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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2月22日电 经党中央批准，中央党史和

文献研究院编写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三卷上册，由中共党

史出版社正式出版，即日起在全国发行。

编写《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三卷，是继《中国共产党历史》

第一卷、第二卷之后，党中央交给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的一

项重要政治任务。习近平总书记对续写党的红色家谱高度重

视，多次作出重要指示予以具体指导，为编写工作指明正确方

向、提供根本遵循。

《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三卷上册记述中国共产党从1978

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1989年6月党的十三届四中

全会的历史，约42万字，收录图片36幅，重点展现了以邓小平

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

民，深刻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史经验，围绕什么是社会主

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根本问题，立足中国国情，借鉴世

界社会主义发展经验教训，创立邓小平理论，成功开创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

该书的编写工作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

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严格遵循党的三个

历史决议特别是《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

历史经验的决议》，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国共

产党历史的重要论述以及关于党史和文献工作的重要讲话

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坚持唯物史观和正确党史观，准确把

握党的历史发展的主题主线、主流本质，充分吸收党的历

史和党的理论研究的最新成果，力求集政治性、思想性、学

术性、生动性于一体。该书的出版发行，为正确认识改革

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党的历史提供了权威

正本，为贯彻落实《党史学习教育工作条例》，推进党史学习

教育常态化长效化提供了新的基础教材，对全党全社会统

一思想、凝聚力量，鼓舞斗志、启迪智慧，进一步全面深化改

革，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具

有重要意义。

《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三卷上册出版发行

（见今日2版）

好作品是改出来的
——“分组改稿交流”活动侧记

“我们以文学的名义在冬日里相遇”
——“你好，新会员——文学馆畅谈”侧记

本报北京12月23日电（记者 王
觅） 新岁将至，冬蕴春发。12月 23

日，中国作家协会“作家朋友，欢迎回

家——作家活动周”在京启幕。本期活

动周以“欢迎2024新会员回家”为主

题，邀请来自全国各地的50位新会员

代表齐聚京城，共话友情、共谋发展。

当天上午，本期作家活动周欢迎

仪式在中国现代文学馆举行。中国

作协党组书记、副主席、书记处书记

张宏森出席并致欢迎辞。中国作协党

组成员、副主席、书记处书记邱华栋主

持欢迎仪式。中国作协党组成员、书记

处书记李一鸣出席。

张宏森代表中国作协向作家朋友

们表示热烈欢迎，致以诚挚问候。他指

出，“作家活动周”是中国作协从去年

开始推出的一项暖心工程，是中国作

协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切

实履行作协职能，聚焦“做人的工

作”，进一步密切联系广大作家的一

项实际行动。去年以来，中国作协先

后组织开展了8期活动，共邀请来自

全国各地的 330 多位作家参加。目

前，该活动形成了“作家朋友，欢迎回

家”和“做人民的学生”两个系列，通

过一系列暖人心、聚人心的举措，传

递作协组织的温暖，不断将更多热爱

文学、关心文学的人团结在作协组织

周围，努力把作协建设成为温馨和谐的“作家之家”，广泛凝聚起

“文学一家人”的情感力量。

张宏森表示，回溯每一次“作家回家”，大家走进作协的门，

见到作协的人，聊起作协的事，共叙文学佳话，共商文学发展，每

个人都迸发出令人动容的能量与激情，每一期活动都让我们十

分感动。我们深深体会到，文学始终是作家与作协组织之间的血

脉纽带，作协组织只有向广大作家敞开大门，使大家手中的那本

会员证内化为一把心之所归的家门钥匙，“作家之家”才能名副

其实，作协组织与作家的双向奔赴才能共振出新时代文学繁荣

