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守望文学的天空>>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守望文学的天空>>

13位ISBN编号：9787506347815

10位ISBN编号：7506347814

出版时间：2009-7

出版时间：作家出版社

作者：梁鸿鹰

页数：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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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守望文学的天空>>

内容概要

《守望文学的天空》主要内容包括：写在前面：为什么是文学？
第一辑 文化原创力问题琐谈、改革开放和文学疆域的新拓展、激变与突围、我们理应对文学的明天持
乐观态度、关于中国文学现状的答问、文艺评论与媒体：依存与互动、文艺批评应与普通读者的意见
不谋而合、文艺副刊：值得期待的明天、观潮六论、文思片羽十三篇、第二辑 张天翼是文学的骄傲、
反腐败题材文学创作：态势与思考、构筑报告文学作为时代进步号角的文体功能&mdash;&mdash;何建
明的报告文学创作、我们应该拥有什么样的西部文学？
、四川文学与西部文学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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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鸿鹰，1962年6月生于内蒙古磴口县。
1985年毕业于内蒙古大学汉语系，获文学学士学位。
1985年至1987年在内蒙古大学汉语系任教。
1987年考入南开大学中文系读世界文学专业研究生，1990年获硕士学位。
1990年至今，在某机关就职。
2006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
出版译作《圣经中的犹太行迹》（J&middot;B&middot;加百尔，上海三联书店，1991年，学术专著，合
作）、《阿西莫夫诠释人类万年》（艾萨克&middot;阿西莫夫，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7年，历史著
作）、《致命的冒险》（玛蒂纳&middot;考尔，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9年）等。
发表文艺评论文章若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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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长篇小说：在走向厚重与成熟的道路上第三辑智慧而质朴的艺术创造&mdash;&mdash;铁凝的长篇小
说《笨花》我们都生活在改革开放带来的命运里&mdash;&mdash;陆天明的长篇小说《命运》华美的转
身与坚实的探索&mdash;&mdash;刘醒龙的长篇小说《圣天门口》为着我们的未来与希
望&mdash;&mdash;黄传会的报告文学《为了那渴望的目光》写&ldquo;让思想充满温度&rdquo;的篇
章&mdash;&mdash;王宏甲的散文集《让自己诞生》见证历史与生命的光尘&mdash;&mdash;杜逵的诗集
《光的落尘》内在的光彩让人倾倒&mdash;&mdash;刘家科的散文集《乡村记忆》战争较量的是什
么&mdash;&mdash;徐贵祥的长篇小说《八月桂花遍地开》在行进与怀想之间&mdash;&mdash;黄亚洲的
诗集《行吟长征路》澎湃着家国之爱的热情叙事&mdash;&mdash;王霞的长篇小说《家国天下》现实表
达与历史情怀&mdash;&mdash;徐剑的报告文学《东方哈达》在沉重的话题面前&mdash;&mdash;孙惠芬
的中篇小说《民工》诗意地栖居是个大题目&mdash;&mdash;红柯的长篇小说《乌尔禾》今天的部队生
活该如何表现&mdash;&mdash;方南江的长篇小说《中国近卫军》《风声》也是主旋律&mdash;&mdash;
麦家的小说《风声》一座炮楼和六个人的&ldquo;零&rdquo;&mdash;&mdash;张者的长篇小说《零炮楼
》百炼修得绕指柔&mdash;&mdash;邓九刚的长篇小说《大盛魁商号》普通人也是英雄&mdash;&mdash;
陈昌平的中篇小说《英雄》提倡接地气的文字&mdash;&mdash;郑彦英的散文集《风行水上》一次动情
的心灵感悟&mdash;&mdash;李西岳的报告文学《大国不屈》乌拉特，你的生动厚重我记
得&mdash;&mdash;卫庶的手记《乌拉特原生态调查》产业工人的沧桑风华&mdash;&mdash;肖克凡的长
篇小说《机器》报告与纪实的力量女作家作品评论一束乡土小说评论小辑一个县官心中和笔下的百
姓&mdash;&mdash;宗满德的手记《村情》小说的天空（三则）小作家的活力不可小视洋溢诗史精神意
