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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收入了寒风、康之行夫妇的两部短篇小说及
一部长篇小说。寒风 1939年参军，他的作品大都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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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惟一一部短篇小说。此次将他们夫妻有代表性的
作品合集出版，既是对他们一生的记录，也体现了对
他们深深的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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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中国作家协会）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会刊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会刊，，由中国作家协会主管由中国作家协会主管，，中国现中国现

代文学馆主办代文学馆主办，，并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合编并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合编，，编辑部设在中国现代文学馆编辑部设在中国现代文学馆。《。《丛刊丛刊》》创刊创刊

于于19791979年年1111月月，，20052005年由季刊改为双月刊年由季刊改为双月刊，，20112011年起改为月刊年起改为月刊，，倡导进行现代文学和当代倡导进行现代文学和当代

文学的打通研究文学的打通研究，，刊发当代文学的研究文章刊发当代文学的研究文章。。

《《丛刊丛刊》》首任主编为王瑶首任主编为王瑶，，第二任主编为樊骏第二任主编为樊骏，，第三任主编由吴福辉第三任主编由吴福辉、、钱理群共同担任钱理群共同担任，，

第四任主编为吴福辉第四任主编为吴福辉、、温儒敏温儒敏。。现任主编为吴义勤现任主编为吴义勤、、温儒敏温儒敏。。

《《丛刊丛刊》》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专门性学术刊物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专门性学术刊物，，代表着本学科领域的较新与较高研代表着本学科领域的较新与较高研

究水平究水平。。大量专业人才在该刊物上首次或多次发表自己的研究成果大量专业人才在该刊物上首次或多次发表自己的研究成果，《，《丛刊丛刊》》为培养这一学为培养这一学

科的新生力量作出了贡献科的新生力量作出了贡献。。注重论文的学术性注重论文的学术性、、科学性和当代性科学性和当代性，，鼓励独创性见解鼓励独创性见解，，热情扶热情扶

持新生力量是持新生力量是《《丛刊丛刊》》的一贯指导方针的一贯指导方针。。

经过经过2020多年的努力多年的努力，《，《丛刊丛刊》》已经建立了一支相对稳定的作者队伍和读者队伍已经建立了一支相对稳定的作者队伍和读者队伍，，成为成为

交流学术思想和研究成果的权威期刊交流学术思想和研究成果的权威期刊，，被被《《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CSSCI））选为来源期选为来源期

刊刊，，并在国际学术界享有一定声望并在国际学术界享有一定声望。。

中俄文学论坛落幕，两国作家关注探讨——

文学的处境与作家的责任
本报讯（记者 黄尚恩） 经过两天的热烈讨论，由中国作

协和俄罗斯联邦出版与大众传媒署联合主办的中俄文学论坛
于 8月 29日落下帷幕。在论坛上，中俄两国作家共同探讨了
文学在这个时代所面临的挑战及其应担负的责任。大家认
为，文学虽然不再处于社会的中心位置，但它依然是人们精神
文化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学不能忘却精神的创造，不能
忘却对人类的温情与关怀，作家应该通过自己的作品展现对
时代的担当。

对文学前景的不同估量

随着时代价值观的变化和各种新媒体的兴盛，文学边缘
化似乎成了一个全球性的问题。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俄罗
斯，文学作品现在在民众中的影响力似乎越来越小。但在中
俄两国的社会进程中，文学都曾经发挥过重要的作用。用俄
罗斯作家伊戈尔·沃尔金的话来说，文学曾是讨论国家重要问
题的“场所”，文学具有无与伦比的容量。今昔的强烈对比，让
两国作家都感受到，文学似乎很难再回到“中心现场”。

但是，中俄两国作家对文学的前景却有着不同的看法。
作家邱华栋认为，进入新世纪以来，很多作家、诗人分享了经
济发展的益处，经济状况有所改善，大家的关注点又回到文学
本身的精神价值。与此同时，人们追求金钱和财富，使得社会
浮躁、人的精神空虚，这又给作家提出了新的要求，作家的价
值和作用继续显现。目前，文学虽然面临着各种各样的冲击，
比如新媒介的出现，但它也借着这些冲击重新找到自己的位
置。因此，作家关键是要写出真正优秀的文学作品。而空前
活跃的中国社会现实、丰富深邃的中国历史都在持续地给中
国作家提供着写作资源。在这个意义上说，中国作家遇到了
文学生长的年代。

对于这个问题，伊戈尔·沃尔金却偏向于悲观。他说，陀
思妥耶夫斯基等作家曾在他们的小说中描述了社会、人心的
状况以及对未来的憧憬。这么多年过去，人们发现，他们所担
忧的很多问题依然存在，他所期盼的美好未来也只存在于文

