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届中国当代散文写作研讨会”在我校召开 

【字体: 大 中 小】 

    5月17日，由我校文学院和陕西省作家协会散文专业委员会联合主办的“第二届中国当代散文写作研讨会”在我校学术交流中心举

行。韩小蕙、古耜、朱鸿、龙云、梁向阳、邢小利、段建军、刘炜评、冯希哲、柏峰、马平川、仵埂、韩鲁华、吕刚、张志春、段宗社、

李永平、梁颖、刘宁、和谷、穆涛、杜爱民、范超、杨莹等国内50多位著名学者与作家，文学院党委书记孙清潮、副院长苏仲乐参加了会

议。在外地采风的陕西省作家协会主席、著名作家贾平凹向大会发来了书面致辞。研讨会由陕西省作家协会副主席、文学院朱鸿教授主

持。 

    我校校长助理党怀兴教授出席开幕式并致辞，代表学校热烈欢迎前来参加散文写作研讨会的省内外各位专家、作家和媒体，并介绍了

学校的基本情况。党怀兴结合这次研讨会的议题及我校的散文写作与研究情况指出，散文是我国最早的也是数量最大、产生影响较大的一

种文体，也可以说中国是散文的国度。在中国当代，散文又有了新的发展，成绩斐然，而散文秦军的贡献是巨大的，在座各位的作品就是

明证。散文秦军的创作经验也是值得进一步总结的，看到5月12 日《光明日报》刊登的朱鸿教授的大作《散文的文体提纯要彻底》，非常

振奋，这是学者型作家关于散文创作的经验总结，是散文秦军对当代中国散文的重要贡献。这样的创作研究文章，发表在国家重要媒体

上，影响很大，应该算学术成果，如何评价，需要研究，学校正在请有关学院专家研究制定对术科以及文学艺术创作等成果的评价体系，

支持这方面的创作和研究。朱鸿老师的文章对今后散文的创作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古今以来散文大师的创作经验要进一步总结出能让

当代大学生和一般社会百姓可以学习模仿并进而写作（创作是另一个层次的事情）的散文写作经验若干条。各位作家在进行散文创作的同

时，能够注意总结自己的写作经验，并让更多的人分享，从而让更多的人动笔，记下时代进步、个人发展的生命历程。 

    陕西省作家协会副主席李国平在致辞中高度评价了我校在陕西文学发展中的作用。他说，陕西师范大学人文积淀深厚，以中国语言文

学为重要标识。学校里的一批学者都是陕西文学的参与者和建设者，都具有研究者和创作者的双重身份，可以这样说陕西师范大学是陕西

文学研究的重镇，是陕西文学发展的重要的文学资源和思想资源。他发掘了陕西师范大学与陕西文学的渊源和共在，从上世纪五、六十年

代到新时期文学发端的八十年代到今天，陕西师大和陕西文学都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霍松林先生，侯雁北（闫景翰）先生，马家骏先

生，均曾在陕西文艺团体任重要职位，以学者身份活跃了陕西文学活动的前台。新时期以来，畅广元，李继凯，屈雅君，李西建，李震等

等一批学人，积极介入当代陕西的文学运动，助推陕西文学的发展，为陕西文学的发展提供了雄厚的资源和经验。从创作层面讲，白描、

刘路、刘明琪等，都是陕西文学的主力，是他们启蒙了后来的朱鸿、庞进等，现在还有红柯。孙皓辉是从政教系走出来的，张浩文是中文

系培养出来的。他说：“如果可以把文学比作河流的话，是陕西师大的文学使我们陕西文学的河流变得宽阔和汹涌。”李国平注意到这次

研讨会有个显着特点，作家和批评家相结合，感性和理性相结合，这决定研讨会是具有多种声音、多种对话的会议。他希望通过这次研讨

会，能打开陕西作家的视野，启迪创作，使陕西散文创作和研究的格局更加阔大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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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校文学院院长张新科教授在致辞中介绍了文学院的研究与创作双流推进而相得益彰的境况。他说，在70年的发展历程中，文学院涌

现了一大批蜚声海内外的著名学者，在不同的学科领域做出了杰出贡献。在文学教育与文学实践中，文学院也形成了文学评论、文学创作

的优良传统，就散文而言，创作一直没有中断，正如李国平先生所列举的各位，尤其是近年来以朱鸿教授为代表的一批中年教师取得丰硕

成果。青年教师以及学生中也不乏散文创作爱好者，他们成立社团，自办刊物，不拘形式大小，不拘篇幅长短，或写景，或写事，或写

人，抒发性灵，表达思想，成为文学院一道靓丽的风景线。因此，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在成功举办了第一届“中国当代散文写作研讨会”

后，今天又支持召开第二届“中国当代散文写作研讨会”。 

    朱鸿教授在讲话中指出，这次研讨会的议题是“中国当代散文与陕西散文写作”，初衷是继续探究中国当代散文的理论问题及写作实

践，考察陕西散文写作的源流与特点，及其在中国当代散文格局中的地位与影响，尤其是分析陕西散文的优点与短板，以促进陕西散文写

作的更大提高。他对新一届文学院领导把文学作品纳入到了学院的学术成果评价体系之中表示感谢，这一做法赋予了文学创作与学术著作

以同等价值，引起了与会者极大的兴趣。 

    在接下来的三场讨论中，共有22位专家、作家发言。中国散文学会副会长、南开大学文学院兼职教授、光明日报领衔编辑、散文作家

韩小蕙从自己与陕西散文作家稿件往来的角度勾勒了陕西散文的风貌，又指出在高科技迅速改变生活方式的时代，新文学包括新散文，为

青年预留着有待开垦的处女地。辽宁省美学学会副会长、大连市作家协会副主席、散文研究专家古耜分析了陕西文化气氛对陕西散文写作

的积极作用，并纵论陕西散文的三个特征，一是作家多，在全国影响大，二是作家多有担当，散文风格雄厚，三是题材多样、技法多元，

蔚为大观。研讨会自始至终气氛饱满，时有争论。散文的精神特质、散文文体的提纯、散文的文化产品属性、散文化学术的建构、散文的

现实世界与虚拟世界、散文与生存尺度、散文与乡愁、陕西作家的文化散文动向、陕西散文作家的报纸专栏体裁等等，都有论及。据悉，

研讨会结束以后，相关内容将以《中国当代散文与陕西散文写作》为名正式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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