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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时代同行，让文学发声
首都文学界庆祝改革开放 40 周年座谈会在京举行

本报记者 张滢莹

12月 24日，首都文学界庆祝改革开放

40 周年座谈会在中国现代文学馆召开，百

余位作家共聚一堂， 在热烈氛围中共同记

忆和庆贺 40 年来绵长中国文学画卷中的

华彩篇章。 会议由中国作协主席铁凝主持，

中国作协党组书记、副主席钱小芊讲话。

铁凝指出，改革开放 40 年来，广大作

家和文学工作者朝气蓬勃、团结一心、潜心

创作、锐意创新，推出一大批深受人民群众

喜爱的优秀作品， 推动中国社会主义文学

事业不断迈向新天地、抵达新高度。 铁凝表

示，改革开放是我们国家、我们民族历史上

一次影响深远、意义重大的转折。 我们生逢

这样一个伟大的时代， 得以见证这段波澜

壮阔的历史，这既是莫大的幸运、同时也意

味着沉甸甸的责任。 在过去的 40 年中，我

们的文学生动地书写、 积极地参与到了这

段历史之中，而在未来，广大作家和文学工

作者将一如既往与时代同行，与人民同心，

把改革开放的故事转化为经得住时间检验

的优秀作品， 把改革开放的精神熔铸到创

作与工作之中， 贡献出更多无愧于伟大时

代的优秀文学成果， 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文学事业不断迈向新的高峰。

钱小芊在讲话中指出，过去的 40 年，

中国文学紧紧抓住时代所赋予的发展机

遇，实现了巨大的进步，取得了辉煌的成

就。 与时代同行，与人民同心，这是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文学在改革开放 40 年繁荣发

展的根本经验，更是中国文学在新时代创

造更大辉煌的根本方向和必由之路 。 今

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 站在

新的历史起点上，中国文学满怀对未来的

期冀，承担着对历史的责任，必将高举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改革开放的伟

大旗帜，与人民同心共进，从时代的变革

和发展中汲取不竭的生机和活力。

翟泰丰、金炳华、李冰、李敬泽、阎晶

明 、王巨才 、高洪波 、廖奔 、何建明 、陈崎

嵘 、白庚胜 、吴义勤 、鲁敏 、郑伯农 、束沛

德、吴泰昌、刘震云、柳建伟、周大新、梁晓

声、白烨、包明德、艾克拜尔·米吉提、陆建

德、张德祥、关仁山、欧阳江河、刘庆邦、吴

秉杰、胡友笋、程惠民、李炳银等出席。

感悟 “讲述中国故事，

传播中国精神”的真义

对亲身经历改革开放的作家而言，这

40年来的社会变迁是生命中的一段悠长岁

月，更是许多人的文学人生从无到有，从个

人走向社会，从小我走向宏阔的过程。 1978

年， 叶梅正在湖北恩施县的田地里务农，她

接过了旁人手中刊有徐迟 《哥德巴赫猜想》

的《人民文学》，本想翻三两页，结果不知不

觉站在田头一直读了下去，“这个作品给我

带来的震动是无与伦比的，40年过去了，我

仍深深感到身心从来没有过的那种释放”。

从《哥德巴赫猜想》，到《乔厂长上任记》，她

感受到文学的巨大魅力，也从那一刻坚定了

走上文学之路的决心。 除了自身创作之外，

叶梅曾任《民族文学》主编。在改革开放的浪

潮中，《民族文学》的应运而生，一改之前中

国少数民族文学多限于口头流传的情形，如

今则发展至以六种文字出版的丰富刊物，为

一批又一批少数民族作家提供了平台，也将

母语版本的《民族文学》带往辽远的边疆人

民身边。 “作为一个办刊人，我感受到改革开

放对少数民族文学的巨大激励。 ”她表示。

而作为 《人民文学 》的编辑 ，曾编发

《班主任》和《哥德巴赫猜想》的崔道怡其

实了然于心：这两篇作品的面世，显示了

文学春天的到来。 对一位文学编辑而言，

改革开放这四个字，无疑是当时社会最响

亮的一声春雷 ：“这一次革新与复兴的作

用和意义，并非是其词语本身所足以概括

和表述的。 实质上，它是我们党和国家再

次大展宏图的宣告，是历尽坎坷劫难我国

亿万英豪重新大显身手的写照。 ”

