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6责任编辑：王曦月 2021年12月18日 星期六热烈祝贺中国作协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胜利闭幕

治“选学” 做“选家”
汇品类之盛 领风气之先

一九八〇年的十月三日，中国文坛诞生了第一份国家级大型文学选刊《小说选刊》，

由中国作家协会主管，以遴选优秀小说作品为己任。茅盾先生亲自为《小说选刊》刊名题

字，并撰写了《发刊词》。

二〇二〇年，《小说选刊》创刊四十周年，铁凝主席为《小说选刊》题词，充分肯定了选

刊的意义：“选”是艰巨而有魅力的事业。四十年来，《小说选刊》为一代一代作家的成长，

为当代文学的经典化作出了重要贡献。

作为国内最具影响力的文学传播平台，《小说选刊》始终牢记茅盾先生的寄望，秉持

着披沙拣金、披荆斩棘的文学精神，关注、推动、引领着中国当代小说的发展，是宣传思想

工作的重要阵地，传播优秀作品、培育优秀作家的重要园地，全国广大作家和读者公认的

文学高地；先后被评为“中国邮政发行畅销报刊”、最受海外读者欢迎五十强期刊，进入

“农家书屋”“职工书屋”目录。被誉为中国文学的风向标、文学新秀成长的鉴定书、书架

上不可缺少的全家读物。多年来，许多火爆荧屏的影视作品也取材于《小说选刊》，许多

新锐青年作者也因作品入选《小说选刊》而步入文坛进而闻名全国。

《民族文学》是全国性少数民族文学期刊，在党和国家的关怀下，于1981年正式创刊。2009年和2012年又分别创办蒙古、藏、维吾尔、
哈萨克和朝鲜文版，由中国作家协会主管、中国作家出版集团主办。历任社长/主编有陈企霞、玛拉沁夫、金哲、吉狄马加、叶梅等，现任主编
为石一宁。《民族文学》汉文版现为月刊，5种少数民族文字版为双月刊。刊物以凝聚少数民族作家、培养少数民族文学新人、繁荣少数民族
文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促进民族团结进步为宗旨，以“民族风格、中华气派、世界眼光、百姓情怀”为追求，成就卓著，享誉国内外。

40年来，《民族文学》发表了大量的小说、散文、诗歌、报告文学和评论等体裁的作品。我国55个少数民族的作家均有在刊物发表作品，
多个少数民族因此彻底告别了千百年来没有书面文学、作家文学的历史。一批批少数民族优秀作家从《民族文学》走向全国乃至走向世界。

《民族文学》拥有汉、蒙古、藏、维吾尔、哈萨克和朝鲜6种文版，成为中外文学期刊界的一道亮丽风景。刊物走进了我国民族地区农
村、牧区、学校和企事业单位，为繁荣少数民族文学、巩固民族团结、维护国家统一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民族文学》还发行到多个国家，为
我国多民族作家与世界各民族作家，为我国多民族文学与世界各民族文学，搭起了一个展示与交流的平台，打开了一扇学习与借鉴的窗
口。《民族文学》以多彩的中国故事，为传播中国声音，为中华文化与文学“走出去”作出了独特的贡献。
新时代的《民族文学》迎来新的发展机遇，汉文版迈入刊发长篇作品的期刊行列。刊物被评为“百强社科期刊”和“中文核心期刊”，广受社
会各界读者的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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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文学》汉文版1981年创刊，2009年以来又创办蒙古、藏、维吾尔、哈萨克、朝鲜五种文字
版。系全国性少数民族文学期刊，中国作家协会主管、中国作家出版集团主办。

《中国作家》杂志社创刊于1985年，以“贴近时代、关注现实、

雅俗共赏、曲高和众”为办刊宗旨。创刊之初连续推出了铁凝、王

蒙、莫言、冯骥才、姚雪垠、王安忆、陆文夫、周梅森等作家作品，一

时领风气之先，在文坛受到高度评价。

自创刊以来，《中国作家》立足中国文学现场，远接世界文坛，

与广大作家携手同行，共同唱响着中国文学的春天。经几代办刊

人的努力，《中国作家》杂志团结凝聚了一批优秀作家，奖掖扶持了

无数文学新人。逐步确立了厚重扎实、兼收并蓄的刊物风格。

目前，《中国作家》每月有文学版、纪实版、影视版三刊同时出

版，发表作品涵盖长篇小说、中短篇小说、散文、诗歌、报告文学、

影视剧本等各种文体，是当今文坛体量最大、作品门类最全的文

学杂志。

新时代的《中国作家》，立足新的历史方位，牢记“国之大者”，

坚持人民立场，秉承传统、推陈出新，书写新时代故事，展现新时代

气象，塑造新时代形象。文学版——“中国当代文学现场，一流作

品发表平台”；纪实版——“当代优秀报告文学大本营，真实记录精

彩中国”；影视版——“全国优秀影视剧本刊发阵地，电影、电视剧、

戏剧全覆盖”。《中国作家》恰如中国文坛的一艘航空母舰，正在新

时代的新征程中破浪前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