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2008中国文坛纪事>>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2008中国文坛纪事>>

13位ISBN编号：9787020069583

10位ISBN编号：7020069584

出版时间：2009-4

出版时间：白烨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9-04出版)

作者：白烨 编

页数：476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2008中国文坛纪事>>

内容概要

　　《2008中国文坛纪事》是文学的纪事，也是历史的记录。
2008年，是一个极不寻常的年头。
上半年，先是南方的冰雪灾害，随后又是汶川的“5?12”大地震；下半年，先是倾力举办第二十九届
奥运会，后又成功举办北京残奥会。
这种举国又举世的大悲与大喜的转换与衔接，基本主导了2008年的社会生活，也深刻影响了2008年的
文学与文化生活。
有关这些重大事件的文学回响，在“要闻聚焦”和“文情传真”的栏目里，都做了必要的反映。
　　在2008年间的社会文化生活中，有关“改革开放三十年文学”的历史回顾与经验总结，一直是相
当凸显的一个主题。
这种回顾与总结，也同样是既检省文学发展的历程，也回思社会演进的进程，具有着相当重要的历史
性意义。
因此，特设了“回望三十年”和“评说三十年”两个专栏，以反映相关活动，也作备考留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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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要闻聚集“文艺作品中的国家形象”研讨会在京举行抒写壮举 传递力量——中国作家“抗震救灾”总
动员作家火炬手：传递奥运梦想与激情 第七届茅盾文学奖颁奖典礼在乌镇举行全国第九届少数民族文
学创作“骏马奖”颁奖典礼在贵阳摹行“中国改革开放文学论坛”在深圳举行中共中央决定李冰同志
任中国作协党组书记纪念周扬诞辰一百周年座谈会在京举行文情传真打工作家进北京，其文学创作引
起广泛关注中国作协举行“春之声”抗灾救灾诗歌朗诵会“5·12”诗潮引起热议盛大文学有限公司成
立及其网络文学的异动职场小说写作热中有忧三十省作协主席试水网络文学茅盾文学奖引发热议现状
观察2008中国文坛回望我们的尊重与期待——关于抗震救灾诗歌的思考“骏马”奔腾向前方——评近
年少数民族长篇创作 新世纪文学市场化与当代小说创作当下长篇小说的“有”和“无”网络作家：从
焦虑到坦然 当代文学批评：离学院越近，离文学越远回望三十年春风第一枝——1978年前后关于《人
民文学》的争夺《班主任》何以引发巨大反响？
卢新华：命运选择我执笔《伤痕》叶辛：从《蹉跎岁月》中走来的作家韩少功：多重文化身份下的三
十年感悟“朦胧诗”得失再思考对精神滑坡的集体抗衡——陈思和答关于“人文精神大讨论”的若干
问题评说三十年我们走在大路上——关于改革开放三十年文学的思考改革开放三十周年与农村题材文
艺创作 近三十年长篇小说审美经验反思 一个文体和一个文学时代——中篇小说三十年 坚守与变革—
—新时期散文三十年报告文学三十年的精彩舞蹈 改革开放三十周年诗歌美学回顾 三十年军事题材长
篇小说漫评 在行进中更变在更变中自立——文学批评三十年的演进与嬗变三十年与今天：中国文学在
世界为有源头活水来——当代世界文学与中国文学三十年研讨举要发展文艺评论 促进文化繁荣——《
光明日报》社专题座谈会简述打工诗歌：时代与情感的特殊记录——首届中国打工诗歌高峰论坛综述
理论界专家学者纵论“科学发展观与当代文艺”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专家研讨农村题材文艺作品在
历史的比较中理解中国新时期文学三十年——“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第十五届学术年会”综述机遇与
挑战：专家研讨三十年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发展百家论坛我的两个“三十年”知青文学：文学史上的
凝重印记我的文学三十年三十年的文学演变三十年已经过去，我们是否治好了这道“伤痕”？
我的阅读野史与治学归宿鲁迅的批评观文化原创力谈屑文化认同与国家认同文人互看我的作家朋友宗
璞：一位尽力发光的作家作家铁凝书生李洱与改革开放同行的诗人叶延滨“小女子”迟子建向大作家
迈进“知情人”说谢冕作家访谈刘震云：不断把自己归零徐坤：向现在，向未来金仁顺：迷恋短篇，
追求好故事蒋子龙：注视急剧变化的社会现实毕飞宇：转向传统，这是一个趋势都梁：要给各种口味
的人写出一个万花筒阎连科：把灵魂研做墨汁的人王十月：从打工仔到作家史料与忆往我和胡风二三
