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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莹近 50万字的长篇小说《长安》书写了中国社会
主义重工业的“创业史”，2021年 7月面世后，得到了社
会各界读者的广泛好评和普遍关注，入选中宣部 2021
年主题出版重点出版物选题、中国小说学会 2021 年长
篇小说排行榜、第六届长篇小说年度金榜、作家出版社
2021年度好书榜。

日前，由中国作家协会创研部、中国作家协会创联
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陕西省作家协会、作家出版社
联合主办的“阿莹长篇小说《长安》创作研讨会”在北京、
西安等地以线上线下联动方式举办。来自北京、福建、山
东、江苏、辽宁、广东等全国各地文坛的一线评论家，陕西
老中青三代知名评论家，以视频会议连线方式相聚在一
起，围绕《长安》的题材、思想、艺术特色、艺术价值等方
面，进行了深入探讨交流。

可以说，这是一场关于文学的盛夏约会，本报摘登部
分专家学者的精彩观点，以飨广大读者。

故事具有很强的人间烟火气

读完这部作品，最突出的印象就是阿莹有一种非常
强烈的文体意识，他特别强调故事性，也具有很强的人
间烟火气。阿莹在处理表达主题和讲好故事之间，在表
现国之重器的庄严和叙述个人命运的悲喜之间，努力地
寻找到了某种平衡，既讲好了这个故事，还防止了故事
的戏剧化和个人形象的突出将主题淹没。

主人公忽大年从胶东半岛来到长安，他的出现使得
这部作品具有双重意义，一方面说明这是一个四面八方
的人来建设的企业和从事的事业；另一方面从小说意义
上来说，他使一个非常狭小的格局一下扩大化了，使得长
安的故事跟山东跟整个中国都有了关系。

——中国作协副主席 阎晶明

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

《长安》这部小说把新中国军工事业从无到有、从
弱到强的历史变迁书写得细腻逼真，把一代勇于献身
国防工业的群体描写得栩栩如生，把一段热血沸腾的
奋斗岁月编织得动人心魄，作品极具现实意义和地域、
行业特征，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为此，阿
莹几乎阅读了所有能找到的工业题材小说，在反复思
考中找到了属于自己独特的创作路子。难能可贵的
是，阿莹写得极具烟火气，更接地气，更具可读性和吸
引力，整部作品富有鲜活而丰满的情感，这无疑是我们常
说的艺术的真实。 ——陕西作协主席 贾平凹

填补了我国工业文学创作空白

这是一部沉甸甸的书，其精神含量与艺术质地都是力
压千钧、掷地有声的。阅读时，激情、热血、梦想、理想、奋
发、奋斗这样的关键词，都陆陆续续地涌进了我的脑海，让
我热血沸腾、激情澎湃，那种建设新中国的梦想一下子就
被点燃，强大新中国的奋发奋斗的力量一下子就被灌注。

《长安》内容沉实、结实、厚重、宏阔，事关江山社稷，
事关国之大者，事关民族伟业，事关人民精神，生动再现
了大国重器的峥嵘岁月、民族复兴的理想年代、可歌可泣
的时代精神和人民风貌。将个人命运都置于时代命运和
国家命运中，展现了一代军工人的精神风貌与精神品质，
他们是那个年代的最美奋斗者、劳动者，是永不过时的平
民英雄、劳动功勋和时代楷模、人民功臣。

《长安》填补了工业文学创作的一大空白，对工业文学
创作是一种质的提升，也是中国文学的喜人收获。

——中国作协创联部主任 彭学明

显出了作者举重若轻的功力

《长安》是一部很有分量的长篇小说，它拓展了长篇小
说创作的题材，把复杂的题材、复杂的生活写得很轻松，让
人读起来很愉快、很容易，显出了作者举重若轻的功力。
这部小说的题材是浑厚的、沉重的，内容和描写却是有激
情的，与这个题材非常相称。同时，小说的故事结构和人
物设计都很有意思，有些细节具备了经典元素，我读原稿
已经过去有三年了，一些人物、一些细节仍然在我脑子里。

阿莹的文学功力与他所表现的题材相匹配，也就是
说这部小说的价值尊重和价值本身是相匹配的。这部
小说很值得讨论研究，希望当今的文学界、出版界，能够
给这部作品相称的评价。

——著名作家、天津市作协名誉主席 蒋子龙

和《创业史》一样会成为重要存在

读阿莹老师这部 50万字厚重的长篇小说，我感到非
常惊奇，也非常惊喜。这部小说应该是这几年长篇小说
创作的一个重要收获，也是我们共和国工业题材文学创
作的一个收获，具有填补空白的意义。不仅因为这部小
说反映的是工业题材、军工领域、军工人的形象，也因为
它书写了共和国建设史上的艰难曲折，同时又澎湃着军
工人的奋斗激情和力量，塑造了社会主义新的人物，使
得当代文学的创作显得更加务实，更加饱满和立体。从
这一点讲，我觉得它和当年的《创业史》一样，应该会成
为我们当代文学创作的一个重要的存在。

