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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抗美援朝战争胜利 70 周年。
对那段峥嵘岁月，文学史留下了怎样的
记录？你是否好奇作家如何在战场创
作？由中国作家协会主办、中国现代文
学馆承办的“坐标——中国现代文学馆
馆藏革命文物特展”为我们提供了回望
历史的机会，展览以作家的独特视角和真
实经历向观众重现那段刻骨铭心的记忆。

特展还原历史记忆

参观过程中，令人感触最深的是，
魏巍、巴金、陆柱国、林杉、黄谷柳、
李蕤、舒群……一位位作家前赴后继奔
赴抗美援朝战争前线，他们用日记、小
说、剧作、照片呈现中国人民志愿军的真
实军旅生活和中朝人民之间的真挚情感。

展览现场，《谁是最可爱的人》 手稿
引人关注。作家魏巍从朝鲜战场归来后
创作的这篇报告文学，1951 年 4 月 11 日
在 《人民日报》 刊登，后入选中学语文
课本。细心的观众会发现，手稿首段的
一句话经过两次修改，从最初的“但我
首先想告诉你们的”到终稿的“但我最
急于想告诉你们的”，修改过程充分展现
了魏巍向祖国人民讲述志愿军无畏精神
和高尚品格的迫切心情。

巴金的 《赴朝日记》 手稿写在极小
的日记本上，只有巴掌大。中国现代文
学馆展览部副主任王雪介绍，这是为了
能将本子放入衣兜，便于在战地随时随
地记录。《赴朝日记》 手稿记录了这样一
件小事：一位朝鲜老太太用木盘装了9个
桃子送给巴金和战士们吃，他们连连谢
绝，老太太诚恳地用朝鲜语说，“朝鲜人
民和中国人民是一家”。时隔多年，看着
巴金在日记中手写的朝鲜文，今天的参
观者依然能从中感受到温暖。

此外，展览还展出了萧三 《毛泽东
同志的青少年时代和初期革命活动》《抗

日军政大学》《在枣园过年》 三部著作的
手稿、巴金 《团圆》 手稿复制件、陆柱
国长篇小说 《上甘岭》 油印修改稿、林
杉等人的 《上甘岭》 电影剧本以及黄谷
柳两次赴朝拍摄的朝鲜战地写真等233件
文物，分5个单元展陈。

中国作协副主席、中国现代文学馆
馆长李敬泽说：“展览定名为‘坐标’，
必然要从精神层面为我们指引前行的方
向。弘扬伟大抗美援朝精神，不仅要讲
好英雄故事，更要展现英雄是怎样被书
写、被记忆的。”

此次特展还设有多个互动环节，包
括 《谁是最可爱的人》 立体活动书页、

《英雄儿女》 大幅翻页连环画等，增强观
众观展趣味性。现场还复原了巴金故居
二楼书房，真实呈现了巴金创作 《团
圆》时的场景，打造沉浸式观展体验。

活化利用馆藏资源

办展览，是中国现代文学馆活化利
用馆藏文物的主要途径。该馆常务副馆
长王军介绍，“坐标——中国现代文学馆
馆藏革命文物特展”的一大特殊之处就
在于，展出的绝大部分资料都是作家深
入一线写作和拍摄的。“作家上前线，留
下了大量珍贵资料，如日记、笔记、访谈、
照片等，定格下他们独特的观察视角。”

此次展出的革命文物只是中国现代
文学馆近 90 万件馆藏文物中的冰山一
角。76.35 万件图书报刊、3.57 万件手
稿、4.78万件书信……这些宝贵的历史资
料和文学档案在这里永久留存，离不开
中国现代文学馆筹建者、工作者的努力
和作家及其家属们的无私奉献。

