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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 10月，参加
亚非作家会议的中国作
家代表团在塔什干合影。
代表团团长茅盾(前排
右五)，副团长周扬(前
排右六)、 - 巴金(前排右
囚， )，团员:赵树理('二
排右三)、戈宝权、叶君
健、刘白羽、曲泼、祖农 ·
哈迪尔、季羡林 、 萧三、
袁水拍 、 郭小 )11 、 纳 · 赛
因朝克图、库尔班阿里、
许广平(前排右七)、张
庚、杨朔、杨沫(前排右
二)、玛拉沁夫、谢冰心
(前排右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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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963年冬 ， 宁
国作家代表团访问
日本。 这是代表团
团长巴金(前排左
三)、副团长冰心
(前排左二) ， 团员
严文井、 (前排左
一)、马烽(前排左
四)、许觉民(前排
左五). 在，向聂耳纪
念碑献花。
(段杏绵/提供)

/' 1964 年与日本作 、
家访华园成员合影。 左.
四为陈毅I 左三为廖j衷
志，左一为马烽。

(段杏绵/提供)

→ 1961 年元旦在 一
北京新侨饭店 ， 周恩
来总理 ‘(前排右三)
与文学艺术界人士的 '

， 一张合影。 三排右二
为马烽，前排右-J;j
草明 ， 前排在二:为张
瑞芳。

(段杏绵/提供〉

↑ 1954 年 9月，马
烽(左)随曹禹(中)
访问蒙古人民共和
国，右为内蒙古作家

安柯钦夫。
(段杏绵/提供)

J 1953 年 8 月 30
日，德意志民主共和
国作协代表团访问齐
白石时合影 。 左起:
诗人艾青、贝，特尔逊
(柏林市作协主席)、
齐白石、赫姆林(德
意志民主共和国作协
副主席)、画家李可
染、作家冯至、作家
马烽、 作家陈企霞。
(段杏绵/提供〉



1 992 年 5 月，山西省委、山西省人民政府授予马烽、冈夫、西戎、孙谦、宋为、胡正、郑笃(自左至右) "人民作家" 称号。







西戎 1 978 年 5 月一 1988 年

11 月任山西省作家协会主席
(曹平安/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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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祖尧 1988 
年 11 月一2003年 11，
月任山西省作家协会

主席， 1988 年四月
-1997 年 12 月任山
西省作家协会党组书
记 (曹平安/摄)

刘巩 1997年
12 月 -2001 年 3 月
任山西省作家协会党
组书记(曹、平安/摄)、



周振义 200 1 
年 3月起任山西省作

家协会党组书记
(曹平安/摄)

山西省作家协会第四届理事会全体成员合影 (1 998年 1 2 月 3 1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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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宣毗呀(/版
与共和国的历史结伴而行，山西省作家协会走过了不平凡的 55 年历

