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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届鲁迅文学奖评奖揭晓

由中国作家协会主办的第二届鲁迅文学奖近日揭晓。35位作家获此殊荣。颁奖大会于2001年9月21

日在鲁迅先生的家乡——浙江绍兴举行。 

鲁迅文学奖是为繁荣中国当代优秀短篇小说、中篇小说、报告文学、诗歌、散文杂文、文学理论

评论、文学翻译等文学门类而设立的全国性最高级别的文学奖。 

本次评奖活动于今年4月开始启动，评选范围除文学翻译彩虹奖是评选1995—1998年间的作品外，

其他六个奖项评选，都是1997--2000年四年间发表的作品。为了保证评奖的权威性，真正做到“少而

精”和“宁缺毋滥”，中国作协书记处在听取了主席团以及各方面的意见后，规定本届每个奖项获奖

篇目不得超过5篇(部)。 

七个奖项的评奖委员会分别聘请文学界有声望的作家、理论家、评论家、编辑家、翻译家和文学

组织工作者组成(评委名单另发)。据了解，按照评奖条例的规定，本届各项奖评奖委员会的组成在上

一届评奖委员会委员的基础上更新了一半以上。 

为了保证评奖工作正确的方向，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强调各评奖委员会要严格遵循评奖条例，以

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指导，按照江泽民同志“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要求，坚持先进

文化前进的方向，坚持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弘

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鼓励关注现实生活，体现时代精神，使评奖工作真正发挥积极的倡导作用。 

为了保证评奖的公正性，中国作协书记处还对评委会和初选小组的人员组成作出了具体的规定：

各承办单位人员出任评奖委员会委员的人数，一般不得超过2人，各承办单位出任初选小组专家的人

数，也不得超过2人；由于经费原因，本届各评奖委员会委员尽管主要还是由在京人士出任，但每个奖

项的评奖委员，应至少聘请两名以上的外地人士出任。 

2001年6—7月，各奖项评奖办公室组织全国部分作品加以筛选，提供出了一定数量的备选篇目，

供评委会审阅遴选。根据评奖条例，有3名以上的评委会委员联名提议，也可在初选小组提出备选篇目

以外增补篇目备选。 

2001年8月，各评委会认真阅读了全部备选篇目，经过较充分的协商与讨论，最后采取无记名投票

方式选出获奖作品，获奖作品必须获得评委会至少三分之二的票数，方可当选。 

本届鲁迅文学奖揭晓之际，欣逢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伟大旗手鲁迅先生120周年诞辰，在中共绍兴市

委和绍兴市人民政府的大力支持下，第二届鲁迅文学奖颁奖大会，于2001年9月21日在鲁迅先生的家

乡——浙江绍兴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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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7—2000年) 

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获奖作品 

  《鞋》            刘庆邦  《北京文学》 

  《清水里的刀子》  石舒清  《人民文学》 

  《吹牛》          红  柯  《时代文学》 

  《厨房》          徐  坤    《作家》 

  《清水洗尘》      迟子建  《青年文学》 

    

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获奖作品 

  《梦也何曾到谢桥》 叶广芩    《十月》 

  《被雨淋湿的河》   鬼  子  《人民文学》 

  《永远有多远》     铁  凝    《十月》 

  《吹满风的山谷》  衣向东    《橄榄绿》 

  《年月日》        阎连科    《收获》 

   

全国优秀报告文学奖获奖作品 

    《落泪是金》    何建明  《中国作家》 

                          中国青年出版社 

    《远东朝鲜战争》 王树增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西部的倾诉》    梅  洁  《报告文学》 

     《中国863 》    李鸣生  《北京文学》 

                           山西教育出版社 

    《生死一线》    杨黎光《深圳特区报》 

                             《报告文学》 

     

全国优秀诗歌奖获奖作品 



    《羞涩》            杨晓民  长江文艺出版社 

    《曲有源白话诗选》  曲有源  作家出版社 

    《地球是一只泪眼》  朱增泉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西川的诗》        西  川  人民文学出版社 

    《纯粹阳光》        曹宇翔  明天出版社 

     

全国优秀散文杂文奖获奖作品 

    《大雅村言》        李国文  东方出版中心 

    《山居笔记》        余秋雨  文汇出版社 

    《精神的归宿》      朱铁志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昨夜西风凋碧树》  徐光耀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张抗抗散文》    张抗抗  解放军出版社 

   

全国优秀文学理论评论奖获奖作品 

  《“五四”文化革命的再评价》   陈  涌  《文艺报》 

  《一九Ｏ三：前夜的涌动》       程文超  山东教育出版社 

  《12个：1998年的孩子》        何向阳  《青年文学》 

  《西部：偏远省份的文学写作》   韩子勇  百花文艺出版社 

  《文学理论现代性问题》         钱中文  《文学评论》 

   

1995—1998年全国优秀文学翻译彩虹奖获奖作品 

    《济滋诗选》              屠  岸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堂吉诃德》              董燕生  译  浙江文艺出版社 

    《奧德赛》                王焕生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秧歌》                  董  纯  译  法国“中国之蓝”出版社 

    《圣殿》                  陶  洁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每一奖项的获奖作品均以得票多少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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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南大学文学院 

中南大学文学院座落在古城长沙

美丽的岳麓山下、湘江之滨，在

原中文系的基础上于200 

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研究中心 

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研究中心的

前身是1953年建立的全国第一个

文艺理论教研室。在著 

重庆三峡学院文学与新闻学院

介绍 

重庆三峡学院文学与新闻学院创

建于1956年，已有50余年办学历

史。现任院长谢建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