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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距离“陕军东征”已经过去了 20 年。1993 年，
陈忠实、贾平凹、高建群等相继推出《白鹿原》《废都》《最后
一个匈奴》等长篇小说并迅速引起关注，“陕军东征”成为
当时一个重要的文学现象。此后，中国当代文学开启了长
篇小说崛起的新时代。作为一个具有标识性的文学事件，

“陕军东征”不仅作为地域文学发展的样本受到重视，更关
键的是，它让人们看到了当时的文学尤其是长篇小说的发
展态势，并引发了许多思考。

这20年间，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文学也因此处
于不断的变化和转型之中。文脉深厚、善写乡土的陕西作
家在今天必须要面对转型带来的问题。如何在创作中处理
现代性与乡土的关系，也是当下中国文学必须破解的难
题。从这个层面来看，文学陕军的再次出发就不仅仅是陕
西文学不满足现状、不固步自封的表现，它更像一面镜子，
反映了长于乡土叙事的当代文学的现状与未来。

12月9日，由中国作协、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主办，中国
作协创作研究部、陕西省作协承办的“文学陕军再出发”学术
研讨会在京举行。中国作协主席铁凝，中共陕西省委常委、宣
传部部长景俊海出席会议并致辞。中国作协副主席廖奔主持
研讨会。中国散文学会会长王巨才、陕西省作协主席贾平凹、
陕西省作协党组书记蒋惠莉、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副部长陈
彦等出席研讨会。来自京陕两地的90余位作家、评论家与会
研讨。

“再出发”意味着自我挑战
20年后的相聚，有人曾是历史的见证者，有的是刚写

了几部作品的年轻作家。但对所有人来说，“再出发”都是
令人振奋的，它预示着文学创作永远在路上。正如铁凝所
说的，一个作家，无论成就大小，他永远不会满足于他已经
走过的路，他永远向着前方，积蓄力量，继续前行。“再出
发”充满自我挑战的魅力就在于此。

铁凝在致辞中首先回顾了陕西文学几十年来取得的
成就。她说，在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格局中，陕西作家是最
具实力的创作群体之一。柳青、杜鹏程、王汶石、李若冰、路
遥、陈忠实、贾平凹、高建群、叶广芩、冯积岐、红柯、吴克敬
等都是为读者熟知的名字。

铁凝勉励年轻作家继承陕西文学敬畏文学、扎根生活
的传统。她说，在文学的道路上，我们永远会感到，前边有人
在更高的山上俯视着我们，这种俯视感有时可能会令人沮
丧，但是，一个有志于文学的人不会被这种沮丧所压倒，相

反，正是高山在前的感觉召唤着我们勇敢地去探索新路。
铁凝还向一直关注陕西文学创作的评论家表达了敬

意。她说，新时期以来陕西文学的发展，有力地证明了创作
和评论的相生相长，陕西的评论家们营造了健康的、建设
性的批评环境。一批在京的陕西籍作家和评论家也对家乡
的文学事业投入了巨大的热情，是文学陕军的另一支重要
力量。她谈到，今天的研讨会是一次回顾，也是一次展望，
在回顾和展望中，相信大家将凝聚起“再出发”的信心和力
量，让陕西的文学走上又一个新境界。

“土地是越耕越长庄稼”
文学陕军的“再出发”是有底气的，在这块历史文化悠

久、文学滋养深厚的土地上，曾出现过那么多影响深远的
作家作品。接续这样的文脉，他们的“再出发”值得期待。与
此同时，“再出发”更体现了一种危机感和责任感。现在说
到陕西文学，有一种说法是“大树底下不长草”，意思是在
路遥、陈忠实、贾平凹之后缺少“名家”。贾平凹感觉这么说
并不合适，他认为，陕西文学这块土地现在正是耕种的时
候，“土地是越耕越长庄稼”，作家也像庄稼一样，是一茬一
茬地长，播种、耕种的时候也很重要。他说：“人没有吃饭吃
厌烦的，地没有长庄稼长厌烦的。耕种耕种，关键是耕，还
是我们耕得不够。陕西的土地厚实，而且肥沃，现在需要我
们深耕。”

