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贯彻二十大精神贯彻二十大精神
铸就文艺新辉煌铸就文艺新辉煌

努力增强中华文化的自信与自强
□杜学文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全面建设社会

主义现代化国家，必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

路”，强调要“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鲜明提出坚定文化自信，

将其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四个自信”，反复强调文化自信

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又

进一步提出“推进文化自信自强”，显示出我们党在理论探索

上的新进展、新成就、新要求。所谓自信，是指对中华文化有

深切的体认，在了解其历史、特点、贡献，以及生命力、创造力

与魅力的基础上对其充满信心、自豪。所谓自强，主要是指在

不同的历史时期，中华文化均保持了蓬勃的创造力，能够经受

各种各样的挑战，并不断地创造出新的文化形态，永葆其旺盛

的活力。文化的自信与自强，是辩证的统一体。二者各有侧

重、各有区别，又相互联系、相互作用。没有自信，就不会有自

强；而没有自强，也难以自信。在自信的前提下才能实现自

强，通过自强才能进一步增强自信。

一、进一步增强对中华文明的自信

毫无疑问，在现实生活中还存在着对中华文化认知的各

种偏差、误区。比如，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的印象式认知；只看

表面不究本质的偏见式窠臼；把某一发展模式视为“历史终

结”的单向式历史观等等，都是缺乏自信与自强的表现。实现

中国式的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须进一步

增强中华文化的自信与自强。

首先，要进一步深化了解中华文明的发展历史，客观地、

理性地认识中华文明形成的历史必然、发展进程、品格特征，

以及体现出来的规律性意义。如农耕生产方式的作用，礼乐

教化对社会生活及人格形成的影响，思维方式的整体性、感悟

性、系统性，文学艺术的出现与劳动生产、社会治理之间的关

系，以及这种社会审美作用所具备的独特意义等。

其次，要进一步深化了解中华文明对人类文明的贡献。

这种贡献不仅表现在古典文明没有中断这种整体性历史进程

之中，还表现在思维方式、生产方式、社会组织、价值体系等各

个方面。有一些可能是人类发展进程中唯一的，有一些可能

是难以跨越、不可回避的，有一些是属于文明发展进程中具有

奠基性意义的，还有很多是走在前列的等等。古希腊与古罗

马神话，是出现在人类“童年”时代的文明成果。但古希腊文

明形成于公元前800年左右，距今不到3000年。而中国的创

世神话则可上述至距今8000年左右的伏羲时代。这就是说，

在不同的区域，即使是神话的“体式”也存在着不同的特点，为

人类审美提供了各异的可能。

再次，要进一步深化了解中华文明与其他文明形态之间

的异同。就是说，文明并不是单一的，而是多样的。这种多样

性源于不同地域的人们从事的劳动生产不同，以及在其上形

成的不同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价值形态。文明之间有很多

共性的方面，这样人们才能够确认其是不是“文明”。但在这

种共同性之上还有很多的差异性。不同文明之生产方式、思

维方式、价值认知却各有不同，组织结构、治理方式等也存在

差异。这种差异也表现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以诗歌而

言，中国古典诗歌从“二言”到“四言”，至《诗经》终于成熟。但

在《诗经》为代表的四言之后，仍然不断变化。而欧洲的“诗”