事书生夏衍接管上海文坛人去楼空——怀念许觉民评奖与评选2008年评奖与评选年度逝世文学家2008
年逝世文学家年度大事记2008年文坛大事记编后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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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要闻聚集“文艺作品中的国家形象”研讨会在京举行随着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综合国力不断提高
，2008年奥运会将在北京举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正成为世界瞩目的焦点。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对内如何找准我国文艺发展的方位，推进文艺创新；对外如何向世界展示正在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坚持和平发展道路的中国国家形象，是摆在我国文艺工作者面前的一个重大
历史使命和现实课题。
1月8日，中国艺术研究院和本报联合举行了“文艺作品中的国家形象”学术研讨会。
中共中央候补委员、中国作家协会主席铁凝，解放军第二炮兵政治部副主任张西南，中国作家协会党
组成员、副主席、书记处书记陈建功，中国艺术研究院院长、党委书记、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
心主任王文章，《文艺报》社总编辑范咏戈等有关部门和主办单位领导以及文学艺术界专家学者、新
闻界人士近八十人出席会议。
铁凝代表中国作家协会对研讨会的召开表示祝贺。
铁凝在讲话中说，经济的飞速发展，使中国内在的活力和创造力已经远远超出了西方人的想像，中国
形象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
但是和飞速发展的经济相比，中国文化的发展是滞后的，中国文化在国际上的积极影响力的确不尽如
人意，在这样的背景下举办“文艺作品中的国家形象”研讨会，既有历史意义又有现实意义。
铁凝认为，处在市场大潮中的作家、艺术家们不能把经济判断直接等同于审美判断，不能放弃文化自
觉。
新的时代当然应该有血肉丰盈、新鲜可信的中国形象在作家艺术家的孕育中诞生。
作家艺术家应该更深入地追寻民族文化和审美精神，以汉语的劲道和神奇塑造出真正有魅力的中国形
象。
张西南联系军队的文艺创作实际指出，建国以来近六十年，在大量的文艺作品当中出现了很多很好地
塑造军人形象的作品，对于激发民族精神，对于塑造共和国的形象，对于凝聚全民族的意志，都起到
重要的作用。
但当前也有一些作品中出现了诸如猎奇倾向、政治上判断失度和情趣品位上的低俗等问题，值得大家
反省和认识。
在文艺作品中塑造国家形象既是老话题，又是新课题，是歌颂与暴露、主体与客体、新生与腐败的问
题，这些探讨是永远没有止境的。
作家艺术家要继承优良传统，把塑造国家形象作为己任。
陈建功说，“文艺作品中的国家形象”这个话题的提出体现了我国文艺工作者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感
。
所谓“国家形象”，从本质上说，就是作品的艺术形象所体现的民族的思想、情感和审美的深度。
这又是一个具有时代特色的峻切话题。
把发展社会生产力同提高全民族文明素质结合起来，在重视物的发展的同时，又重视人的发展即全民
族文明素质的提高，是科学发展观的重要体现。
那么，通过文艺家所创造的艺术世界，丰富民族的情感、深化民族的思考、拓展民族的审美空间，避
免民族情感的沙漠化，当然成为了文艺家们最为关切的话题。
同时，这也是一个更需要在实践中解决的问题。
也就是说，还有很多牵涉到具体的艺术尝试问题，比如，当务之急是必须面对文艺队伍情感资源匮乏
的问题，面对外来文化的扬弃与借鉴的问题、民族文化的继承与创新问题、民族审美经验与时代发展
问题等等，都是大有文章可做的，更有待于实践中的探索。
与会的文艺界专家学者认为，古往今来我国优秀的文艺作品，描绘了我国人民壮阔而又艰辛的奋斗历
程，展示了我国人民细腻而又丰满的艺术情趣，记录了我国人民充实而又多彩的社会生活，也从多种
侧面和角度展现了中国的国家形象。
国家形象不仅是一个国家的人民通过现实生活取得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成就所塑造出来的，也是这个
国家的人民通过文艺作品所“重塑”出来的，在这种重塑中，包含了既定的现实，更蕴含了一种向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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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求的价值目的，即希望成为什么样的国家，希望追求什么样的精神。