学的幻想之中。在这个时代，文学既不能阻止灾难的来临，也
无法改善道德的败坏，人们对于文学力量的坚定信念在慢慢
动摇。因此，文学回归中心现场，或者说它作为民族精神主体
的存在，已经是不可能了。而且在俄罗斯，作家得到的保障比
较少，比如劳动法典中没有将作家这一职业列入保护范围，作
品的电子版税和影视收获版税很少。因此，作家进行创作，很
多时候只能出于一种喜爱和信念，怎样坚持、如何坚守成为很
多俄罗斯作家都会考虑的问题。

在全球化语境中保持文学的差异性

在全球化时代，作家们意识到，要寻找到自己的文学之
根，保持本民族文学的独特性。作家赵玫认为，在全球化的背
景下，人群已经变得越来越彼此认同，进而越来越渺小。这种
全球化的后果之一，就是当下写作的极端类型化与趋同性，这
对于应该充满创造性的文学写作来说，无疑是致命的。这种
过度的全球化，必将会消解文学本身的差异性，而这对于任何
地域的文学来说，都将是不幸的。因此，作家必须回到自己的
地域、自己的故乡，寻找到独属于自己的声音。对于一个作家
来说，他的生活环境一定为他的作品涂抹上地域的色彩。这
种色彩无论对他的思考、写作，乃至表述方式，都会留下深深
的印记。

俄罗斯作家亚历山大·阿尔汉格尔斯基认为，俄罗斯的文
学作品，特别是小说，在不断借鉴西方文学传统的基础上形成
了自己的民族特色：“俄罗斯小说像是一个体裁旋涡，容纳了
其他各种体裁，试图解释存在的法则。”因此，俄罗斯小说哪怕
是从一个很具体的问题出发，最后总会涉及宏大的历史、哲
学、宗教问题。俄罗斯小说在坚守民族性的同时，也积极借用
国外小说的叙述结构或艺术手法，用它来演绎民族性的内
容。无论全球化进程怎样推进，俄罗斯小说总会自动地保持
它的民族性。总体来说，俄罗斯小说形成了这样一种辩证的
特性：越是具有民族性的，就是越具有世界性的；越具有世界
性的，反过来，越具有民族性。

作家乔叶在发言中谈到，这些年我们总是说，中西文学是
互相影响的，但实际上不得不承认，主要是我们学习西方。中
国文学在学习的过程中，似乎也慢慢形成了自己的一些特性，
但这种特性还没有形成一种鲜明的范式，进而产生世界性的
影响。这是中国作家应该努力追寻的方向之一。

变革时代的作家责任

在论坛上，俄罗斯作家奥尔加·斯拉夫尼科娃结合自己的
一部小说谈到了当下年轻人的精神焦虑问题。在俄罗斯的传
统中，当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面临冲突的时候，就像保尔·柯
察金所选择的那样，个人要让位于集体。但在她的小说中，
新一代的年轻人却只顾个人的成功，完全置集体的利益于不
顾，这让小说中的女作家感到非常惊讶。奥尔加·斯拉夫尼
科娃说，就像小说中所描述的一样，俄罗斯的很多年轻人受
到社会上流传的“成功神话”的冲击。在这样的社会背景
中，俄罗斯青年作家感到非常的焦虑，他们喜欢写处处不
顺、走投无路的青春。他们是孤独的，这不是因为他们没有
获得成功，而是因为没有普遍承认的、十分确定的价值观的
支持。后现代主义的生存空间被剥夺了方向和中心，没有任
何东西是具备自主价值的，青年人获得了自由，但与此同时
却失去了方向。在很多俄罗斯青年作家的作品中，他们纷纷
提出了自己的疑问，当然他们也无法提供答案，但这体现了
一份责任心。

实际上，在社会发展的进程中，有各种各样的问题值得作
家们去关注并发出自己的声音。作家李洱在论坛上分享了他
对人与自然关系的看法。在他看来，人类与自然的关系，是盟
友的关系，而不是对手的关系；是平等的关系，而不是主仆的
关系。作为一个作家，他愿意在任何时候为保护环境付出自
己的努力。

在本次论坛上，尽管语言不同、观点各异，但两国作家通
过交流加深了对彼此的理解，探讨了文学的责任与价值，体现
了作家们对文学精神的坚守和对社会责任的担当。

新华社北京9月1日电（记者 周玮） 记者1日从文化部
获悉，作为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关键性制度设计，

《国家基本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标准》有望于年内出台，这对从
根本上解决政府“底线”保障问题具有重要作用。

