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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联原党组副书记、秘书长，中国作
协名誉委员孟伟哉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
2015年2月26日在京逝世，享年82岁。

孟伟哉，1950 年开始发表作品。1979
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长篇小说《昨天
的战争》《访问失踪者》，中篇小说《夫妇》

《黎明潮》，短篇小说《归途》《一百名死者
的最后时刻》《战俘》 等百余篇，作品集

《孟伟哉诗选》《孟伟哉小说选》，论文评论
集《作家的头脑怎样工作》，散文集《人在
风云幻化中》等。《一座雕像的诞生》获首
届解放军文艺奖。

孟伟哉同志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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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王觅）在三八国际劳动妇女
节即将到来之际，2月28日，由全国妇联宣传部
和中共重庆市委宣传部主办、重庆出版集团承
办的长篇小说《女人百年》出版座谈会在京举
行。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顾秀莲出席座
谈会并讲话。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副局长阎
晓宏、中国作协副主席何建明、全国妇联书记处
书记焦扬、中共重庆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张永才、
重庆出版集团总编辑陈兴芜等与会座谈。座谈
会由全国妇联宣传部部长王卫国主持。

重庆出版社日前出版的《女人百年》是作
家杨恩芳创作的一部反映中国女性百年历史的
长篇小说，由顾秀莲作序。全书分为 《云》

《竹》《槐》 三部，共 56 万字。作品紧扣中国
妇女命运，紧贴时代脉搏，贯穿中国现当代历
史事件和特定背景，展开了一个个曲折回环、
扣人心弦的人生故事，可谓一幅全景式描绘中
国劳动妇女波澜壮阔奋斗历程的群英图和风情
画。

与会者认为，《女人百年》立于女性独特的
社会视角，展示了近百年来中国劳动妇女从农
村走向城市、从家庭走向社会、从谋求生存走向
建功立业的奋斗和情感历程，展现了中国女性
在承载和传播中华民族优秀道德文化中的重要
作用。作品着力塑造的祖母蔡云仙、母亲唐秀
华、女儿方洁三个女主人公形象，分别是旧社会
山区女农民、解放后城市女工人、新时代知识女
性的典型代表，女性个体命运的沧桑感和家国
民族历史的厚重感尽显其中。作品感情充沛，
细节扎实，给人启迪。作者不是一味埋头于书
斋之中，而是深入生活，紧密结合自己的亲身经
历和体验感悟，为广大读者尤其是女同胞写
史立传。杨恩芳表示，希望通过这部作品讴歌
中华民族伟大的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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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3日在京开幕

近年来，伴随文艺创作繁荣发展，文艺理论与
批评在活跃中更加凸显出融合态势。纵观2014年
的文艺理论与批评，可以看出这种态势体现在几
个不同层面。一是体现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与
中国实践的紧密结合，如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
究的问题意识、中国传统文论资源的吸收与转换、
怎样对待西方理论资源等问题一直都是学界所关
心的热点；二是体现在理论研究与文学批评之间，
更多资深理论家突破“学院派”的藩篱，直接进入
文学批评现场；三是体现在文学研究与批评中传
统与现代的对接，文学研究在古典传统、五四新
文学传统与当代文学现场之间拓展出了新的对话
空间。

与此同时，文学批评也试图在传统的景深中
接续中国经验、讲述中国故事。正如徐放鸣所说，
2014年理论与批评的热点问题大多颇接地气，面
向时代主题，关注和促进文艺批评实践，力图走出
纯粹“学院派”的自说自话的狭隘圈子，同时深化
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最新形态的研究和阐释。
李心峰也感到，文化艺术理论领域脱离实际的空
谈少了，理论探讨越来越接地气；“食洋不化”的洋
教条不再受追捧，优秀传统文化宝贵价值、传统美
学艺术精神获得进一步自觉与认同。“我们的文化
艺术生态越来越‘绿色环保’。”

而2014年文艺界最大的热点无疑是习近平总
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张炯认
为，围绕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文艺界掀起对
文艺理论的探讨和对创作现状及其存在的问题的
反思。正确认识和处理文艺与人民、文艺与政治、
经济、文化的关系，正确认识和处理文艺的真善美
的永恒价值，按照文艺的本质规律去创造文艺的
高峰，反对文艺脱离人民群众，走向低俗化、非道
德化，沦为市场的奴隶，成为大家热烈讨论并取得
共识的最强音。那种唯利是图、只求数量、不求质
量，忘记文艺提升人们精神境界、美化和优化人们
灵魂的崇高职责的不良倾向，受到批评和谴责。提
高文艺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中的重要作用，受到人们广泛
的重视与推崇。