则是在与戏剧的结合中形成了史诗的形态。中国的文学重

“意”，欧洲的文学重“理”。这又与其形成的自然历史条件相

关。可见，不同的文明形态是有许多差异的。我们还不能简

单地以某种既定模式来看待多样的文明。法国作家勒克莱齐

奥在读到李白的《独坐敬亭山》时感悟到，欧洲文学中的诗歌

实践，让人们习惯了运动感，习惯于欲望和激情，情感往往转

瞬即逝。而面对敬亭山独坐的李白，却带给了我们完全不同

的感受。他以自己的审美体验说明，不同的文明有其相异的

品格。

第四，要进一步深化了解中华文明在遭遇危机与极端困

难时的表现。所谓自信并不仅建立在文明的优长之上，还要

看到存在的问题与不足。尤其要了解在遭遇重大挑战，甚至

是生死存亡的挑战时，这种文明有什么反应，其背后的原因是

什么。我们可以从各种典籍中了解到许多这方面的实证。如

大洪水时代，中国人在干什么？在中国文化中出现了许多治

水英雄。如早期的台骀，最具影响力的大禹，与大禹一起治水

的伯益、后稷，以及失败了的鲧等等。在春秋战国的大分裂时

代，中国的先人们在干什么？尽管各为其主，但目标却是统一

天下。他们有一个共同的追求。所以，我们的文学作品中就

出现了许许多多相关的英雄形象。这其中有义薄云天者，有

舍生忘死者，有久久为功者，有忍辱负重者，有功成不必在我

者，有运筹帷幄者等等，使我们感受到了中华民族的精神品

格、浩然之气。

最后，进一步深化了解中华文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奋发

图强、百折不挠、踔厉奋进取得的伟大成就。今天，我们国家

的发展变化令世人瞩目。经济、社会、文化的影响力不断增

强，中国人民的发展信念也越来越坚定。这应该是我们自信

自强、不断进步的精神支撑。

但是，仅有自信还是不够的。自信必须建立在自强之

中。如果自己强不起来，自信也难以维持。这也是有历史教

训的。回顾人类文明，每当历史转折的关键时刻，总会有极具

时代意义的文化形态、文化结晶出现。它们既是这一时代的

组成部分，也是这一时代的影像、记录，甚至是这一时代的精

神引领。在春秋战国这一大开大合的转折时期，中国出现了

诸如老子、孔子、墨子、韩非子等极具影响力的思想家，当然也

是极为重要的文学家。同时也出现了诸如《易传》《周礼》《尚

书》这样的具有奠基意义的文化成果，《春秋》《左传》《战国策》

这样的文史哲一体的史传之作，以及《诗经》《楚辞》等开风气

之先的文学作品。这些著作不仅在当时具有极为重要的文化

意义、社会意义，有的甚至被视为“经”“史”，具备了超越时间

与空间的意义，直至今天仍然是指引人类前行的精神财富。

在欧洲启蒙运动时期，来自东方的科学技术、生活方式，乃至

审美方式均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特别是诸如《易经》《道

德经》《论语》，以及被进行了各种改编的以“赵氏孤儿”为题材

的戏剧在欧洲广泛传播。也正是在这一时期，欧洲出现了伏

尔泰、狄德罗等启蒙思想家、文艺家，推动欧洲完成了从传统

落后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这些文化成果，既是属于那一

时代的，也是属于今天的，是人类文明的重要标志，闪射着恒

久的光亮。

二、文化的自信建立在自强之上

近现代以来，中华民族一直在探求、寻找发展壮大的正确

道路。这正是中国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历史时期。

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的转型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

就，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

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中华

民族有着强大的文化创造力。每到重大历史关头，文化都能

够感国运之变化、立时代之潮头、发时代之先声。就是说，文

化在历史进步的进程中，总是与时代同步的。没有中华文化

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文化的自信必须建立在自强的基础之上。那么，什么样

的文化成果才能满足“自强”的意义呢？大致来说有这样几个

方面：

首先是能够提供新的文化样式。文化产品随着时代、媒

介的变化而发展。比如，在戏剧出现之后，又出现了电影，而

在电影出现之后，又出现了电视剧。现在，又出现了网络形态

的各种艺术形式，如网络小说、网络视频等。虽然我们并不能

说这种新的文化样式一出现就具备了“强”的品格。但如果没

有这些样式出现，文化就难以顺应时代的要求，就会形成文化

的“空白”地带。还有一种情况是，在已有文化样式中出现了

新的探索与发展。戏剧就从早期形态的傩戏，发展到后来的

诸宫调，再到元杂剧，再到明清传奇等。每一种变化都反映了

文化的发展与进步。又如小说创作，新中国以来发生了重要

的变化。其形态与过去如五四时期的小说有很大的不同。近

来，小说创作的态势又发生变化。这就是在强化心理世界的

表现中更注重强化对现实生活的表达。这些新“质”就是顺应

时代要求出现的新的文化样式。

其次是能够提供适应时代要求的思想与价值观。文化形

态首先呈现的是外在形式，而其内在价值主要体现在作品所

蕴含的思想与情感之中。尽管人类的思考一刻也没有停止，

但在不同的历史阶段，面对不同的社会现实会有不同的思

考。一些思考可能会具有历史意义，将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

断地发挥作用。另一些思考可能只是具有了这种“历史意义”

