真实地描绘了封建大家庭的生活，揭露了旧家庭的腐败

一面以及旧礼教带给青年的戕害与痛苦，它的“积极作用、进

步作用”可以说永远不会“过去”，它永远能成为帮助年轻人认

识封建家族制度、促进国家和文学现代化的一份生动教材。

拨乱反正也提醒人们去反思，这种从政治上着眼的、外在

于文学的批评标准是否合理。1981年，我在纪念鲁迅百年诞

辰所写的《鲁迅小说的历史地位》一文中，试着提出一种新的

角度和标准，就是“文学现代化”。我认为，“从‘五四’时期起，

我国开始有了真正现代意义上的文学，有了和世界各国取得

共同的思想语言的新文学。而鲁迅，就是这种从内容到形式都

崭新的文学的奠基人，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开路先锋。”我从创

作方法等方面对鲁迅的《呐喊》《彷徨》的特点作了较为细致的

考察，着重阐明其现代的意义。还写了《历史的脚印，现实的启

示——“五四”以来文学现代化问题断想》，试图总结若干经

验。有些学者敏感地注意到了这种角度的变化。钱理群在《二

十世纪中国文学三人谈》中就说：“严家炎老师在一篇文章里

最早提出了中国文学的现代化是从鲁迅手里开始的，他用了

‘现代化’这样一个标准，打开了思路。”