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与中国实践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丰
富了马克思主义的文艺观，触及到当前马克思主
义研究的本质问题。党圣元在《马克思主义文论研
究的新机遇、新境界》一文中，认真总结讲话精神
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的重要价值，认为讲
话是指导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的纲领性文
件。徐放鸣则从学科创新角度阐述了讲话的重要
性，认为讲话精神深化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最
新形态的研究和阐释。

学界以讲话精神为契机，集中深入探讨了当

下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的重要问题。马克思
主义文艺理论研究的问题意识、中国传统文化资
源的吸收和转换、怎样对待西方的理论资源等问
题成为讨论焦点。张江的《当代西方文论的理论
缺陷》、陆贵山的《对话语重构——建设当代形态
马克思理论的重要理路》、冯宪光的《马克思主义
文学批评的新思想》等文章，都以习近平总书记
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为宗旨，解
读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中的重要话题。

陆贵山认为，突破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
瓶颈的途径之一，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时代
化、中国化、大众化、科学化。胡亚敏认为，“人
民”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核心概念，是
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出发点和归宿；“人
民”是基于阶级又超越阶级的联合体，“人民本位”
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国情结合的结晶。文艺与人
民的关系构成了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理论
基石。

文艺理论应该置身于文学第一线

2014年的文艺理论界所关注的焦点问题是怎
样将文艺理论与文学实践相结合，很多重要文艺
理论会议都对此问题进行了集中探讨。中国文艺
评论家协会团结凝聚更多理论工作者参与文艺批
评实践。《人民日报》开设“文学观象”专栏，组织众
多理论家和批评家针对当下文艺发展中的现实问
题展开讨论，产生了广泛影响。中国文学批评研究
会创办了新的评论刊物，进一步融合文艺理论与
批评。孙宁的《提升当代文艺批评的理论本质》、王
金双的《文艺争鸣与文艺批评的发展》、李明军等
的《理论分歧的搁置与文艺批评的迷失》等文章从
不同角度阐释了理论与批评应如何相互促进。

针对以往理论与批评之间的隔膜，李晓伟提
出，在当代文学史的书写语境中，由于缺少史的积
淀，我们总是倾向于以文学批评的方式来进行“前
文学史”的书写。这样的“文学批评者”的立场，要
求主体持有这样一种态度——介入，而不是仅仅
停留在把玩理论的阐释。王彬注意到文艺理论需
要与文学结合的重要性。他认为，中国文学要走
向世界，不仅是小说、散文、诗歌之类的文学作
品，还应该包括文学评论与文学理论。理论涉及
文学乃至民族的自尊与自信，理论不仅是反映创
作的一面镜子，还应该成为引导创作与批评的指
针，无论从哪个角度，文学理论都应置身于文学
第一线。

阐释中国经验 讲述中国故事

如何讲好中国故事，弘扬核心价值观，传播正
能量是当今的时代主题，也是2014年理论与批评
界的新主题与新趋势。李云雷的《如何讲述新的中
国故事——当代中国文学的新主题与新趋势》、刘

金祥的《以中国文学的方式讲述中国故事》、傅
修延的《中国叙事学：穿透西方影响的迷雾与回
望自身传统》等文章力求以回望与继承中国传统
经验与资源的方式探索“中国故事”表达的多重
路径。

关于中国叙事传统，施战军认为，我们当下的
中国叙事应当继承中国传统的两大文脉和重要的
审美范畴。他说，“中国故事”是有历史景深的，尤
其是文学意义上的“中国故事”，还具有自古以来
的“自然”属性。中华精神传统中有两大文脉，这就
是崇尚自然和承担使命。前者在道家思想中结晶
为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境界，人在与万物共生的
逍遥中有所敬畏；后者主要体现于儒家经典言说，
弘毅仁和，知行合一，“修齐治平”，讲求风骨担当。
这些也正是中华多民族文化与文学绵延至今的一
贯道统，在中华民族许多史诗及各类文学作品中，
我们能够感知那种人在万物有灵的自然庇护之
中，胸怀天下、建功立业、珍视生活、修炼自身，为
实现美好梦想的努力和坚韧。正心、格物的理念应
重新融入“中国故事”美学范畴之中。李云雷表示，
新近出现的一批作品预示着，中国文学正在走出
五四新文学的传统，当前不同层次的文学作品中
都显现出了中国人的文化自觉；中国人的形象正
在发生变化，在国外的中国人形象不再是“落后
者”，传统中国文化不再被视为“愚昧”。

