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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中国的版图上，由章水和贡水而汇于“赣”，又由赣之五河而汇于鄱阳湖，再由鄱阳湖而汇于
长江奔向大海，这是江西地理水域的自然流向。
经过几个月的辛勤努力，我们终于有了一套精神长河式的鸿篇巨制——十五卷册《江西六十年文学精
选》。
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套卷帙浩瀚的文学作品集，融汇了几代江西作家的心血，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六十周年之际喷薄而出。
文章彪炳，作家辈出，洋洋洒洒，蔚为大观。
　　六十年的江西文学，珍藏着江西人民的光荣记忆。
发生在江西大地上的革命斗争历史，为江西儿女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也为江西作家提供了得天独
厚的创作源泉。
可以说，正是因为拥有革命历史这座“富矿”，才造就了新中国的江西作家队伍，奠定了江西文学不
断繁荣发展的基础。
六十年来，革命历史题材创作纵贯江西文学的发展历程，并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里，“风景这边独好
”。
有着“红色情结”的江西作家，满怀珍视的情感，始终自觉地深入开掘这座“富矿”，从中汲取诗情
画意，提炼主题、情节和形象，生动表现了江西人民为新中国诞生所作出的巨大牺牲和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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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诞生在赣鄱大地上的江西当代文学，历经六十年发展历程，一如经历了沧桑巨变的大地已是锦山
绣水。
具有江西特色、江西风格、江西气派的传世之作，就在激情的笔端、就在眺望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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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老干部们的革命经历，也是非常丰富的。
因此，如何把这些深刻地记录了我们的革命历史、生动地反映了我国革命人民英雄主义的精神面貌的
真实事迹留存下来，这是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我以为，一部完整的回忆录作品，在思想内容上必须鲜明地体现毛泽东思想，正确地表述党的方针政
策，真实生动地描述党与群众的血肉关系，如此才能给人以巨大的思想鼓舞力量。
我以为，在大搞群众运动的同时，还必须加强领导和组织研究工作，使得整个革命回忆录的写作，都
能像《星火燎原》、《红色风暴》、《红色赣粤边》、《艰难的岁月》那样有组织、有计划地进行，
全面地、生动地反映我们革命历史每一阶段的真实面貌，表现出时代的真实、革命向前发展的真实，
照耀我们现在和未来的前进道路。
这样做，就更能增强革命回忆录的教育效果。
　　同时，更好地进行艺术加工，对回忆录作品来说也是很重要的。
整理者加工时应当着重在选择材料、安排情节、润饰文字等方面多下工夫。
而这也只有在深刻体会思想内容的情况下，才能做得好。
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说：“人类的社会生活虽是文学艺术的唯一源泉，虽是较之
后者有不可比拟的生动丰富的内容，但是人民还是不满足于前者而要求后者。
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虽然两者都是美，但是文艺作品中反映出来的生活却可以而且应该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
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l生。
”但是没有原料或半成品，就无从加工，所以要把加工过程和研究过程结合起来。
研究什么？
研究老干部所叙述’的时代的群众斗争形式、群众生活形式、群众的语言，这样才是从工农兵出发的
提高，才是沿着工农兵的方向的提高，才是群众所需要的提高。
提高就是要更好地向群众学习，向群众生活学习。
回忆录作品创作加工的提高，就是向老干部学习，就是认真研究老干部的一切生活斗争材料，然后才
有可能写出思想性、艺术性比较高的东西来。
我们有些作者，很想写出关于革命历史题材的长篇小说，那么好，如果认真研究一切有关革命史料，
认真阅读、研究大量的回忆录作品，亲自动手协助老干部整理革命斗争回忆录并认真向老干部学习，
长期深入群众斗争生活，彻底改造世界观，我们相信关于历史题材的长篇优秀作品，一定可以创作很
多。
应当说，现在写一部作品，比起过去要容易些。
过去没有什么群众文艺创作运动，现在有大量的群众文艺作品，供给我们好的营养，问题是要认真学
习，认真投入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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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对中国经验和江西记忆的思考与抒写，对江西历史和地域文化的回望与审视。
对时代精神和现实生活的描摹与提炼，对民间幸福和民间诉求的叙述与体悟。
　　检阅江西文学六十年的作家队伍，梳理江西文学六十年的发展脉络，品味江西文学六十年的创作
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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