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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写时代华章 勇攀文学高峰
“延安长篇小说创作座谈会”发言摘要

10月12日上午，“书写时代华章 勇攀文学高峰”延安长篇小说创作座谈会召开。会上，阎晶明、高建群、李建军发来贺信；忽培元致寄语；梁向阳、李国平等评论家就
延安近年来出版的12部长篇小说进行了探讨交流。他们希望越来越多的延安本土作家深入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立足这块红色热土，讲好延安故事，努力创作
出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优秀作品。现将部分寄语和发言摘要如下，以飨读者。

编
者
按

著名作家、国务院原参事忽培元
近年来，延安涌现出一大批分量很重的长篇

小说，这是延安文学界的一大幸事，也是中国文
学繁荣发展的一个缩影。延安的作家和文学爱
好者要像陕北农民一样，坚持勤劳、质朴、诚
实、坚定的品质，排除万难，沉得下心，勤于写
作，瞅准目标，坚定不移，就会像黄土高原上的
糜谷一样，即使在艰难的环境下，也终将会结出
真果实。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李建军

最近几年，陕北的文学创作很活跃，
出现了一批很有潜力的青年作家，发表
和出版了一批很见才情的作品，这是可
喜可贺的事情。祝贺这个很有规模的
座谈会的召开，希望这个盛会能最终实
现预期的愿景，为延安文学的发展提供
助力。

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全国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
委员会副主任阎晶明

延安是一座历史文化底蕴深厚、革命文化熠熠生
辉的城市，延安也是一片文学的热土。这里既是历代
文学家歌吟不尽的地方，也是产生优秀文学家的沃
土。本次座谈会必将进一步提升延安作家的创作热
情，促进延安文学事业繁荣发展。希望广大延安作家
再接再厉，不断攀登艺术高峰，为中国式现代化作出
文学贡献。

陕西省作家协会副主席、
著名作家高建群

欣闻延安长篇小说创作
座谈会隆重召开，将对十二位
作家已出版的长篇小说进行
研讨并向社会推出。在此，我
谨表示热烈祝贺，并感谢延安
市委、市政府对文学事业的强
力支持！

寄
语

延安是“延安文艺”的发生地，有着深
厚的文学传统。新世纪以来，特别是近十
年来，延安的长篇小说呈现出良好的创作
态势，一下子出版了十多部长篇小说。作
家立足于延安乃至陕北这块厚土，是对生
活有情有义有担当的深情叙述，是深入生
活的心血结晶。

当然，延安的长篇小说创作也存在许
多问题，如一些作者的文学准备不足，未能
切实领会长篇小说的文体特征，一些作者
在结构小说的功力上还有欠缺。我的理
解，这次“延安长篇小说创作座谈会”，既是

“及时雨”，又是“集结号”。相信经过专家
学者的一对一点评与把脉会诊，能帮助延
安作者分析原因，找到解决创作困惑与问
题的办法，在今后创作出更多的优秀作品。

延安这块深厚的文学沃土，有着讲不完
的“延安故事”。我们有充分理由深信：未来
延安的创作一定会在中国文学的天空中
尽显自己独特的风采！

陕西省作协副主席梁向阳：“是

‘及时雨’，又是‘集结号’”

开展延安长篇小说创作座谈会是促
进延安长篇小说发展的重要举措，具有整
体性和宏观性。这既是一次文学问题的
讨论，也是一次盘点检阅，还是一次展
望。我想应该有三个话题：延安长篇小说
创作的整体评估；具体作品的阅读评价；
延安文学创作的“路遥命题”。

新时期开始，延安在陕西长篇小说创作历
史上具有里程碑的作用，开启了陕西长篇小说
创作的先河。路遥，则是陕西新时期一代作
家中具有长篇小说创作自觉意识的第一人。

我们集中座谈讨论的十二部长篇小说，
是一次集体亮相，看似巧合，实则是长期积累
后的集体爆发。它的背后，显示出延安长篇
小说创作的自觉意识和延安作家的成熟与志
向。这一批作品，无论质和量，在陕西省都是
非常突出的，从全国长篇小说创作的平台上
看，也在层次之上，经得起阅读和评价。这
些作品的突出特征是乡土、地域和现实主
义，作品有深远的传统背景和红色标记。

