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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杭州10月21日电 10月18日至19日，中共中央

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黄坤明在浙江调研时强调，要深入学

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大会上的重

要讲话精神，充分运用国庆宣传教育成果，保持热度、持续深

化，让高昂的爱国热情、振奋的民族精神成为激励人民一往无

前、创造新时代新业绩的强大力量。

调研期间，黄坤明先后来到杭州桐庐县、淳安县、余杭区

和嘉兴海宁市的农村和基层宣传文化单位，详细了解开展爱

国主义教育、精神文明建设、文明实践和文化遗产保护等情

况，认真听取干部群众意见建议。

黄坤明指出，新中国成立70周年庆祝活动，隆重庄严、喜

庆热烈，全面呈现了人民共和国的伟大历程，生动展现了党的

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

人民砥砺奋斗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历史性变革，极大激发了爱

国热情、振奋了民族精神、凝聚了党心民心。要大力弘扬爱国

奋斗奉献精神，鼓舞人们坚定“四个自信”、奋力走好新时代的

长征路，切实把习近平总书记国庆系列重要讲话精神转化为

人们的自觉行动。 （下转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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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华秋实七十载 砥砺前行谱新篇
作家寄语祝贺《人民文学》创刊70周年

程树榛：《人民文学》杂志是新中国创办的首
家文学期刊，70年来，她一直引领着中国文学与
人民息息相通、心心相印，成为新中国的“编年
史”，受到读者的热爱。愿她承前启后，继往开
来，为新时代的中国文学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周明：2019年，与新中国同步走过来的《人民
文学》迎来70华诞。看到封面上毛泽东同志题写
的《人民文学》四个字，我想起一段难忘的往事。

1949年七八月间，茅盾住在北京饭店筹办
《人民文学》，他致信毛泽东主席，请他为《人民文
学》题词和题写刊名。毛主席写的题词是：“希望
有更多好作品出世”。同时，毛主席回信说，刊名
宜由郭沫若写。因此，杂志封面的“人民文学”四
个字，最初是郭沫若题写的，一直沿用到“文革”
停刊。

1975 年邓小平同志主持中央工作时，经
周恩来总理提议，恢复《人民文学》。编辑部的同
志们希望复刊后的《人民文学》从内容到形式都
能有一个新面貌。大家想到了1962年5月号《人
民文学》曾经发表过毛泽东《词六首》，那时毛主

席给《人民文学》编辑部写有一封信。大家建议
采用那封信上的“人民文学”四个字作为复刊后
的封面字。那四个字恰好是简化字，也很好看。
于是编辑部上书毛主席，希望他同意。毛主席在
我们的请示报告上用一支大粗铅笔眉批“可
以”。从此，自 1976年至今，用的就是这个“可
以”的“人民文学”四字。

复刊后的第一本《人民文学》，是1976年1
月20日正式出版的。当天我带了5本刊物给茅
盾先生送去。茅盾接过刊物，看见复刊号的封面
题字是毛主席的字，问我这是什么时候写的？我
告诉他这是1962年 4月写的，这次经毛主席批
准第一次公开用。我们还聊到1949年杂志创刊
时毛主席的那一封回信。说毕，茅盾转身走进卧
室，不一会儿，手里拿着一个大信封走出来，展示
给我看。作为一个在《人民文学》工作的人，我对
这封信感到十分亲切，于是向先生提出：能不能
借我带回编辑部给大家看看？他说，给《人民文
学》的同志看看倒是有意义，但是你三天后一定
还我，我还要珍藏起来呢！那时还没有复印机，

我拿到王府井中国照相馆翻拍了一份，三天后准
时奉还茅盾先生。先生又小心翼翼地把信珍藏
在他的书柜中。

李佩甫：53年前，也就是1966年，我第一次
看到了《人民文学》。我是在一个废品店里看到
的。它撂在一堆废品中间。这本《人民文学》是
1961年第11和12期的合订本，是用手工缝在
一起的，前边的几页已经被撕烂了。记得当时我
是用5分钱买下来的。从此，我才知道，我们国
家有这么一本叫做《人民文学》的杂志。50多年
过去了，我仍然记得那期被撕掉了一些页码的
《人民文学》上，裸露出来的作品题目是《陶渊明
写“挽歌”》。