在当日举行的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协调组第二次
全体会议上，文化部副部长、协调组办公室主任杨志今就《关
于加快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意见》和《国家基本公共
文化服务保障标准》审议稿的起草修改情况作了说明。他说，

《意见》紧紧围绕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从标准化、均等化
等方面对如何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提出了具体要求；

《标准》是对未来几年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内容和政府保障范围
的进一步明确和具体化。

文化部部长、协调组召集人蔡武介绍，下一步协调组要加
快《意见》和《标准》的修改完善工作，尽快提交中央审议；开展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标准化建设系列试点，探索实现基本公共
文化服务标准化的模式、路径和方法，争取在3至5年内逐步
建立起较为完善的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标准体系框架；抓紧制
定《关于加快推进贫困地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实施意
见》，启动《贫困地区公共文化建设规划纲要（2015-2020年）》
编制研究，召开贫困地区公共文化建设工作推进会议；继续推
进《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立法工作；按照 2020 年“基本建成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要求，编制涵盖文化、新闻出版广电、体
育、教育、科技等系统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十三五”发
展规划》。今年 3 月，由文化部、中宣部、中央编办、中央文明
办、发展改革委等20部门成立的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
协调组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标志着国家层面的公共文化服
务协调机制正式运转。协调组第二次会议新增了民政部、国土
资源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国家税务总局等4家成员单位。

《国家基本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标准》
有望年内出台

本报讯（记者 武翩翩） 中国与俄罗斯都有一本叫做《十月》的文学杂志，它们都与时
代有着密切的关系，也都推出过具有世界性影响的作品。近日，俄罗斯《十月》应中国《十
月》之邀访问北京，正应了“有缘千里来相会”的老话。8月27日，在北京图博会的首届中
俄《十月》文学论坛上，两国作家以“文学与时代”为题展开对话；8月30日，俄罗斯作家又
造访中国《十月》编辑部，与中国同行探讨“文学杂志与当代文学的关系”。

在交流中，王蒙、格非、李建军、孟繁华等不约而同地表达了“俄罗斯文学情结”。大家
谈到，中国文学在相当一段时间里深受俄罗斯文学的哺育。俄罗斯对战争、苦难、人性的
观察和了解，至今仍值得中国作家学习。当下社会人心浮躁，缺失理想主义、英雄主义和
批判精神，因而重新阅读和识别俄罗斯文学、加强两国间的文学交流显得格外重要。

中国与俄罗斯在近百年来经历了许多变化和起伏。王蒙认为，“这对于一个写作人来
说不见得是坏事情”，有一些不幸的、痛苦的经验会成为写作人的资源，比那些一帆风顺
的、成功的经验更宝贵。与会者显露出对文学发展前景的信心，认为文学创作是未来社会
发展的需要，“一个新的文学时代即将到来”。

大家还谈到，中俄《十月》发展现状中有不少相似之处，如对文学新人的“求才若渴”、
对现实主义风格作品的青睐。两家刊物都提出了加强联系、长期合作的意愿，希望通过
多种形式的合作搭建起两国文学交流的新桥梁，比如将中俄《十月》文学论坛坚持举办
下去，在各自杂志开辟专栏介绍对方作家作品，每年各自编选本国文学年度选本并由对
方国家翻译出版等。

俄罗斯《十月》杂志是俄罗斯最具声望的大型文学杂志之一，创刊于1924年，今年正值
其创刊90周年。参与创刊的有富尔曼诺夫、绥拉菲莫维奇和法捷耶夫，肖洛霍夫、戈尔巴
托夫、苏尔科夫等曾任编委，马雅可夫斯基的《放声歌唱》、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法捷
耶夫的《毁灭》等均发表在该杂志。中国《十月》杂志创刊于1978年，创刊30余年来发行量
一直稳居国内文学期刊前列。

本报讯（记者 王觅） 在日前落幕的第21届北京国际
图书博览会上，北京出版集团携旗下 8家出版社、5家杂志
社、14家子公司的 2000余种精品出版物参展，并举办了新
书首发、名家座谈、专题讲座等一系列文化活动。

展会现场，北京出版集团专门设立了“北京出版集团精
品展区”和版权贸易洽谈区，与来自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出版
商进行了版权贸易，包括《平凡的世界》韩文版等输出项目
约30种。集团还集中展示了《中华文明探微丛书》（中英文
版）、记录坦桑尼亚全貌的深度游记《到坦桑》、军事评论家
张召忠的最新作品《史说岛争》等重点图书。

8月28日，由北京出版集团、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主办
的“中国小说的可能性——作家四人谈”活动在图博会现场
举行。徐则臣、李浩、盛可以分别携自己的作品《耶路撒冷》