的萌芽，会伴随着历史的演进逐渐形成具有恒久意义的思

想。还有一些思考则是具有现实针对性的，在某一问题解决

之后，其意义可能就消失了。这些现象显现出思想的复杂性、

多样性，但均属于人类文化的存在形态。文学作品应该提供

人类思考的过程与结晶，其思想深度将反映一个时期内人类

思考的深度。但是，这种思考并不是随意的、天马行空的，而

是具有价值标准的。这种标准或隐或显地影响、制约着人的

精神世界，显现出价值观的确立与变化。以婚姻而言，传统社

会中人们习以为常的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但是，当社会

形态发生改变之后，基于自由爱情的婚姻才被认为是符合价

值观要求的。赵树理的小说《小二黑结婚》的一个重要贡献就

是提供了这样的价值观，表现出社会形态的改变——在根据

地建立了新的人民政权之后，普通人婚姻形态的深刻变化，其

中当然也包含着价值观的变化。近年来，表现脱贫攻坚题材

的作品比较多。这是中国社会转型的攻坚环节。农村的变化

将决定中国社会的变化，农民的进步亦将反映出国家的进

步。因此，不仅要表现出农村经济的变化，而且更应该表现出

农民精神的变化。这样的作品将为我们提供属于中国的具有

时代意义的思想与价值观，反映出今天中国人内在的隐秘变

化及其作用下的外在的物质存在之变化。

由此，也就要求提供具有现实针对性的表达。现实生活

是什么？在这样的生活中发生了什么？文化或者说文学将为

现实生活提供什么样的精神支撑、价值引导与审美启迪？优

秀的作品从来都是体现出丰富而深刻的现实性的。它们会呈

现出现实生活真实的形态与意义。但是，优秀的作品并不满

足于对生活进行平面的自然形态的呈现，总是要表现出更具

典型性、更能够体现本质性的追求，赋予生活以进步的力量。

也就是说，这种呈现对现实生活有某种启示，能够表现人与社

会进步的必然性，并增强了人的精神力量。在卡夫卡的作品

当中，我们看到了现实社会对人的挤压，人的情感因此产生了

严重的异化。由此，诸如《变形记》这样的作品就具备了深刻

的批判性，提出了对新的更具人性的生活的期待。郭沫若的

《女神》则激情澎湃地表达了上世纪初中国人民热切期待改造

旧世界、开创新时代的情感愿望。

自强也表现在能够提供具有强大传播力、影响力的文化

样式。要产生广泛的影响，作品就必须具备能够产生影响的

基本品格。但就传播而言，情况比较复杂，并不是作品自身可

以完成的，它受到包括市场在内的复杂因素的影响。虽然市场

份额是衡量传播水平的重要标志，但并不是唯一的标志。传播

也可能会受到传播手段、传播方式的影响。比如我们常说的

“策划”与“运作”，那些能够满足市场要求的方式往往会收到

好的成效。传播也会受到受众地域和观念的影响。如在比较封

闭的地区，对外来文化显现出抵制、排斥的态度，或者存在“选

择性”传播。传播也可能具有体现在时间的方面的不确定性。

某一作家或作品在某一时间段内并不被人瞩目，但在另一时

间段内却会受到极大的关注。比如陶渊明、莎士比亚、卡夫卡

等就属于这样的作家。尽管这些属于传播的问题，是作品自身

难以把握的，但创作者却可以要求自己更好、更生动地呈现所

要表达的内容。大体来看，传播力与影响力是衡量文化强弱的

重要标志。我们不仅需要更多的在世界上产生重要影响的作

品，也需要世界各地研究探讨中国文化的成果。这些研究成果

同样是观照中国的一种“镜像”。如勒克莱齐奥与董强合著的

《唐诗之路》，即是法国作家对中国古典诗歌特别是唐诗的研

究成果。由此我们可以看到今天法国作家对中国文化的认知

与感悟。

三、新时代文化工作者的责任使命

文化自强，必须有显现出“强”之品格的文化形态。就文

学创作而言，要有能够表现时代意义、时代精神的高峰之作，

为人民作传，为时代树碑，为天地立心。

要进一步深化对生活的了解把握。现实生活丰富多姿、

活色生香，作家要加强提升个人素养，对生活的历史必然性有

洞察力。所谓生活的历史必然性，首先包括历史中的生活，也

就是曾经的生活。要从历史的脉络中了解民族的性格、风尚、

行为方式、情感形态等，为把握现实生活的走向奠定基础。生

活的历史必然性也体现在对现实生活的了解与把握中。要善

于穿透表象，直抵本质，从偶然中发现必然，从细小中发现崇