——中宣部文艺局文学理论处处长 胡友笋

在乡土文学基础上有了新开拓

《长安》这部小说写出了我们父辈那一代军人的激情，
这种激情包含农业文明转向工业文明，也意味着包括社会
组织方式在内的整个社会深刻的转向。我们在《长安》这
部小说中可以看到两个非常重要的经验。一是战争经验，
二是农业文明。这部长篇小说注意到两种文化的冲突细
节，真正写出了从农业文明转向工业文明内部各种复杂的
矛盾。我觉得这是作家非常敏锐的地方，只有非常深入地
进入工业题材，才能发现这种架构内部存在的复杂性。

回到文学的意义上来说，《长安》在乡土文学基础上
有了新的开拓，它也代表工业题材非常重要的突破，深
刻地揭示出从乡土文学转向工业题材，如何用文学的方
式细腻地展示出社会组织上一系列的问题、矛盾、冲突，
在这个意义上，《长安》很突出的亮点就是在乡土文学的
大背景下，展示出一个开拓性的反响。

——福建社科院院长 南帆

写出了中华民族的血性

在我国工业题材作品的写作过程中，《长安》是由外溢
期进入回归期的一种呼唤。在外溢期，工业题材走出厂区

进入社会，思考的是社会的改革开放和人的精神面貌的变
化，工业社区、工业生存经验的本体在某种程度上被忽略
了。阿莹以他丰富的个人生存经验和他所在的大院文化
厂区的土壤，让工业题材回归工厂，回归大院文化和工业
战线。这个回归中隐含着如何再将工业题材的写作整体
转型到市场经济时代的各种生存经验和心理状态的呼吁。

这部作品很好地处理了小长安、大长安、新时代的关
系，背景是长安机械厂，通过人物的辐射，跟整个大西安
的生存、生活状态交织在一起，跟整个时代的变迁交织在
一起。这本书在新中国的长篇小说中，是少有的写到三
次战争的小说，即中印反击战、中越反击战、金门炮战。
他抓住了军工企业的特质、辐射性，军工企业和国家命运
的内在联系，通过这三次战争与军工人的联系，写出了正
气、豪气、骨气，写出了中华民族的血性。

——著名文化学者 肖云儒

这也是一部开放的现实主义小说

《长安》这部小说是个稀缺题材，它不只是工业题材，
还是军工题材。在小说题材方面，阿莹的《长安》具有填
补空白的意义，这和阿莹在军工企业生活的经历有关系，
他对军工领域非常熟悉，而且都亲历过。他的叙事都与
国家民族的大趋势相联系。这部小说之所以成功，就是
一方面注意到了生产，另一方面他不仅仅是写生产，写生
产也是为了书写人物的性格。作品里面许多人物的结局
几乎都是悲剧性的，这些悲剧性的因素极大地强化了小
说的人性深度和人的生存困境，基本的叙述基调是流畅
的，与那个特定的年代是合拍的，尤其是对历史的态度显
示了一个作家的勇气和探索精神。同时，这也是一部开
放的现实主义小说，其中有众多现代小说的元素。

《长安》的丰富性是多种元素合力构成的结果，它为
工业题材小说的创作提供了崭新的经验。

——沈阳师范大学中国文化和文学研究所所长 孟繁华

塑造了军工战线各类人物英才

《长安》最为突出的有两个方面。一是他反映了军工
企业筚路蓝缕的发展历程，二是以人物群像烘托主要人
物，塑造了军工战线各类人物英才，没有把他们简约化，
也没有把他们脸谱化，而且写了他们对于政治的教条和
对于时政的被动，某种意义上讲也从侧面折射了国家在
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一个真实状况。作品既写出了军工
企业令人唏嘘的艰难进取，又写出了国家发展令人难忘
的曲折历程，把充沛的激情揉进了文字。

作品从一开始就随着故事的发展演进，特殊环境中
的人物瞻前顾后、手足无措使一个个人物显示出他的独
特性，尤其是主人公忽大年，写出了他的忍辱负重和奋勇
前行，充分显示了这个老军人的使命担当和军工企业的
初心所在。作品的结尾部分写到了站在山上指挥实验的
忽大年，形容是一个老兵在山顶上铁塔般地站着，这样一
个具象场景的描写，将共和国军工人的无私奉献、大义凛
然都凝聚在一个雕像般的形象中，可歌可泣。

