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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丁玲与文学研究所的兴衰》主要收录了从“文研所”到“文讲所”的波折、缩小规模、公木的学院
情结、文学讲习所停办、文学研究（讲习）所的成果、第七章丁玲挨整之谜——谁整丁玲？
、丁玲与毛泽东、丁玲与周扬、导火线——三封信、“丁、陈反党集团”是谁先提出来的？
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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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邢小群，人文学者，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教授。
著有《才子郭沫若》，《往事回声》《凝望夕阳》《我们曾历经沧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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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不幸的是，她的学生、一个正在成长中的农民作家谷峪（1950年写小说《新事新办
》出名），因为在文学讲习所阅读了古今中外经典作品，因为得到像丁玲这样的导师的文学启迪，在
文学讲习所期间写了三篇小说《爱情篇》《草料帐》《傻子》，尝试在形式、技巧、表现方法上做些
探索，结果被周扬作为有自然主义倾向的代表人物批评了一通。
后来被打成右派，开除公职，回乡劳动二十多年。
从此断送了一个非常有前途的作家的创作生命。
 丁玲对学员的教导方式，还在于她对青年作家的关心爱护和鼓励。
她非常耐心地给学员回信，解答他们的难题。
请他们到家中吃饭、谈心。
丁玲在苏联访问的时候，法捷耶夫曾对她说：“建了新国家，文化方面首先要建一个如我作协这样的
全国性组织，其次要注意培养扶植新作家，我们的高尔基给文学爱好者写过几万封信，现保存在博物
馆里就有四五万封。
这是我们的责任和使命。
”爱惜赏识文学人才，我们也有传统，鲁迅就是个突出的例子。
丁玲不能不受中外前辈作家的影响。
 她的爱才，对青年作家殷殷教诲和真诚的关心帮助，从她给徐光耀的信、陈登科的信是可以窥见一斑
的。
 比如徐光耀在朝鲜战场体验生活时，碰到体验生活与写作之间的矛盾，他给丁玲写信诉说了自己的苦
恼。
丁玲在1952年8月4日给徐的信中说：“光耀同志：⋯⋯我劝你忘记你是一个作家。
你曾写过一本不坏的书，你是一个文艺工作者，你忘记了，你就轻松得多。
因为这（那）就会使你觉得与人不同。
这意思不是指骄傲，而是指负担太重。
因为你发表过一本书，你就有读者，你的读者和朋友就要求你跟着写第二本更好的书。
自然，他们的意思是不坏的，可是却苦了你了，你怎么也写不出来，你焦急也没有用。
我可以告诉你，读者又在慢慢忘记你，朋友的心也在冷了，这并不可怕，这就是说你可以不着急了，
你可以慢慢来，你可以把你的读者朋友忘掉，把那些好心思忘记掉，你专心去生活吧。
当你在冀中的时候，你一点也没有想到要写小说，但当你写小说的时候，你的人物全出来了。
那就是因为在那一段生活中你对生活是老实的，你与生活是一致的，你是在生活里边，在斗争里边，
你不是观察生活，你不是旁观者，斗争的生活使你需要发表意见。
所以你现在完全可以忘记你去生活是为了写作的，是为了你的读者朋友等等的想法。
” 再看看1954年丁玲给陈登科的信：“登科同志：昨天你走后，我拿起《淮河边上的儿女》从头再读
，到晚上一口气把它读完了。
老实告诉你，我很喜欢它。
尽管你没有把它写好，你在里边写了那么多不能给人兴趣的一个战斗又一个战斗，塞了一些在抗日战
争时代到处传诵的动人的舍夫、弃子的故事进去，但我仍然感到作者是有充实的生活基础的，是从生
活中有所感、有所爱、有不能舍弃的原因才提笔的。
那里面有生活，真实、感动人，使人惊心动魄、提心吊胆，使人对书中的事和人发生感情。
因此这是一部有内容的结实的作品。
⋯⋯你写的领域是大的，斗争也多彩多样，可是我总感到你创作的世界还是不够大，你不能从容地处
理那些场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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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丁玲与文学研究所的兴衰》由河南文艺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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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推荐

作者在材料的发掘，整理上下了很大功夫，特别是对当事人的采访所提供的材料，更为宝贵。
这种扎实但又视野开阔的研究风格，在本著作中有鲜明的体现。
 ——洪子诚（北京大学教授） 《丁玲与文学研究所的兴衰》，研究的是一个人与一个文学机构。
一切都不是建立在已有的文献上，而是一切从头做起。
这本书不仅填补了当代文学研究的一项空缺，而且开启了一条新路。
 ——李新宇（南开大学教授） 邢小群这本书关注的不是一个作家，而是一种制度。
她选择的角度是中央文学研究所，这个角度是以往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所忽视的。
邢小群的研究既有理论方面的探索，又有新的材料和评价视角。
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特别“十七年”，文学研究，邢小群的工作都是非常重要的。
 ——谢泳（厦门大学教授） 新千年以后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有了一些新的转变。
一个明显的特征就是从宏观普遍走向个案细节的梳理和研究。
《丁玲与文学研究所的兴衰》是较早进入这个转变的。
作者首先注意到当代文学发生时期的一段研究空白，就是丁玲主办的文学研究所。
而且通过调查研究，她看到了文学研究所与上世纪50年代中国文学体制的建立有发轫和创建性的关系
。
 —一主彬彬（南京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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