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该丛书共18卷，按照主题分类，包含了作家40多年来创作
的绝大部分文章，从成长、亲情、人生感悟、游历抒怀、艺术泛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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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 推动文学事业大发展大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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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已经基本上告别短篇小说，不是因为挣不到
钱。我早就不为钱写作，只为名。写短篇小说很难挣
名，却容易败名。我好不容易挣了名，不想被短篇小
说败掉。败在短篇小说上是很吃亏的，人家会说，连
短篇都不会写。

其实，短篇小说很难写，不少大作家都写不好，
巴尔扎克、托尔斯泰的短篇，《人民文学》不一定会发
头条。

我以为，写短篇小说，是走 T型台，雪亮的聚光
灯下，板着面孔，挺着胸，收着腹，迈着猫步，甩着胳
膊，迎着数十管“长枪短炮”和几十只闪光灯，一脚是
一脚，一手是一手，一腰是一腰。所有眼珠子都撑着、
盯着，且近在咫尺，目光炽热，视线无可挑剔。一套套
行头精准地比着你身体裁剪，与其说是遮身，不如说
是亮眼，不是敞胸露怀，就是欲盖弥彰。

正如匕首不是大器，派不上大用场，模特很少成
大名，因为他们表演舞台小，时间短，速度快，走马灯
似的，上去，下来，脚板底没走热，设计师已经像母鸡
领一窝小鸡似的呼啦啦上台，谢幕了。因为一部长篇
小说名垂青史者，古今中外不胜枚举；因为一篇短篇
小说成名成家，只有在中国的上世纪80年代。

我有一友，男性，不乏智商，情商更是高不可
攀，30 岁发迹，有钱却没文化，精神生活几近空白，
业余喜莺歌燕舞。曾思过，若将友人之事逐一记下
来，或许可以当长篇小说看，文字好些，加些美食风
俗，不是《金瓶梅》，也是“金瓶桃”。但单拎其中一个

写，不一定是短篇，除非他撞大运或倒大霉遇到个狐狸精，发生了匪
夷所思的故事，才能写成短篇。

生活往往不是这样，但短篇小说就是这样，不是写生活，而是开
创生活，是创世记；不是拾阶而上，顺流而上，而是暗渡陈仓；不是大
部队压上去，而是剑走偏锋，出奇制胜。打个蹩
脚的比方，生活犹如一堆草药，带着山涧的露
水，附着泥土气，短篇小说是一粒药片，匪夷所
思的疗效，好像是上帝赐的，其实是那堆草药
炼制的。

本报讯（记者 颜慧） 11 月 25 日至 30 日，由
国务院参事室、中央文史研究馆和云南省人民政府
共同主办的大型系列文化活动“中华文化四海
行——走进云南”在云南昆明、玉溪举办。启动仪式
上，中央文史研究馆副馆长冯远讲话，云南省副省
长高树勋致辞。王蒙、杨天石、程熙、尼玛泽仁及来
自云南、昆明、河北等18个地方文史研究馆的馆长
和馆员代表参加启动仪式。仪式由云南省政府秘书
长卯稳国主持。

冯远说，文史研究馆是党和政府领导文化工
作、开展统战工作的重要抓手和传承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的重要阵地，文史研究馆有责任认真贯彻落实

中央精神，积极发挥作用，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润
泽神州大地，繁荣发展和创新传统文化。

活动期间，冯远、王蒙、杨天石、仲呈祥、林岫做
了专题讲座。诗词吟诵文艺联谊、中国书画精品联
展、书画艺术交流笔会暨抗震救灾书画作品捐赠活
动、地区文化发展专题座谈会等同期举办。

“中华文化四海行”是国务院参事室、中央文史
研究馆联合省级政府举办的一项大型文化活动，全
国35个地方文史研究馆分批参加。2013年以来，前
三届“中华文化四海行”先后走进贵州、重庆、甘肃，
产生了广泛影响。第五届“中华文化四海行”活动将
于2015年8月在新疆举办。