白描、白烨、孟繁华、周明等也都谈到了这个问题。他
们认为，这一拨年轻作家是与时代转型同步成长的，他们
自觉吸纳了当下中国的新经验，并对时代社会的变化有切
肤之感。但他们接受的经验又是泥沙俱下的，因此在创作
时不知该从何处着手。目前，陕西的年轻作家还没能在全
国产生太大影响，在其他地方的年轻作家写城市的时候，
他们呈现出一种游离状态，既回不到前辈写乡土的那种传
统，又很难像别的地方的“城市青年”那样进入更纯粹的城
市写作，这与陕西的地域文化、文学传统都密切相关。

虽然乡土题材一直是陕西文学的重头戏，但贾平凹还
是用“土地上有这样的品种也有那样的品种”来表达他的
看法。他说，上两代作家大多都是写乡土题材的，其文学成
就也是乡土写作。而现在年轻的作家大多出生、生活在城
市，再让他们去写乡土，他们没有那种天性和兴趣，可能也
写不好。他们该写他们熟悉的想写的东西，老作家可以继
续写他们的乡土，对年轻作家要宽容、要放开、要保护，要
促进他们写别的题材。陕西地处偏远，城市还比不上北京、

上海、广州的现代化程度，这使得年轻作家的写作环境还
有待改善，陕西省作协应该在这方面下些大力气，来帮助、
推动他们的创作。

“再出发”需要“慢转身”
改革开放30多年来，城镇化、工业化把农村和农民裹

挟其中，具有强大乡土叙事传统的当代文学遭遇挑战。回
应时代的变化，是中国乡土文学不能回避的话题。雷达、胡
平、何西来、陈福民认为，陕西文学丰富发展了中国的现实
主义文学，强调生活经验和到生活中寻找原创力，无论是

《白鹿原》《秦腔》还是《村子》，都体现了对中国农民命运和
灵魂的持久关注和探索。但有些作品还是会给人“乡土文
学被抽掉了脊梁”的感觉，作家对苦难的理解、对道德理想
的追求带有乌托邦色彩，文化批判力度和现代性表达不
够，乡土文学的起点在于重新认知这个时代。对此，吴秉
杰、李炳银建议，偏重于小说创作的陕西文学应该重视其
他题材的文学创作，比如纪实文学在回应时代变化时便有
其独特之处，毕竟在历史上，正是现实主义写作成就了陕
西的一批大作家和大作品。

传统的现实主义写作在今天也面临着“再出发”的问
题，文学内部的变化加速了它的现代性转变，网络文学、流
行文化的兴起都是其动因。在这样的情况下，“再出发”也
需要“慢转身”。何向阳、陈晓明、张柠主要谈了这方面的思
考。他们认为，对陕西文学来说，伟大的文学传统是根基，
因此要向下看向后看，这会使创作更厚重扎实。年轻作家
依然需要继承传统，养浩然正气，保留大作品中的骨架和
硬气，以及在土地上生长出来的诗性情怀。与此同时，开阔
的世界又需要作家向上看向前看，在新信息和新的艺术表
达中丰富自己的艺术技巧和表达方式，立足本土并超越本
土，使创作更加轻盈灵动。

这是一个充满变数的时代和社会，变化有时会对文学
的发展形成压力，让身处其中的作家感到迷惑。但文学只
能直面其变并在这个过程中坚守该葆有的品质，文学陕军
的这次“再出发”便是一次对变化的思考与回应，体现了一
个文学大省在文化建设方面的自觉意识。陕西文学以自身
的经验为当代文学的发展提供了经验和教训，相对于时代
的巨变，文学在慢慢淘洗着那些有价值有意义的生活和
细节，这正体现了它持久的生命力。期待着有一天，中
国当代文学不仅是世界文学的一部分，而且成为其中精彩
的一部分。

“文学陕军”聚集力量再出发
□本报记者 李晓晨

本报讯 据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电影局透露，
截至 12月 8日，今年的全国电影票房达 200.32亿元，
同比增长 34.63%。其中国产影片票房达 111.23亿元，
占比 55.52%，为电影产业化改革以来同期最高，国产
影片在本土市场赢得主体地位。