四、现代性也是评判启蒙文学的重要标准

在文学理论界曾经流行过一种说法，叫作“救亡压倒了启

蒙”，认为抗战时期只有国防文学，没有启蒙文学。为此，我特

地阅读了大量作品，做了认真的研究，结论是：抗战文学并非

简单的国防文学，并非只是揭露侵略者凶狠残暴、鼓舞人民同

仇敌忾的文学，它同时也是继续进行启蒙，并深入反对专制主

义与封建愚昧，文学启蒙和文学现代性是相辅相成的。

我们的文学家们即使生活在战火纷飞、生活艰苦甚至贫病

交加的条件下，依然没有辜负人民和时代的重托，敏锐而及时

地写出了抗战需要的一批批好作品。田间的短诗《假使我们不

去打仗》：“假使我们不去打仗，/敌人用刺刀/杀死了我们，/还要

用手指我们骨头说：/‘看，/这是奴隶！’”这不仅是鼓动人民踊跃

投身抗战的诗传单，而且也是激励群众要当主人、不做奴隶的

启示录。丁玲的小说《我在霞村的时候》，不仅借女主人公贞贞

被日寇抓去当“慰安妇”的惨痛经历控诉敌人的残暴，更以无辜

的贞贞虎口逃生却遭到有封建思想的村民百般鄙视乃至凌辱，

而尖锐地提出了部分群众的自私、麻木、缺少同情心的问题。姚

雪垠的《差半车麦秸》则正面表现憨厚淳朴然而愚昧迷信的农

民出身的主人公，在抗日游击战争中逐步摆脱旧思想的负担而

终于成长起来并英勇作战。孙犁的《荷花淀》等小说，既富有诗

意地写了白洋淀人民在艰苦年代的抗日斗争，更从现代性的可

贵高度映照出一代青年妇女心灵觉醒的美好闪光。

还有丘东平的短篇小说《一个连长的战斗遭遇》、张天翼

的短篇小说《华威先生》、姚雪垠的长篇小说《春暖花开的时

候》、茅盾的长篇小说《腐蚀》、沙汀的短篇小说《在其香居茶馆

里》、丁玲的短篇小说《在医院中》、徐訏的长篇小说《风萧

萧》，还有陈汝惠的长篇小说《风尘》等等。这些作品或明朗或

隐晦、或直接或曲折地反映了不同地区抗日背景下发生的各

类不同的问题，实际上都为中华民族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作

出了贡献，也大大推进了文学的现代化。如果再加上一些看似

与战争无关却具有启蒙、反封建内容的作品，像巴金的《憩园》

《寒夜》、曹禺的《北京人》、萧红的《呼兰河传》、沙汀的《淘金

记》、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师陀的《果园城

记》，以及路翎的《饥饿的郭素娥》《财主底儿女们》，那么我们

可以更有把握地说，在抗日战争这个“救亡”的高潮时期，文学

中的“启蒙”仍与“抗日”结伴而行，并没有停止。上述一系列作

品的出现和受到欢迎，都显示出伟大的全民抗战是需要现代

性文学的启蒙的。

五、现代小说流派是文学现代化进程的产物

研究中国文学的现代化进程，离不开发掘和研究现代小

说流派。在我的学术生涯中，写作最艰苦、投入时间最长的一

项工程，便是《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前后花了10年时间。

之所以艰苦，首先在于这本书所要求的鲜明的原创性。它

是这个学术领域中的第一本书，没有其他同类史籍可供借鉴，

其中必须贯穿和渗透自己的许多独特发现和认知。书中论述

的八个流派，从命名到流派特征的概括，可以说都包含着我的

许多劳动和心血。创作流派是在文学现代化进程中自然形成

的，不是人为地主观臆断的。八个流派中，初期乡土派、前期浪

漫派、“革命小说”派、社会剖析派、后期浪漫派，都是由我命名

的。新感觉派被埋没了几十年，新时期经我发掘出来，所以施

蛰存先生称自己是“出土文物”。京派虽沿用旧名，但对其内涵

作了极严格的限定，并将它与京味小说区分开来。七月派则是

在国统区创建发展起来的，过去未受到足够的重视。至于对每

个流派的特征及流变的考察和阐发，更动用了我在中西文学

乃至文化方面大半生的积累，这也许就是几位不同的评论者

都认为本书“有理论深度”的原因。

其次，还因为小说流派史是个多层次的高度综合性工程。

它面对的不仅是作家个体及其创作个性，更是由许多作品所

体现的某个作家群体的共性——该流派的审美独特性。鲁迅

曾在《南腔北调集·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中说，“要极省俭地画

出一个人的特点，最好是画他的眼睛。”小说流派史要画的是

一类人的眼睛，也就是各个流派不同的审美特征。同时，小说

流派史还注意到不同流派之间既竞争又互补的状况，从而显

示出错综复杂的立体的关系。在这三个层面上都要做到准确

和传神，实在是很不容易的。我尽量谨守着这样一条原则：让

材料本身说话；有一份材料，就说一分话；没有材料就不说话。