《镜子里的父亲》《野蛮生长》同《十月》副主编宁肯就文学创
作的有关话题进行了交流对谈，宁肯也带来了自己的最新
作品《三个三重奏》。此次活动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总编
辑韩敬群主持。

8 月 30 日，北京出版集团、北京出版社还主办了追忆
“畅安百年”暨《奇士王世襄》新书首发式。与会的文化界专
家学者回顾了王世襄先生独特的治学门径与传奇的人生经
历，高度评价了其在诸多领域取得的成就，同时追思了与王
世襄生前交往的逸闻趣事，并与现场观众进行了互动交流。

本报讯（记者 余义林） 今年是作家袁静、
鲁藜百年诞辰的日子。日前，天津市作协、天津
市文联、中老年时报社举办“纪念袁静鲁藜诞辰
100周年座谈会”。天津市作协主席赵玫、党组
副书记万镜明，天津市文联主席陈洪、党组书记
寇士恺，中老年时报社社长兼总编辑张玲等近
百人参加活动。大家共同回忆和缅怀了两位老
作家从事文学创作的历程和生活经历，并就继
承和发扬两位老作家的文学艺术传统发表了观
点。传记文学《袁静与赵梅生》《泥土的灵魂》首
发仪式也同日举行。

袁静曾任天津市文联、中国作协天津分会
副主席，中国文联第四届委员，1946年开始发表
作品，著有长篇小说《新儿女英雄传》（合作）、

《怪人木罗汉》（合作）、《红色交通线》等。与会
者认为，袁静早年放弃优越的生活，坚持在白区
从事党的地下工作，为民族解放事业贡献出了
自己的力量。她在边区创作的秧歌剧、秦腔剧
本等作品，因紧贴时代而广受好评。晚年她主
要从事儿童文学创作，有中篇小说《李大虎和小
刺猬》《芳芳和汤姆》，以及科普童话集《众英雄
和小捣蛋》等10余部作品出版，其与秦文虎共同
创作的电视剧《精豆子外传》播出后产生了广泛
的社会影响。袁静当年曾担任过辅导员的和平
区岳阳道小学校长王希平，还回忆了晚年袁静
投身青少年教育事业的情景。

鲁藜 1936年参加左联，1938年入延安抗大
学习，曾任天津市文学工作者协会主席、中国作
协第四届理事、中国作协天津分会副主席等，著
有诗集《醒来的时候》《时间的歌》《天青集》《山》《鲁藜诗
选》、短篇小说集《枪》等。座谈会上，与会者谈到，鲁藜作
为“七月诗派”的诗人，他的诗充满爱国主义激情，为海内
外广大读者所喜爱。

袁静之子娄向明和鲁藜之子王麦夏代表家属参加了
座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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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出版集团多部新书

亮相图博会

本报讯（记者 李晓晨） 袁运甫暨“清华美术学群”作品邀请展日前在国家大剧院举
行。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袁运甫、国家大剧院院长陈平、清华大学副校长谢维和、清华
大学美术学院院长鲁晓波及参展艺术家杜大恺、王明旨、王玉良、唐薇、卢新华、顾黎明等
出席开幕式。

袁运甫是我国当代著名画家、公共艺术家、艺术教育家，今年是袁运甫从艺65周年。
作为新中国成立后成长起来的第一批艺术家，他早期专注西画创作，后又创作出一大批
带有本土色彩的油画、水粉画作品，如《绍兴鲁迅路》《古陶神韵》等，上世纪七八十年代，
他又把目光对准了工业题材，《上海化工厂》《工种修配站》等，展现了他对中国色彩学的
特殊理解和表达。

在袁运甫及其同事和学生的推动下，当代中国美术史上出现了一个值得注意的艺术
群体——“清华美术学群”，这个学群为新中国美术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本次展览邀请
了这一学群的65位艺术家，通过百余件作品、相关文献及多种艺术风格的展示，从一个侧
面折射出共和国艺术事业人文精神的萌生、发展、传承和演变，体现了以袁运甫为代表的
清华美院人对艺术、社会、人生的学术思考。

展览开幕式后，还举行了以“清华美术学群”为主题的学术研讨会。学者刘新谈到，
中国现代美术教育格局中大致有两个大的学派：一个以徐悲鸿学派为主体，一个是以张
光宇、庞薰琹、张仃为中心的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的装饰绘画体系。他们之间存在根本区
别，各自都有自己的艺术脉络和传承，各自都秉持自己的艺术方法和特色。杜大恺将清
华美术学群的学术倾向概括为它的当代性，其特征是超越历史和对现实的真诚面对，袁
运甫及这个学群的努力赋予了当代美术新的活力和艺术风格。

袁运甫暨“清华美术学群”

作品邀请展在京举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