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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作家进人大”之贾平凹长篇小说《古炉》研讨会圆满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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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文/张书群 图/新闻中心 潘成敏

  1月9日，由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当代文艺思潮研究所主办的“著名作家进人大”系列活动之

二“贾平凹长篇小说《古炉》研讨会”在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召开。中国人民大学党委副书记马俊杰教授、文学

院院长孙郁教授、文学院程光炜教授、姚丹副教授、杨庆祥博士以及来自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等高校的博士

研究生、硕士研究生近100多人参加了此次研讨会。会议由作家阎连科主持。 

 

  马俊杰教授代表学校热烈欢迎贾平凹先生的研讨会如期在人大召开，并向贾平凹先生赠送了人大校徽。 

        与会者高度评价了贾平凹在文学创作上取得的新成就，肯定了其倾心打造的新作《古炉》的文学价值与突破

性意义。孙郁教授从贾平凹与孙犁、汪曾祺等前辈作家的文风异同出发，分析了贾平凹文风的独创性。程光炜教

授则结合学界对贾平凹小说的研究现状谈到贾平凹小说好看但不好评论；同时，程光炜教授还从自我的情感体验

与“文革”记忆出发，指出当代文学处理的“文革”多是城市层面上的“文革”，但是《古炉》处理的是一个乡



村的“文革”，因此具有重要的意义。作家阎连科认为很多评论家注意到贾平凹小说中现实主义、古典性的因

素，但是都忽视了其作品中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即现代性的东西。姚丹副教授指出新时期以来关于“文革”的叙述

呈现为多样化的样态，但《古炉》却以农村的日常状态、农村的生活来写“文革”，这还是第一次看到。杨庆祥

博士指出《古炉》实际上是在写一个非现代意义上的故事，是一种非时间性的写作，在时代巨大的变化面前，把

生活中的不动固定了下来。因此，贾平凹是一个生活在现代的“古典写作者”，作家多是用一种同情的眼光、一

种很平实的视角来描写人物，所以每个人物都写得非常鲜活、富于人性。杨晓帆则指出，《古炉》中的“文革书

写”不仅是历史时间上的写作，而且“古炉”也是中国本身的隐喻。与伤痕小说中知识分子式的“文革记忆”相

比，空间上的底层“文革叙事”是一个比较新颖的视角。  

  贾平凹结合自己的创作体验与批评家进行了互动。他谈到，“文革”是他一生中最刻骨铭心的记忆，但是经

过了五十多年后对“文革”有了全新的认识。 “文革”在《古炉》中只是一种背景，虽然“文革”是从上层爆

发，但由于自己不了解上层，所以只好从低层写起。《古炉》大量写了人与人的仇恨，因为“文革”就是人性恶

的一种总爆发。同时，贾平凹还谈到，为了确保人物的鲜活生动，所以不想把故事性写得太强，写作时总是尽量

要去呈现生活，写大量的细节。在历史价值评判上，他认为自己不太喜欢在文学中作历史判断，主要致力于呈现

人物的实际生活状态，从而把道德价值评判隐含其中。最后他感谢中国人民大学举办了这么一次有深度有价值的

研讨会，并祝愿“著名作家进人大”系列活动越办越好。 

  （编辑：成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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