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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1979年以来，新时期文学走过了辉煌的30年，而与之相随相伴的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也迎来了自

己成立的30周年。2009年12月4日，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举办了“中国当代文学

研究会成立30周年座谈会”。座谈会由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白烨、吴思敬共同主持，研究会会长张

炯作主题发言。研究会名誉会长朱寨，研究会原任副会长顾骧、谢冕、阎纲、刘锡诚，原任常务理事吴重

阳、邾镕，理事韩瑞亭，研究会现任副会长杨匡汉、雷达、包明德、孟繁华，常务理事贺绍俊、陈福民、

张志忠、王震亚、来春刚，理事王光明等出席座谈会。文学研究所副所长党圣元、副所长刘跃进，科研处

长严平，当代室研究人员李建军、李兆忠、刘平、杨早、田美莲等亦与会。与会者同为当代文学学科学

者，又长期在研究会合作共事，相见亲切，相谈甚欢，大家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对当代文学研究会30年的历

史进行了回顾，在往事的忆说中，描绘出了研究会30年来的发展与演进，也勾勒出30年文学的历程与脉

络，而“当代文学研究会的成就、经验与精神”，成为贯穿座谈会始终的一个主要焦点。 

  会长张炯在主题报告中，对当代文学研究会30年做了系统的梳理与总结，肯定了30年来当代文学研究

会的成就，认为长期以来遵循建会的宗旨，团结和协调会员，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开展对当代文学史

的研究会和当代作家作品与文学现象的批评，促进当代文学学科的建设，具体做了诸多的有益的工作：首

先，创办了多种学术刊物作为发表学术成果的平台，先后出版有《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丛刊》、《诗探

索》、《作品与争鸣》等；其次，召开了各种学术会议，促进学术成果的交流，开过学术年会是十五次，

诸如1980年昆明会议、1982年南京会议等都因参加者众多，论题又为学术热点、焦点与难点，在文艺界产

生了广泛的影响；其三，组织和促进了研究课题的开展和研究成果的出版；其四，重视了当代文学科研教

学人才的培育和成长，如从80年代初便先后办当代文学暑期讲习班，延请许多名家讲课，培训这方面的师

资，此外，还举办了优秀研究成果表彰奖的评奖活动，创办中国当代文学函授中心和中国文学函授大学

等。 

  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在成立之初与之后的30年中，先后有多位著名文学家、评论家参与创会和担任领

导，其中一些老领导与老同志先后谢世，如周扬、陈荒煤、冯牧、艾青、丁玲、沙汀、胡采、公木、秦

牧、韦君宜、林默涵、贺敬之、许觉民、潘旭澜、李子云等。在原任副会长顾骧的提议之下，与会者集体

起立，深情而庄严向他们默哀一分钟，以示缅怀。  

  名誉会长朱寨在发言中对当代文学研究会的成就予以充分地肯定，认为研究会是时代的产物，是新时

期的产物、改革开放的产物、新的历史时期的产物，同时它又是这段历史的紧紧的追随者，见证者。研究

会在这30年的文学历史中，留下了自己深刻有力的足迹，而研究会的成员们，也在其中留下了深深的不可

磨灭的足印。研究会的成员们，基本不在一个单位，没有组织关联，没有上下级关系，也没有什么利益关

系，但就是因为当代文学研究会的事业与工作，却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建立了可靠的关系。这是一种学术

上的友谊，同道之间的关系。尽管在一些问题上，也有不同的看法，但是互相之间，并没有伤害友情，大

家一块齐心合力、团结共事，共同营造了一种良好的学术气氛。这一点我觉得特别难能，也特别重要。 

    原任副会长谢冕指出，当代文学研究会30年做了这么多事情，的确有很多经验。第一，这些人聚集在

一起，建设当代学科、繁荣当代文学的创作，还促进当代文学的教学建设、教育，学术有分歧，但共事30

来，社会变化很多，作为一个民间团体，结成这么深厚的友谊，的确很宝贵；第二，作为一个民间团体，

在缺少资金的情况下，想尽各种办法，和高校各种单位联合开会，把事情办好，就是我们的目的，这个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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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确实很好，居然没有钱，还做了这么多事情。说起研究会的前辈，我自己就很怀念前。在苏州的一次年

会上，荒煤和冯牧一起讨论，谢冕究竟讲了些什么，很是关注。昆明会议上，冯至也去了，他给别人描述

回忆的印象，就一句话：谢冕放了一炮。那个时候的老一辈学人，既认真，又宽容，这种风格非常好。 

  原任副会长刘锡诚在发言中提到，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主要产生于对长期以来左的思潮、反现实主