“中华文化四海行”走进云南

本报讯（记者 王昉） 真正的艺术精品都是真善美
的高度融合，内容与形式的和谐统一。习近平总书记指
出，追求真善美是文艺的永恒价值。“真”是文艺作品的
生命之基，“善”是文艺作品的价值之源，“美”是文艺作
品的持存之道，三者紧密联系、不可分割。我们应该将真
善美作为文艺作品永恒的价值追求，努力在文艺作品中实
现真善美的有机统一。习近平总书记对真善美的阐释深刻
点明了文艺的本质，为文艺的发展指明了基本方向。对真
善美的追求是文艺发展的终极目的，但同时人们对真善美
的具体理解在不同的时代也有各异的角度。这就要求我们
以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与方法论深入挖掘其时代特质和实
践特色，只有这样文艺发展才能契合时代脉络，向真善美
的目标不断迈进。今天，应该怎样看待文艺的真善美问
题？其在当下时代具有怎样的历史文化内涵？文学创作怎
样才能实现真善美的有机统一？如何完善社会主义的文艺
评价机制从而引导文学向真善美的理想发展？这些问题都
是我们应该认真思考的。

对真善美的理解要与中国实际相结合
不同时代对文艺实践的要求是不同的，文艺的发展既

有永恒性的价值期待，也呈现出具体的历史状态，文艺的
理论与实践发展是一个动态的历史过程。童庆炳认为：

“文艺思想是有时代性的，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体现
的是新的时代精神。不同历史时期有不同的历史任务，习
近平总书记的讲话引领了文艺在新的历史时期的发展方
向，指明了文艺发展在新时代下的艺术追求和艺术理想。
这个艺术理想就是真善美的艺术追求。” 党圣元也谈及文
艺发展的时代性，他认为对真善美的追求不能脱离中国传
统和中国实际，他说：“实现真善美的有机统一是多年来
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努力的方向之一。实现真善美
的有机统一是党和国家文化建设的目标，也是美学的目
标。追求真善美的有机统一是历史的动态发展过程，不能
脱离中国的传统和中国的实际。”

当今时代，人民对文艺的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时
代也为文艺的发展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空间，随着历史的发
展，人们对真善美的理解更为深入，凸显出更丰富的历史
文化内涵。童庆炳谈到，“真”就是历史理性，指历史在
政治、经济、文化各个方面的进步。“善”就是人文关
怀，是文艺的重要追求。而当代文学所欠缺的就是人文关
怀，很多作品一味追求商业价值，成了“市场的奴隶”。

“美”就是审美升华。美不是孤立的存在，只有在人的审
美活动中才存在。审美是一种情感评价，用情感去观照这
个时代，传递给人美好的感觉。只有将历史理性、人文关
怀和审美升华相结合才能达到真善美的统一，才能产生好
的文艺作品。张炯对真善美的具体历史内涵作出这样的闻
释，他说：“真善美是文艺追求的永恒价值。真就是对社
会生活的反映，要对生活进行既有深度又有广度的挖掘。
善是指伦理价值，要弘扬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推崇社会主
义和共产主义的道德理想。美就是文艺本身对人民精神需
要的满足。”

要以人民为创作的根本和源泉
文艺创作虽然不是“定制”的，但是在作者的创作中

还是有一个理想读者存在的，在中国的现阶段来看，每个
作家心中的理想读者应该是人民，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
出：“人民是文艺创作的源头活水，一旦离开人民，文艺
就会变成无根的浮萍、无病的呻吟、无魂的躯壳。”作家
创作的源泉在人民，创作的目的是为了人民的精神需求，
而创作的最终成果也要交由人民检验，只有坚守住人民的
立场，我们的创作才能实现真善美的有机统一。

党圣元认为，创作者应该反映人民的精神、力量和作
用，这正是真善美这一美学追求的价值载体。为人民创作
的作品才能成为推动社会发展、历史前进的动力和能量，
才能体现真善美的有机统一。创作只有在人民的广阔沃土
上才能找到源泉和力量，如果脱离了人民，创作出的作品
想要达到真善美的境界是不可能的。真善美是美学最高理
想的三个不同维度，是从不同的角度对人的关怀，只有在
以人为本的价值层面上三者才能达到高度的统一 。