——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会长 白烨

对中国工业题材小说的观察和思考

《长安》这部小说的后记是很值得一看的，它不像一般
作品的后记，是一些程序性的、礼节性的交代。后记当中
有四点对中国工业题材小说的观察和思考：第一点是，他
认为过去的工业题材长篇小说不成功的原因之一，就是过
多地在写方案，比如说技术的方案、改革的方案等等。只
限于写方案，就会很枯燥、很乏味，应该是抓住工厂大院的
命运和大墙中的喜怒哀乐；第二点是国家意志，尤其是军
工企业要贯彻国家意志，要把国家意志渗透到具体的工作
当中，我觉得他对过往工业的观察和思考是特别有价值
的；第三点是结尾的处理，他是反对光明尾巴的，他主张用
开放性的结尾，《长安》这个作品本身也是这么实践的，实
际上忽大年最后的命运怎么样，这个作品画了一个大大的
问号；第四点就是应该充分展示人物的内心。

——中国作协小说委员会副主任 潘凯雄

讲的不但是工业，更是人的心灵史

这是一部关于当代工业壮阔、辽远、厚重的作品。
说它壮阔，是因为它把新中国成立以来波澜壮阔的历
史书写进去。说它辽远，是因为它是西部的，是陌生
的，与日常生活经验有距离，它的神秘有待于我们揭
示，它的复杂有待于我们领悟。说它厚重，是因为它讲
的不但是工业，更是人的心灵史。《长安》这部作品之
所以吸引我们，之所以我们能够进行讨论或者记住它，
是因为这部作品是写人的作品，这部作品是为军工人
写情画像的，写出了军工人的情感、追求、精神世界以及
他们所有的长处和不足。

这个作品使我惊喜、惊艳的还有语言，阿莹有自己
的叙述，有自己的腔调，他的语言有工人阶级的粗犷、直
率，但是又不乏深入的思考。他是地方性和通用性的结
合，在工业题材报告文学一家独大的情况下，如何在前
人经验下书写新时代的工业题材，阿莹这部作品提供了
诸多值得借鉴的经验。 ——《文艺报》总编 梁鸿鹰

真切地书写了军工企业发展历史

这部作品的研讨对工业题材创作在当前新的增长点
的研究具有意义。一个作家的潜力往往和他的阅历相
关，有过其他职业的作家相对而言更有条件深入地书写
一个领域里人们特殊的生存状态，阿莹的《长安》充分显
示了这种优势，这种小说不是局外作家靠采访就能写出
来的，它需要几十年生活的积累。比如说苏联专家圈定
厂址的时候，土地上都是坟墓；忽大年被派来创办长安厂
的时候，碰到人贩子等。这些场面没有经历过是无法放
在小说里面的。他给我们展示了一些陌生的场面，而这
些场面传递的是真实的历史信息。

作品真切地书写了军工企业的发展历史，小说很大
的价值也在于借助作者的亲身阅历，帮助后人正确地认
识历史教训，在前行的道路上走得更加平稳，不仅仅是一
个发展工业的问题，也是人生、也是社会。

——中国作协创研部原主任 胡平

用文学语言呼应了时代伟大的命运

高水平的军工题材作品在中国当代文学，特别是在新
时代的文学史上应该说是缺位的，《长安》敢于做出尝试，
敢于填补空白，书写这样一个难度非常大的特殊题材，带
来了新中国现代工业创业史的一个壮歌。在阿莹的作品
中，我非常惊奇地看到，这部小说居然通过军工人的视角，

将笔触深入到共和国成立后的几次战争中，触及这些敏感
的内容在我国的文学作品中还是非常罕见的，但是阿莹写
活了人物，释放了人物的性格，也写出了军工人在和平和
战争之间的思考和选择。从宏观的视角来看，整个故事
是在一个完整的计划经济时期展开的，阿莹精准地描写
了这个时期人物特定的语境，人人都渴望成为时代的建
设者，人人都视国家利益为最高准则。

作为一部成于 2021年的小说，回溯视角的意义在于
它揭示了一种精神基因的传承，也彰显一种历史观，就是
中国军工企业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过程。背后不变的
是以忽大年为代表的军工人，从革命战争年代流传下来
的精神、气质的延续，在中国，正是因为积累了宏大的工
业基础，才有了翻天覆地的改革开放，这部小说用文学语
言呼应了时代伟大的命运，是非常难得的。

——《人民日报》海外版副总编 李舫

写出了中国工人阶级的国家意识

《长安》写出了中国工人阶级的国家意识。马克思曾
经在《共产党宣言》中说过，工人没有祖国。因为这个国
家是在资产阶级的统治之下，不是工人的国家，因此马克
思号召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但是中国的工人阶级
从新中国以后就当家作主人，有一种主人翁的意识，并且
由主人翁意识扩展到国家意识。《长安》写的是军工厂生
活，这些军工厂工人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他们身上具
有一种鲜明的国家意识。

