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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报》第一期除了刊登《发刊词》和茅盾

的文章外，还发表了许多名作家的文章，如范

文澜的《急起直追参加革命建设工作》、王朝闻

的《为政策服务与公式主义——致友人书之

五》、阳翰笙的《略论国统区的戏剧运动》、王亚

平的《关于推陈出新》、荒草的《东北人民解放

军的演唱运动》、罗英的《热烈开展中的“兵演

兵”运动》。

《文艺报》发刊之初，就提倡关于大会各方

面问题的商讨。在第二期刊登了羽山的《意见两

三点》，在第三期刊登了安蓝的《热诚的希

望——供文代会的代表们参考》。《文艺报》还特

意召开了三次座谈会，讨论关于新文协的若干

问题。6 月 2 日出版的第五期上刊登了《〈文艺

报〉第一次座谈会：新文协的任务、组织、纲领及

其他》，6月 9日出版的第六期上刊登了《〈文艺

报〉第二次座谈会：关于新文协的诸问题》，6月

23日出版的第八期上刊登了《〈文艺报〉第三次

座谈会：关于〈文艺报〉、民间艺术等》。

《文艺报》还大量报道了当时的各地文艺动

态，并发表了郑振铎的《记苏联作家协会》、叶圣

陶的《划时代》、黄药眠的《香港文坛的现状》、钟

敬文的《请多多地注意民间文艺》、萧三的《普希

金与中国》、萧殷的《我们需要文艺批评》等内容

广泛的文章，也发表了巴金的《我们会见了彭德

怀司令员》等散文、报告文学。

在大会召开前夕，《文艺报》向参会代表约

稿，截稿日期是 6月 26日，自第八期陆续发出。

如胡风的《团结起来，更前进！——代祝词》：“就

这样，把新旧文艺工作者团结起来，把星星似

地散布在劳动人民里面的全国文艺工作者团

结起来，把星星似地从劳动人民里面开始成长

的文艺工作者团结起来，在实际工作里面团结起来，为了更坚强更

健康而团结起来，为了更深入地更广泛地和人民结合而团结起来，

为了文艺工作更光辉地发展，一步一步清洗掉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反

动文化影响而团结起来。团结起来，更前进！”这篇代祝词写于6月

25日夜。

柯仲平的《文代会上“数来宝”》写于6月25日。柳青的《转弯路

上》，末尾署“一九四九年六月廿六日匆草于北平”。碧野的《在实际

斗争中改造自己》，末尾是“一九四九、六、二十五，于华大三部”。马

健翎的《我对于地方剧的看法》写于6月26日。林山的《略谈陕北的

改造说书》写于“1949年6月北平”。此外还有李束为的《民间故事的

采集与整理》、董均伦的《赵树理怎样处理〈小二黑结婚〉的材料》等

等，以上约稿陆续刊发于第八期至第十一期。

《文艺报》创刊时，即制定如下方针：准备情况，帮助学习，交流

经验，研究问题，展开批评，推进工作。这六项又是根据下面一条总

方针出发的，那就是：通过各种具体问题来宣传毛泽东的文艺思想

与新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文艺报》确定了作家及文艺工作者为主

要对象，然后逐步扩大到文艺爱好者中间去。

《文艺报》发刊之初，就提出它不仅是文艺工作者的刊物，而且

也是群众对文艺工作发表意见的园地。为了加强与广大群众的联

系，及时了解各地群众文艺运动的情况，以便交流经验，发现问题，

展开讨论，曾先后向全国各地发出广泛征聘文艺通讯员的启事。在

启事发出后的半个月内，就得到各地同志热烈的响应。由于许多人

对于《文艺报》的性质、内容和写稿的范围都不够了解，寄来许多不

适合《文艺报》性质的稿件，所以《文艺报》特发了一封信。

在《文艺报》正式创刊前，9月16日，《文艺报》编委会刊发《给愿

意做文艺通讯员的同志们的信》：“《文艺报》是文艺工作与广大群众

联系的刊物。它用来反映文艺工作的情况，交流经验，研究问题，展

开文艺批评，推进文艺运动。内容包括文学艺术的理论研究、批评，

各地文艺工作动态，作品评介，书报推荐，出版消息，及群众对文艺

工作与作品的意见等。”