“唐弢文库”是中国现代文学馆的重
要馆藏。1992 年，著名作家、鲁迅研究
专家唐弢去世，时任中国现代文学馆名
誉馆长的巴金给唐弢夫人沈絜云写了一

封信，信里说：中
国现代文学馆要是
有了唐弢先生的藏
书，就有了现代文
学 一 半 重 要 的 书
籍。这句话打动了
沈絜云，她于 2000
年将唐弢所藏4万余
册珍贵书刊悉数捐
赠给中国现代文学
馆，其中就包括鲁
迅生前亲自编选的

《凯绥·柯勒惠支版
画选集》，该书国内
仅存10本。

中 国 现 代 文 学
馆还藏有茅盾长篇
小 说 《 子 夜 》 手

稿、沈从文随笔 《跑龙套》 手稿、老舍
长篇小说 《四世同堂》 手稿、罗广斌和
杨益言的长篇小说 《红岩》 手稿、曲波
长篇小说 《林海雪原》 残余手稿等众多
珍贵藏品。中国现代文学馆还于今年收
藏了台湾作家陈映真、绿蒂、张晓风、
上官鼎的手稿、藏书、笔记等资料。

中国现代文学馆的纸质资料储存
条件优越，但工作人员们并不满足于
让这些宝贝待在恒温恒湿的库房。“捐
赠者给我们这么多自己的手稿、书信
藏 品 ， 并 非 只 是 想 把 它 们 搬 进 库 房 ，
而是希望能借助中国现代文学馆这个平
台，最大程度发挥其宣传、教育、研
究、开发价值。”

今年以来，中国现代文学馆通过开
发文创产品、开设党建与学校第二课
堂，致力于让馆藏文物走出库房，真正

“活起来”。同时，进一步发挥馆藏研究
力量，通过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中国现代文学馆馆藏文物文献研究》 等
刊物发表和普及学术研究成果，吸引研
学团体、文学爱好者关注文献手稿领域。

拥抱数字化时代

中国现代文学馆自 1985 年成立以来
已有近 40 年历史，不仅兼具图书馆、资
料馆、档案馆、博物馆等多种功能，还
承担着保护和管理北京后圆恩寺胡同 13
号茅盾故居的职责。巴金、孔罗荪、冰
心、叶圣陶等作家都为中国现代文学馆
的筹备建立和丰富馆藏作出了巨大贡
献。可以说，中国现代文学馆是一座拥
有浓厚历史文化底蕴的展览馆。

步入数字化时代后，包括文学馆在
内的各类博物馆面临新任务、新挑战，
如何将文学馆打造成“人气活跃的文学

现场，让人敬重的文学阵地，数字赋能
文学的靓丽窗口”，成为一道重要课题。

文学藏品数字化是发挥藏品时代价
值的有效手段之一。王军介绍：“近年
来，我馆致力于增强公共文化数字内容
的供给能力。截至目前，已完成约 9.27
万件藏品的数字化工作，其中包括 2.2万
件手稿，涉及作家4000余位。”

藏品数字化之后，将其以新颖有趣
的形式呈现给大众，更需要创新精神。
在巴金诞辰 115 周年之际，“巴金故居”
公众号为配合主题展 《温暖的友情——
巴金与友朋往来手札展》 的宣传，发布
了原创微信推送“巴金朋友圈的悄悄
话”，将巴金与鲁迅、臧克家、叶圣陶等
10 多位朋友之间的通信以微信朋友圈的
形式呈现，让读者拥有超越时空的奇妙
阅读体验。

依托新媒体平台的文学类节目，也
成为数字化时代文学馆焕新的途径。比
如，中国现代文学馆和腾讯合作打造的
人文漫谈类节目 《文学馆之夜》，从文学
经典出发，以藏品为媒，借作家之口，
探讨今天中国人的生活。节目第一季共7
期，首期节目播放量即超800万。谈及节
目制作的初衷，李敬泽说：“无穷的远
方、无数的人们都与文学有关，文学也
要努力走向无穷的远方和无数的人们，