总之，《长安》从一定程度上为开掘国有企业这样一
个文学资源做出了有益的探索，我从中读出了国家意识，
尽管在小说中没有出现这个词，但是小说中的军工人都
在以自己的行动表现出他们内心充盈的国家意识，我以
为我们在讲述发生在国有企业内的中国故事的时候，就
应该把国家意识讲得更加透彻。
——沈阳师范大学中国文化与文学研究所副所长 贺绍俊

一项心怀国之大者的写作实践

首先，这是一部非常具有历史现实意义的大作品，它
是一项心怀国之大者的写作实践，这部作品聚焦于最艰难
的军工企业的起步阶段，还原了新中国初创时期的社会
全貌和国家的境遇；第二，它歌颂了第一代军工人为国牺
牲、敢于奉献的精神，这是一部为民族立魂的小说，歌颂
了一代人的精神，也彰显了那一代人的理想主义情怀；第
三是《长安》在艺术上非常的成功，塑造了一群真诚感人、
血肉丰满的军工人的群像。他们既是英雄又是活生生的
人，既是国家工程的建设者，又是日常烟火的参与者；第
四是丰富了行业写作的题材，扩展了中国当代文学的写
作边界；第五是展示出写作者对他自己家人的情感，还有
对军工人、对共和国第一代建设者的深厚的情怀，所以这
是一部为人民抒怀的作品，而且也表达了对国家长治久
安的期待。 ——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 孔令燕

在还原历史和彰显精神理想之间达成了统一

陕西不仅是乡土文学大省，也是城市工业文明资源
很丰富的大省，它有工业题材、工业主题的创作传统或
者传统谱系。《长安》的出现开辟了陕西文学的新空间，
带有深长的启示。

关于《长安》的历史感，我认为有三个层次，一是关
于长安的历史，作品很自然地将历史感、文化感融入其
中；二是中国革命的历史，始终萦绕贯穿于作品中，使人
物的选择极其符合主人公思想性格、行为行动的历史逻
辑；三是现实主义精神，作者书写的时候有一种还原意
识，有浓重的历史印记。

《长安》是有相当难度的写作，如何把握，内含有一
个历史认知问题，有一个价值判断问题，还有一个社会
历史进程的逻辑问题，要求写作者写一段具象的历史，
但这段具象的历史要和今天的现实发生关联，打通大命
题，我觉得这部作品做到了。《长安》在冰冷的钢铁和优
柔情怀里取得了统一，在还原历史和彰显精神理想之间
达成了统一。 ——陕西作协副主席 李国平

提供了超越题材本身的意义价值

小说《长安》毫无疑问是工业题材创作中一个具有
标志性的，甚至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作品。《长安》在国
家与个人、崇高与悲剧、奉献与自爱等许多的范围都有
许多新的创造性的表现，它的意义是大于工业题材本身
的。作者宏大的视野和构架，在小说里面都有所体现。
他既有革命的意识，也有现代化的观念，人物写得特别
有历史感、沧桑感和命运感。它既有宏大的叙事也有日
常的生活，而且人物的关系没有简单化。

总体上，这部小说提供了一些超越工业题材本身的意
义、价值，是特别值得肯定的。

——苏州大学文学院中文系教授 王尧

由小见大描绘了当时社会风貌

关于《长安》我有几个看法。第一，有深入、有调查、
有研究。他把人物的情感深入到生活里面；第二，作家表
达题材的能力给我带来了深入的思考。大部分写小事、
小生活，写到国家历史是很少的，却能把宏观的理想精神
建立起来，这些人物有一股劲，不屈服的精神；第三，工业
题材作品在体现国家命运的同时包含了个人命运，通过
时代跟个人，人与人之间的情感，还有个人内心的冲突，
由小见大描绘了当时社会风貌。

——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 谢有顺

一部具有史诗性的长篇小说

它是一部具有史诗性的长篇小说，史诗性的作品应
该具备四个方面的特点：一是史诗性的长篇小说，应该
具备一种揭示历史本质的目标，《长安》写的是一部军工
的当代创业史，本身就是要揭示从第一个五年计划一直
到改革开放这个漫长的历史阶段中国社会的历史，有一
个潜在的思想主题需求；二是艺术结构上的丰阔的时空
跨度与规模，是一个大结构到小结构的结构非常复杂的
非常丰阔的长篇小说，大结构它由三条叙事线索构成；
三是强调重大历史事实对艺术虚构的驾驭，在他所写的
那个历史时段所发生的许多重要的历史事实，都用到了
历史虚构当中；四是史诗性的作品要有英雄主义叙事基
调的表达，《长安》虽然写的是和平时代的生活，但是和
平时代同样有和平时代的英雄主义，小说的主人公忽大
年就可以看作是一个和平时代的英雄形象的集大成
者。正因以上四点，所以我认为《长安》是一部具有史诗
性品格的长篇小说。 ——《小说评论》主编 王春林

本组稿件由本报记者杨志勇采写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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