在座谈会上，作家朱向前忆及原解放

军艺术学院首届文学系的创办，正是乘着

改革开放的春风，在系主任、军旅作家徐

怀中的带动下，学员们迎着八面来风的洗

礼，山高水低随形发展，保持个性，挖掘优

势，培养了一批优秀军旅文学作家。

从 1980 年代起，作为报告文学作家，

从记录在改革开放初期苍南家乡人民前

行的足迹， 到着眼于希望工程的深入采

访，从关注新生代农民工境况，到对新时

期海军官兵的倾情书写，黄传会以手中纸

笔感悟着“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国精神”

的真义，与时代同行，及时捕捉时代变革

中涌现出的新人物、新故事。

对作家付秀莹来说，40 年这个宏大的

时间跨度则格外令人感慨，“因为我个人

的生命历程，几乎恰好与这一伟大历史时

期重合”。 她的书写，也是许多如今正值创

作高峰的作家曾经共同走过的履迹：从懵

懂无知的童年，到青涩稚嫩的少年，从热

血奔涌的青年， 到稳健沉静的中年———

“四十年来， 我亲眼目睹了乡土中国在时

代洪流中发生的深刻变化， 我的乡村经

验，天然地与改革开放这一历史进程血肉

相连，无法分割。 多年以后，当我终于拿起

笔写作的时候，那些波光和云影，那些沉

默和喧嚣，那些大历史中耐人寻味的精神

细节，那些大时代风潮中闪闪发亮的人性

的光彩，必然会化为文字，成为我作品里

最为打动人心的部分”。

中国文学要义不容辞
地参加世界竞争

改革开放， 不仅是一代代作家在蓬勃

的社会环境中成长和创作的过程， 更是中

国文学从单元的文化背景走向多元、开放、

共通共融的广袤世界的过程。 在作家曹文

轩看来，中国文学当下格局的构建，与中国

文学不断置身于宏阔而深邃的国际文化背

景密切相关。 自“五四”以来，外国文化真正

开始对中国文学发生越来越深刻的影响。

“尼采主义对鲁迅早期创作的影响、西方浪

漫主义对郭沫若的作用、 法国文学对巴金

的滋养、契诃夫戏剧对曹禺的启发、流浪巴

黎街头的‘世纪末’诗人和以描写俄罗斯乡

村生活见长的忧郁型诗人叶赛宁对艾青气

质的感染，都是一些几经证明了的事实。 ”

其后， 苏俄文学对中国文学的影响更使得

中国有相当数量的作家， 明显地具有普希

金、契诃夫、高尔基、马雅可夫斯基等人的

文学精神。 在经历了一段时期的沉寂后，改

革开放不仅为中国文学带来了大量译介作

品，文化交流活动激增，思维激荡活跃，“40

年， 中国文学在这样一个由我们自己主动

接受而不是别人强加于我们的国际文化背

景之下，开始了它的黄金时代”。

同样从寂寥中走向辉煌的，还有诗人

叶延滨记忆中的中国当代诗歌。 40 年间，

他亲历了中国诗歌的发展，见证了诗坛的

沧桑巨变。 （下转第 6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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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景如画的云顶村里， 热情为

民的年轻村长方春天， 在筹备莅临

本村的一场国际山地马拉松分站赛

过程中，遇到了一系列棘手问题。 面

对利益的诱惑、亲情的考验、耳畔的

质疑， 这位选择从城市返回乡村故

土的年轻村长， 将如何奋力跨过脚

下的荆棘，为心中的梦想向前奔跑？

近日，这部从一场途经乡村的国

际山地马拉松赛巧妙引出我国东部

农村基层治理和发展振兴的电影《春

天的马拉松》， 于全国院线正式上映

后广受好评。 12月 21日，来自北京、

上海、 浙江的专家学者齐聚一堂，研

讨这部现实题材主旋律农村电影的

创作得失。会议由中国电影评论学会

和上海广播电视台主办，并获得上海

文化发展基金会的支持。

在研讨会上， 亲历了影片创作

全过程的上海文化发展基金会秘书

长郦国义将影片获得成功的原因归

纳为： 把中国乡村战略政策的宏图

挂在心里， 在人物塑造上把握住了

时代特征， 在现实的自然环境中找

到了美感。 而他对这部电影的评价，

也与专家们对这部电影的观感互相

印证。 “要想读懂中国，需从农村开

始；要想理解社会 ，需从基层起步 。

这是一场奔跑在长三角广阔沃土上

的马拉松， 也是新时代改革再出发

的马拉松。 波澜壮阔的改革伟业反

映在电影中， 投射出村级小微权力

清单制度 ‘36 条 ’这一个闪光的切

面，围绕它产生的一系列戏剧冲突，

也就是新农村建设中不同群体利益

和不同人性诉求的现实遭遇。 ”中国

电影评论学会会长饶曙光在发来的

贺信中写道。

浙江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范

志忠称这部电影“充满了泥土气息”。

充满诗意的镜头掠过宁海的民宿、风

车、云海、竹林、茶园、民俗，这些既传

统宁静又有现代气息的场景，勾勒出

了一幅新时代的乡村风貌，也展现了

江南独有的农村文化的气息。 “在改

革开放 40 周年之际放映这部电影，

有着特殊的意义，中国的改革开放以

农村的经济改革作为起点，而这一部

电影，恰恰展示的是新时代农村基层

治理新起点。 ”