发展的最强音。他强调，十代会以来，中国作协将打造中国文学

新力量作为重要工作任务，不断把工作向外延伸、向基层延伸，

扩大文学人才的发现培养与选拔范围，注重吸收基层作家特别

是青年作家和新文学群体加入作协组织，作家队伍持续壮大、活

力充沛。中国作协是广大作家和文学工作者潜心创作、成长成才

的坚强后盾，中国作协的大门永远向广大会员朋友、向文学界的

朋友们敞开。

张宏森表示，这次“作家朋友，欢迎回家”活动结合新会员的

特点，同时借鉴以往各期的成功经验，安排了一系列丰富多彩的

活动，力求使大家在这次“回家”活动中，拥有真收获、留下真情

感、交下新朋友。期待大家在第一次以中国作协会员身份参加的

这次活动中，能够真切感受到家的温

暖和亲人的热忱，这次以文学之名的

相聚，也一定能帮助大家汲取更多前

行的力量，激发出责任与担当，在文

学道路上不断向高原和高峰迈进。

仪式开始前，张宏森与各位新

会员代表一一握手，亲切交谈。仪式

上，张宏森、李一鸣向各位新会员代表

一对一颁发特制的中国作家协会会

员证。

新会员代表胡安焉、陆婉珍在欢

迎仪式上发言。胡安焉谈到，此次活

动让写作者们有了一个珍贵的互相

交流和学习的机会，“这次活动的经

历和体验，对我们来说是十分难得

的，相信必会从中有所收获。希望我

们一同努力，创造一个更好的文学环

境，为文学事业添砖加瓦”。陆婉珍表

示，逐梦文学的过程是艰辛而又快乐

的。在此次活动中，自己将全身心投

入学习，汲取文学营养，积极与来自

全国各地的作家学习交流、共同进

步。今后将努力创作出更多思想深

刻、艺术精湛、具有时代精神的优秀

作品，为繁荣发展中国文学事业贡献

力量。

欢迎仪式当天还举行了“你好，

新会员——文学馆畅谈”“走进文学

史——参观展览”等活动。此后两天

时间里，“入会第一课”“鲁院大讲堂”“分组改稿交流”“追寻红色

记忆，坚定文化自信——参观展览”和“文学一家人”座谈会等活

动也将相继举行。

本期作家活动周旨在进一步加强中国作协联络服务作家职

能，加强对新会员的政治引领、团结联络、服务管理，让新会员通

过形式多样的活动，增强对中国作协的认同感、归属感、荣誉感

和使命感，通过探讨分享文学创作经验，听取新会员对作协工作

的意见建议，进一步激发新会员的创作热情，为新会员的创作提

供动力支持，推动新时代文学高质量发展。

中国作协各部门各单位负责同志参加欢迎仪式。

欢迎2024新会员回家！
中国作协“作家朋友，欢迎回家——作家活动周”在京启幕

中国作协党组书记处同志与作家们合影 冯海文 摄

本报北京12月23日电（记者 徐
健） 12月23日，习近平文化思想宣

讲会在中国现代文学馆举行。中国

作协党组成员、副主席、书记处书记

邱华栋主持宣讲会。中共中央党校

（国家行政学院）文史教研部教授

陈宇飞作题为《鉴古开今 涵育文化

繁荣——学习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宣

讲报告。

宣讲会上，陈宇飞对习近平文化

思想进行了科学阐释和深入解读，

就如何准确把握中华文明的突出特

性，如何在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中赓续中华文脉，如何在新的历史

起点上更好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等

方面问题展开系统阐述。宣讲报告

深入浅出、视野开阔，政治站位高，

对于深刻理解和准确把握习近平

文化思想的核心要义、精神实质、丰

富内涵、实践要求具有重要的指导

意义。

陈宇飞指出，习近平文化思想是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十八大以

来，习近平总书记统揽新时代文化建

设全局，提出了一系列具有原创性、

独创性、开创性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

断，内涵十分丰富、论述极为深刻，构

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的文化篇，形成了习近平文化

思想。习近平文化思想深刻阐述了

文化文艺的地位作用，明确了新时代

文艺工作的使命任务。广大作家和

文学工作者要坚定文化自信、秉持开

放包容、坚持守正创新，深入挖掘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价值，吸收各

国优秀文化成果养分，善用沟通世界

的语言讲好中国故事，展现可信、可

爱、可敬的中国形象，不断提升国家

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为推

进中国式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贡献文学力量。

参加中国作协“作家朋友，欢迎

回家——作家活动周”的50位新会

员及中国作协相关部门负责同志参

加宣讲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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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至刚过，北京进入了最冷的

“数九寒天”时节。12月24日，50位受

邀参加中国作协“作家朋友，欢迎回

家——作家活动周”的新会员齐聚鲁

迅文学院，翘首以盼由“人民艺术家”