密切联系群众，这是《文艺报》继承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后解放区

文学一贯重视苏联文学与文艺思潮的传统。《文艺报》的发刊与创

刊，同苏联《文学报》有着密切关系，参照了苏联文学体制中的相关

内容。1934年，苏联作家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正式成立“苏联苏维

埃作家联盟”。苏联苏维埃作家联盟创办了自己的机关报——《文学

报》。1948年底，丁玲访问苏联，其中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学习苏联的

文艺界的领导方式和文学体制。当时的苏维埃作家联盟主席法捷耶

夫曾向丁玲建议，“最重要的就是报纸，这是教育作家、教育读者的

最好的工具”。

丁玲本人曾经主编过上海左联机关刊物《北斗》，对办刊物有一

种情结。1941年5月16日，党中央在延安创办《解放日报》，丁玲出任

《解放日报》文艺副刊主编，编辑还有陈企霞、黎辛。当时，所有不用

的稿子都退还作者本人，并写信给作者提意见，作为培养文艺新人

的工作。丁玲在《解放日报》文艺副刊出满 100期后离职，后由舒群

任主编。

当1949年第一次文代会结束后，有人建议把《文艺报》和《人民

日报》副刊合并，丁玲坚持把《文艺报》办下去，她本人也成为 1949

年 9 月 25 日正式创刊的《文艺报》主编，任期为 1950 年 1 月至 1952

年1月。此后，丁玲因去大连养病辞去主编职务，由冯雪峰继任，任

期为1952年1月至1954年8月。在丁玲担任主编期间，还有陈企霞、

萧殷两位主编，顾问是阿英。

《文艺报》虽名为“报”，实则为刊。直到 1985年 7月 6日，《文艺

报》正式改刊为报（周报，对开4版），成为名副其实的“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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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祖国共命运与祖国共命运

