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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党百年
百篇文学短经典

贺绍俊、李云雷、丛治辰 主编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人民文学出版
社近期推出“建党百
年百篇文学短经典”
系列，精选反映建党
百年光辉历程的优
秀中短篇小说与散
文纪实作品100篇，
以弘扬红色传统，传
承红色基因，凝聚爱
党爱国之情，砥砺强
国兴邦之志，向中国
共产党成立 100 周
年献礼。这100篇作
品，按发表时间分为
《开天辟地新航船》
《崛起东方新中国》
《劈波斩浪新征程》和《走进辉煌新时代》四卷。其中既有经过时间
考验、读者广为传颂的红色经典，也有以饱满的热情书写改革开
放、书写党的十八大以来社会各项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的新篇；既
有以精湛艺术手法刻画革命战争时期和社会主义建设阶段英雄楷
模形象的精品，也有聚焦普通党员群众生活、展现社会全方位变革
的佳作。这些作品从不同角度反映了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
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实现国家富强、
人民富裕这一波澜壮阔的进程。

新书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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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行赤子笔为枪
——访老作家刘江 □王 姝

他是一位103岁的世纪老人，是历经百年沧桑巨变
的见证者；他是太行山上以笔参与抗日的新闻战士；他是
一手拿笔一手拿枪，与“铁道飞虎”赵亨德并肩作战的侦
察英雄；他是执著于太行山题材的书写者；他是长篇小说
《太行风云》的作者——作家刘江。

我如约来到位于汾河岸边的汾东公寓，在刘老的书
房“不尽室”，见到了正在练习书法的先生。刘老的生活
非常规律，每天下午三点半到五点半是会客和练习书法
的时间。初次见面的寒暄，有力的握手，都让我很难相信
眼前这位苍颜白发、目光矍铄、说话铿锵、思维敏捷的老
人已经103岁高龄。得知我在作协工作，刘老很高兴：

“王东满、周宗奇、张石山，他们都还好吧？很想念这些老
朋友啊。”不等我提问，刘老已经打开了话匣子。

作为一名有着84年党龄的共产党员，谈到庆祝中国
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刘江说：“在中国共产党百年
华诞之际，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展现了中国共产党
波澜壮阔的百年历程，凝练了中华民族百年前先烈们写
就的英雄革命史，贯穿了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
创造的光辉复兴史，是值得中华民族后代永远学习的一
册教科书。我们今天的文学工作者更要不忘初心，永怀
赤子之心，全身心投入到党和人民的伟大事业中，为时代
放歌，为人民代言。”

“参加革命于我是很自然的一件事，最初的爱国情怀
和革命精神都是来自我的老师，所以起初我的人生理想
是当一名老师，但是抗日战争改变了一切。”

1918年出生在太行山和顺县温源村的刘江从小聪颖
好学，博闻强记，但是随着日军侵华、家庭破产，14岁辍学
的刘江种过地、放过羊、当过杂役……尝尽了人生的艰
辛。1936年，当战火烧到三晋大地，18岁的刘江毅然参
加了抗日组织“牺盟会”，从此走上了抗日救国的道路。

“十一二岁上学的时候，我遇到了一位很好的老师，
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当时的进步青年。他常常给我们讲
一些历史上的民族英雄，比如班超、岳飞、戚继光，也给我
们讲时局、讲日本法西斯在华的暴行，例如比‘九一八’更

早的‘济南惨案’，每每讲到那些惨死在日军屠刀下的同
胞，老师和学生都哭作一团。老师对我的影响很大，不仅
点燃了我的爱国情怀和革命精神，也成为我人生的榜
样。年少时我的理想是当一名教师，但是1937年太原失
守，刚刚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我，随着晋冀特委机关转入太
行山，被分配到新创立的战地快报《胜利报》工作，成为一
名新闻工作者。”