童庆炳谈及这一问题时说：“好的作品应该关心人，
尊重人，认识到人的价值，把人的潜能充分发挥出来。”
李心峰认为，好的文艺作品应该是人民性的充分体现，得
到人民群众的广泛认同。艺术创作不能违背最起码的历史
真实，不能突破每个公民都必须遵循的法律法规和道德底
线，不能站在人民的对立面，不能违背人民群众的根本利
益。

完善社会主义文艺评价体系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高度重视和切实加强文艺评论

工作，运用历史的、人民的、艺术的、美学的观点评判和鉴赏
作品，倡导说真话、讲道理，营造开展文艺批评的良好氛围。”
对此，李心峰有着深刻的感悟，他说：“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
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出的评价文艺的四个标准，即历史
的、人民的、审美的、艺术的标准，应成为我们健全社会主义
文艺评价体系的基本遵循。健全社会主义文艺评价体系，应
提出系统的衡量优秀的社会主义文艺作品的高标准，如历史
的真实与深度、审美上的超越与高境界、艺术上的创造创新；
同时也应从思想内容和艺术表现上规定一系列最起码的标
准，提出一整套不可逾越的底线。在审美上不能以丑为美、低
俗庸俗，在艺术上必须彻底杜绝抄袭剽窃行为。”

文艺评价体系是引导文艺创作走向健康和繁荣的保
障，只有完善社会主义文艺评价体系才能切实地保证文艺
向真善美的最高艺术理想发展，但是，目前我们的社会主义
文艺评价体系还不完善，还存在很多问题。怎样解决这些问
题，首先是应该多向中国和西方的经典学习，对此张炯谈
到，对文艺作品的评价体系应该包括作品的审美创造、作品
的真实性和思想性这三个方面，这三个方面构成了评价文
艺的核心价值，而这个核心价值又涵盖社会、人和国家三个
层面。我们的文艺评价体系应当既要继承中国传统思想精
华，又要注重学习世界的重要思想，应该更具宽容度和多样
性。陈众议认为，批评本身首先是公器，要厘清批评要针对
什么，出于怎样的动机、方法和立场。现在的批评存在很多
问题，怎样解决这些问题？首先应该学习西方经典的批评思
想，创建自己的话语体系。我们的很多批评家经常失语、失
思，就是缺乏自己的话语体系。同时，我们还应该学习中国
传统的批评理论，从“兴观群怨”到“文以载道”都是应该梳
理和学习的。还应该进一步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
观，马克思主义文艺观与传统文化有很多相契合的地方，应
当将其重新梳理出来，发扬光大。批评应该是利器，但同时
也应该是善意的、艺术的、客观的，应该以相对客观的心态
建立文学评价体系，逐步将文学引向繁荣健康的道路。

文艺应追求真善美的永恒价值

本报讯 近日，中国作协作家权益保障委员会在京召开
年会暨作家维权研讨会。委员会主任张健、副主任张抗抗，委
员潘凯雄、许超、李明德、童之磊、马晓刚、李德成、吕洁等参
加会议。会议讨论了今年的工作报告，探讨当前的热点维权
问题，并对明年工作安排提出建议。张健主持了会议。

2014年，中国作协权保办不断创新维权机制，积极推进
解决作家维权工作中的重点难点问题，开展了一系列工作：
加强著作权普法宣传教育，举办中国作协作家维权工作培训
班，建立“作家维权工作联络网”，编辑普法维权手册《作家权
益》第10期；调研作家维权重大热点问题，形成提案和建议，
推动立法完善；重点关注网络维权问题，发布并推广《作品信
息网络传播权非专有授权合同》；推动作家维权重大事件进
展，实时跟踪苹果商店侵权行为并帮助席慕蓉、舒婷等作家
追讨苹果侵权赔偿款，推动作家毕飞宇《推拿》被侵权案二审

