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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之问”》

内容概要

《"时代之问":当代文化名人的思考与呼唤》是新华社知名记者对王蒙、冯骥才、余秋雨、陈忠实、王
安忆、贾平凹、李敬泽、韩三平、李连杰、郭敬明等不同年龄段的数十位文化界知名人士的大型文化
访谈实录，全面反映和剖析了我国当代文化事业发展的现状和面临的问题，集中展现我国文化界大家
对当前文化事业发展的思考与期待。在精彩和不失锐利的对谈中，这些文化名家或从历史和现实的坐
标中探寻文学、艺术的真谛，或以自身实践为文学经典和文艺大家的培育建言献策，或着眼于未来，
在深入的分析中充满了批评家的智慧⋯⋯他们激情澎湃，字字珠玑，从不同视角解答了“时代之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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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之问”》

作者简介

　　徐江善，中共党员、高级记者、中国作家协会会员。1958年生于黑龙江省佳木斯市，1982年7月毕
业于黑龙江大学中文系，现任新华社参编部编委、机动调研室主任。荣获新华社十佳编辑称号、新华
社优秀共产党称号。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苍天有眼》，长篇报道文学《寻梦俄罗斯》、《末路疯狂
——告诉你真实的郑筱萸》、《谁抢了你的麦克风——互联网改变中国记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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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之问”》

书籍目录

序时代之问：打开“众妙之门”第一部分 不负时代艺术家要面对文学背对市场作家始终不忘关注国家
和民族的命运我们正在经历一个黄金时代的酝酿阶段创作要有自己的根为人艺去守望我的中国电影梦
艺术家永远不要忘记时代使命第二部分 文坛激荡“大水走泥”时代的坚守作家始终要有深沉的志向文
学大繁荣必须向精品跨越《于无声处》30年，不变的人格与风骨作家不能迟到于伟大的时代沉人生活
底层寻觅珍珠第三部分 呼唤经典呼唤大时代之大作品文学的核心价值永远不会改变危机中寻找生机与
出路坚守，为了读者为了文学用文化点燃民族精神的火炬喧闹而无声的文化时代做文艺批评圣地的守
护神中国电影要先做大再做强培养创意写作人才发展多元文化产业甘做高雅艺术的守望者戏比天大为
文化巨人的诞生提供沃土坚守使命继薪传火经典作品需要深厚积淀的土壤地方院团也要成为“大家”
的摇篮第四部分 期盼未来打造专业化国际化的原创文学平台《萌芽》的命运与文学的未来优秀的作品
是作家内心真情的流露真正优秀的作家不会昙花一现我们仍在默默地支撑着最初的写作理想好厨子都
是挑剔的客人给逼出来的附录：作者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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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之问”》

章节摘录

　　一个没有文化的民族是悲哀苍白的民族，一个没有文化的国家是没有根基没有力量没有前途的国
家。人的全面发展离不开文化，没有文化的人是“单向度的人”；社会的全面进步离不开文化，没有
文化的社会是短腿的没有发展后劲的社会。为了中华民族21世纪的伟大复兴，一个拥有《诗经》、《
楚辞》、唐诗、宋词等不朽文化经典的民族，一个拥有孔子、老子这些伟大思想家的民族，也完全应
该和能够用当代伟大灿烂的文化创造，去点燃13亿中华儿女心头理想主义的精神火炬，去开创出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的美好未来。　　记者：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十六大以来，文艺创作成就不菲，但是相
比于高歌猛进的经济建设明显滞后，缺乏力透纸背、影响深远的经典大家，与物质实力空前增强、国
际地位持续提高的大时代不相匹配。伟大的时代为何难觅伟大的作品？　　毛时安：伟大的时代为何
产生不了伟大的作品？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今天社会生活急剧变化，综合国力不断增强，社会内
容极其丰富，为文艺创作提供了大量素材。马克思在谈论欧洲文艺复兴时说过：“一个需要巨人的时
代，并且产生了巨人的时代。”但是，我们这个时代虽然需要大作，但并不一定就能产生大作。　　
我遇到一些国外艺术家，他们不少人都很羡慕中国的作家艺术家，主要是两方面：一是中国有作协文
联体制，国家能把作家艺术家“养”起来；二是中国有极其丰富的生活原料，国外尤其是欧美已经形
成了一个平静的中产阶级，不像国内在转型期这样矛盾尖锐，对于作家艺术家而言，处在这样一个充
满变化的时代。是很幸运的。 　　⋯⋯

Page 5



《“时代之问”》

媒体关注与评论

　　“我们采访了数十位活跃在文化艺术界的著名人士。⋯⋯他们从不同视角解答“时代之问”，可
谓字字珠玑；有的激情澎湃，讲到动情处潸然泪下，令人动容。他们或从历史和现实的坐标中探寻文
化艺术的“时代之问”，或者以自身实践为文学经典和文艺大家的产生建言献策，或者着眼于未来，
在深入的分析中充满了批评家的智慧。”　　——徐江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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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之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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