抗战时期，朱德总司令曾这样评价敌后的新闻工作：
一张报纸“顶一颗炮弹”，而且报纸“天天在作战，向敌人发
射出千万颗炮弹”。太行山上条件艰苦，在敌后办报纸更不
是一件容易的事。刚刚创立的《胜利报》只有一台曾经用来
印名片的老旧石印机。每次记者交回新闻稿，都需要先由
报社的缮写员手工写一份报纸，再印刷。而刘江最早在报
社从事的就是缮写工作，每天连续十几个小时在油光纸上
用毛笔写下与今天报纸差不多大小的字体，写错一个字就
要重写，手还不能挨纸，否则上版印出来就是一片黑。在太
行山找一张平整桌子都困难，写这样一份四个版面的报
纸，需要包括刘江在内的四五个同志，三个昼夜轮班倒才
能完成。如果遇到敌人“扫荡”，他们还要带着印刷设备，边
打突围，边出报纸，在战火和硝烟中把第一手的战地新闻
以最快的速度传播出去。

“无论是战争时期，还是和平年代，总有一些东西是
始终不变的，那些代表着民族脊梁的精神血脉，值得我们
永远铭记和书写。”

随着战争形势的发展，《胜利报》停办，并入《晋冀豫
日报》，再后来《晋冀豫日报》与《新华日报》（华北版）合
并，刘江也从一名缮写员、校对员，成长为一名真正的战
地记者。每每回想起那些血与火的经历，刘老总是不能
忘记那40多位永远留在太行山上的新闻烈士，不能忘记
中国新闻史上最悲壮的一页。

“1942年5月，在辽县（今左权县）山庄村，当时是《新
华日报》（华北版）和新华社华北总分社所在地。我们收
到了日军又要来‘扫荡’的消息。根据以往的经验，大家
把大型印刷机器埋了起来，带了一部电台和一部铅印机，
准备一边战斗，一边出报。没想到这次敌人派出了3万多
日伪军围剿太行根据地，并出动多架飞机配合轮番轰炸，
进行所谓‘铁壁合围’。当时《新华日报》的工作人员一共
有差不多100人，我们化整为零，分成三队突围。敌机擦
着山头疯狂轰炸，漫山遍野都是敌人的火力封锁，机枪声
如骤雨一般不停扫射。大家被迫穿行在太行山最险峻的
悬崖峭壁之上，有些同志没能躲过敌人的枪炮，有些同志
失足跌下悬崖摔死了。我小时候放过羊，当时又是报社
战斗队队长，带着一队人顺着一个下坡路一路突围，到了
山下已经是第二天。过了好几天，我们才知道社长何云
同志带领的那一队与敌军正面遭遇，何云同志不幸牺
牲。在那次战斗中，包括何云在内，我们失去了40多位
优秀的新闻工作者，而他们中有相当一部分都是放弃了
优越的生活条件，抱着对革命理想的追求来到根据地从
事文化工作的知识分子。我们现在讲初心，什么是初
心？初心就是理想，就是信念，是对理想信念的坚守。面
对武装到牙齿的敌人，他们以笔为枪，用血肉之躯践行着
他们的理想和信念。”

太行山巍峨高大，漳河水奔流其间。今天，在漳河水
畔的一道无名山梁之上竖立着一座独立纪念碑——太行
新闻烈士纪念碑，《新华日报》（华北版）社长何云等40余
位烈士长眠于此。他们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仍然坚持出版
《新华日报》，将铅印的战时快报发向延安新华总社。“如
果你没法阻止战争，那你就把战争的真相告诉世界”，时
年24岁的刘江在血与火的淬炼、生与死的突围中，理解
着战地记者的初心和使命。

（下转第2版）

习近平总书记在“七一”重要讲话中指出，“江
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打江山、守江山，守的
是人民的心。中国共产党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
民、力量在人民。”同时，强调“以史为鉴、开创未
来，必须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不断为美好生活而奋
斗”。这些话语铿锵有力，语重心长，充分彰显了中
国共产党人的人民情怀。我们党来自人民、植根人
民、服务人民，从根本上说，党的理论就是一切为
了人民的理论，党的路线就是一切为了人民的路
线，党的事业就是一切为了人民的事业。