判决提高赔偿额，成功调解作家樊发稼与《北平无战事》制片
人刘和平关于主题曲《雪朝》的侵权纠纷。

委员们肯定了中国作协权保办 2014 年的工作，并讨论
了关于使用知名作家姓名（笔名）注册商标、提高稿酬个税起
征点、影视文学著作权纠纷等热点问题，研究了明年工作安
排，为维护作家权益出谋划策。

委员们认为，委员会及办公室应继续以“实”和“高”的目标
开展明年工作：关注并研究作家维权重大热点问题，继续向有
关部门提交立法修法建议；参与并推动作家维权重大事件进
展；加强或建立与法院、国家版权局、工信部、互联网信息办公
室、版权协会、互联网协会等有关单位的联系与合作；开展普法
培训班、普法讲座、维权工作交流会，推动作家维权知识的普
及。委员们表示，今后将积极参与委员会开展的各类研讨、调
研、普法培训等工作，共同维护作家的合法权益。 （盛 敏）

创新维权机制 维护作家权益

中国作协作家权益保障委员会研讨维权热点

本报讯（记者 王觅） 自 2012年启动至今，
由中国作协主持的重大文化原创工程——《中国
历史文化名人传》丛书出版工作进展顺利：全套
124卷中已有20部作品与广大读者见面，全部传
主均已有作者认领，近90人已向丛书编委会提交
了创作大纲。为更好地推进丛书创作与出版，11
月29日，第四次《中国历史文化名人传》丛书创作
会在京举行。中国作协副主席、《中国历史文化
名人传》丛书编委会主任何建明出席会议并讲
话。部分丛书编委会成员、专家学者同近20位丛
书作者与会进行了交流。

何建明说，《中国历史文化名人传》丛书陆续
推出以来，引起各界广泛好评和热烈反响。同时
应当看到，丛书的作者来自各个方面，因此每个
人的创作思路、风格和水平也各不相同，需要以
丛书的总体标准指导自己的创作。动笔之前一
定要认真准备，仔细研究传主的时代背景和相关
材料，力求走进传主的内心世界，怀着对历史文
化的敬畏之心，真正把人物写活。

与会作者在创作进度方面不尽相同，他们在
发言中分别介绍了自己的创作情况，着重就创作
的准备、作品切入的角度、如何生动地塑造传主
人物、虚构与想象的界限处理、写作中遇到的难
点等问题进行了交流，不仅谈出了自己的思考和困惑，还明确了写
作进度和交稿时间。针对有关问题，郑欣淼、王曾瑜、董乃斌、陶文
鹏、李炳银、张陵、张水舟、黄宾堂等历史和文学方面的丛书编委会
专家逐一进行了点评和“会诊”，或指出问题，或提出建议，力求为
作者们下一步的创作打磨提供有益的帮助和启发，使大家扬长避
短、少走弯路。丛书所有传主画像创作者、88岁高龄的高莽也应
邀与会，分享了自己的创作感受。

《中国历史文化名人传》丛书创作会迄今已举办了 4次，累计
共有近百名作家参加，基本囊括了丛书的大部分作者。每次创作
会上，来自丛书编审委员会学术小组和文学小组的专家都会与丛
书作者们面对面交流创作中遇到的症结和问题，共同梳理研究写
作思路和方法。务实高效、解疑释惑，成为会议最大的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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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李晓晨） 12月1日，“文学陕军”诗歌创作座谈
会在京举行。中国作协副主席高洪波、李敬泽，中共陕西省委常
委、宣传部部长景俊海，陕西省作协党组书记蒋惠莉等出席座谈
会。50余位诗人、诗评家与会，共同探讨了秦巴子、伊沙、李小洛
等16位陕西中青年诗人的创作，他们希望，陕西诗歌能接续传统，
立足本土经验，不断进行艺术上的探索和创新。研讨会由中国作
协创作研究部、中国作协诗歌委员会、陕西省作协共同主办。

陕西有深厚的文学传统，其小说创作成就毋庸赘言，事实上，
这里也拥有数量颇多的诗歌创作者。高洪波谈到，陕西有久远的
诗歌传统，《诗经》就诞生于这块土地之上，此后革命的思想又赋予
了陕西诗歌新的内涵，总体而言，陕西诗歌气势沉雄、诗风陈郁，近
年来涌现出的一批中青年诗人表现出较强的创造力。