在对各个流派发展进程的研究中，可以进一步看出，文学

的现代性是中国的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学、西方文化相遇、相

融、相互交汇而逐渐形成的文学新质。为此，我注意厘清了它

们之间主要的互动关系：

一是小说流派与中外文学传统之间的传承关系。例如初

期乡土小说家就相当重视对欧洲乡土文学的借鉴和吸收。从

鲁迅起，鲁彦、彭家煌、台静农、黎锦明等都对波兰、保加利亚、

希腊、西班牙的一些乡土色彩较浓的作家，如显克微支、莱芒

忒、北阿·巴罗哈等“欧洲各小国有名的风土作家”很感兴趣。

周作人还受欧洲乡土作家作品及其文学理论的启发，在中国

倡导乡土文学。他鉴于新文学较多接受了异域的影响，因而希

望乡土小说能在中国本土生根、开花、结果。同样，社会剖析派

的产生，也是与西方19世纪现实主义“科学的描写法”以及唯

物史观这种哲学密切联系的。

二是不同流派之间的相互对立又相互渗透的依存关系。

心理分析小说与社会剖析小说，新感觉派的都市文学与左翼

作家的都市文学，这两类作品可以说是相互映衬有时又相互

对立并在某种范围内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的。他们互有批判，

也互有吸收和肯定。社会剖析派作品在1930年代节奏的加

快，就与新感觉派的推动和影响有关。左翼作家楼适夷，还曾

用新感觉派的某些手法写了《上海狂舞曲》。新感觉派作家穆

时英，在茅盾《子夜》走红以后，也用两年半时间完成了一部长

篇小说叫《中国行进》（初名《中国一九三一》）。1936年初，良

友文学丛书的广告中说，穆时英这部刚脱稿的小说“写一九三

一年大水灾和九一八前夕中国农村的破落，城市民族资本主

义和国际资本主义的斗争”。可见，其中确实有《子夜》的影响。

京派和作为海派的新感觉派之间，情况也大体类似，它们发生

过论争，但又殊途同归地走上现代主义的路。

三是小说流派的存在对小说艺术的发展所起的重要促进

作用。以意识流手法为例，自上世纪20年代在创造社部分作

家手中开始运用，到30年代在新感觉派作家手中逐渐熟练，

稍后又在某些京派作家手中得到发展，其进步是相当迅速的。

又如，小说的横断面写法，在几位社会剖析派作家那里也运用

得相当纯熟自然，不但短篇小说中采用，长篇小说也同样采

用，这就大大促使小说在结构上克服散漫无节制的毛病，变得

集中和紧凑，甚至形成了小说戏剧化的现象。再如心理分析技

巧，由新感觉派作家成功运用，到七月派作家吸收发展为“心

理现实主义”，用以表现极端对立的心理状态发生180度的相

互转化，达到了相当出色的地步。

四是小说流派中作家个体的作用。每个流派当然都有一

些人共同的审美特征，但作家个人的创作个性和才华的作用

依然不容忽视。以初期乡土派作家为例，他们的创作就各有自

己的特色：鲁彦的温厚滑稽，彭家煌的机智隽妙，台静农的朴

实凝练而富有诗意，都显示了相当突出的成就。事实上，作家

个体对流派的发展绝不是无关紧要的。《子夜》的出现，竟能带

出社会剖析这个流派，可见作家茅盾在其中发挥了多么重要

的作用。心理分析小说，后来施蛰存已经写不下去，但到了张

爱玲手里，却发展得颇为圆熟自如，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心理深

度。七月派的路翎，创作起步的头两年，几乎完全以丘东平为

楷模，但不久就把丘东平远远抛到了后面，真正代表了这个流

派小说艺术的水平。因此，我总希望在写好流派的同时，充分

显示作家个体所发挥的作用。

今年我已届米寿，我的全集将由新星出版社出版。我愿以

此作为一份心意，献给党的百年诞辰，并热切盼望文学现代

化、文化现代化乃至整个国家全面现代化的那一天早日到来。

小 说 千灯……李东华 角斗……王晓一
梨花与朱鹮…吴梦川 眼睛里的星星…阎秀丽
爸爸的梦想…盛飞鹤 赶仗……冯桂平
雷晓乐出车记…李 燕 罐子奶奶…陆凤萍
酸枣红了……白雪歌 心肝宝贝……希 之
童话·科幻·寓言
小韭和小九……汤素兰 爱的实验…刘芳芳
月光树林……汤 汤 命运数据……张 军
临时梦境投递员……小兰安缇
天鹅与癞蛤蟆…孙婉霞 寓言二则…陈 仓
庆祝建党100周年全国征文作品选登
童诗心语歌百年… 胡睿宁 易依晨 罗子帅

曾凡越 杨馨悦 刘默霖 刘梓涵
马丽丹 高祥晨 佘尚达 张元缙 孟夕涵
诗歌：蹦蹦跳跳的童年…… 杜睿航 张昕宇
刘子涵 时金壹 张 扬 尹 惠 果净如
鲁巾琳 张志栋 李 枫 陈芊润 魏 蓝
陈昊生 李奕念 胡淑敏 陈济兰 覃坤玉
刘红婷 蔡雪晴 欧秋秀 廖光海 黄小烨