王蒙开讲的“入会第一课：文学照亮

生活”，“回家”的兴奋弥漫在教室中，

温暖了这个寒冬的清晨。同样期待聆

听这一课的，还有在“云”上蹲守直播

的大江南北的文学爱好者。此次活动

由中国作协党组成员、副主席、书记

处书记吴义勤主持。

在热烈的掌声中，90岁高龄的

王蒙神采奕奕，以家喻户晓的《一千零

一夜》作为开场，娓娓道来自己对文

学、对写作的体会。他谈到，文学和语

言的魅力是其他艺术形式难以替代

的。《一千零一夜》象征着“文学用善良

战胜了邪恶”，彰显了文学在表现生

活、揭示人心方面的巨大作用。同时，

他以文学中的“爱情”为例，谈及文学

与生活的同构关系，“都知道生活创造

着文学，其实文学也在创造生活”。

王蒙19岁时写出了长篇处女作

《青春万岁》，他以《青春万岁》为例，

与新会员们分享自己一路以来的创

作经历。他认为，写作是要有激情的，

当时写《青春万岁》，正是因为自己深深珍惜和留

恋这一代人度过的“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从今走向

繁荣富强”的生活，想要记录下来，希望“文学为生

命和生活作证”。谈到写作路途中不可避免遇到的

挫折，他乐观地说：“好事坏事都是好故事，好事坏

事都是好题材。”他旁征博引世界各国写作者的经

历，勉励新会员们要做一个健康的写作者，投入文

学这项充满激情的事业中。

谈到自己的写作体会，王蒙列举了一系列的

关键词。首先是“突破自己”。他提到自己主动前往

新疆，正是为了突破当时自己只有“城市生活和学

生生活”经验的一面。他到新疆深入生活，和当地

人民打成一片。说到动情处，他用维吾尔语朗诵了

一首诗，抑扬顿挫、饱含深情的声音让现场掌声雷

鸣。其次是“社牛”，这一特质让他很快和不同民

族、不同背景的人成为朋友，相亲相爱。他多次提

到“新疆的各族人民对我恩重如山”，

在作品《在伊犁》《这边风景》中也有体

现。“爱人民的人的生活才是幸福的，

爱人民的人的作品才是幸福的。”此

外，还要不断“学习”，“学习在前，目的

在后”，在他看来，学习不应该是为了

什么目的而学，而是一种积累，应该活

一辈子学一辈子。写作不是一时的事

情，“我希望我们的文学写作是一项真

正能够坚持下去的伟大事业”。

一个多小时的课堂时光倏忽而

过，参加活动的新会员们意犹未尽，纷

纷举手，想抓住这个难得的机会同

王蒙交流。

现居广州的张戈是“80后”，来自

广东省消防救援总队。他分享了阅读

王蒙的《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的感受

以及对小说创作的理解，还提出了一

个新会员们共同关心的话题：“如何才

能像您一样‘写出撼动心灵的作品’？”

“想撼动心灵，首先得撼动自己。”王蒙

诚恳地说道，只有对人生的体验有动

容，对人类和世界有爱、关心和期待，

真正撼动自己，才有可能撼动别人的

心灵。

来自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60

后”代敦点在听了王蒙的新疆故事后

深受感动，很好奇新疆生活对王蒙的影响。王蒙动

情地说，在新疆，有各种各样感动他的故事，这段

深入生活的经历扩大了他的视野、增长了他的见

识，使他写起新疆的人和事时驾轻就熟；而维吾尔

语的语言构造，对他的写作也有许多启发。

现居贵阳的“70后”郑欣则提出了自己的困

惑：在创作过程中，如何将自己不喜欢的人物写得

生动精彩？王蒙认为，不能完全让喜好和心情掌握

自己的写作。王蒙以泰戈尔的“世界以痛吻我，我

却报之以歌”作结，“一个人做什么事都有他的轨

迹、境遇和道理，如果真正对人抱有善意和期待的

话，你对所要批评的东西也会有善意和期待”。

经久不息的掌声回荡在课堂内外，“入会第一

课”在这个冬日绽放出耀眼的文学光芒，不仅温暖

了新会员“回家”的心，也照亮了他们未来的创作

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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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24日，在冬日的暖阳中，50位受邀

