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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为社会主义新农村放歌——作家畅谈农村改革发展和农村
题材创作

【作者】武翩翩 韩晓雪

  农民、农村和农业题材的作品在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始终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广大作家长期不断

地坚持深入农村生活，努力去发现农村农业新气象，农民新典型，反映农村改革开放新成就。新世纪

以来创作发表的不少农村题材作品，或反映今日农村全新的经济社会状况，或描写农民在新的时代背

景下投身改革建设的情况，展现新型农民的精神风貌，或有意探寻当代农民的新生活，关注城市农民

工群体，或表现在农村大变革时代传统文化面临的挑战……其中涌现出了一批深受读者欢迎和好评的

优秀作品。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使长期关注农村题材创作的作家十分振奋。“重视农村题材创作，

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文学的优良传统。”“文学在培育新农村‘文明乡风’方面，在满足

农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需求方面，在培养新型农民等方面均可以发挥重要作用。”近日，本报就学习

贯彻十七届三中全会精神、进一步繁荣农村题材创作问题采访了长期从事和关注农村题材创作的几位

作家、评论家。  

  作家蒋子龙近日刚推出了长篇小说《农民帝国》，这也是他酝酿了11年创作的第一部农村题材长

篇小说。作品关注中国农民在改革开放30年中面对市场经济的潮起潮落所经历的困惑与挣扎，不仅是

蒋子龙在创作题材上的重大跨越，更是他思考中国发展问题深化的结果。蒋子龙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

时说，农民的问题贯穿于中国数千年历史发展过程之中，农民是推动中国社会历史前进的一个重要动

力，他们的生存利益是很多重要事件的因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很多农民知道了如何脱贫，如何

发展经济，但是新的问题又不断涌现出来。只有直面这些新问题并努力解决它们，中国的改革才能顺

利地走下去。从这一点说，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作家何申谈到，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研究部署新形势下推动农村改革发展的重大问题，作出了一

系列重要决定，令全国人民兴奋，令广大农民兴奋，也令我这写乡村小说30年的作者兴奋。这些年，

我与乡村有着太深的情缘。记得30年前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吹响了改革开放的号角，而后打碎中

国人思想枷锁的重大举动，莫过于农村农业经营方法的变化了，即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制。那时我正在

承德地委党校当教员，一批批学员尽是全区数百乡镇的领导干部。其间一大风景线是学员分小组讨

论。那时没有会议室，讨论在宿舍里进行。老楼，木地板大缝子，一屋十来张床，被褥卷起，大家坐

在草垫子上说。许多人由此转变了观念，回去后大刀阔斧地开始了改革实践。当初是中国的乡村吹响

了改革的号角，而后有了城市的改革和发展。从这点讲，我们应该感谢乡村、感谢农民。随着改革开

放的深入，城市的迅速发展，又有新的问题出现了。城乡二元结构的长期存在，不仅使一些农民的生

活水平提升较慢，反使城乡差距在某些方面没有缩小，反倒扩大了。这很不利于整个社会的发展，也

最终会制约整个国民经济的增长。20年前，我写了《穷县》《穷乡》《穷人》等中篇小说，主要描写

处在贫困阶段的乡村，盼望仓里有粮食，手里有现钱的状况；10年前，我写《年前年后》《奔小康的

王老祥》《富起来的于四》等作品，描述解决了温饱的乡镇村庄和农民，盼望自己的日子过得更宽裕

更富足的心情。近年来，我写的《乡村无眠》《女乡长》《一县之长》等，则深深显现了乡村对城市

发展的羡慕与向往，还有城市、企业发展，企业对乡村不经意间的“伤害”，比如城市污水，企业废

物，还有滚滚烟尘。今天，当代农村人强烈希望乡村山青水秀，城乡变成一个整体，让广大农民同城

里人一样享受改革开放的成果。社会在发展，乡村在进步。当初我的小说中所描写的一些忧虑，如今

许多已得到解决。更让人高兴的是，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已使许多农民过上了和城里人一样的生

活。回顾30年来写的上百部农村题材中篇以及长篇、短篇小说，我感到，当下农民的要求和希望，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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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十七届三中全会对农村未来美好图景的描绘。全会所做的各项决定符合农村实际，顺应农民心理。

城乡一体化发展，中国人共同走向更幸福的明天，是这个“重阳”后广大农民心中又升起的一轮艳

阳。  

  “三农”问题也一直是作家毕四海最为关心的。他认为，十七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

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非常及时，合乎民心顺乎民意，是推动农村发展进步的及时

雨，是广大中国农民的福音。毕四海说，《决定》描绘了缩小城乡差距、推动农村实现小康的路线

图，为统筹城乡发展、实现城乡一体化、推动全体人民的小康进行了全面的部署，提出了许多新的措

施和安排。《决定》高度关注民生，强调农村的社会保障，这对农村的发展是非常重要的。此外，

《决定》还十分重视农村文化，这对促进我国农村的全面发展进步具有重要指导意义。他认为，应该

用大力建设先进文化的理念来建设新农村，把农村文化看作我国21世纪新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评论家段崇轩认为，十七届三中全会是农村改革的一个新起点、新里程。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不仅要发展经济、政治，同时要实现“农村文化进一步繁荣，农民基本文化权益得到更好落实”。这

将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任务，对作家来说要勇于承担。新时期文学30年，农村题材小说始终是一个蓬

勃发展的主潮。但也要看到，它的发展还存在一些需要引起我们高度重视的问题，譬如在表现内容与

审美取向上，与广大农民读者存在着隔膜；在对农村现实和历史的把握上，表现出些许欠缺；在对农

民形象的塑造上，一定程度上存在着模式化、雷同化、虚假化现象等。这些都是需要我们认真面对和

解决的。段崇轩说，鲁迅、赵树理、高晓声等作家在怎样认识和表现中国农民这个群体这个创作问题

上，都作出过艰难的探索和杰出的贡献。今天，中国农民在新一轮的农村改革开放中，将一步步地向

真正的现代农民转变。我们的作家需要深入下去，走近他们、理解他们、表现他们、引导他们，为中

国农村的现代化作出自己的贡献。 

【原载】 《文艺报》2008-1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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