谭愉群 包诗璞 罗永惜 张柳青
文学观察
作家访谈…王宜振 吴梦川 周公度 张 军 王晓一 黄 丽

冯桂平 小兰安缇 李 燕 刘芳芳 陈 仓 王粉玲
陕西儿童文学创作十二人谈 ……… 杨 辉 李 芸 马凤霞

王 苏 于洁茹 张 婷 谭旭东 霍 聃
鄢烈山 李坤珊 柯倩华 王宜振

推荐书目 推荐给孩子的100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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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文学》（精彩阅读）
——篇篇好看，期期精彩！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深海“奋斗者”（报告文学）… 许晨臧 思 佳
我与1977年那场高考（散文） ……… 刘学红
行走在北京的春天里（散文）………… 刘元举
南湖及其他（组诗）…………………… 芦苇岸
屏幕里的初心（组诗）………………… 于 力
作家人气榜
跛脚猫（中篇小说）…………………… 冯骥才
我是杰森（短篇小说）………………… 冯骥才
红尘俗世，亦幻亦真——读冯骥才新作两篇

（评论）…………………………… 张 莉
好看小说
与顾小姐的一次午餐（短篇小说）…… 阿 袁
年龄问题（中篇小说）………………… 丁邦文
天桥（短篇小说）……………………… 陈斌先
最是江南倒春寒（短篇小说）………… 安 谅
袁炳发小小说两篇…………………… 袁炳发
天下中文
瓦的地方志（散文）…………………… 王剑冰

理发记（散文）………………………… 野 莽
红螺传说（散文）……………………… 夏占利
真情写作
人狗之间（散文）……………………… 徐 刚
生生之河（散文）……………………… 文 猛
赞美诗（组诗）………………………… 东 篱
村庄的情绪（组诗）…………………… 罗振亚
文化观察
【“文学经典，怎样影响你的人生”征文选登】
所有的日子都来吧…………………… 陈夏雨
金钱罗曼史…………………………… 阿 宝
是麻瓜，还是巫师 ………………… 麻瓜少年
爱在《背影》中………………………… 邵锦平

（上接第1版）“文运同国运相牵，文脉同国脉相连”，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

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文学的作用不可替代，文学事业面临着新的更大的发展

机遇，我们要自觉肩负起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的使命任务，铭记光辉

历史，传承红色基因，积极投身时代生活，用心用情书写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

导全国各族人民在新时代不忘初心、接续奋斗的伟大实践，创作出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

民、无愧于历史的新篇章，为推动社会主义文学事业的繁荣发展，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现代化国家作出文学界应有的贡献。

开幕式后，铁凝、钱小芊和参加开幕式的所有人员步入展厅参观展览。展览的第一

部分是“1921年·时代的声音”，鲁迅的《故乡》、郭沫若的《女神》、郁达夫的《沉沦》等作品

展现了五四那一代作家对时代与现实的敏锐把握。随后，“左联五烈士”的散文和诗作、

方志敏的《可爱的中国》、茅盾的《子夜》、巴金的《家》、艾青的《我爱这土地》、老舍的《四世

同堂》等作品的相关手稿、书籍依次映入眼帘，其中蕴含着青春的热血与激情，以及作家

们对祖国和人民的深厚情感。《黄河大合唱》《小二黑结婚》《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等相关展

品则勾连起解放区文学的昂扬基调。1949年新中国成立，文学的气象也随之翻新，展览

通过胡风、臧克家、何其芳等人的诗作片段，以及关于第一次文代会的照片等展品展现新

中国文学的新起点。关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文学，展览展出了《红岩》《红日》《红旗谱》

《创业史》《青春之歌》《保卫延安》《乘风破浪》等长篇小说和魏巍的《谁是最可爱的人》、贺

敬之的《雷锋之歌》等作品，一本本珍贵的初版书和一页页带着灵韵的作家手稿彰显着红

色经典的魅力。展览以徐迟、周克芹、路遥和王蒙、蒋子龙、张洁、舒婷等作家的作品为

例，展现了新时期文学与时代同频共振的特质。“新时代 新征程”板块则以视频的形式聚

焦“百年路新征程诗歌创作工程”的成果，以及作家、诗人们对于新时代文学的展望。

据介绍，此次大展由中国现代文学馆承办，将持续至12月31日。观众既可以到中国现

代文学馆A座观看实体展，也可以通过网站http://yunzhan.wxg.org.cn进行“云观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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