今年以来，国产电影创作生产在调结构、提质量
上成绩显著，截至12月8日，共生产故事片591部，比

去年同期减少 100部左右，与此同时，票房过亿的国产影
片达 31 部，明显高于同期 19 部的水平，产能过剩问题得
到有效化解。

中国电影从 100 亿元到 200 亿元的增长，仅用了 3 年
时间。业内人士表示，中国电影产业的发展已经进入前所
未有的“黄金期”，未来一个阶段的目标是进一步提高国
产影片质量，提高“黄金期”的“黄金含量”。 （欣 闻）

全国电影票房超200亿元
国产影片赢主体地位

本报综合消息 日前，青海、黑龙江、上海、宁夏等地
举办的一系列文学奖项陆续揭晓，一批优秀的文学作品
受到关注。

近日，第六届青海青年文学奖颁奖仪式在西宁举
行。青海省文联主席班果、副主席马有义，青海省作协主
席梅卓等出席颁奖仪式。本届青海青年文学奖共征集到
集体报送和个人申报作品 20 部，最终评出获奖作品 7
部，多杰才旦的小说集《空中迷宫》获得第六届青海青年
文学奖文学之星，王永昌的散文集《驿路平安》、马玉珍的
散文集《悠悠墨香》、张强的小说《那一世，我遇见了你：六
世达赖仓央嘉措的今生今世》、刘大伟的诗集《雪落林
川》、阿甲的散文《乞讨者三题》、索南才让的小说《存在的
丰饶》获得第六届青海青年文学奖。青海青年文学奖由
青海省作协主办，每两年评选一次。设立这一奖项旨在
扶持本土文学新人，繁荣青海文学创作。

为了发现和培养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人才，促进和加
强少数民族文学创作，推动少数民族文学事业的繁荣发
展，中共黑龙江省委宣传部、黑龙江省民族事务委员
会、黑龙江省作协共同主办了第四届黑龙江省少数民族
文学奖评选活动，获奖结果日前揭晓。本次参评者中有
来自满、蒙古、朝鲜、回、赫哲等少数民族的作者。经
评选，共有 15部 （篇） 作品获奖，其中包括用朝鲜语
创作的作品 5部 （篇）。巴彦布的叙事长诗 《哈尔滨之
恋》等3部作品获得一等奖，吴继善的报告文学集《又

一道山梁爬上来》等5部作品获得二等奖，关恒武的长篇小说《两
半屯》 等7部作品获得三等奖。黑龙江省少数民族文学奖的设立，
是黑龙江省委、省政府大力发展少数民族文学事业的重要举措，对
黑龙江的少数民族文学创作起到了积极促进作用，受到少数民族作
者的欢迎。

第十届《上海文学》奖近日揭晓。本届获奖作家共计41人，获奖
作品是从近3年间在《上海文学》刊登的作品中遴选而出的。其中，
中篇小说有盛可以的《成人之美》、薛舒的《隐声街》、阿拉提·阿斯木
的《阿瓦古丽》、滕肖澜的《上海底片》等，短篇小说有宗璞的《琥珀手
串》、残雪的《外地人》、苗炜的《警察与外星人》、周嘉宁的《轻轻喘出
一口气》等，专栏有从维熙的《从维熙新作》、李辉的《李辉走读》、张承
志的《你的微笑》、张辛欣的《我的伪造生涯》等，散文有夏葆元的《木
心的远行与归来》、韩小蕙的《理念是天堂的花朵》、陈文芬的《莫言在
斯德哥尔摩》、孔明珠的《一笔尘封旧账》等，诗歌有余光中、潘洗尘、
王小龙和田原等人的作品，理论和评论文章有郜元宝、杨庆祥、洪子
诚、张定浩等人的作品。《上海文学》奖创立于上世纪80年代，旨在鼓
励优秀中篇小说、短篇小说、诗歌、散文和文学评论的创作。

