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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揭晓，都会引发一片热议，也透露出中国文学界在当今世界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

荡大潮中的某种迷茫和焦虑。作为一个历史悠久的文学国度，自先秦以降，无数瑰丽华章汇成波澜壮阔的

文学长河，众多鸿篇巨制矗立起风光无限的文学高峰，创造了一个又一个辉煌。迈入21世纪，中国文学如

何把握发展方位，坚定不移地“走自己的路”，创造新的辉煌，是个值得认真思考的问题。 

  首先，中国文学“走自己的路”，是时代和人民的召唤，是有理想有抱负的中国文学家和文学工作者

的强烈要求。 

  走自己的路，当代中国文学才能真正在国家富强、民族复兴、社会和谐、人民幸福的时代潮流中领风

气之先，更好地发挥文学对培育民族精神、提高国民素质、激发奋斗热情、形成积极健康向上的共同精神

追求方面，推动全国各族人民统一意志、凝聚力量，实现建设全面小康社会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宏伟

蓝图。走自己的路，当代中国文学才能真正在中华文化繁荣兴盛的时代潮流中领风气之先，更好地发挥文

学对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弘扬优秀文化传统，活跃社会文化生活、满足

人民精神文化需要、提升国家软实力、创造民族文化新辉煌的积极作用，激励和推动全国人民共同建设中

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走自己的路，当代中国文学才能真正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时代大潮中领风气之

先，更好地发挥文学向全世界展示中华文化、增强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的积极作用，推动中华文化更加广

泛深入地学习借鉴世界各国各民族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以海纳百川的胸襟气魄与多样化的文化特点、优

势屹立于世界各民族文化之林，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新的贡献。走自己的路，当代中国文学才能真正在世

界文学发展的时代潮流中领风气之先，广大文学家和文学工作者才能真正焕发创新精神和创造热忱、激发

原创能力，培养高尚人格，完善精神境界，提升艺术追求，丰富艺术实践，进行艺术探索，大展艺术才

华，推出超越前人、超越自己的隽永之作，创造不朽的文学经典。 

  其次，中国文学“走自己的路”，有着科学的规定性和评判标尺。 

  一是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导引。马克思主义是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理论指导，是中华民族走

向伟大复兴的旗帜。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可以对中国文学界从哲学高度和规律性认识上解决文

学是什么、为什么、怎样发展等基本问题给予理论导引。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特别是建立人自由而全面

发展的新社会的思想、对不公正不合理的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真正启蒙了中国文学界，使中国文学脱胎

换骨、面貌一新、生气勃勃。没有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导引，就没有“五四”新文学和新中国社会主义文学

的发展成就。二是坚持以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为方向。为人民服务是凝结中华思想文化之精华、

萃取各国各民族人文精神之精义的崭新世界观和价值观。在为人民服务思想浸润下，中国文学确立了新的

文学宗旨和创作基调。始终坚持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坚持文学源于人民、属于人民、为了人民，文学的意

义和价值最终由人民评价和检验，当代中国文学的根基才能更加牢固。社会主义作为中国各族人民的历史

选择，是振兴中国、发展中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社会主义的理想和事业一经出现在中

国，中国文学便形成了社会主义的文学方向和主题。与社会主义理想和事业融为一体是当代中国文学的生

命线。文学工作者只有投身于社会主义伟大实践，才能获得文学创作元素、激情和灵感，才能反映社会主

义的本质特征和历史进程，激励中国各族人民为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努力奋斗。三是坚持百花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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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百家争鸣为方针。要求遵循文学创作和发展规律，倡导文学观念、题材、风格、手法的积极创新，提

倡不同文学流派、不同文学观点互相争鸣，在坚持社会责任的前提下实现文学创作自由、文学批评与自我

批评自由，促进文学家和文学工作者提高思想道德和艺术修养，加强文学家和文学工作者的团结合作，提

高文学家和文学工作者与世界各种文学思潮对话的能力，以促进和造就当代中国文学更加生动活泼的局

面。四是坚持以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和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学为纲领。当代中国文学

是先进的、科学的、真善美的，而不是落后的、愚昧的、假恶丑的，是开放自由的而不是封闭保守的。要

保持中国特色、中国气派而不是丢弃民族内涵和形式，要努力适应时代和人民要求，贴近实际、贴近生

活、贴近群众，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整体方向和发展目标相统一，并积极参与和促进世界文学发展进

步，让当代中国文学拥有无限的发展空间和发展活力。 

  再次，中国文学特别是“五四”以来的现当代文学，一直探索并坚持走自己的路，取得了辉煌成就。

今天，更应摆脱诺贝尔文学奖的迷茫，坚持并走好自己的路，才能不断创造新的辉煌。  

  我们可以肯定地说，中国现当代文学所经历的历史变革超过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它构建了新的文学

价值体系，确立了新的文学理念、新的文学内涵、新的文学功能定位，兴起了新的文学语言、题材、样

式、手段和流派，形成了时代特征鲜明的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优秀文学作品灿若星海，各种文学流派争

奇斗妍，诞生了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等文学巨人。大批堪称中外文学奇观的“红色经

典”，以史诗般生动优美的文学叙述和真正大写的“人”的形象，在展现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伟大中成就艺

术的伟大，在激扬中国先进阶级和人民大众的崇高中获得艺术的崇高，震撼了中国和世界上千千万万读者

的心，成为当代中国优秀文学的代表。我们不仅在典籍、资源的发掘、整理、出版、研究、交流上超过了

历史上任何一个文学辉煌时期，而且在学习借鉴各国各民族文学的广度和深度上也是历史上任何一个文学

辉煌时期所不能比拟的。中国文学经典、文学作品和文学家被翻译、介绍到国外数量之多、质量之佳，中

国文学界与各国文学界交流合作规模之大、成果之丰为前人难以想象。 

  如何科学评价当代中国文学，诺贝尔文学奖力有不逮。“五四”新文学和新中国社会主义文学毋庸置

疑已经涌现了真正“富有理想主义的最杰出的作品”、堪与前辈比肩的优秀文学家。当代中国文学取得了

什么样的成就，最高“裁判”是人民、是历史、是实践。对比汉拔尼的进军更伟大的中国红军长征，对比

圣女贞德的献身更可歌可泣的杨靖宇、赵一曼、“八女投江”、狼牙山五壮士的舍生取义，对比南丁格尔

的奉献更值得大书特书的张思德、雷锋、焦裕禄的崇高精神，诺贝尔文学奖的主持者能在什么程度上了解

和理解？对那些反映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程、既闪耀理想主义光辉又展示高超艺术的当代中国文学作品，

诺贝尔文学奖能给出什么样的评价？在“文学的人文关怀”、“文学的终极关怀”上，诺贝尔文学奖是否

有能力做得更多一些？当代中国作品的缺席不是中国文学的缺憾，而是诺贝尔文学奖的缺憾。因为，任何

文学奖只代表主持者的思想性艺术性取向和偏好，任何文学奖并不具有指示文学方向之功能，任何文学奖

都无法让寻找文学方向者如愿，诺贝尔文学奖岂能例外？倘若有人花费心思揣摩，硬要以此“秘笈”亦步

亦趋踩着别人脚印走，肯定误入歧途，自讨没趣。只有以雍容、富远见卓识的态度理性对待诺奖，才是中

国文学应有的气度和意境，当代中国文学无疑应具有这样的气度和意境。 

原载： 《 人民日报 》（ 2009年12月29日 20 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