电影主人公方春天的形象也让

人耳目一新。 与会专家表示，作为城

市中的成功人士， 方春天返乡第二

次成长， 立志报效家乡实现 “云顶

梦 ”， 可说是 “乡村干部中的小清

新 ”。 上海戏剧学院院长黄昌勇表

示，自己就是从乡村走出来的，现在

还跟乡村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每年

回去了解乡村治理和乡村发展情

况。 “如果不是对乡村现实有所了

解， 电影不能把这一带的农村现状

表现出来。 事实上，很多大学生村官

在乡村有水土不服的问题。 但方春

天原本是村里的学生， 考进大学走

出乡村， 又为了实现自己理想回报

乡村，避免了身份的简单化。 他的形

象与传统的村长形象也很不一样 。

在电影中， 方春天没有发过很大的

火，没有暴跳如雷 ，也没有很激动 ，

却在平静中表现出了激烈的内心冲

突。 这种平淡风格的追求，和整个自

然环境生态也是一致的。 ”

与川剧“变脸”齐名称为“西脸东

牙”的绝活平调耍牙、传统婚嫁风俗

十里红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泥

金彩漆……这些深具宁海特色的传

统文化“彩蛋”，也很好地与影片的叙

事节奏融为一体。 “泥金彩漆是叙事

惊喜，宁海平调是叙事高潮，最后的

十里红妆充满了叙事情感，当情感很

高亢的时候，十里红妆跟大团圆的戏

完美结合在了一起。 ”上海师范大学

影视系副主任赵宜表示。

一部主旋律现实主义作品 ，从

主题立意到人物塑造， 从传统风俗

到人情世故，收获如此多的赞誉，秘

密何在？ “主旋律电影最难做到的是

信， 现实主义创作如何拍出那些动

人的细节，如何拍出生活的真实，如

何让观众看到他们愿意看到并且愿

意相信的人物形象， 而不是来自预

设的概念？ ” 上海电影家协会副主

席、 导演郑大圣在提出一连串的发

问后，将答案归纳为 “找真人 ，找真

事”六个字。 而电影就取材自浙江宁

海推行 《村级权力清单 36 条 》过程

中发生的真实故事。

一部艺术作品的成功， 当然不

能仅仅停留在 “找真人 ，找真事 ”六

个字上，如何将真人真事 “化 ”为令

人信服的艺术作品， 整个主创团队

付出了无数心力。 据悉，电影开拍之

前， 导演夏晓昀便带着编剧和主创

在当地做了非常深入的考察。 为了

精益求精， 主创团队甚至放弃了立

足于采风、 花了两年时间打磨出来

的本子， 并邀请熟悉和了解当地生

活的宁海作家张忌参与创作， 才打

磨出了最终的剧本， 才有了被郑大

圣评价为 “耐心地观察乡间人们最

普通的琐碎日常， 不回避客观存在

的现实矛盾， 温润节制有保留地含

着批评 ，体现出知性的态度 ”的 “春

天的故事”。

春天的云顶村，云霞蒸腾，万物

生发。 如此良辰美景，正是明人徐霞

客在《徐霞客游记 》的开篇中写道 ：

“癸丑之三月晦，自宁海出西门。 云

散日朗，人意山光，俱有喜态。 ”从这

部电影的风景中， 祖籍宁波的评论

家毛尖见到了 “吾乡吾土 ”，亲切之

感油然而生。 “《春天的马拉松》对风

景的拍法与其它农村电影有不同之

处，它不是在拍明信片和拍景点，而

是在拍家乡风物。 如果在此基础上

更进一步，便可以产生更好的效果。

举个例子 ，侯孝贤在 《恋恋风尘 》中

拍的风景，很有绵延感，男孩子失恋

回到家乡，在家里种番薯，抬头看到

远方的山 、远方的云 、远方的田野 ，

风景最后绵延到人心上来， 对人有

治愈作用， 能引发普通人心头的乡

愁。 从这个意义上说，银幕地理非常

重要， 中国电影可以在表现地方风

物上再加把劲， 在银幕上重建中国

电影在风景风物上的抒情能力。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