近日，由《黄河文学》杂志社主办的首届《黄河文学》双年奖
评选在银川揭晓。苏宁的长篇散文 《一座消失的村庄》 获得特等
奖，石舒清、阎连科的作品获得一等奖，次仁罗布、阿舍等 15人
的作品分获二、三等奖，林麦琪、苏笑嫣、火楠3名“90后”作家
的作品获得“新人新作奖”。这些获奖作品是从 2012 年和 2013 年

《黄河文学》 刊发的 600 余篇文学作品中精选而出的。主办方表
示，此次评奖基于作品的“价值、独创、反响”3个关键词，要求
作品有较高的思想和艺术水准，与刊物倡导的价值方向一致；有独
特的思考和言说表达方式，文化特色、文化思考和文化创意突出；
在读者中引起强烈反响，产生良好而广泛的社会影响。据悉，从本
届开始，《黄河文学》双年奖将作为杂志常规奖项，每两年定期评
选颁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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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王觅） 不论时代如何变迁、社会如何发展，爱始终
是人类最朴素的情感，在每个人心中流淌。为大力弘扬爱的理念，鼓励
广大作家抒写人间大爱，12月3日，由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学会、《民族文
学》杂志社等单位主办的首届“爱为她”文学作品大奖赛征文活动在京
启动。

据介绍，这项倡导“爱为她，彼此爱”的文学赛事以挖掘和凝聚中华
民族文学创作人才、弘扬正能量、传递真善美为主旨，鼓励全国各民族
作家和文学爱好者用散文、小说、诗歌（歌词）、报告文学的形式，讲述
他、她、它之间的真情故事和动人感受，诠释中华民族的大爱情怀，集合
56个民族的文学智慧与道德能量，以文学的眼睛发现爱，以文学的方
式表达爱，以文学的力量传播爱。主办方表示，“她”既是生命之源，也
是我们每一个人。他、她、它，因为爱的凝聚，构成我们的世界。

据悉，“爱为她”文学作品大奖赛征文活动今后将每年举办一届，通
过这项征文活动的持续开展，让“爱为她”的理念能走进万户千家，使人
人都能感受到爱与被爱的温暖阳光。

首届“爱为她”文学作品

大奖赛启动

本报讯 作家姚雪垠的《李自成》是一部中国当代优秀的长篇历史
小说。在新的时代文化语境中，应当如何认识和理解这部作品的丰富
内涵、审美价值与文学意义？日前，中国青年出版社、中华文学基金会、
中国新文学学会在京联合举办了《李自成》出版50年座谈会，与会者围
绕这一话题展开了广泛探讨。中国作协副主席高洪波、中国青年出版
社社长续文利、中华文学基金会秘书长李小慧、中国新文学学会常务副
会长张永健以及张炯、严家炎、白烨、李师东、姚海天、李遇春、傅光明等
专家学者和各界人士共70余人参加了会议。

《李自成》全书共 5卷，总计 350余万字。第一卷于 1957年开始创
作、1963年首次出版，至1999年5卷全部出齐，前后历时42年。与会者
从《李自成》的丰富内涵、艺术成就、创作经验和对我国长篇历史小说创
作的启示等方面进行了讨论，部分参与和见证了《李自成》创作出版过
程的老同志还亲切地回忆了姚雪垠数十年如一日、克服种种困难潜心
写作的可贵精神。大家认为，这部作品经受住了时代的考验，至今仍然
焕发着深厚的艺术魅力。

在《李自成》出版50年之际，中国青年出版社推出了增补8万余字
遗稿的新版《李自成》，同时出版了《文学“马拉松”——〈李自成〉出版五
十年研究文选》。与会者表示，这对进一步深化《李自成》研究、推动当
代历史小说创作具有积极意义。

（熊元义）

《李自成》出版50年

座谈会在京举行

本报讯 12月8日，“向大师致敬——纪峰雕塑
展”在江苏无锡冯其庸学术馆开展。当天正逢该馆
建馆一周年纪念日，季羡林、启功、饶宗颐、徐邦达等
30多座雕塑作品在此与观众见面。曾师从冯其庸、
韩美林的雕塑家纪峰，向当地捐赠了自己的雕塑作
品。此次展览的主题为“向大师致敬”，纪峰认为，这
样的创作经历让他有了许多与大师进行精神对话的