程。

这55年，是中国历史长河中最辉煌壮丽的一个时期。从社会主义革命

到社会主义建设，从改革开放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中国正在巍然崛

起，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山西作为华夏文明的发祥地之一，半个世纪以

来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变。文学是时代的强音，民众的心声。这 55 年，

山西广大的、一代一代的作家，在省作协的组织、领导下，追踪时代脚步，

体察民情民心，继承优良传统，潜心艺术创新，创作了一批又一批内容丰

厚、艺术精湛的力作和精品，形成了上世纪 50 到 60 年代、 80 年代中期末日

本世纪交替时期的三次文学高潮，使山西成为全国文学格局中的一方重镇。

山西作家为山西乃至全国的文学和文化建设，做出了宝贵的、重要的贡献。

山西省作家协会的前身是山西省文学协会， 1949年 12 月，新中国刚刚

建立不久，山西省首届文联代表大会在太原召开，同时成立了省文学协会。

1959年 1 月，山西省成立中国作家协会山西分会筹委会。 1963年 11 月，中

国作家协会山西分会召开首次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省分会第一届理事会

和主席团。 1984年9月，山西省委决定省作协与省文联分署办公，成为两个

平行的厅局单位。 1991 年 9 月，按照中宣部体制改革精神，中国作家协会

山西分会正式改名为山西省作家协会，一直至今。 1949年以来，山西省作

家协会已历五届，从王玉堂到马烽、到西戎、到焦祖尧、到现任的张平同志

等，一代一代的著名作家担任了主席团的主要领导职务。在省作协的努力

工作下，逐渐形成一支结构合理、阵容强大、创作活跃的作家队伍，被文

坛称为"四世同堂"。省作协会员从少到多，不断壮大，现在全省会员已有

1564人，成为中国作协会员的已达157人。从如上的简略回顾和统计中，我

们不难看出党和政府对作协工作的重视，对广大作家的关心;同时也可以

看出，我省文学事业的发展和作家队伍的兴旺。

山西是一个文化大省，也是一个文学大省。黄河流域孕育了丰厚而灿

前言 l 



山西是一个文化大省，也是一个文学大省。黄河流域孕育了丰厚而灿

烂的华夏文化，从古至今，名家辈出。从远古神话到《诗经}，从苟子、韩

非子到王勃、王维、白居易、柳宗元，从司空图到司马光，从元好问到罗贯

中、傅山……留下了一批批文化内涵丰富、艺术表现精美的名篇佳作，为

中国文学谱写了辉煌的篇章。特别是作品中浓郁的现实韵味和忧国忧民的

感情，感动着千千万万的后代读者。这是山西文化弥足珍贵的一份遗产和

一个传统。到上世纪40年代，在特定的政治和文化环境下，山西根据地文

学应运而生，一批土生土长的作家如赵树理、马烽、西戎、束为、孙谦、古月

正等走上文坛。他们着力表现正在进行着的战争与革命，把长期以来处于

社会底层的农民推到文学的中心，创造了一种通俗化、大众化的审美形式。

其代表性作品是《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和《吕梁英雄传》等。这

些作品真正实践了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把中国的

现代文学从高高的文坛拉回到广大的民间，从而改变了中国新文学的发展

方向。革命根据地文学在 1949年建国之后，逐渐成为中国当代文学的一种

主流文学。今天，我们总结和研究 40年代的山西文学，自然可以用科学的

态度和眼光，分析其中的历史局限性和种种不足。但这一时期所体现的时

代性、人民性、地域性等精神特征，则是我们现在和未来依然应当继承和

发展的。

山西当代文学创造性地继承了华夏五千年文明的精粹和革命根据地文

学的优良传统，在半个世纪中，出现了三次文学创作高潮。 50 、 60 年代的

"山药蛋派"的兴盛， 80 年代中期的"晋军崛起"已为大家耳熟能详，不

再赘述，我这里着重谈谈山西文学第三次创作高潮的问题。 2000年冬，我

省作家提出这样一个观点:以张平长篇小说《抉撵》获第五届茅盾文学奖

为标志，山西文学正在走向第三次创作高潮。山西文艺创作研究中心专门

成立了由评论家组成的课题组，撰写、发表了题为《走向新世纪的山西文

学》的长篇论文，深入论述了山西文学第三次创作高潮的发展以及走向。这

篇论文，受到山西及全国文学界的关注与肯定。但在当时，圈内圈外对这一

观点是有不同看法的。"山西文学真有这样一个高潮吗?"有人表示怀疑。当

时多数作家、评论家的共识是:跨世纪的山西文学始终保持着深厚的底蕴

和旺盛的活力，第三次创作高潮的态势是存在的。但这一高潮不是那种突

发的、短暂的、蓬董勃勃的高潮，而是一种持续的、递进的、全方位发展

的文学高潮。现在，四年多时间过去了，我们可以满怀信心地说:山西文

学创作的第三次高潮已经形成。 近年来，我省的文学创作势头强劲，优秀

作品层出不穷，文学新人十分活跃，获奖消息频频传来，显示了高潮形成

的蓬勃气势。我省的文学创作已进入又一个收获期、兴盛期。 而所有这些

成就的取得，首先是广大作家辛勤劳动的结果，更是各级领导、社会各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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