《文学馆之夜》就是这样一种尝试。”
作为全国文学馆联盟的首届理事长

单位，中国现代文学馆制定了支持和帮
助全国各地文学馆发展的计划。王军表
示，该馆将邀请地方各文学馆工作人员
前 来 培 训 ， 共 商 文 学 馆 的 功 能 定 位 、
发展前景、资金渠道、公共服务等工
作 。“ 全 国 文 学 馆 联 盟 需 要 做 的 事 很
多，我相信文学馆未来的发展前景会
越来越开阔。”

本报电 （记者张鹏禹）
文学内刊是联系基层作者的
重要文学阵地，许多知名作
家的文学创作之路都是从文
学内刊起步的。为进一步发
挥好文学内刊覆盖广泛、形
式灵活、贴近群众的天然优
势，助力文学内刊发掘更多
有活力、有潜力的作者，由
中国作家出版集团主办、中
国作家网承办的 2023 年全国
文学内刊工作会议8月2日在
河南省洛阳市栾川县举行。
来自全国各地的 38 家文学内
刊主编、骨干编辑齐聚一堂，
共话文学内刊高质量发展。

中国作协党组成员、副
主席、书记处书记、中国作
家出版集团管委会主任吴义
勤在致辞中说：文学内刊是
扎根、活跃于基层的文学生
力 军 ， 与 全 国 文 学 期 刊 一
道，构成了中国当代文学蔚
为壮观、错落有致的发表园
地。文学内刊同时也担负着
繁荣地区文学的责任，是维护地方文学生态的重要阵
地。中国作协“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是面向全
社会的文学号召，我们期待能发现和培育一批基层文
学新生力量，让更多山乡人写山乡巨变。

湖北省文联名誉主席、《芳草》杂志主编刘醒龙回
顾了自己早年的写作之路。他曾是内刊编辑，也是有
幸从内刊走出来的作者。他回忆，一本薄薄的油印杂
志，没有装帧与设计，一年四期，虽然都是日常习
作，关注度也不高，但饱含作者对文学纯粹而炽烈的
追求。后来他从县里调到内刊 《赤壁》 做文学编辑，
有时为了去见作者，需要跋山涉水，乘汽车到山脚
下，再扛着自行车往上爬，天黑了就中途找农家借
宿。“虽然累，但文学爱好者们亲密无间，对文学无比
赤诚。”同时他感叹，很多内刊的作品质量并不亚于文
学大刊，“有文学内刊在，有不辞辛劳的办刊人在，是中
国文学的一件幸事。”

工作会上向新增补为全国文学报刊联盟内刊委员
会的理事单位 《荷花淀》《秦都》《群岛》《温州文学》

《红棉》颁发了证书，并举行了2023年文学内刊优秀作
品颁奖仪式。

据了解，自 2018 年至今，全国文学内刊工作会
议共举办 4 次。2020 年，中国作家出版集团在全国文
学报刊联盟优秀编辑奖评选中，增设了优秀内刊文学
编辑奖；2021年，全国文学报刊联盟下设文学内刊委
员会，19家文学内刊成为首批理事单位；今年，中国
作家网面向驻站内刊发起优秀作品征集评奖，未来还
将逐步建立文学内刊工作长效机制，鼓励办刊热情，
促进刊物交流。

本报电（董世捷） 作家阿来曾说，行走与写作是
他的宿命，于是有了这部行走笔记《西高地行记》。作
为阿来的最新散文集，该书收录作家 2011年后创作的
9 篇长散文，包括 《故乡春天记》《嘉绒记》《贡嘎山
记》 等，留下作者行走四川、西藏、云南、贵州、甘
肃等地途中，对自然的观察和对历史、文化以及人生
的思考。

《西高地行记》的每一篇文章都是立体的，这种立
体不仅体现在阿来的笔力之厚重，更体现在其内容之
多维。阅读 《西高地行记》 里的一字一句，仿佛跟随
阿来走进藏地。他写大地、星光、山口，写银环蛇、
野人、鱼、马，也写群山和各种各样的自然之声，在
无形之中增添了读者在地质学、生物学、植物学等方
面的知识储备。阿来说：“我们在大地上行走，首先需
要下功夫了解它的地理史、文化史，知道这些生命体
的名字，才能书写这片大地。”《西高地行记》 堪称作
家献给藏地、献给自然的崇高礼赞。