高，从失望中发现希望，从纷繁的碎片中发现具有规律性的趋

势。生活的历史必然性也体现在现实生活的细节之中。要真

正深入生活、扎根人民，在平凡的、普通的芸芸众生中发现主

题、题材、情节、语言，在人民创造美好生活的生动实践中激发

创作的灵感。

要开展积极的有意义的探索创新。艺术之树常青，一个

极为重要的原因就是能够不断地为人们提供新鲜活泼、多姿

多彩的审美形态。僵化就没有创造，守旧就难以出新。要继

承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中仍然具有生命力的成分，融入体现时

代要求的创作当中。要积极借鉴其他文化中于我有益的元

素，实现中国化的“为我所用”。要善于从人民群众日常生活

中发现可资运用的资源，丰富我们的创作。要在创作实践中

不断磨练、不断进步，实现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为社会

提供更多、更具魅力的优秀之作。

要进一步确立正确的创作导向。增强人民的精神力量，

就要牢固确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从人民的立场、利

益、情感、愿望出发。要有清醒客观的认知，努力表现中国精

神、中国气派、中国风采，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

要守牢初心，不为名利所惑，不为市场左右，不为浮躁而误，真

正走下去、走进去，苦心孤诣、青灯孤烛，沉得下心来，受得了

寂寞，一心一意只为写好时代之书，再攀文学高峰，为民族复

兴提供强大的精神力量、价值引领与审美启迪。

（作者系评论家，山西作协原党组书记、主席）

”

“ 文化的自信与自强文化的自信与自强，，是是
辩证的统一体辩证的统一体。。二者各有侧二者各有侧
重重、、各有区别各有区别，，又相互联系又相互联系、、
相互作用相互作用。。没有自信没有自信，，就不会就不会
有自强有自强；；而没有自强而没有自强，，也难以也难以
自信自信。。在自信的前提下才能在自信的前提下才能
实现自强实现自强，，通过自强才能进通过自强才能进
一步增强自信一步增强自信。。

本报讯 日前，云南省作协组织由蒙古族、彝族、布朗族、瑶

族、回族、白族等少数民族组成，云南省作协副主席胡性能担任团

长、作家陈晓兰担任副团长的专业作家团队一行10人，从昆明出

发，赴楚雄、大理、临沧、普洱等地开展“庆祝二十大，书写新时代”

主题文学采访创作活动。本次活动共历时7天，从民歌之乡到云雾

茶园，从布朗山寨到哈尼人家，既有厚重的人文历史，又有多元的

民族文化。大家表示，举办这样的活动非常有意义，作家们需要多

走出去，多交流、多创作，让文艺作品深入基层、紧扣生活，写好时

代和人民的生动故事。

在楚雄，团队一行深入彝人古镇社区等地采访，聆听先进典型

人物故事，并与楚雄州文联及当地作家代表举行文学座谈。在大

理，作家们近距离体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卓越成就，感受

现代高原新农业科技力量。在临沧，大家考察了当地的制窑艺术，

新农村的现代化发展让大家十分感慨。在双江县，作家们就古茶资

源保护、当地茶叶产业发展等内容进行交流，了解了布朗族传统村

落保护、傣家村水果产业发展及当地民族文化旅游产业发展现状。

在墨江县，作家们举行文艺座谈，对当地民俗民风的保护传承进言

献策。

本次活动正值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参与采访的作家们亲身感

受到了过去5年和新时代10年来的伟大变革，用行动践行了社会主

义文艺工作者的“四力”，对进一步推进云南省少数民族文艺创作具

有重要意义。 （黔 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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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王觅） 日前，由江苏师范大学文学院和《当代长篇