文艺事业是党和人民的重要事业，文艺战线
是党和人民的重要战线。社会主义文艺从本质上
讲，就是人民的文艺。人民既是历史的创造者，也
是历史的见证者；既是历史的“剧中人”，也是历史
的“剧作者”。新的征程上，做好文学工作和作协工
作，推动文学事业高质量发展，必须按照习近平总
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的要求，坚持全心全意为人
民服务的根本宗旨，站稳人民立场，贯彻党的群众
路线，尊重人民首创精神，深入践行以人民为中心
的发展导向。

“时运交移，文质代变”，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
不断提高，人民群众对包括文学作品在内的文化
艺术产品的质量、品位、样式、风格等的要求日益
提高。要坚定不移地把满足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
需求作为文学事业和文学创作的出发点与落脚
点，把人民作为服务和表现的主体，把人民作为审
美鉴赏家和评判者，把为人民服务作为文学工作
者的天职，及时感应时代进步和社会发展，深刻认
识社会观念、物质条件、文化环境和服务对象的新
变化，跟上人民精神文化需求的成长与变化，努力
开拓新的发展空间。要处理好普及与提高的辩证
关系，科学认识和分析人民群众多层次文化需求
的合理性、必然性，加大深入基层开展公共文学服
务的力度，让文学照亮生活，推动文学普及和提高
相互促进，不断提高人们的审美品位和人文情怀，
为提升人民的道德理想和精神境界，强化人民追
求真善美的自觉意识贡献文学力量。

人民需要文艺，文艺更需要人民。文学艺术的一切创造，归根
到底都来源于人民。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
话中指出，“人民是文艺创作的源头活水，一旦离开人民，文艺就会
变成无根的浮萍、无病的呻吟、无魂的躯壳。”这一重要论述，深刻
地指出了人民和文艺关系的本质，形象地指出了人民对于文艺事
业的重要性。人民的奋斗启迪文艺，生活的底蕴成就创作。文学艺
术可以放飞想象的翅膀，但一定要脚踩坚实的大地。“文艺创作方
法有一百条、一千条，但最根本、最关键、最牢靠的办法是扎根人
民、扎根生活。”文学事业和文学创作只有与人民同在，才能获得无
穷的力量。文学工作者解决好“为了谁、依靠谁、我是谁”的问题，才
能自觉从人民群众的创造智慧中汲取灵感，从社会生活的无尽矿
藏中挖掘素材，从人民的精神需求中确认自己的价值。要拆除“心”
的围墙，更加自觉主动、扎实有效地深入生活、深入人民，不仅“身
入”，更要“心入”、“情入”，用人民创造历史的奋发精神来哺育自
己，根据人民群众的审美需要和审美方式找寻创作的路径，体悟生
活本质，吃透生活底蕴，讲好中国故
事，反映人民意识，讴歌奋斗人生，
刻画最美人物，把最美好的作品奉
献给人民，鼓舞人民为创造美好未
来而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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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7月9日电 党史学习教育领导小组9日召开
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党史学习教育领导小
组组长黄坤明出席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
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作为一项重大政治任务，精心安排部
署，周密组织实施，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学深悟透笃行，推动党史
学习教育取得新进展新成效。

黄坤明指出，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是一篇光辉
的马克思主义纲领性文献，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以史为鉴、开创未来的政治宣言和行动指南，蕴含着
深厚的政治分量、理论含量、精神能量、实践力量。要持续深入