义传统的思潮的反拨与斗争，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也是在这种背景下发展。长期坚持这样一个精神，应

是研究会的一个传统。当然，在后来的发展中，不同的思想在研究界、评论界、学界共存，也出现过许许

多多矛盾、纠葛，但当代文学研究会包容性很强，组织的一些重要学术会议，对推动文艺界思想解放起了

很大的作用，对当代文学的研究方面也起过很大的作用。事实上，当代文学研究会不仅克服了经常经济拮

据的困难，更重要的是经历了或左或右的思潮的冲击，经受了种种考验，在夹缝中生存了下来。 

  白烨以插话的方式补充说到，研究会在后来的发展中，时时都存在有财政吃紧，没有进项的情况，而

且经常利用周末开会，只能吃一顿便饭，但从朱寨等研究会的的老同志那里起，就是有会即到，从不缺

席，而且积极参与，无私奉献。从他们那个时候开始是这样，现在也还是这样。这种30年来形成好的学

风、作风与会风，就是我们研究会的凝聚力、魅力和生命力之所在，这些我们都要好好学习和继承下去，

使之成为我们的优良传统。 

原任副会长阎纲认为首任会长为冯牧和顾问荒煤等老前辈创立的好的工作作风与学术风气，对文学研究的

风气、评论家的风气的影响，对研究会、对文学评论的贡献，都是有目共睹的。同时，研究会具有包容精

神和正派的作风，并且能够择其善而从之，做了很多具体的工作，譬如给文艺评论来评奖，一直坚持到现

在，共13届26年；第四次文代会召开前夕，开展了“诗歌问题五人谈”、“新世纪小说十人谈”；中央四

中全会召开后，筹划、召开了“学习十四大”座谈会，会议上作家、评论家提出了很多尖锐大胆的意见，

都可以载入史册；《评论选刊》办了4年、《中国热点文学》办了1年、有200多人参与，很多青年评论家

在上面发过文章，相当活跃。 

  原任副会长邾镕说到，在研究会的经历跟我的生活分不开，从1979年开始，我始终跟研究会在一起，

研究会是我自己的学校。在研究会结识了良师益友，荒煤、冯牧、谢冕、阎纲、顾骧、锡诚等，这些同志

无论是从学术上，还是做人上，我都从他们那里学到了很多东西。刚才谈到老同志对研究会的贡献，这确

实不能忘记。我觉得，文学所对研究会做出了很大贡献，也同样不能忘记。民间团体，没有定点，早期的

一些会议，就是在张炯家里开的。研究会的一些具体工作，包括开会的地址，文学所对我们研究会的帮助

都很多。30年间研究会做了很多有意义的工作，都是大家无私奉献，团队协作。我从研究会中学到了很

多，并直接帮助了我的教学工作。 

  原任常务理事吴重阳也认为研究会是富有一个团结精神的团体，不同的观点、不同的意见，都可以容

纳，这是30年来的一个重要经验.为什么发展这么好，成就这么大，这是因为有我们团结的力量，领导和

会员都团结。原任理事韩瑞亭认为当代文学研究会对中国当代文学的贡献相当突出，一些骨干的成员都曾

经是新时期当代文学潮流当中的参与者，对当代文学创作、对当代文学研究、学术研究与资料的积累，都

起到了很大作用。常务理事来春刚更是声情并茂地回顾了自己在研究会的经历，给自己留下了那些美好的

回忆，也从前辈身上，获得了有效的学术资源，并将文学研究会学到的前沿理论成果、新思想运用到教学

中；研究会对高校的现当代文学教学，也起到了很好的推动作用。首都师范大学教授王光明作为一个曾受

惠于当代文学研究会的学生辈学者，深有体会地谈到，当代文学研究会伴随着80年代成长起来的学者，已

经变成自己记忆的一部分，在参与当代文学的过程当中，老师们的工作和当代文学研究会作为社团活动，

对当代文学的整个发展，做出了很多的历史贡献，非常重要；而研究会留下一些历史文献，这一点也是非

常重要。 

  对于文学研究会跟随当代中国发展进程，形成自己的独特的学术风格与特色，与会专家学者们也做了

详细的总结与讨论。副会长杨匡汉认为当代文学研究会的成就，完全可以跟中国现代文学学会媲美，能够

把握大的方向，形成自己的一些特点：一种开放的研究胸怀，各种意见都能够容纳，特别是南宁、昆明、

兰州、南京会议等几次会，都可以看出这个特点；那就是前沿的学术姿态，研究会的主要成员，都是站在

当代文学研究、创作和教学的前沿；求真的务实精神，实打实的，不搞虚的，讲真话，不跟风，不看风

头、看上头，讲自己真真切切体会到的一些意见和想法。还有多样的运营策略，研究会存活到现在，做了

很多运营的工作，办刊物，开讨论会等多种多样的方式；团结起来的群体义工，给学术打工，给学会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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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能够团结、合作，互相支持、互相帮忙，这几点构成我们这个社团自己的特点。 