10年后，也就是1976年，在我拿到工资的
第一天，我便开始订阅《人民文学》。此后，《人民
文学》伴随了我整个文学生涯。感念《人民文学》
的滋养。

刘庆邦：庆祝《人民文学》创刊70周年之际，
我想起了一次闲谈。那次闲谈，是由时任《人民
文学》小说编辑室主任的李敬泽组织的，并由当
时还在《人民文学》当编辑的程绍武整理出了一
篇稿子，题目叫《关于刘庆邦及短篇小说的一次
闲谈》。闲谈的时间是1999年1月22日下午，地
点在亚运村附近的一座茶楼，参加闲谈的有林斤
澜老师、王一川教授，还有作家李冯。

这次闲谈之所以令我难忘，是因为再次聆
听了林斤澜关于写短篇小说的教诲。话题涉及
民族传统、平常心和常态、深刻与和谐、概括力、
短篇小说的美学特征、语言的味道等诸多方
面。在哪个方面，林斤澜都有高见。比如我说
到短篇小说对社会生活要有概括力时，林老提
醒说，概括是需要的，但要警惕“硬概括”。谈到
小说的语言，林老明确地对我提出期望：“要写
出自己的味儿，必须有意识地努力，说别人所不

能说的，精确地表达自己的独特感受。”这些教
诲让我终身受益。

李敬泽对我的短篇小说的评价，差不多等于
为我的创作指明了方向，同样令我难忘。他说，
川端康成致力于发现“日本美”，刘庆邦的一些作
品写的是“中国美”。

关于闲谈的稿子发表于《人民文学》1999年
第3期，同期还一下子发了我的两个短篇小说，
一篇是《谁家的小姑娘》，一篇是《回门》。前一篇
还获得了《人民文学》奖。

我一直珍藏着这一期《人民文学》，同时珍藏
着《人民文学》对一个作者的提携和作者对《人民
文学》的敬意。

叶弥：如果从18岁发表第一篇小说算起，我
已写了33年了，惟一被改编成电影的小说就是
在《人民文学》发表的《天鹅绒》。记得是发在
2002年第4期，后来被姜文拍成了电影《太阳照
常升起》。所以，我后来一直想，应该经常在《人
民文学》上发稿子。算起来，我在这本杂志上发
表的小说，一共有7篇，都是短篇。其中的《天鹅
绒》和《桃花渡》都做了小说集的书名了。若干年
后，我的儿子叶迟开始写小说，第一篇小说也发
表在《人民文学》上，也是短篇。我很是欣喜，也
很是着急。对他说，你一定要好好写，不仅要在
《人民文学》上发表短篇，也要发表中长篇，这样
才对得起施战军主编的厚望。

乔叶：2001年，我调到河南省文学院当专业
作家，经常听到前辈们说起哪个青年作家写了什
么作品并发在《人民文学》上。他们点头称许，似
乎《人民文学》就是一条硬线，上了《人民文学》，
就等于到了线上。

2004年，我暗暗立了一个小目标：5年之内，
要在《人民文学》发一篇小说。2004年第11期，
我的中篇小说《紫蔷薇影楼》终于上了线。直到

现在，大致盘点一下，散文加小说，我在《人民文
学》上应该没有跳隔过一年。仅是小说，怎么也
得有十来篇。靠着这些小说，我也收获了十来次
文学奖。

说这些，不是为了炫耀什么，只是想佐证一
下《人民文学》对我意味着什么。不夸张地说，
我在创作上的所有重要进步，都踩在《人民文
学》的台阶上。诸多对我个人而言具有开创意
义的第一次：第一次获小说奖，第一次写非虚
构，第一次发表童话……都是在《人民文学》
上。统统都是。

好编辑，这在《人民文学》不是个例，而是一
个团体。每一位主编、编辑，都有不同的风格。
我想郑重地严肃地对《人民文学》的编辑们道声：
谢谢你们。我还想对《人民文学》说：君生我未
生，我生君未老。君为常青树，愿君年年好。

李唐：与《人民文学》的缘分，于我而言，是一
次次的奇遇。很多年前，当我刚刚开始写作，既
不知自己写的究竟算不算“文学”，身边亦无可以
交流的朋友。茫然之际，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投稿
《人民文学》，居然得以发表。这种鼓舞非文字能
够形容，并一直持续到了今天。