学习，吃透精神实质，把握实践要求，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
讲话精神上来。

黄坤明指出，要把学习贯彻“七一”重要讲话精神贯穿党史
学习教育各方面，强化理论武装，加强宣传引导，注重分类指导，
深化“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推动学习教育往深里走、往实
里走。要把学习贯彻讲话精神同落实“十四五”规划重点任务、推
动高质量发展结合起来，确保学习教育与中心工作同频共振。

党史学习教育领导小组部分成员单位负责同志作了会议
发言。党史学习教育领导小组成员，中央宣讲团成员，各中央指
导组组长、副组长等参加会议。

黄坤明在党史学习教育领导小组会议上强调

引导和推动党员干部学深悟透笃行
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

本报讯（记者 丛子钰） 7月7日，四川作家杜阳林长篇小说
《惊蛰》研讨会在京举行。中国作协副主席李敬泽出席并讲话。四川
作协主席阿来，浙江文艺出版社社长虞文军、总编辑曹元勇，以及
20余位作家评论家与会研讨。研讨会由《十月》主编陈东捷主持。

《惊蛰》于2020年在《十月》首发，2021年7月，浙江文艺出版
社推出单行本。本次出版成书时进行了全新的修订，使得小说在结
构和内容表达上更加完善。

李敬泽表示，《惊蛰》是一部带有半自传性质的小说，作为同代
人会有特殊的阅读感受。40多年来，中国社会以及中国人的基本
生命经验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但我们有时候来不及去保存和审视
这种变化。《惊蛰》写出了一代人独特的地方性经验。在这个意义
上，这部小说构成了我们心灵秘史的一部分。正是基于这样的大视
野，这部书的写作，对作者自己的思想能力、艺术能力、心灵能力提
出了巨大的挑战。

孟繁华、贺绍俊、刘庆邦、陈福民、刘琼、何平等与会者谈到，
《惊蛰》写出了一个乡村青年的苦难成长史和求学之路，但并没有
落入乡村题材苦难叙事的窠臼。《惊蛰》不是一部严格意义上的现
代成长小说。作者更多是在忠实于个人经验的基础上，呈现了历史
的某些细部的和局部的真实。小说的地域色彩非常强烈，其实是对
一个村庄在改革开放初期历史的整体描写。小说中有很多作者亲
历的经验，他又能做到从中挣脱，体现出一种自我救赎的意识。作
品的语言地道而温和，没有过多的理念化，始终写的是生活流，将
所有关于苦难的细节充沛地展示出来。

本报讯 7月5日，由中国作协定点深入
生活办公室、中国作协创联部、江西省卫健委、
江西省作协主办，九江市文联、九江市作协、都
昌县委宣传部、都昌县卫健委承办的徐观潮长
篇报告文学《中国健康档案》作品研讨会在京
举行。中国作协副主席阎晶明出席并讲话。江
西省文联主席叶青、江西省卫健委副主任朱烈
滨，以及30余位专家参加研讨。研讨会由中国
作协创联部主任彭学明主持。

中国文史出版社2021年1月出版的《中
国健康档案》是一部聚焦健康中国行动的长篇
报告文学作品，是2019年中国作协定点深入
生活项目扶持的作品。为了完成这部作品，徐
观潮历时半年，走访了江西6个地市、32个县
（区、市）、61个乡镇、52个部门和单位，采访了
203个典型和代表人物。

阎晶明在讲话中说，中国作协定点深入生
活项目，是鼓励、倡导广大作家深入生活、扎根
人民，创作出具有人民情怀、体现时代气象的
优秀文学作品的重要举措。这些年来，广大作

家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体察时代，提炼主题，
创作出一系列讴歌我们党和国家在革命、建
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取得的辉煌成就和新时
代伟大实践的优秀作品。江西作家徐观潮在基
层卫健系统工作，有着很大的抱负和宏阔的视
野，其作品《中国健康档案》聚焦健康中国、美
丽中国重大战略。他的创作态度严谨而深入，
其写作并不是速成式的素材累加，而是生发于
在行业中长期的工作观察和体验。