副会长包明德指出当代文学研究会另一个最突出的特点，实际把学院式的研究和当代的文学现象联系得非

常紧密，把教学和创作以及理论批评联系得非常紧密；另一方面对整个理论创作与理论批评话语进行调适

和更新，起到了一个不可或缺的作用，包括对主流话语、精英话语与民间话语，包括古代的和当代的，西

方话语和东方话语的，传统文学的和网络文学的，等等；当代文学研究会不保守、不僵化，也不偏激，完

全是有严格的学术规范，既注重吸纳时尚、革新的东西，又秉承追求永恒的东西，也提倡多元，而不是为

了多元而多元，是为了主流的强化和发展，我们也强调思想解放，但也不是为了解放而解放，而是为了推

进这种思想、社会和文学的进步。 

  专家学者们回顾以往，在总结、肯定当代研究会三十年成就与经验的同时，展望未来，冷静地对文学

现实与现状以及文化语境等方面，进行了分析，客观地指出了当前社会语境中存在的现实问题，并针对新

的机遇与挑战，提出建设性的意见。副会长雷达认为当代文学研究会在近30年的前半段，发挥了很大的作

用，做了很多推动文学发展的事情，诸如一些重要的会议、重要的文学思想、重要思潮的推动，都起了很

大作用；另外，近些年来，包括当代文学研究会甚至是包括小说研究会以及一些民间社团，面对文学、文

化语境发生了很大变化，现在文坛声音更分散，没有之前文坛声音统一、集中，每个声音很快就被淹没

了，在这样的声浪中，文学研究会需要重新定位、定性，以及如何继续开拓、发挥作用？这的确是我们面

临的一个新的问题。 

  副会长孟繁华指出研究会成立的30年，跟中国当代改革开放30年历史密切相关，各个老师既是这30年

的的讲述者，也是历史的亲历者，应该说是改革开放思想运动的先锋，有胆有识，像一面旗帜一样，为文

学的思想解放运动，做出了贡献，也成为当代研究会最宝贵的资源，并奠定了非常好的传统，这个传统应

该是我们研究会特别重要的东西；而我们现在面临的情况是，文学的发展更加复杂，进入了一个所谓的

“后理论时代文化研究”的时代，即在新的文学环境里面，新时代文学价值、创作观念复杂性，跟以前全

不一样，伴随着新文学新媒体的诞生，如网络文学等，都使当下的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变得更加复杂，我

们必须要面对这样一个新的情况，但研究会老师们奠定了非常好的学术传统，一直能够鼓励、激励着我

们，在面对新的文学语境下，我们要继续做好研究会的工作，为文学批评、研究与创作做出我们的贡献。 

  常务理事陈福民认为当代文学研究会，与兄弟学会诸如现代文学学会、古代文学研究会等相比较，最

重要的在于，全程参与、启动，某种程度上，推动了中国的改革开放的思想进程，这一点是其它学会，也

可能是因为角色关系，没有我们学会这么重要。这是我们研究会了不起的一个传统。同时也有一种隐忧，

今天时代发生了变化，文化形式、生产方式变化都太大，又是一个去中心的时代，研究会将会面临新的挑

战与困难，但仍然坚信前辈们在不同领域都有了不起的建树，将关照、引领我们研究会继续成长。 

  此外，与会一些专家也指出资料的收集、历史文献的整理，乃至图片等的收集仍然是研究会当前一个

重要迫切的任务。 

  副会长吴思敬在总结性的发言中，对创会元老、文坛前辈的贡献予以充分肯定，认为与会前辈们畅谈

了深切的体验、殷切的希望，非常具有建设性，对于年轻的学者，具有精神上的启迪，并表示一定要老前

辈开创的精神继承下去，发扬光大；同时，就研究会具有历史价值的史料、图片等进行汇总、抢救的措

施，进行了具体布置。 

  座谈会昭告人们:作为曾经为研究会奉献青春的老一辈学者，和现在正工作在一线的新一辈学者，以

他们的智慧、人格、以他们的学识、胆魄，以他们的勇气、热情等，会聚在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周围，团

结、协作，在共同坚守文化的使命和文学理想的过程中，将以他们有力的声音，呼应时代的脉动，以他们

自己的方式，创造更大的辉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