与人民同呼吸与人民同呼吸
庆祝中国作协成立庆祝中国作协成立7070周年周年

中国文学走向人民文学大繁荣的时代
——访中国作协名誉副主席张炯 □本报记者 丛子钰

记 者：今年是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请您先谈谈

对70年来我国文学发展总的认识吧。

张 炯：在这70年间，我国文学走向人民文学的时

代，也走向大繁荣的时代。我国文学像现在这么繁荣，

既写广大人民群众，也被广大人民群众所写，这在历史

上是空前的。从五四以来，作家就开始了对普通人民群

众的书写，如鲁迅《阿Q正传》里的阿Q，《祝福》里的祥

林嫂，后来如蒋光慈、丁玲等也开始写工农兵。延安文

艺座谈会之后，描写工农兵更多了。但整体上当时的文

学还是写知识分子更多一些。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的

文学广泛地描写工农兵和其他人民群众，已成为普遍的

现象。最初的十七年，从工农兵中也涌现了作家。近些

年出现网络文学。《文艺报》曾报道，全国大约有1000多

万网络写手，这是非常惊人的一个数字。他们也都来自

人民中间。同时，我们的文学广泛描写新的人物、新的

世界、新的思想、新的感情，彻底颠覆了历史上只写帝王

将相、才子佳人的局面。我觉得这是70年来我国文学

发展的最大的一个成绩。

虽然我国文学所走的道路比较曲折，但现在我们迎

来了一个文学空前繁荣的时代。解放初期，文学的规模

没有今天这么大，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第一次文代会

时，我们只创办了《人民文学》杂志、《文艺报》等，后来各

个省也创办了自己的文学月刊和《收获》那样的大型刊

物。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创办的刊物则如雨后春笋，不

仅有各省创办的文学月刊，还创办了许多大型文学刊

物，如北京的《当代》《十月》、江苏的《钟山》、重庆的《红

岩》、湖南的《芙蓉》、福建的《海峡》、广东的《花城》等，各

个地、县级也开始创办文学刊物，使得文学发表园地十

分广阔。

而网络文学兴起，发表门槛更极大扩展。所以现在

的文学规模是从前不能比的。2015年，《文艺报》有篇

文章说这一年出版 5000多部长篇小说，这相当于从

1919年到1949年这30年里长篇小说创作总量（2100

多部）的两倍半。我曾参加天津市出版局举办的1991

至1995年长篇小说的评奖，那5年长篇小说新作便达

2500部（出版总署《出版年鉴》所列）。记得在改革开放

的头一两年，如1979年还不到100部，之后逐年增加，

从100多部到200部、300部。而1991年到1995年，一

年平均500部。90年代下半期，每年已达到700至800

部。新世纪以来，每年超过1000部，到了2015年竟达

5000多部。其他国家的人听到这个数字是很惊讶的。

有一次，我带一个代表团到约旦去访问，跟他们的作家

座谈。我说中国一年要出版长篇小说几百部。他们听

了便非常惊讶，因为他们一年只能出版三四部长篇小

说。我说，因为我们国家大、人口多，所以作家作品也多

嘛！回顾新中国成立之初十七年期间，我们总共出版了

长篇小说新作320部。文化大革命十年里的前五年几

乎是没有文学的，只有些歌谣，后五年才开始恢复文学

创作，出版有长篇小说146部。改革开放40年来，长篇

小说总量上超过2万部。长篇小说是衡量一个国家文

学水平的重要标志，如别林斯基所指出，“—切别的诗歌

体裁都汇合在这里面——抒情诗可以作为作者对于所

描写的事件的感情的吐露，戏剧是使人物发言的最为鲜

明而突出的手段。别的诗歌体裁所不能忍受的离题旁

涉、发议论和教训，在长篇小说和中篇小说里面都获得

合法的地位。长篇小说和中篇小说给予作家以发挥其

才能、性格、口味、倾向等等支配特色的充分广阔的天

地。”长篇小说的写作不易，不仅反映生活的容量大，创