李敬泽谈到，陕西有一批优秀的诗人，他们的诗歌有自己的风
格特色并且已经具有一定的影响力。作为一个读者，常常会在某
个时刻被他们的某篇作品打动。以一个群体的形式亮相并出发，
意味着陕西诗歌希望取得新的发展。他希望，这些来自汉语诗歌
故乡的诗人能写出新的诗意。

与会者谈到，陕西中青年诗人的数量十分庞大，他们对本土的
历史、文化、生活经验也相当熟悉，但他们的创作并不局限于此，其
诗歌作品也具有一定的现代性，体现出诗人本身的文学修养和文
学意识。他们沉得住气，甘于寂寞，表现出特殊的耐力。其中有一
批优秀的诗人活跃于中国诗坛，在纷繁复杂的生活现场保持着清
醒。诗人之间、诗歌文本之间充满了差异性、多样性，构成了陕西
诗歌作为一个整体的丰富性和多元性。与此同时，陕西诗歌创作
也存在一些问题，有些诗人过分注重自我，诗歌无法走向更宽广的
空间，真正的诗歌不仅写给自我，还是写给人群、写给当下、写给未
来的。总体而言，陕西诗歌创作有良好的基础，甚至在某种程度上
可以说形成了“高原”，以此为契机，相信陕西诗歌能在不久的将来
出现“高峰”。

陕西诗歌创作期待“高峰”

本报讯 日前，庞贝长篇小说《无尽藏》学术研讨会在深圳举办。中国
作协副主席李敬泽，以及欧阳江河、杨扬、陈子善、谢有顺、南翔、邓一光等与
会。此次研讨会的主题为“汉语文化与空间叙事”，与会者围绕这一话题由

《无尽藏》延伸出去进行了探讨。
与会者谈到，作品的古典性与现代小说意识结合得精妙老到，情态和意

境、韵致和风格值得关注。中国小说到底应该怎么写？今天的中国小说还
有多少发展的可能性？当代长篇小说与古典叙事之间有无接轨的可能？《无
尽藏》提出了这些问题。这是一部有想法、有结构、有悬念、有声音、有色调、
有关怀、有期许的作品。小说娓娓道来的故事，把读者带入了南唐烟雾缭绕
的历史迷雾和巨大的迷宫里。这是历史的、命运的、时间的迷宫，也是人生
和人性的迷宫，这迷宫就存在于“无尽藏”这个象征性的符号里。 （欣 闻）

专家研讨长篇小说《无尽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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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近日，作家严歌苓、诗人西川继贾平
凹、余华、欧阳江河、桑顿之后，成为北京师范大学
驻校作家。中国作协副主席莫言、北师大党委书记
刘川生、北师大国际写作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童庆
炳出席签约仪式。

在 11月 26日进行的“跨越文化的思考与超越
性别的书写”学术研讨会上，莫言、格非、陈晓明、白
烨、孟繁华、贺绍俊等就严歌苓的小说艺术特色及其
在海内外产生的影响进行了讨论。大家认为，严歌苓
小说最重要的特点就是戏剧性、技巧性强。她的小说
取材广泛，有着宽阔的国际视野和敏锐的跨文化思
考。她在写作之前会对所描写的领域进行深入的调

查和走访，这种写作方式是这个时代非常需要的。她
的作品既是思想和阅读的产物，同时又是生活本身
的产物。

11月 30日，“向着无边的诗与思想之路：西川
创作三十年研讨会”召开。任洪渊、吴思敬、欧阳江
河、王家新、翟永明等就西川诗歌的艺术特色及价
值发表看法。大家认为，西川在诗歌中一直追求诗
与思的结合，他的思想、文本、语言和技术都具有复
杂性。西川的诗歌视野开阔，内容宏大，语言沉潜，
观察细微，这都得益于他雄厚的文化经验和生命体
验。此外，西川具有国际化的视野，他的多部诗集被
译介到国外，具有一定的国际影响力。（行 超）

严歌苓、西川成为北师大驻校作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