通过长篇小说的集中展示，我看到在
延安这块土地上文艺发展进入了第三个
高潮期。

第一个文学艺术的高潮期，当然是上
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延安文艺运动。第二
个高潮期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以延川《山
花》为标志，由陕北本土的回乡知识青年和
北京知青所代表的两种文化的碰撞与融合
形成的文学高潮。第三个高潮期便是起步
于世纪之交的一批本土中青年作家的长篇
小说。

一个只有二百多万人口的城市，在几
年内集中推出十二部长篇小说，并有三部
作品参评第十一届茅盾文学奖。这足以
构成一个城市的文学高潮了。

与前两个高潮期相比，第三个高潮期
几乎完全是以本土作家为主体、以长篇小
说为主的，融合了多元文化和多种文艺传
统，展示出了更加丰富的精神内涵与艺术
品格。

惠潮、李亮的作品《南庄的梦想》《大
洛河》继承了陕西的现实主义传统，他们
都把笔伸向底层人的生活，写底层人的欢
乐和痛苦。《南庄的梦想》以报春、桂春、关
春三姊妹的家庭婚姻生活为核心，写新时
代她们三姊妹的喜怒哀乐，表现杏子河上
人们几十年间奋斗的过程。李亮的《大洛
河》以娑婆镇宗家几代人命运变化为中
心，写旧时代匪患给底层人生存带来的创
伤，新时代人民在艰难中追求幸福的历
程。两人都自觉用作品表现底层人的生
存，呵护底层人的尊严。惠潮文笔简约，
写出生活中最动人的那些故事和画面。
李亮善于用杂语写生活故事，使小说的语
言变得多姿多彩，更富于表现力。

时代呼唤陕西作家用自己的笔把人
民生活艺术地呈现出来，更呼吁作家对现
实主义注入新的血液，从新的角度用新的
方式，反映人民群众的生存奋斗，讴歌我
们伟大的新时代。

我读了《萤火》《岭上无狼》，由此想到
从上世纪四十年代延安革命文艺到新时
期文学，就陕北文学角度来看，柳青、路遥
成为陕北文学的艺术精神标志，这是陕北
乃至中国当代文学史上正宗的社会主义
现实主义文学创作的两座高峰。

如何承续他们并进一步发展他们，走
出新世纪陕北文学更新的艺术路径，这是
新世纪尤其是新时代的文学创作应该深入
思考的问题。路遥的社会人生书写，陈忠实
的文化历史书写，贾平凹的意象主义日常生
活叙事书写，可视为当代文学书写的不同路
径，也是不同文学叙事艺术建构模态。

如何突破他们，这是陕西文学，也是陕北
文学向新的历史高度攀登必须面对的问题。
路究竟如何走，我也给不出具体的线路图。
但是无论在任何时候，文学艺术的书写，都要
合人情、合人性、合历史、合人类基本发展趋
向。从这两部作品中，我看到了延安文学创
作向更新更高艺术境地进发的坚实脚步。

中国作协第十届全委会委员、
陕西省作协副主席李国平：“这是长
期积累后的集体爆发”

陕西省文艺评论家协会名誉主
席、陕师大教授李震：“延安文艺发
展进入了第三个高潮期”

西北大学教授段建军：“用新的
方式，反映人民群众的生存奋斗，讴
歌我们伟大的新时代”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教授韩鲁华：
“我看到了延安文学创作向更新更高
艺术境地进发的坚实脚步”

西安音乐学院教授仵埂：
“《天下安定》《奔跑的叶子》给人以
触动人心的穿透力和涌动的激情”

北京语言大学教授路文彬：
“《延河谣》《天下安定》是继‘新历史
主义’小说重构历史之后的反重构”