作的周期也长。它的创作数量的迅速增加，有力地说明

我国文学生产力的充分解放。

虽然新中国的文学道路很曲折，但在总体上是不断

走向繁荣的，特别是最近40年，我们不仅有数量，也有

一定的质量。最近40年涌现出的很多作品都是获得过

全国性奖项的，像茅盾文学奖，它的评选是很严格的，每

一届开始初选各地推荐上来都是几百部，经过很多轮淘

汰，最后选出三到五部。我们的作家也获得过国际大

奖，比如诺贝尔文学奖、国际安徒生奖等等。这些奖项

至少说明一点，我们的文学发展是被世界所承认的。

谈到我们的文学繁荣，还要看到不仅是汉族文学

的繁荣，也包括各个少数民族文学的普遍崛起。这个

情况也是历史上所没有的。我们有56个兄弟民族，每

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作家。像云南的佤族，人口较少，

解放初期有人还住在树上，改革开放后佤族就出了一

个叫董秀英的女作家，还创作了长篇小说。一些人口

较多的民族，也出现了一大批优秀作家，如蒙古族的玛

拉沁夫、敖德斯尔、扎拉嘎胡，维吾尔族的包尔汉、超克

图纳仁、克尤木·图尔迪，藏族的益希单增、降边嘉措、阿

来、央金，彝族的李乔、吉狄马加，白族的晓雪、杨苏，回

族的张承志、马瑞芳、霍达等等，总之不胜枚举。各民族

文学都纷纷涌现自己的作家，这是我国文学繁荣一个很

重要的方面。

从文学的空间来说，各个地区的文学也都发展起来

了。五四时期的作家大多集中在东部和沿海城市，中部

和西部比较少，而现在我们各个省市都涌现出大批作家

群。1979年第四次文代会召开，当时统计中国作家协

会会员只有900多人。现在的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已超

过万人。各个省区市还有自己的作协会员，像江苏、广

东、上海作协的会员都超过3000人。至于业余作家，包

括现在很多网络作家，他们多数还没有参加作家协会。

所以我国文学的繁荣是有大批作者在支持着的，不仅只

是专业作家。

70年来我们文学的繁荣还表现在文学种类的整体

繁荣上，除了小说，诗歌、戏剧、电影文学都很繁荣。以

诗歌为例。现在世界上很多国家的诗歌创作确实在不

断衰落，诗人也不是很多。但中国不一样。《华夏诗报》

曾有一篇报道说，全国现在有700多个民间诗歌团体，

出版的民间诗刊有300多种。中华诗词学会有2万会

员，其出版的刊物《中华诗词》发行量也相当可观，这是

很不容易的。中国作协的《诗刊》本是月刊，现在分为上

半月、下半月刊，其中就有专门一期发表青年诗人的诗

歌。此外，儿童文学、科幻文学也越来越繁荣，儿童诗、

童话和儿童小说都拥有不少名家。获得国际安徒生奖

的北大教授曹文轩就以创作多部少儿长篇小说而闻

名。科幻文学作家在郑文光、叶永烈之后，刘慈欣的《三

体》《流浪地球》更产生世界性的影响。可见我们的文学

种类是走向普遍繁荣的。

当然，说我们的文学迎来了历史上空前的繁荣，但

这不等于说我们没问题，在文学发展中不同的时期都存

在一定的不足和局限。习近平总书记在几次关于文艺

的重要讲话中都指出当前文艺需要改进的地方，提得很

具体，这应引起我们高度重视。 （下转第3版）

新中国文学七十年足迹·名家访谈

新华社北京6月21日电（记者 史竞男） 为充分发挥优

秀作品的引领示范作用，推动出版界多出精品力作，中宣部近

日公布了2018年“优秀现实题材文学出版工程”入选图书共

10种。

入选图书为：作家出版社《主角》、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北上》、浙江人民出版社《东方启动点：浙江改革开放史》、上

海文艺出版社《浦东史诗》、花城出版社《中国桥—港珠澳大桥

圆梦之路》、作家出版社《大国重器：中国火箭军的前世今生》、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和西藏人民出版社《青藏光芒》、浙江文