文学研究中传统与当代的对接

与文学批评中对传统景深的再次回顾一致，
文学研究中也出现了从五四新文学传统中梳理古
典流脉，并试图寻求传统文学资源与当代创作的
转换与对接的热点。郭冰茹的《新内容与旧形
式——论“十七年”长篇小说对章回体传统的吸收
与改造》、史仲文的《中国传统文学的当代启示》、
高玉和张彬的《传统文化精神对当代文学的启
示》、张卫中的《当代文学应传承古典文学的语言
魅力》、万镜明的《善待文化传统尊重经典作品》、
张志忠的《当代文学与庄禅美学》等文章从不同的
角度试图展示出传统与现代之间血脉勾连的传承
谱系，弥合古典与现代话语鸿沟。

雷恩海认为，文学的发展，乃继承中的创新。
没有继承，则无创新。传统文学乃非常重要的文化
载体，为华夏民族之精神瑰宝。创作不能离开传统
文学的滋养，如若希冀当代文学创作有所发展、有
所突破，则不得不植根于华夏民族文化的土壤。缘
此可知，重视传统文学优秀品质之继承，乃当代文
学创作的不竭源泉。马兵则从当代文学对古代志
异叙事的继承中洞察到传统文化人文魅性因素在
当代文学中的衍生。高玉和张彬着重梳理了继承
传统的三种路径：一是弘扬传统主流文化的精神
遗产，二是激活地域文化、民间文化的丰富资源，
三是复苏传统文化及文学的审美意识。

文艺理论与批评凸显融合态势
□本报记者 王 昉

本报讯 3月2日，第四届唐弢青年文学研究
奖颁奖仪式在北京中国现代文学馆举行。中国作
协副主席李敬泽、书记处书记阎晶明出席并为获
奖者颁奖。仪式由中国现代文学馆馆长吴义勤主
持。

唐弢是我国著名作家、文学理论家。1992
年，唐弢的家人在其逝世后将其全部藏书捐赠中
国现代文学馆。中国现代文学馆为此专门建立

“唐弢文库”，并设立了“唐弢青年文学研究奖”。
李敬泽在讲话中高度评价了唐弢在文学创作和研
究等方面的成就，赞扬了唐弢及其家属对文学事
业的支持。他表示，我们在唐弢先生诞辰纪念日
到来之际举办此次颁奖仪式，旨在表达对唐弢的
敬意并激励文学研究热情。

第四届唐弢青年文学研究奖评奖于2014年7
月启动，共有 68 篇论文进入初评，20 篇进入终
评。经多轮投票最终评出5篇获奖作品，分别是
贺桂梅的《1940—1960年代革命通俗小说的叙事

分析》、黄平的《革命时期的虚无：王小波论》、岳雯
的《抒情话语与八十年代小说家的命运》、刘大先
的《从时间拯救历史——文学记忆的多样性与道
德超越》、李永东的《上海模式的中国乌托邦叙
事》。评委们认为，获奖作品均为反映本年度中国
现当代文学研究最新水平的力作，体现了青年学
者透辟的思辨力和敏锐的创新精神。

会上还颁发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4
年度优秀论文奖。李书磊的《作为异文化体验的

“梁启超游美”——重读〈新大陆游记〉》、刘勇的
《关于文学编年史现象的思考》、程光炜的《张承志
与鲁迅和〈史记〉》、李今的《伍光建对〈简·爱〉的通
俗化改写》、张学昕的《海外汉学、本土批评与中国
当代小说》、袁一丹的《隐微修辞：北平沦陷时期文
人学者的表达策略》等6篇论文获此殊荣。

当天同时举行了第四届唐弢学术论坛，与会
者围绕“文学史叙事：整体观、历史化与现实感”的
议题进行了讨论交流。 （欣 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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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是著名作家、评论家李兴叶多年来

的作品结集。其中的短篇小说和散文、随笔

基本创作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大部分已发

表在知名的报刊上，回忆录部分则是近年来

撰写的。全书字里行间充满了真挚的感情，

从中可以感受到作者对文学、艺术的独到见

解和对历史、生活的深刻认识，是一份反映时

代特征、历史变迁的珍贵见证。

《印记——李兴叶作品集》
李兴叶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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