参加中国作协“作家朋友，欢迎回家——作家

活动周”的新会员走进“鲁院大讲堂”，聆听作

家刘庆邦带来的文学课。此次活动由鲁迅文

学院常务副院长徐可主持，并同时进行网络

直播。

面对今年新入会的会员代表，刘庆邦不禁

回忆起自己1990年加入中国作协的往事，就

在去年7月的“作家回家”系列活动中，他得到

了属于自己的入会纪念牌。讲座中，刘庆邦深

入探讨了生命和文学、人品和文品、人格和文

格的关系，既有创作的亲身经历，也有深刻的

生命体悟，坚定了新会员们的创作信心。

“文学作品就是写‘人’，要坚持以人为

本，充分尊重个体生命的尊严。”刘庆邦谈到，

自己几十年来的写作一直是从“人”出发、从

心灵出发，凝视自己的心。他曾被母亲反复说

是一个“心重”的人，于是开始思考“心重”到

底意味着什么。是心眼儿小、爱钻牛角尖，还

是遇到什么事情想不开、放不下，这是不是一

种比较消极的心理状态？他最终确认，一个人

的“心重”，其实是一种积极的心理状态，关乎

一个人的敏感、善良和对责任的承担。作家很

可能都是“心重”而非“心轻”的人，“如果一个

人什么事都不往心里去，那我觉得他很可能

成不了作家。‘心重’是成为作家的必要素

质”。刘庆邦说，文学创作是劝善的，期待新会

员们对生活有所观察、有所用心，承担起通过

创作改善人心的责任。

一个人的写作和生命有着怎样的关系？

在刘庆邦看来，每个人的作品都是创作者的

生命之歌、生命之舞、生命之诗。作品是精神

形式和心灵的外化，有什么样的生命质量、生

命力量、生命分量，就会写出相应的有质量、

有力量、有分量的作品。

什么是作家生命的质量？刘庆邦表示，作

家生命的质量，指的是一个作家的人格，它至

少应该有六种标准：“善良的天性、高贵的心

灵、高尚的道德、悲悯的情怀、勤劳的精神和

坚强的意志。”刘庆邦坦言，他也曾对自己的

创作才华有过怀疑，但从未动摇过自己的意

志力。几十年来，他都是每天早上4点起来扭

亮台灯，开始写作，大年初一也不例外。“船的

劲儿是在帆上，人的劲儿是在心上”，刘庆邦

鼓舞新会员们一定要相信自己的“心劲儿”，

在文学道路上一直坚持下去。

提到“生命的力量”，刘庆邦解读到，生命

的力量是思想的力量，来源于审美和反思。写

作是靠哲学支持的，一个作家在生活中要善

于思索，遇到事情要问一个“为什么”，这样才

可能写出有新意的作品。同时他认为，一个人

“生命的分量”并不是先天赋有的，“是后天经

历一些事情，有一些坎坷磨难，被人误解过、

轻视过、批判过，经过锻炼再锻炼、加码再加

码，才使这个人的生命逐渐变得有分量起

来”。他勉励新会员们，无论生活还是创作，遇

到挫折时可能就是在积累分量，要相信有分

量的生命会带来有分量的作品。

学员们认真记录下自己的听课感受，在

提问环节，大家围绕短篇小说的创作方法等

问题向刘庆邦请教。来自山西的作家赵光华

表示，自己看过刘庆邦的每一篇短篇小说，受

益匪浅，他也提出了自己的创作困惑——如

何把生活琐事提炼成有趣的小说细节。“我现

在也仍然在写短篇小说”，刘庆邦回答道，“作

家不要放弃短篇小说创作，短篇小说是星辰，

是对一个作家把握生活能力的考验”。细节决

定短篇小说的成败，把小说写“细”的关键是

心灵化的处理，最细的是人心，要通过人心来

把细节细化、扩大、拉长。

河北作家李冬梅主要从事散文创作，她

对短篇小说的写作也产生了兴趣，但感觉琢

磨得越多越不敢动笔，想了解“短篇小说开头

是否有窍门”。刘庆邦肯定了她想尝试短篇小

说创作的想法，同时建议不必执着于在开头

“一鸣惊人”，很多时候往往是越平易自然越

好，用力太过容易过犹不及，放松的状态反而

可能会使文章更有力度。

“船的劲儿是在帆上，人的劲儿是在心上”
——“鲁院大讲堂”活动侧记

□本报记者 王 杨 虞 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