在行走中，阿来不仅看见了天地的广阔与雄伟，
也在自然的一草一木一枯荣中生发出对万事万物的思
考，捡拾起在人类历史长河中遗留至今的诗意与沧
桑。《山南记》一篇中，阿来“在这山上看见那么多正
在开放的花朵，以此看到了生态脆弱的高山草甸还生
机勃勃”，由此“想起人类文明的消长与命运”，想起
美国人利奥波德所说的“像山一样思考”。在 《武威
记》 一篇中，阿来行走在河西走廊，时常想起《凉州乐
歌》《凉州馆中与诸判官夜集》等古诗，过去与现实仿佛
借由这些咏叹之声得以连通。阿来称自己为“自然之
子”，凭借常年行走于自然的经历，他的笔端流淌出别具
一格的文学世界以及文学之外更加辽阔的旷野高山。

作家卢一萍读过此书后感叹：“我认为《西高地行
记》 有一种在温暖、悲悯之上的神圣感。果洛藏族自
治州、玉树藏族自治州、山南市、武威市、丽江市，
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马尔康市、绵阳市平武县以及嘉
绒藏区，构成了一个个文学高地。”他认为，《西高地
行记》是阿来“像山一样思考”的结晶。

“阿来之于中国文学的重要意义，不仅在于他有力
拓宽了文学表达的疆域，更重要的是他以自己的方式
为中国文学建立起一种超越性。这种超越性让文学脱
离了世俗的庸常和浅薄，真正地立了起来。”评论家谢
有顺说。

青年作家宗城的随笔集 《至少还有
文学》（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以客观的
笔调、细腻的情感，对 30 余位中外作家
进行评传式解读，运用横纵对比的写法
让一众困惑读者的疑问迎刃而解。通读
全书会发现，文学和生活紧密相连，它
本就是生活的一部分。

本书解读的诸位作家无一不是个性

独具又名垂文学史的名家。按说他们多
拥有不止一本传记，想要写出新意难度
很大。这本书的可贵之处在于，作者采
用的是评传手法，而不是写这些作家从
出生到死亡的完整一生。作者提炼出作
家生活与创作的连接点，深入作家心
灵，寻找作品的诞生与作家命运的关
联。书中对菲茨杰拉德的书写令人印象
深刻。宗城以“1907 到 1919”“1920 到
1929”“1930到 1940”三个时间段来刻画
人物。这种划分，不仅暗合美国社会发
展，更是菲茨杰拉德创作与生活的三个
重要阶段。此外，作者牢牢抓住生活与
文学的紧密联系，对深刻影响菲茨杰拉
德的女性进行了精彩讲述。菲茨杰拉德

的初恋女友姞内瓦出身豪门，与平民菲
茨杰拉德门不当户不对。遭到女友父亲
坚决反对后，二人最终分手。关注到菲
茨杰拉德这一深刻的心灵体验，作者解
读说：“菲茨杰拉德始终铭记那个夏天，
他在往后的小说里，在黛西、格洛丽
亚、琼斯、罗斯玛丽这些女人身上，一
次次重复姞内瓦给予他的欢乐和感伤，
尽管他对此长期否认。”

宗城的书写采取平视视角，他绝不
一味唱赞歌，而是在客观讲述作家人生
高光时刻的同时，也直陈他们或众所皆
知或鲜为人知的不足。比如作者认为，
太宰治对太田静子的抄袭主要有两处，
一是“生而为人，我很抱歉”这一名