榆林学院教授贺智利：
“深度挖掘了陕北文化的精神
内涵”

延安大学社科处处长、市作协副
主席王俊虎：“《奔跑的叶子》倡导的
人文是对人的关爱、对生命的尊重”

延安大学文学院副教授侯业智：
“延安作家在用小说讲好延安故事乃
至于中国故事方面作出了新的探索”

延安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李萍：“这是一批能够与时代
同频共振的优秀长篇小说”

纵观侯波的小说创作，觉得他渐
渐构成了自己的风格，他早期的作品，
对生命的各种困顿，有着极为敏感的
体验，并擅于表达这种尖锐感、钝痛
感，以写出人生的种种不如意。有着
存在主义文学的某些特征，这一点，在
整个作品里得到了极为充分的体现。

从侯波的创作最早引起关注的
《春季里那个百花香》到他前两年创
作的《天下安定》，我觉得他有了一
个很大的变化。他驾驭这些更为宏
大的历史性题材，有着将自己的人
生经验进一步扩大强化之势，他的
小说开始有了触动人心的穿透力。

特别是史诗笔法，作者意欲从
重大的历史风云里，赋予故事和人
物以价值意义。特别是《天下安
定》，揭示了以月秀为代表的一批普
通人，怎样在中国共产党的影响下，
精神逐渐成长的故事，揭示出“得民
心”与“得天下”的深层政治逻辑。

杨晓景《奔跑的叶子》勇于面对
现实中的医患关系，塑造出崭新的
具有开拓创新意识的新型人物形
象。读者能于作品中时时感到涌动
的激情和对生命的深厚礼赞。主人
公陈灵均积极乐观，自强不息，渴望
超越，不满足于平庸的生活，在精神
上不懈追求，不管是爱情婚姻还是
事业追求，都给人留下强烈难忘的
启示和令人深思的映照。

《延河谣》《天下安定》都属于重
写革命史的长篇虚构，是继“新历史
主义”小说重构历史之后的反重构，
表达的是对后者将历史加以后现代
主义虚无化和游戏化的失望。它们
试图为革命史正名，用理想和信念
重新恢复历史的崇高面目。如果说
在“新历史主义”小说的革命废墟
上，我们目睹的是欲望，是偶然，那
么在《延河谣》和《天下安定》这里，
我们见证的则是信仰，是必然。

“新历史主义”小说旨在强调革
命的道路是坎坷的，因而刻意回避
了革命最终所要实现的光明前途。
在将历史复杂化的同时，“新历史主
义”小说无疑也将历史神秘化了。
而《延河谣》《天下安定》的历史写作
动机正是意欲消弭这种神秘化，还
创造历史的主体以应有的能动性。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两部作品即是
对于“十七年”革命历史小说叙事模
式的简单回归。事实上，它们在女
性与革命关系的处理上，在对革命
和正义的观念理解上，都丰富和提
升了既有的文学伦理认知。

此外，这种丰富和提升还体现
在两部作品的革命话语里不光有
政治斗争，还有日常生活。并且，
对于日常生活的陕北地域化细描，
也使得文本中历史面相的真实性
和亲和力得到了进一步增强。

延安新锐作家凡川和王梅的长
篇小说《陕北人》和《蓝花花》，很好地
继承了前辈作家的优秀传统，以陕
北民歌《走西口》和《蓝花花》为创作
题材，深度挖掘了陕北文化的精神
内涵，吸纳了陕北民歌的美学精神。

原生态民歌《走西口》，表面叙
述的是情哥情妹的爱情故事，但

“走”的深层文化精神本质上是陕
北人面对残酷的生存现状，赋有开
拓进取，自强不息，向命运挑战的
勇敢和坚毅。信天游的美学精神
是心游万仞，心比天高，风情流转，
其本质也是“游”和“走”的精神。
《陕北人》中的主人公秦海浪、叶红
英，还有他们的祖辈秦存兴，或者
走出黄土地创业，或者留守家乡打
拼。《蓝花花》中的陕北青年男女在
革命战争年代，为了追求崇高的信
仰和幸福的生活，为了婚姻爱情的
自由，奋起反抗，骨子里都是“走”
所象征的开拓进取、自强不息、勇
毅前行的陕北文化精神。