小说选刊》杂志社联合主办的葛亮长篇小说新作《燕食记》学术研讨会在

江苏徐州举行。研讨会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江苏师范大学党委书

记方忠、《当代》执行主编徐晨亮、江苏省作协书记处书记黄德志，以及来自

全国十余所高校和部分文学期刊的专家学者与会研讨。

《燕食记》由人民文学出版社近期推出。作品沿饮食文化的发展脉

络，通过师徒二人的传奇身世及薪火存续，展现了粤港经历的时代风云

兴变。与会者围绕该书的主题、思想、人物、审美等方面展开研讨，特别

探讨了葛亮创作的人文精神和文化内涵的重要价值。大家认为，作为

一部意蕴深厚的民族文化小说，《燕食记》将笔触深入近代岭南的聚散

流徙，生动描摹出中国近百年社会变迁和世态人情的雄浑画卷，展现了

中国人在时代风云中的骨气、韧劲与精神风范。作者以其史传书写，不

仅彰显了岭南的饮食历史，更是将食物作为中华民族身份内容的表征，

以文字方式记录了民族饮食所蕴含的历史文化价值。

葛亮在会上介绍了自己创作《燕食记》的田野考察走访历程。他坦

言，中国人的地缘概念是绕不开食物的，这部作品就是以大湾区为重

心，力求由南向北辐射整个中国近代的百年风华。

据悉，此次研讨会是江苏师范大学文学院举办的“中国当代文学现场

批评论坛”之一。主办方表示，希望该系列论坛以深度研究的方式推动当

代文学的经典化、历史化，探寻当代文学思潮的多样性，为当代文学史研

究注入新鲜血液和活力。

本报讯 11月 5日，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方所联合主办的“时光不

老：70后的心灵回溯——骆平长篇小说《野芙蓉》新书分享会”在成都举行，演

员欧阳奋强，编剧、作家张勇及作者骆平展开对谈。

欧阳奋强表示，《野芙蓉》“书写了我们这代人太多的青春回忆、情感回忆，

以及与狮子山有关的回忆”。那些尘封多年的关于青春时代的点点滴滴，又重

新浮现在“70后”一代人的眼前，也给读者们留下了想象空间。张勇认为，骆平

用文字拨动读者内心最脆弱的一根弦。“她的文字炉火纯青，用女性视角慢慢

告诉我们一个纯情的故事。时光倒流，两个人的不同回忆慢慢带领读者走进这

个故事。骆平的感情比较细腻，同时又有学院派的丰满。”