与会专家谈到，《中国健康档案》用纪实的
手法和小说化的语言从江西卫生事业切入，全
景式记录了新中国70年的健康事业史和生命
保护史，讲述江西医疗卫生界一个个草根英雄
的故事，将人性置于生老病死和国家医疗卫生
体制改革中加以深入叙述。作为一名在医疗卫
生领域工作的作家，徐观潮长期坚持深入生活
现场，对中国医疗卫生体制作出了深刻思考，
并以手术刀般的精准解剖，使故事得以升华，
从而让整部作品有了独特的魅力。

（丛子钰）

本报讯 6月26日，由《中国作家》杂志
社主办的徐春林长篇报告文学《中国宁红》研
讨会在京举行。中国作协副主席何建明出席
并讲话。何向阳、胡平、李炳银、张陵、石一宁、
徐可、高伟、李朝全、李晓东、巫明强、孔令燕、
姚巍等与会研讨。研讨会由《中国作家》主编
程绍武主持。

《中国宁红》以江西修水的宁红茶为书写
对象，详细展示了宁红茶的“前世今生”，讲述
了几代茶人和地方领导为继承和发展宁红茶
付出艰辛与努力的动人故事，将发展地方产
业和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相结合，展现了修水
人艰苦奋斗的坚韧精神。作品首发于2021年
第5期《中国作家》纪实版，单行本即将由安
徽文艺出版社出版。

何建明认为，《中国宁红》是一部知识性、
故事性、文学性相结合的优秀作品。写“茶道”

也是写“人道”，小说中蕴含着丰富的人情人
性，作品对人物形象的刻画也非常鲜活生动。
有好的故事，才比较容易写出优秀的报告文
学作品。报告文学作家在书写地方风物时，需
要在故事的叙述上下功夫，既要重视地方特
色，也要有宽阔的历史视野来对现实进行观
察，这样才能写出好的报告文学作品。

与会者谈到，《中国宁红》做到了历史和当
下、宏观和微观、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的有机
结合，既具有文学价值、美学价值，也具有文献
价值、社会价值，表现了茶与自然、与人、与社
会间的特殊联系，既是一部修水的风物志、一
部中国茶文化的流变史，也是宁红一代代茶人
的奋斗史，更是一部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的精
准的时代记录。大家还就《中国宁红》的进一
步修改完善提出了各自的意见和建议。

（罗建森）

《中国宁红》讲述茶人的奋斗史 本报讯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成就壮丽辉煌。近日，在全国
人民共享建党百年荣光的喜庆氛围里，天津作协、天津文学馆特别举
办“与时代同行——天津文学百年历程座谈会”，以文学的视角回顾
在党的领导下天津文学走过的百年历程，探讨文学与时代、文学与人
民、文学与生活的关系。

天津是马克思主义传播最早的地区之一，也是中共早期组织建
立的地区之一。在百年发展历程中，一大批天津优秀作家创作了一
系列反映人民生活、记录时代发展、为人民群众所喜爱的优秀文学作
品，为天津文学的繁荣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在此次活动中，主办方
邀请作家黄桂元、宋曙光、张楚及《当代》副主编徐晨亮与广大文学爱
好者进行分享、交流，回顾了天津文学发展史中许多脍炙人口的红色
经典以及天津作家书写的紧扣时代脉搏、聚焦当下现实的优秀作
品。在互动环节，大家还就天津文学的新发展、新时代文学的新可能
等话题进行探讨。

在活动中，来自天津市和平区、西青区、静海区作协的作家们带
来了精彩的诗朗诵表演，以饱含深情的诗作赞颂党的百年光辉历程，
表达作家们爱党爱国的情怀。作家们表示，在接下来的创作中将深
入生活、扎根人民，自觉地为人民抒写、为人民抒情、为人民抒怀，把
人民作为文学表现的主体，努力写出更多人民群众喜爱的作品。

（欣 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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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文学《中国健康档案》在京研讨

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