蕴的写作&mdash;&mdash;刘忠华的长篇纪实诗《甲申印度洋祭》以史为鉴赋和谐&mdash;&mdash;程扬
的论著《中国社会和谐史鉴》带着希望上路吧&mdash;&mdash;电视纪录片《迁徙的人》以文学的记忆
弘扬长征精神&mdash;&mdash;文献电视片《红旗飘飘&mdash;&mdash;长征文学风采录》附：波士顿的
书香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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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文化原创力问题琐谈创新乃文化之灵魂，提高原创力是时代大势所趋。
伟大的民族必定善于创造、勇于开拓，经济与文化，概莫例外。
提高原创力，是当今文艺创作最急迫的任务。
原创力决定影响力。
独特而富于创见，不仅是人类一切优秀文化遗产的鲜明标志，而且是所有文学艺术的生命所系。
在文化发展的长河中，超越前人一直是文学艺术家的不懈追求，创新形式内容始终是各文艺门类永不
停歇的目标。
锻造独特，是推动文化艺术进步的永恒旋律。
彰显创意，为自立于世界文化之林的重要保证。
不断为提升文化原创力而努力，乃当代文化艺术工作者之神圣使命。
当前，我国文化艺术领域已呈现出千帆竞发、百舸争流的良好态势，但总体看，文化原创理念迸发不
足、原创力水平不高、有影响的原创成果不丰富等问题依然存在，影响了文艺创作的进一步发展。
文化艺术领域的模仿、跟风、复制，往往一波未平，一潮又起，创作主体的某些思维惰性，往往限制
着想象，一些人乐于在古人开辟的天地里找灵感、一些人习惯于沿着外国创意的路子思考问题，反映
了创意认知的肤浅。
同时，文化体制的不灵活，制约着创新的延伸，文化机制的僵化，阻隔着创意的生长。
正如不少学者指出的那样，原创力疲软、原创力实践低迷，直接威胁着文化艺术的进步，相当程度上
影响着我们民族精神文化创造的质量与水准。
在文化与经济、政治相互交融程度不断加深的当今时代，文化作为国家核心竞争力不可分割的因素，
日益显示出极端重要的意义。
原创力决定影响力，不能在内容、形式上的独树一帜，就不能形成文化艺术的核心竞争力，不能在世
界文艺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不能在观念、方法上独辟蹊径，就无以打造出真正对世界造成巨大影响的文化艺术精品，提高文化软
实力，文化原创力必须得到大力提升。
从这个意义上讲，或许&ldquo;原创力焦虑&rdquo;有助于人们走向变革、实现超越，焕发出文化新的
光彩。
生活乃原创力之源。
正如任何创造都不是凭空产生的，每个时代的文化原创必来自生活，每个作家艺术家的可贵超越必得
自多彩社会实践的厚赠。
无限丰富的现实生活为作家艺术家开辟了翱翔于无尽素材和题材空间的可能；时代前行的步履为艺术
创新提供了堪称丰沛的灵感源泉。
正如不能想象一个离开具体现实社会土壤的人，能够具备构筑人类精神世界的胆识与才智一样，我们
也难以设想一个自外于时代潮流、甚至不愿蹚过现实生活之河的人，会洞悉社会的丰富复杂，为艺术
的进步增添新元素。
现实社会生活的瞬息万变对作家、艺术家的刺激、影响无疑是文化原创的重要推动力。
历数文学史上那些极富创意的精彩篇章、那些艺术长河中千百年历久弥新的佳作，无不得自现实生活
的激发。
无论是杜甫的&ldquo;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rdquo;，还是李白的&ldquo;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
是蓬蒿人&rdquo;，都是特定时代情势的结晶。
为什么&ldquo;文章憎命达&rdquo;、&ldquo;诗穷然后工&rdquo;？
又为什么&ldquo;文王拘而演周易&rdquo;？
说到底，一篇在内容形式上超越前人的杰作，一部为人们提供了独特审美感受的作品，必然分娩于社
会现实对作家、艺术家强烈撞击的阵痛之中。
大思想家、大作家、大艺术家不平凡的人生经历是原创之作的重要来源。
因为，他们自身经历的传奇性、丰富性，更加典型地汇聚和折射着时代生活的多元性、复杂性，蕴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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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文化创造的多种因素，也更易于促使文化创造力的迸发，这从另一个方面说明文化大家与社会生活
潮流不可分割的关系。
我们还更多地看到，与时代发展的大趋势相比，个人生活无论怎么说都是狭隘的、有着很大的局限性
。
那些富于原创力的要素，往往需要从沸腾的现实生活中去捕捉，因此，不少大作家、大艺术家会主动
挣脱个人生活的藩篱，满怀热情地投入到时代的洪流中去，在别人未亲历的第一手创作素材中掘得灵
感和激情之金。
应该说，当前我国文艺创作题材领域还有待拓展，作家、艺术家对诸如财经、科技、教育、医疗、体
育等领域的深入展现尚显不足，对工业、农业、国防等经济前沿领域有影响、富于创意的表达还很不
够。
事实上，我们的国家每时每刻都在发生巨大变化，那些随时让人产生独特体验和感受的无边生猪，正