谈及小说的创作，骆平表示，这本书创作于2020年寒假，那是她生活状态

的一个分水岭。“在那之前，我大多时候是处于一种向外凝视世界的状态，选择

成为生活的旁观者。”特殊背景下的创作让她建立起一种全新的生活理念，她

选择让焦虑和惶恐消失不见，接纳一切的发生。“我发现自己的灵魂开始变得

柔软放松，会静静聆听和接纳来自内心的声音。”文本的流速是缓慢的，却装着

作者对日常生活的细腻体悟，以及丰富复杂的情感体验。正是在对日常生活的

记录中，生命的意义才得以彰显。 （吴 旦）

本报讯（记者 丛子钰） 近日，由北京大学、

国家大剧院联合策划推出的第二届“北京大学·国家

大剧院艺术周”拉开帷幕。国家大剧院合唱团“荣光

与梦想”音乐会在北京大学百周年纪念讲堂举行。

据悉，2020年 9月，北大与国家大剧院签署

战略合作协议，共同构建高校艺术普及、教育、展

示平台，探索高校艺术美育新路径。本次音乐会

分为上下两场，国家大剧院合唱团共带来17首富

有感情的合唱曲目，其中既有大家耳熟能详的《唱

支山歌给党听》《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今天

是你的生日，中国》等经典曲目，也有《新时代歌

谣》《不忘初心》《强军战歌》等创作于新时代，展示

新时代幸福生活和自信昂扬精神风貌的佳作。由

国家大剧院院长王宁作词、作曲家胡廷江作曲的

《百年荣光》将现场气氛推向高潮，雄浑激昂的合

唱，唱出了中国共产党一路走来面对艰难险阻不

曾退却的勇毅精神，也唱出了新时代一篇篇可歌

可泣的华彩乐章。

第二届“北京大学·国家大剧院艺术周”举行

本报讯 11月18日，由广西作协、广西文艺

评论家协会、河池文联、巴马民族师范学校联合主

办的“麒麟山作家群”研讨会在广西巴马举行。罗

伏龙、凡一平、潘红日、朱山坡、何述强、房永明、张

柱林、曾攀、张淑云、钟世华、欧造杰等与会研讨。

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河池市巴马民族师范

学校培育出了一大批作家，并逐步形成一个作家

群体，因学校建在麒麟山下，故被称为“麒麟山作

家群”。这一作家群约有150人，其中中国作协会

员5人、广西作协会员28人。莫景春、覃祥周、周

龙（龙眼）、蓝振林（瑶鹰）、黄格、韦云海、潘莹宇、

黄坚等作家在《民族文学》《小说选刊》《上海文学》

《北京文学》《作家》等文学刊物上发表了大量作

品，有的还获得了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

广西文艺创作铜鼓奖等。与会专家认为，依托神

奇的山水和神秘的文化，麒麟山作家群的写作显

出了富有个性、内容庞杂、叙述神秘、思想多元的

独特魅力。他们从边缘崛起，书写边疆故事，传播

少数民族文化，用各具特色的笔墨谱写时代强

音。“麒麟山作家群”代际合理，形成了良好的文学

传承关系，希望从作家群中涌现出更多更具影响

力的文学人才。

此次研讨会是巴马民族师范学校建校65周

年系列活动之一。研讨会前，全体与会者参加了

“麒麟山文学馆”开馆仪式。

（桂 讯）

广西研讨“麒麟山作家群”

长篇小说《野芙蓉》复现青春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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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1版）往往是这类不经意间

的感动，会在刹那间点亮人的生命。

“文学传播与时代是同步的，传播途

径发生变化的时候，文学本身会有

相应的变化。文学传播的变化反过

来会影响文学本身，两者是相互促

进的良性作用。诗歌是所有文学门

类中对新的媒介传播方式最敏感

的一种，诗人也是对时代变化最敏

感、最容易接受新鲜事物的群体。

诗歌这种文体，对在内容与传播向

度上的‘新’都有其自身的追求。”

优质的内容永远是出版的稀缺

资源，出版者的使命，是让优秀的作

品更好与读者相遇。如何长期坚守高

质量的文学内容和稳定的价值输出，

是摆在文学出版人眼前的课题。张莉

认为，互联网技术催生文学传播机制

创新，但文学艺术的生命力始终来源

于高质量的、经久不衰的、丰富动人

的内容本身。“作家的创造力才是文

学力量的真正来源。能够‘出圈’的文

学作品，无一例外都根植于作品本身

的品质和生命力，只有作品禁得住

读，才能让主播的推广变得更可信。”

她谈到，直播带货让人看到好的文学

作品走向千家万户的方式有很多种，

但对于文学而言，最关键的是作品的

内容品质和“理想读者”对文学发自

内心的热爱。“看到读者广泛购买图

书固然让人鼓舞，但读者真的能沉潜

在书本的海洋里则更让人向往。吸引

读者真正沉浸在阅读之中，才是重点

中的重点。”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河北省保定市文联专业作家申跃中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22年11

月25日在保定逝世，享年85岁。

申跃中，1957年开始发表作品。1962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长篇小说《挂红灯》《蓝火

头》《中和人家》、中篇小说《清风河畔一盏灯》《明年属羊》《宴席上下》、短篇小说集《社长的头发》

等。短篇小说《生死恋》获1983年河北省“四化”建设文艺奖，中篇小说《宴席上下》、长篇小说《蓝

火头》分获河北省第三、七届文艺振兴奖，长篇小说《中和人家》获首届孙犁文学奖。

申跃中同志逝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