机会，每一次创作就是一次交流，就是一次虔诚的致
敬，而对雕塑家来说，时间是最好的学校，实践是最
好的课堂。展览开幕式上，91岁高龄的冯其庸发来
贺信。他说，雕塑艺术不仅要形似，更重要的是神
似。艺术是无止境的，希望艺术工作者继承伟大祖
国的雕塑艺术传统，开创新一代的中国雕塑艺术新
篇章。 （李晓晨）

本报讯 经过为期一年多时间的作品征集、展演和专家评选，国家
大剧院第二期“青年作曲家计划”终评音乐会入围作品名单日前揭晓。
肖瀛的《天边一朵云》、叶彦辰的《碧塔海之晨》、李博的《十面》、刘健的

《澧水之际Ⅱ》“之际”、周娟的《中国制造》、蔡东真的《惊蛰》等6部青年
作曲家的作品入围终评。12月16日，指挥家张艺将指挥国家大剧院管
弦乐团在终评音乐会上对上述作品进行逐一演奏，最终由专家评审组
现场审听并评选出3名优胜者。

国家大剧院“青年作曲家计划”自 2011 年启动，旨在鼓励音乐创
作、挖掘人才新秀。活动首席评委陈其钢表示，该计划不仅仅是为了推
出一两部好作品，更重要的是为了在遴选和演奏的过程中给年轻作曲
家创造聆听自己的机会。据悉，第二期“青年作曲家计划”的获奖者将
有机会获得法国国家广播电台、德国莱比锡广播交响乐团等机构的委
约合作机会。 （王 觅）

国家大剧院“青年作曲家

计划”入围作品揭晓

纪峰雕塑展“向大师致敬”

本报讯（记者 徐健）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携手莫
斯科艺术剧院打造的年度大戏《六个寻找剧作家的
剧中人》日前登陆首都剧场。这部由意大利作家皮
兰德娄创作于上世纪20年代的作品，经由莫斯科艺
术剧院优秀导演彼得罗夫的全新打造，无论是人物
表演还是舞台呈现，都给观众耳目一新的印象，显示
了北京人艺舞台艺术的与时俱进。该剧由邹健、王
欣雨、夏立言、米铁增、鲍大志、徐菁遥等主演。

据介绍，之所以选择这部作品，除了其本身的艺
术地位，也同时源于北京人艺老院长曹禺的心愿。

“曹禺和皮兰德娄一样，都是剧作家，他们尤其明白
排出的戏和剧本之间永远不可能完全相符。”彼得罗
夫得知上演皮兰德娄的作品是曹禺的遗愿后这样表
示。而这部充满怪诞风格的作品在人艺舞台上的亮
相，并没有给人带来与传统格格不入的印象，相反却
引发了关于观众对现实的思考。“天才的皮兰德娄在

上世纪20年代的作品，让我们看到了前卫的戏剧观
念，更重要的是戏中的主题至今仍有现实意义。”北
京人艺院长张和平说。

舞台上，除了演员们富有张力的表演，充满想象
力的舞台也成为亮点。舞台由三面“砖墙”组成。两
侧可左右移动的“砖墙”既可以随着场景变换出演出
区域，又可以作为投影墙。演出中不同的背景更替
均由两面墙上的投影完成。随着色彩的变化，充满
创意的涂鸦由多媒体投影展现，寥寥数笔就将剧中
的场景、道具勾勒出来，既充满想象空间也不乏趣味
性。舞台中间的水池，在剧场上方反射出水波，营造
出神秘感。同时，由于剧中要表现演员排练的场景，
北京人艺真实排练过程中的导演桌、导演铃也从幕
后“走到”台前，配合洋派十足的涂鸦墙，更加符合剧
中跳入跳出、真实与想象之间难以分辨的戏剧情
境。据悉，此轮演出将持续至12月15日。

中俄联手打造年度大戏

《六个寻找剧作家的剧中人》首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