有时我会想，如果当年没有鼓起勇气投稿，
我的写作恐怕会是另一种样子，甚至可能无法坚
持到如今。之后的日子里，在我陷入失落与自我
怀疑时，《人民文学》都一次次地给予了我更大的
鼓励与包容。现实生活中，我与《人民文学》的编
辑老师接触并不算多，只限于作品上的交流。我
珍视这样简单而古典的关系，如同强大的后盾支
持我继续走下去，又是鞭策，让我不敢在写作上
有丝毫懈怠。

《人民文学》已经走过了70年，我为自己微
不足道的名字能够参与进它的历史中感到幸
福。祝愿《人民文学》越办越好。

脚踏人民大地 抒写时代华章
——热烈祝贺《人民文学》创刊70周年

1949年10月25日，新中国第一个文学原创阵地《人民

文学》创刊。70载栉风沐雨，《人民文学》在党的文艺方针指

引下，与共和国同呼吸，与人民同命运，发时代进步之先声，

为社会发展鼓与呼，以坚定的立场、开阔的视野，有力呼应

人民生活和时代精神的变化，见证壮阔历史现实，激励民族

不懈奋斗，走过了不平凡的历程，谨向《人民文学》表示诚挚

的敬意和热烈的祝贺！

70 年前，在创刊之初，毛泽东主席亲笔为《人民文学》

题词：“希望有更多好作品出世”。70年砥砺前行，《人民文

学》始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积极回应和践行新中国创立

者的殷切希望，一直站立于中国文学创造与探索的最前沿，

团结和凝聚广大作家，丈量无垠大地，讲好中国故事，讴歌

民族发展进步，描绘人民精神图谱，助推更多好作品的持续

涌现，造就了一代代中国文学有生力量的不断成长，为铸造

新中国文学发展新辉煌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迹，为当代文

学更好地走向世界贡献了力量。

当今，我国正在经历着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

变革，中国人民正在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

伟大创造。新时代、新使命、新作为，如何进一步增强文化创

造自信，让更多刻画民族历史与生动现实生活的作品脱颖

而出，如何造就时代文学新人，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与担

当。近年来，《人民文学》加强文学创作的组织策划，凝聚作

家投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洪流，热情反映

我国人民正在进行的伟大实践，发挥了独特作用，积累了宝

贵经验。我们深信，《人民文学》一定会继续团结带领广大作

家行进于人民大地，走入人民群众新鲜丰富、多姿多彩的生

活，感受人民悲欢、传递百姓心声、呈现大众梦想，让更多从

最生动现实生活和最真挚情感中提炼出的优秀作品激荡人

心、传之于世，为弘扬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发光发热。

创新是文学的生命，是艺术进步的动力。《人民文学》老

主编王蒙先生曾经说过，“每一个作家都是不可重复的，每

一部作品也是不可重复的，因此，作家即创造，作品即创造，

无创造即无文学。”在70年的发展中，《人民文学》始终以宽

广的文化眼光、宽阔的文学视野引领文学风尚，倡导探索创

新，发出时代新声，特别是推出各种题材、体裁的专刊专辑，

集中展示文学各领域最新进展，利用新兴媒体平台，展示作

品、服务读者、引领风气，积极办好多语种外文版，发挥中国

文学走向世界自主性平台作用，为当代文学创新性发展树

立了标高。文学之“新”，意味着作品在思想内容、艺术技巧

上的探索创新，也意味着对思想观念、社会风气的更新与推

动。新时代的新故事、新内容，需要有新的写作者深入表现，

更需要文学园地的大力倡导与培育。当下，文学的边界在不

断扩大，网络小说、科幻文学、自媒体写作等等，都已成为备

受关注的新的文学现象，呼唤文学界进一步打开视野，更新

观念，及时进行关注、认知、判断和研究。随着网络新媒体平

台的迅速发展，文学作品的阅读接受场域有相当一部分已

经从纸质书刊转移至互联网，网上阅读、移动端阅读成为普

遍现象。在新的阅读条件下，原创内容的竞争日趋激烈，对

包括《人民文学》在内的所有文学园地都形成了巨大的挑

战，相信《人民文学》一定能迎难而上，锐意进取，辛勤耕耘，

创造出属于今天属于未来的新辉煌。

70载薪火相传，70年初心不变。回望历史，《人民文学》

的光荣岁月激荡人心；展望

未来，《人民文学》的创新创

造前程似锦。祝愿《人民文

学》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在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

的征程上谱写出更瑰丽的篇

章，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

国作出更大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