句，二是“在新小说一筹莫展，又被太
田静子的日记深深吸引后，在威逼利诱
下，他公然把她的日记作为 《斜阳》 的
底本，稍作修改后拿来发表”。即便这种
类似剽窃的行为得到了后者允许，但宗
城依然认为，不能忽视原作者被遮蔽的
光辉。他的批评是客观节制的：“今人礼
赞太宰治的才华，也应正视那些才华背
后的真正贡献者，至少，出版社所能做的，
是在《斜阳》的书封上，不只署上太宰治的
名字，也让这本书的另一位作者——太田
静子，回到她理应站在的位置。”

通过这种平视书写，我们对这些名
家名作有了更深入的认识。而宗城的书
写也如他自己所说，“没有采用教条的学
院分析式话语，而是试图在‘学理性’
和‘可读性’之间找到平衡，把作家们
的作品和故事更生动地展现出来。”得益
于宗城扎实的案头工作、深入肌理的阅
读以及横纵对比的灵活写法，一众作品
的精髓在书中被娓娓道来。

文献研究，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的基础工作和重要基石。为深化和拓展
中国现当代文学文献学研究，近日，由
山东大学文学院、山东大学人文社科研
究院主办的“中国现当代文学文献学研
究的问题与方法”学术研讨会在山东大
学举行。来自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
学、武汉大学、南京大学、中国现代文
学馆、人民文学出版社等单位的百余位
专家学者出席。

本次研讨会分大会主题发言、小组

讨论和会议总结等单元，对中国现当代
文学文献学的新材料、新观点和新方法
进行了深度讨论，内容涉及作家笔名、
书信、日记、作品版本、研究资料、年
谱、文学期刊、报纸副刊、档案、数字
文献、集外文、回忆录、手稿、底本、
生平史料等方面。会议论文汇为两大
册，计80余万字。

开幕式上，山东大学校长助理、山
东大学本科生院院长曹现强提到，山东
大学中文学科素有重视文献的传统，此

次研讨会的举办具有赓续传统、传承学
脉的意味，同时也是助力学科发展的重
要举措。中国古典文献学研究专家、山
东大学文学院院长杜泽逊认为，中国现
当代文学文献学与古典文献学有一脉相
承的关系，现当代文学文献的收集、整
理、研究应进一步加强。李怡、魏建、
郭娟、黄发有等专家学者也结合各自研
究领域做了发言。

大会主题发言阶段，陈子善、黄万
华、程光炜、沈卫威、高玉、方长安、
王风、张均等学者分享了研究心得。陈
子善围绕姜德明书话与中国现代文学文
献学之间的关系做了介绍，并强调应重
视民间非专业学者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研
究的贡献；黄万华立足多年来对海外华
文文学研究的经验，对多重史料视域下

现当代文学史的建构提出了自己的看
法；程光炜分享了几则邓友梅集外文，
并对这些材料的独特意义与价值予以阐
释；沈卫威介绍了自己在中国第二历史
档案馆的相关工作与发现，重点介绍了
对郭沫若未刊信函102封的释读。

与会专家认为，从事中国现当代文
学研究，首先要有扎实、厚重且独立的
史料准备。应当重视作家手稿、底本、
档案、域外文献等稀见文献的开掘和阐
释。同时注意对日记、书信等私人史料
进行辨伪和考证。随着媒介与网络技术
的革新，也应对史料进行数字化整理与
保存，关注数字文献研究。还有专家提
出，应结合文献的版本变异、具体语
境，与作家的文学观念相互参证，进而
推进文学史研究。

《西高地行记》：

用双脚丈量大地的辽阔

中国现代文学馆举办馆藏革命文物特展——

用文学锚定历史与未来的坐标
董世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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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大文学院举办学术研讨会——

倡议筑牢现当代文学研究的文献学根基
本报记者 张鹏禹

文学本就是生活的一部分
——读宗城《至少还有文学》

袁恒雷

《谁是最可爱的人》手稿 董世捷摄

“坐标——中国现代文学馆馆藏革命文物特展”展厅一角。 中国现代文学馆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