艺出版社《权力清单：三十六条》、上海人民出版社《种子的力

量：读懂钟扬》、安徽文艺出版社《城中之城》。

据介绍，这10种图书均是近一年出版的原创现实题材文

学作品，主题健康积极向上，故事生动有趣感人，从不同角度

艺术记录了新中国成立70年的光辉历程，展现了党的十八大

以来党和国家事业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和发生的历史性变革，

反映了广大中华儿女开拓创新、矢志奋斗的精神风貌，思想性

艺术性可读性较好，体现了当前我国现实题材文学出版的较

高水准。

“优秀现实题材文学出版工程”由中宣部出版局组织实

施，从2018年起每年评选不超过10部优秀现实题材文学作

品进行扶持推广，重点扶持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温

暖人、鼓舞人、启迪人，弘扬民族精神、凝聚爱国力量、展示时

代进步、引领社会风尚的优秀作品；深入生活、扎根人民，具有

较强艺术感染力影响力、为广大群众喜闻乐见的优秀作品；内

容题材、表现形式具有创新价值的优秀作品。通过对原创新

作的扶持，着力改变优秀现实题材文学出版相对不足的现状，

推动出版单位坚持与时代同步伐、以人民为中心，努力以精品

奉献人民。

2018年“优秀现实题材文学
出版工程”入选作品公布

本报讯 6月14日至19日，以中国作协副主席吉

狄马加为团长的中国作协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主

题采访活动第二团赴上海、江苏采访。叶梅、包宏烈、梅

卓、刘亮程、次仁罗布、倮伍拉且、纳张元、朱山坡、张

者、薛涛、景凤鸣、阿古拉泰、弋舟、刘笑伟、纪红建、月

关、张喜、詹昌政、柴棚、丰杰、穆蕾蕾、吴欣蔚、张志刚

等参加此次采访活动。

吉狄马加说，上海树立了改革开放的典型，是作家

们得以深入了解中国近几十年经济、社会、文化巨变的

切入点。江苏是中国文学重镇，也是中国省域经济发展

最活跃的地区之一。希望作家们在此次采访活动中深

入到人民创造美好新生活的伟大实践中，见证在党的

领导下我国各项事业发展取得的卓越成果，体验人民

群众参与其中的个体经验、心路历程和情感世界，拓展

文学对民族经验和个人记忆的书写，记录人民生活变

迁，反映时代精神面貌，争取不断创作出映照时代魂魄

的文艺精品力作。

在上海期间，采访团聆听了关于“上海的建设与成

果”的报告，并兵分两路前往张江与嘉定进行实地考

察。张江组来到张江科学城，参观了上海光源、中国科

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等。嘉定组参观了中国科学院上

海硅酸盐研究所，观看了严东生、殷之文院士的生平事

迹纪录片，并参观了多个实验室。采访团还集体参观了

中国最大的集装箱深水港——上海洋山港。离开上海

前，采访团在上海作协举行了文学座谈会和赠书仪式。

吉狄马加代表中国作协向上海作协捐赠图书，周慧琳、

王伟出席座谈会。采访团作家与叶辛、秦文君、蔡骏、薛舒、袁筱

一、刘炜、滕肖澜等上海作家代表展开交流。

在江苏期间，采访团首先在苏州举行了赠书仪式。吉狄马加

代表中国作协向苏州作协捐赠图书，范小青、汪兴国、金洁、王尧、

陆菁等出席。江苏是我国民营经济大省，采风团分别采访了苏州、

靖江、扬州等地的民营企业。在自主品牌企业聚集的苏州工业园

区，采访团参观了规划展示馆、信息科技企业、生物制药企业等。

采访团还前往苏州的蚕桑文化园、靖江张氏纺织有限公司、新时

代造船有限公司、江苏丰尚智能科技有限公司等地参观。

作家们表示，通过此次采访，真切触摸到了新中国成立70年

来的巨大变化，收获颇丰。活动结束后将努力以真情实感观照生

活、反映现实，用手中的笔书写新时代精彩的中国故事。（邓洁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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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6月 18日，上海地铁公共文化“侧

耳有诗”中外诗歌进地铁系列活动暨启动仪式在

地铁人民广场站换乘大厅举行，上海广播电视台

7名主播以及地铁各相关单位分管领导参加。此

次活动是上海地铁与SMG党建联建的共建成

果，是上海地铁“中外诗歌进地铁”品牌系列活动

之一。活动上，满载着“诗与远方”的侧耳诗歌专

列正式首发，车厢拉手和壁贴上精心印制“侧耳有

诗”三周年甄选出的经典名篇、古诗词篇、爱情篇、

城市篇等四大主题共计24篇中外诗歌。

“中外诗歌进地铁”活动是上海地铁多年来一

直开展的一个促进中外文化交流的主题活动。此

次活动上海地铁与上海广播电视台联手，将诗歌

与地铁结合，将中文、英语、俄语、西班牙语、日语

等多种语言类型汇聚。活动力图通过这样的方

式，传播、传承中外诗歌文化，打造有灵魂、有温

度、有情怀的地铁公共文化空间。

据悉，侧耳诗歌专列选取的诗歌不仅有中外

经典名篇，如《不要温和地走进那个良夜》《一朵小

花》《秋风词》《春江花月夜》等，还有不少近现代佳

作，如《你是人间的四月天》《当你老了》《上海的弄

堂》《南方之夜》等，且诗歌多数主题和“爱”有关，

在地铁列车中呼唤爱，在公共空间传递爱，让爱照

亮社会的每一个角落。这些诗歌被印制成多彩的

海报出现在地铁车厢、拉手等区域，海报上印有二

维码。此外，在METRO大都会APP首页的“文

化地铁”专区内，乘客还可以同步听到列车上面主

持人诵读的诗歌音频。 （沪 文）

“侧耳有诗”中外诗歌进地铁
系列活动在上海启动

据新华社电 中国诗人赵丽宏在日前揭幕的

罗马尼亚第七届米哈伊·爱明内斯库国际诗歌节

上获奖，被授予爱明内斯库国际诗歌大奖之桂冠。

米哈伊·爱明内斯库国际诗歌节是罗马尼亚

最重大的诗歌节，也是欧洲有影响的国际诗歌

节。赵丽宏是首位获此殊荣的中国诗人。

据悉，赵丽宏因诗集《疼痛》等获奖。该书已

被翻译成罗马尼亚语出版。对于这本改名为《时

间之箭》的罗语诗集，诗歌节主席迪古奈斯库评

价：“罗马尼亚读者非常喜欢这本诗集，赵丽宏的

诗让人感动，也让人深思。我们也会因此对中国

的当代诗歌有了新的了解。”

来自世界40多个国家的诗人见证了这一时

刻。爱明内斯库国际诗歌学会有关人士表示，赵

丽宏的诗歌给读者一种凄美、永恒的感觉，人心面

对世界和大自然感受到的无穷辽阔和幽深。

赵丽宏则在获奖后表示：“我的名字能和罗马

尼亚伟大的诗人爱明内斯库相联系，是莫大的荣

耀。因为诗歌，世界和人生有了活力和希望。不

管是繁华的都市或是在荒凉的乡野，不管是在光

明还是在黑暗中，真诚的诗歌可以沟通灵魂，可以

引领人们寻找美和希望。” （孙丽萍）

赵丽宏获爱明内斯库国际诗歌大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