《陕北人》和《蓝花花》对陕北
文化精神的深度开掘，使我们有理
由相信：陕北民歌在未来的陕北文
学创作中，将会折射出更加璀璨夺
目的光辉。

杨晓景的长篇小说《奔跑的叶
子》有三个特点值得关注：一是感人
的人物形象。主人公陈灵均是一个
带有理想主义的现实的、生动的、立
体的人物形象。身体上的病痛、贫
困的家庭、读书路上的坎坷等等，在
被施加了诸多不利，甚至是命运的
排挤之后，他仍然能以乐观、奋斗的
精神，心怀理想，不懈努力，最终成
长成才。二是感人的爱情悲剧。全
书关于陈灵均的爱情悲剧的描写，
让读者联想到陈忠实先生《蓝袍先
生》中的主人公徐慎行的爱情经历，
无疑具有震撼人心的悲剧力量。三
是严峻的题材挑战。作者直面新时
代医疗困境并开出药方，让老百姓
能够买得起药、看得起病、住得起
院，这本来只是最为本分的职业道
德要求，是每个医生都需要做到的
底线，但在社会的不断发展中，有些
人却逐渐违背了医生誓言。为什么
会有这样的问题？杨晓景在书中作
了回答，是因为医院、医生缺乏人
文，而她所倡导的这种人文正是医
疗行业最为需要的爱，是对人的关
爱、对生命的尊重。

从我阅读的四部小说（《天下
安定》《麻线岭》《人间有微光》《奔
腾的银河》）来看，这几年延安长篇
小说创作有以下几个特征：一是小
说题材的丰富性。作品分别从红
色革命、历史文化、农村发展、金融
职场取材，开拓了丰富的题材空
间。二是小说作者的多样性。既
有如侯波、楚清一样从短篇小说或
网络小说转型而来的长篇小说作
者，也有如凌然、窦可军一样从事
金融、教育等职业的小说作者，各
行各业、老中青作者均在长篇小说
创作上结出丰硕成果。三是叙事
传统的延续性。如《天下安定》的
革命叙事、《麻线岭》的传奇叙事、
《人间有微光》的乡土叙事、《奔腾
的银河》的职场叙事等均承继了传
统或现代长篇小说的叙事传统，并
进行了一定的延展和创新。

此外，他们都在用小说讲好
延安故事乃至于中国故事方面
作出了新的探索。希望在座谈
会推动下，延安长篇小说能够取
得更辉煌的创作成绩。

进入新时代以来，延安的小说
创作在坚守柳青传统与路遥传统
的同时，继续深耕于陕北地域深厚
的历史文化与气象万千的社会现
实，不断发掘新时代延安社会的新
风貌、新气象，深入生活、深入现
实、深入伟大的新时代，创作了一
大批质量高、话题新、反映新时代
延安地域涌现出的新人、新事、新
问题，能够与时代同频共振的优秀
长篇小说。李亮的《大洛河》延续
了延安长篇小说创作的一贯传统，
坚守现实主义，以洛河为主线，以

“创业”为主题，以陕西北洛河流域
为地理背景，横跨十九世纪至二十
一世纪，讲述了宗家五代人在不同
历史时期的命运跌宕，以及历史沉
浮中所呈现出的人性光辉，极具历
史的沧桑感与厚重感。同时，小说
也展现了丰富的陕北地域民俗。而
楚清的《人间有微光》则是作家沉入
生活深处、扎根新时代的山乡大地、
投身山乡巨变，创作出的具有时代
温度的一部力作。可以说，对陕北
新时代乡村建设过程中乡村主体的
心理问题与精神建设问题的关注，
是《人间有微光》能够在众多表现脱
贫攻坚“新时代山乡巨变”的小说中
脱颖而出的重要密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