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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这是国内第一部全面、系统地评论滦河现当代作家的文学评论专著。
它以马克思主义历史的美学的观点对现代以来的滦河作家群进行了整体观照，对近百年的滦河文学的
发展史进行了细密梳理，从历时性的行进走势中和共时性的当下语境中归结了滦河作家多样化的个性
特点和多元化的创作特征，全面客观地评介了滦河作家群的创作成就和历史作用，正确科学地总结了
滦河文学的创作特色和发展规律，填补了为滦河作家群作论的历史空白，具有原创性和开拓性的意义
，是一部不可多得的内容丰富的文学与史学相结合的著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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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杨立元，河北丰南人，唐山师范学院中文系教授，硕士生导师，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河北省写作学会
副会长，河北省美学学会理事，唐山作家协会副主席，唐山市滦河文化研究会顾问。
在《文学评论》《求是》《光明日报》《文艺报》《作品与争鸣》等省级以上报刊上发表学术论文300
多篇，出版专著《“三驾马车”论》《新现实主义小说论》《创作动机论》《唐山作家论》等10部。
出版长篇小说《滦州起义》、散文集《家乡戏》、报告文学集《辉煌的金字塔》《情酬苍生》《走向
辉煌》等10余部，在《青年文学》《当代人》等文学刊物上发表文学作品100多篇。
在全国范围内，在文学批评和理论研究上做到了“四个”率先：率先写出了评价河北“三驾马车”的
第一篇评论和第一部评论“三驾马车”的专著，对“三驾马车”的创作进行了持久研究；率先写出了
研究“新现实主义小说”的第一部专著，对“新现实主义小说”进行了深刻解析；率先写出了研究“
创作动机”的第一部理论著述，对创作动机进行了理论建构；率先写出了《唐山作家论》等地域性文
学研究的专著，对滦河作家进行了系统归结，这些均在全国产生了一定的反响。
作品曾获河北省第七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河北省第十一届文艺振兴奖，中国文联文艺
评论奖（2次），华北区文艺理论奖（2次），河北省优秀社会科学奖（3次），河北文联文艺评论奖
（3次），河北省文艺理论“金鹿奖”（2次），唐山市优秀社会科学奖一等奖（5次），唐山市精神文
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4次），唐山市文艺精品工程特殊贡献奖，唐山市献计献策金奖、银奖等30
多项奖励。
获全国师德先进个人、曾宪梓教育基金会优秀教师奖、河北省高校教学名师、河北省“五一”劳动奖
章、唐山市劳动模范、唐山市专业技术拔尖人才、唐山市社会科学青年专家、唐山市模范教师、唐山
市“十佳”青年作家等多种荣誉和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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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刚柔相济 兼容并蓄——滦河作家总论 第一编诗歌论 人类精神家园的守望者——论大解 独具特色的军
旅诗人——马砚田创作论 现场的诗意与时间的力量——东篱诗歌论 唯美向善的紫罗兰——卢品贤诗
歌论 “一只痴迷的留鸟”——田歌诗歌论 豪华落尽见真淳一一白德成创作论 诗精文雅鹤寿松龄——
白鹤龄创作论 清新优美质朴淳厚——刘兰松创作论 高于生命的形式显现——刘向东诗歌论 燕山中一
块最美的山石——刘章诗歌论 献给父母和乡亲们的诗——刘福君诗歌论 清新自然独树一帜——旭宇
创作论 平实质朴清新自然——何理创作论 张学梦：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诗人 用诗歌照亮生活——李小
雨诗歌论 生活的沉积与诗情的飞扬——李木马诗歌论 站在“爱”的角度来看这个世界的一切——李
海健创作论 战士的歌手祖国的赤子——李瑛诗歌论 刚劲冲荡沉稳浑厚——肖劲风创作论 乡土的恋歌
——金占亭诗歌论 在自由和潇洒中写作——珂宁创作论 豪华落尽见真淳——郝立轩的美学追求 用生
命和激情践行自己的神圣使命——峭岩诗歌论 徐国强：一座英雄城市的诗人 革命的战士人民的诗人
——郭小川诗歌论 唱着村歌上诗坛——董桂伶诗歌论 人类精神的探索者——韩作荣诗歌论 德才兼备
文武双全——翟泰丰创作论 质朴中见清纯平淡中显神奇——戴砚田创作论 第二编小说论 苦难开出的
花——从维熙小说论 无愧于脚下的热土一一王凤翔创作论 学者化的作家——王家惠创作论 长正：唐
山文坛不老松 简洁质朴平实淳厚——田林创作论 史学研究与文学创作的完美融合——任荣会创作论 
平原上的舞蹈——关仁山“平原系列”小说论 孤独的玫瑰在灿烂地开放——刘光菊创作论 拥有自己
的一方圣土——刘宝池“小镇文学”论 对人性和动物灵性的深入透视——刘晓滨创作论 剑胆文心朴
实率真——老剑创作论 寻找人类的精神家园——老城小说论 自由的生活快乐的写作——许久东创作
论 用心灵写作——何玉湖小说论 情系山乡 文开蹊径～何申小说论 情注家园写春秋——吴慧生创作论 
看取人生感悟世界——张玉洁小说论 用草根精神书写草根文学一一张金池创作论 文心沉静写人生—
—张峻创作论 苍凉：张爱玲人生和艺术的基调 真诚写作：张楚的创作原则 “我们的作家和才子”—
—李尔重创作论 献给女性的赞歌——杨永贤女性小说论 真奇统一美善并举——杨帆里小说论 对历史