等待着文艺家的深情拥抱。
原创力亟须情怀与眼光。
文化原创力是本土历史文化创造性的延伸，是对世界文明成果的继承与超越。
我们民族有着足令人骄傲的五千年悠久历史，随着历史长河的奔流不息，祖先为我们积淀起深厚的传
统，留下无比丰厚的资源。
提高文化原创力要有足够的本土情怀，如果说脱离广阔的当代社会生活注定会走到死胡同，背弃深厚
的文化传统更无异于缘木求鱼。
眼光也是生产力。
&ldquo;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rdquo;，在世界政治、经济、文化日益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时代，有
效提升创新能力，增强中华文化在全球的影响，必须具有放眼世界的开阔视野，这就要求我们的文化
艺术工作者，加深知识积累、智慧储备，努力站在世界政治、经济、科技发展变革的潮流前端，站在
国际文化发展的前沿审视、衡量我们的文化，既倍加珍视我们文化的特质、优势，也清醒认识差距和
不足，在更高的起点上、更高的水平上提升原创力。
尊重和敬畏历史文化传统是原创力提升的又一前提。
在失去理智的蒙昧年代里，我们曾经数祖忘典，将传统文化当作封建糟粕弃之如敝履，这种在传统上
、文化上的彻底断裂和背叛，导致了全社会精神生活陷入单调、呆板和平庸。
而在国门大开、西风日盛以后的一段时间里，又有不少人开始转向追捧外来的一切，观念引进、思想
舶来，一度成为文化主流时尚，人们在&ldquo;欧风美雨&rdquo;的熏染下，渐渐失去了对自己传统的
应有尊重。
在文化艺术的创造中，大多倾向于从西方舶来的资源中寻找根据，而拒绝从我们自己的文化土壤里吸
收养分，这种倾向在进一步的文化发展中需要得到根本扭转。
深入发掘、利用本土历史文化资源，广泛吸收世界一切有益文化成果，是实现文化原创力提升的必由
之路。
我国绚丽迷人的民族民间文化、博大精深的历史文化资源、多姿多彩的革命文化资源，我国文史典籍
之汗牛充栋、神话传说故事史诗之浩如烟海、古往今来文学艺术成果之丰富璀璨，多少年来昭示着我
们，无论是天马行空的想象，还是巧夺天工的架构，在我们的文化遗传中均不乏渊源与范例，深入开
掘必有效助力于我国文化的超越与飞升。
这样的实践，与以海纳百川的胸怀，广泛吸收世界各国文化遗产的合理成分，大胆借鉴不同民族创新
的手段、创新的思路有机结合起来，必将使创新才华得以充分涌流，使锻造原创作品的热情得到更大
激发。
2008年改革开放和文学疆域的新拓展文学是改革开放的直接受惠者，同时也是改革开放的积极推动者
、摇旗呐喊者。
当文坛巨匠郭沫若在全国科学大会上高呼&ldquo;科学的春天已经到来&rdquo;的时候，实际上，文学
创作破冰启航、昂然竞发，早就以其勃勃的生机浓重地点染了我们这个重新苏醒的国度的无边春色。
随着&ldquo;文革&rdquo;结束，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整个社会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大解放、大
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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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八十年代前后，昔日被冰冻起来的作家逐渐走向文坛，被新的社会氛围鼓舞起来的青年作者初
露锋芒，一个思想解放、文学生产力解放和文学创作生机解放的局面很快形成。
当时的社会思潮、社会氛围、社会呼声，都是那样渴盼着文学的出场，那些推动着社会发展、带动着
文化进步的元素，一个个潮起潮落，此起彼伏，为文学创作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大好机遇与条件。
此时作家倾诉的需求与人们阅读的渴望，如此完美地相契合，在中国现当代文化史上并不多见。
那真正是个需要文学森林，又生长了文学森林的时代，是个需要文学巨人，又成长了文学巨人的时代
。
思想解放运动直接推动文化观念的大解放，破除&ldquo;两个凡是&rdquo;，深入进行&ldquo;实践是检
验真理的唯一标准&rdquo;的大讨论，把全社会从僵化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更对文学的生长产生了最为
直接的影响，思想解放所直接推动的文学巨大进步引起全社会瞩目。
从专制文化的禁锢中走出来的作家们，渐渐把阶级斗争模式甩在后边，远离文学为政治服务的急功近
利，摈弃文学紧密配合现实政治任务需要的观念，在更为深广的现实素材中挖掘鲜活的题材。
没有人再戴着&ldquo;阶级斗争&rdquo;的眼镜去观察生活，也不再从当下的政治号召中找寻主题的皈
依。
从噩梦中醒来的人们，更愿意直接面对过去的伤痛，反思自己走过的艰难步履，拿起笔来一吐为快，
书写过去留下的伤痕和苦难，痛悼青春年华的逝去，伤痕文字、知青文学、反思文学迅速成为创作主
导潮流。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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