现在提出文艺作品中的国家形象问题，十分迫切。
有的专家认为，中国的国家形象是一个综合体，而最直观的形象是中国人形象。
特别是对于文学艺术作品而言，应该着力塑造好当代的、崭新的中国人形象。
重塑的中国人形象恰恰应该充分体现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应该通过中国人形象的塑造，来重新阐释
中国文化。
我们对此应该充满自信心，因为我们今天重塑中国人形象的环境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一个强大的、正在崛起的中国，成为中国人形象的巨大背景。
从形式上看，文艺作品是由具体的个人创造出来的，好像并不是一个“国家行为”，也无涉于”国家
形象”。
但是，一个国家的文化形象，正是由一个个具体的文化形象形成的，就像一棵树不是森林，但森林却
是由无数的树构成的一样。
那些真正伟大的作家艺术家，从来不把文艺看成作者个人的事情。
一个有理想追求的作家艺术家，应该调动起自己全部的热情和才华，通过提高精神素质、塑造自己民
族和国家的崭新而美好的形象，从而最终对人类的文化做出积极的贡献。
专家们认为，国家形象是动态的，不同时代有不同的内涵。
战争时期的英雄形象体现的是一种国家形象，但并不意味着只有宏大叙事才能体现国家形象。
一些并非全景式史诗式的优秀作品，其中对一种国家民族精神的传达同样让人难忘，而一些所谓大制
作的影片却很难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因此，国家形象的塑造是与文学性、审美性、艺术性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有的专家就一些文艺作品对中国形象的误导提出批评。
他们认为，文艺作品对国家形象的塑造应基于现实，并高于现实。
这并不意味着要进行虚假的宏大叙事，而是文艺作品对于国家形象的塑造会渗透到每个国民的身上，
因此以作品照亮人民的精神，应该成为作家、艺术家的一种责任意识。
有的专家还认为，国家形象这一维度的发现，将对作家艺术家产生新启迪，激发新灵感；将为文艺创
作打开新视野，拓展新境界。
但国家形象的塑造具有很高的难度，提出“文艺作品中的国家形象”问题，是对作家艺术家攀登思想
与艺术高峰的一种挑战和呼唤。
文艺创作的中国形象的塑造，必然要求作家艺术家的人格建设，要求作家艺术家“养气”，养浩然之
气、养堂堂正气；要求作家艺术家的刚健清新的文风。
专家们认为，不应将国家形象变成政治概念。
对文艺作品应该取一种宽容的态度，而且宽容的态度正是树立国家形象所需要的态度，因为国家形象
是通过复杂的，甚至对立的元素建构起来的。
国家形象的工程应该是综合的宏大的工程，它不应该是由单种元素组成的。
单种元素建构不起立体的国家形象。
因此在国家形象这个大工程里，作家以严肃的责任感对民族劣根性的批判精神是必不可少的，批判精
神与正面书写相互补充，只会使国家形象更为丰满，更为充实。
张炯、吴秉杰、包明德、阎晶明、张陵、何西来、贺绍俊、李建军、陈福民、石一宁等文学界人士和
贾磊磊、资华筠、刘梦溪、陈醉、丁亚平、田青、朱乐耕、马也、吕品田、宋宝珍、杨飞云、张振涛
、马盛德、祝东力等艺术界人士也出席了座谈会。
抒写壮举　传递力量——中国作家“抗震救灾”总动员中国作协紧急部署动员5月12日四川省汶川大地
震，震撼着全国人民的心，严重的灾情同样牵动着全国广大作家和文学工作者的心。
当天下午和晚上，中国作协主席铁凝，中国作协党组书记、副主席金炳华急切拨通地震灾区作协负责
人的电话，并安排有关部门设法与身处灾区的作家们联系，了解情况，表达慰问。
5月13日上午，中国作协党组立即召开扩大会议，传达贯彻中央关于做好抗震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研
究部署文学界参加抗震救灾工作。
面对这场突发的灾难，中国作协党组会议紧急部署，向地震灾区的作家和文学工作者发出慰问信；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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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组织作家到抗震救灾一线采访创作；加强舆论宣传工作，中国作协所属报刊社和中国作家网及时刊
登出版作家们创作的诗歌、报告文学、散文等作品，营造万众一心、众志成城抗震救灾的良好氛围。
金炳华坚定地表示，要充分认识这场地震灾害的严重性，充分认识文学界的使命和责任。
在这场抗震救灾斗争中，中国作家不能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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