的审视和思悟——肖波小说论 坦荡做人执着作文——陈映实创作论 脚踏大地唱华章——单学鹏小说
论 美丽草原的守护者——季华创作论 扎实的生活诚实的写作——胡学文小说论 在艺术的砧石上磨砺
人文精神——赵连城小说论 秋暮天高枫正红——赵栋创作论 歌颂党和人民：作家的责任和使命——
赵锡臣创作论 浩然：一部中国北方农村的断代史 山高先得月 岭峻自来风——郭秋良创作论 高幸夫：
从专业美工到业余作家 瑞雪清新温润心脾——清雪创作论 冷峻忧郁的大海歌者——阎明国创作论 阎
瑞赓：用生命记录历史 滦河源头的歌者——奥奇创作论 情在山海间——解俊山创作论 钟情乡土深爱
家乡——管桦创作论 文学大潮中的弄潮儿——墨微创作论 墨瑶：一个在史与俗中思考的文化人 第三
编 散文、儿童文学、报告文学、文学评论 散文 质朴博雅厚重深邃——马嘶创作论 厚积而勃发夕阳有
绝响——刘向权创作论 绿色的赞歌——刘芳绿色散文论 慧眼观世界激情著诗文——孙黝创作论 婉转
传大气 细语闻大音——张丽钧散文的美学价值 文似好酒沁心脾——李大为散文论 豪华落尽见真淳—
—李永文散文论 戛戛独造卓然一家——李思业格言创作论 “我本来是一株没有鲜花的树”——杨林
勃创作论 “足底风云笔底花”——陈大远创作论 心灵与天籁的绝唱——林闻散文创作论 心向佛门 志
存高远——武华创作论 生命的飞翔——姚翠琴散文论 燕园心魂渤海风——奚学瑶创作论 情钟乡土精
于治学——董宝瑞创作论 儿童文学 北董：辛勤耕耘于儿童文学园地的韧牛 葛翠琳：用爱和美建造儿
童的精神乐园 报告文学 人性与理性的深度交融——一合报告文学论 写出充满历史容量和时代精神的
英雄史诗——王立新报告文学论 著作等身名垂青史——宋之的创作论 平凡见厚重平实显深沉——张
庆洲创作论 爱是不能忘记的——李润平创作论 直面变奏的人生——孟翔聚报告文学论 评论 为了劳动
者的文化利益——刘润为文艺批评论 诗化色彩与哲学思辨的激情挥洒——张同吾的诗化人生 朴拙野
逸豪放不拘——张辉利创作论 “文坛双枪将”——杨立元创作论 姚建国：在思辨中寻找绿色的高原 
生命与诗风雨同舟——苗雨时诗学论 赵朕：海峡“两岸文学比较”的开拓者 守望精神的长城——郝
雨创作论 主要参考文献目录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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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战士的歌手祖国的赤子——李瑛诗歌论 李瑛是当代军旅诗的开拓者。
多年来，他笔耕不辍，佳作迭出，已经出版了56本诗集和诗论集，因此被誉为诗坛的“常青树”。
李瑛不仅是著名诗人，也是诗界的领导，他先后任解放军文艺出版社总编辑、社长，总政治部文化部
部长，中国作家协会理事、主席团成员，中国文艺界联合会副主席等职，获中央军委颁发的胜利功勋
荣誉章。
作品曾分获第一、二届全国优秀诗集一等奖，首届鲁迅文学奖，首届郭沫若诗歌奖，第四届国家图书
奖及中宣部第七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首届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奖一等奖，另有多部诗
集和组诗获过多种奖项。
有多部研究他诗作的学术专著问世。
1982年和1984年，他曾两次参加中美作家会议，并应邀访问过亚非拉美欧等许多国家，有多部诗集和
组诗被译成多国文字出版和发表。
 李瑛的杰出的诗才源于家乡水土的滋养。
他于1926年12月出生于河北省丰润县这个物宝天华、地灵人杰的地方。
清亮甘甜的还乡河的河水、坦荡无垠的冀东平原的沃土，培养了他创作的天资灵性，给予了他丰厚的
创作资源。
在上中学时，他常常饿着肚子读书，甚至冬天连袜子也买不起，却对创作充满激情。
他和同学一起组织了“田园文艺社”，创作了许多以家乡田园生活为审美对象的诗歌。
1942年春，在他十六岁的时候，首次发表了自己的诗作《播谷鸟的故事》。
父母被他坚定执着的创作精神所打动，卖了粮食，资助他和同学共同出版了诗歌合集《石城底的青苗
》。
他没有因为缺吃少穿的贫困生活而减退写诗的兴趣，国难当头更激发了他强烈的爱国热情。
由于他思想激进，被学校认为“思想不良”，高中尚未毕业便被开除了。
两年后，他怀着朦胧的革命理想和救国救民的宏大志愿，毅然离开家乡，投考到了北大中文系。
在北大，他在“吃窝头食堂”就餐，生活非常艰苦，但仍积极创作。
在四年的大学生活中，他的老师沈从文和冯至等给了他很大的帮助，也使得他的诗作有了很大的提升
。
在这里，他接触到了党的地下组织，一边读书创作，一边投身学生运动。
所以北平一解放，他就投笔从戎，随大军南下，参加了渡江战役，又一路南下到武汉、广州，后来又
参加了进军广西和解放海南岛的渡海作战的战斗。
也就是在这个时期，他写下了第一本诗集《野战诗集》。
而后又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
在枪林弹雨的战场上，他经受了血与火的洗礼，生与死的考验；在浓烟弥漫的坑道掩体里，他点着煤
油灯，用罐头盒上的纸写出了《战场上的节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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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滦河作家论》是国内第一部全面、系统地评论滦河现当代作家的文学评论专著，具有原创性和开拓
性的意义，是一部不可多得的内容丰富的文学与史学相结合的著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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