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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中国现代文学馆筹备并举办了以“初心与手迹”为主题的馆藏
经典文学作品手稿展活动。在庄严肃穆、气势恢宏的展厅中，我们看到
了《上甘岭》《创业史》《李自成》《平原游击队》《保卫延安》《青春之歌》《红
岩》《李双双小传》《玉门诗抄》《阿诗玛》《野火春风斗古城》《红旗谱》等21
部具有文学史价值、历史意义与时代精神高度的手稿。这些手稿让人们
重温一段段历史与革命往事，引领读者深刻感受作家创作文学的时代背
景和文化氛围，进一步了解珍贵手稿背后一个个动人的故事。

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展现中华民族的文化
创造力和新中国文学发展水平，人民文学出版社、学习出版社联
合8家出版社，推出“新中国70年70部长篇小说典藏”丛书。

该丛书收录了1949年至今，描写我国人民生活图景、展
现我国社会全方位变革、反映社会现实和人民主体地位、弘扬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讴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70部
原创长篇小说精品力作。其中，有描绘解放战争历史画卷的

《保卫延安》《林海雪原》《红岩》，有广大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
建设新中国的《山乡巨变》《三里湾》《青春万岁》《创业史》，有寻
找和重建民族文化自信的《沉重的翅膀》《白鹿原》《平凡的世
界》《尘埃落定》，也有改革开放后反映中国社会现状、探索中国
道路的《突出重围》《天行者》等。 （据新华社）

“新中国70年70部
长篇小说典藏”丛书出版

本书讲述了一个普通农家子弟在军队大熔炉里百炼成
钢，从一个普通士兵一步步成长为共和国将领的动人故事。
书中介绍了从大别山“将军县”走出来的共和国将领，如何谱
写出忠于祖国、青春无悔的豪迈篇章。

本书是我国首部全方位讲述中国航展发展历程的纪实文学
作品。本书不仅记述了中国航展人敢领时代之先，用智慧与热
血创造的辉煌历史，也生动展示了中华民族敢于打开国门、追赶
世界的大国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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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心与手迹”：追寻经典手稿背后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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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就是这样走过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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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敢为天下先》

作家姚雪垠的儿子、中国青年出版
社编审姚海天回忆：“父亲生前有一个心
愿，就是要把著作手稿、友人书信、史料
卡片、藏书、作品版本、音像资料乃至字
画等全部无偿捐赠给国家，回报国家。
为了这个心愿，他用工整的小楷字写了
捐赠书。”1999 年 4 月 29 日，89 岁高龄
的姚雪垠辞世。4 个月后，姚海天遵照
父亲的遗愿，代表母亲和家人向新建的
中国现代文学馆捐出了1万余册藏书及
书房的全部用品，文学馆在C座一层展
厅复原了姚雪垠的书房。

2010年10月9日，姚雪垠100周年
诞辰之际，姚海天向中国现代文学馆捐
出了珍贵的《李自成》第四、第五卷手
稿。这些手稿一部分包括姚雪垠口述录

音的整理稿，一部分则是姚雪垠晚年在
身体日衰、精力不济的情况下，仍然每天
凌晨两三点钟起床，用蝇头小楷字一笔
一画地“爬格子”写出来的，手稿工整干
净，弥足珍贵。

在已捐赠的文学资料中，不乏各类
手稿、名家书信、线装书、音像资料、多种
著作版本及名人字画，但最值得一提的
是7000张资料卡片。这些卡片是姚雪
垠为创作《李自成》，在数十年中研读六
七百种历史典籍后用蝇头小楷将有关资
料抄录下来的，不少卡片还有批注、按语
和创作中的心得感悟等文字。这些文学
历史资料，可谓姚雪垠家中的“镇宅之
宝”，记录了他在半生岁月里为创作《李
自成》呕心沥血、艰苦长征的足迹。

在这次参展的手稿中，有中
国当代文学史上首次大规模正面
描写解放战争的长篇小说《保卫
延安》的手稿。这套手稿不仅包
含写作大纲和人物表，而且包含
1稿至9稿的修改本。20世纪90
年代初，杜鹏程夫人从西安来到
北京，她告诉舒乙，已将《保卫延
安》手稿清理出来，欲送给文学馆
保存。但这部手稿共36万字，有
两尺多高、十几斤重，她一个人实
在背不动，希望文学馆能派两名
同志前往西安取回。这部作品数
易其稿才得以出版，出版后又进
行过 3 次修改，出了 4 个不同的

版本，目前可考证的总共有16
稿之多。舒乙曾经在文章中

回忆道：“《保卫延安》是手
稿多的冠军、修改次数多

的冠军。”
在 因 年 代 久 远

而微微泛黄的第一
页手稿纸上，我

们可以看到红
色、浅蓝色、

墨 蓝 色 和

灰色 4 种颜色的笔迹，纸张上写
满了错综复杂的修改符号、密密
麻麻的增补文字。透过满溢着作
家心血的薄薄纸张，我们仿佛能
看到战地记者杜鹏程伏在膝盖上
用蘸水笔记录着延安保卫战每一
个难忘的战斗场面。

作家杜鹏程曾经回忆过这部
战争年代的“英雄史诗”数易其稿
的艰难过程：最初，他白天骑马出
去采访，到晚上坐下来写这部作
品。经历 9 个多月的时间，创作
出近百万字的报告文学书稿。稿
子大都是使用缴获的国民党粗劣
报纸和宣传品的背面来抄写的。
在此后 4 年时间里，作者将报告
文学改为60多万字的长篇小说，
又把 60 多万字精简到 17 万字，
把 17 万字增补为 40 万字，再把
40万字简化为30多万字。今天
看来，在4年多的漫长岁月里，这
部作品几乎不是“写”出来的，而
是“改”出来的。在这深深浅浅的
笔迹背后，是对新中国发展历史
进程重要节点的生动记录，是作
家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创作

精神的执着追求，
更是对在战争中流
血、流汗甚至牺牲
的人民战士的敬畏
和尊重。

“改”出来的“英雄史诗”

“全部无偿捐给国家，回报国家”

“这些手稿能卖不少钱，但我们不能这么做”

许多“80后”“90后”儿时记忆中的
英雄——“小英雄雨来”的手稿故事，更
为生动曲折。2002 年，著名作家管桦
辞世。管桦的代表作品《小英雄雨来》
的手稿原本藏于管桦家乡——河北省
丰润区还乡河畔的管桦陈列馆和雨来
纪念园中。

由于纪念馆条件有限，并未配备纸
质文物保存所必需的防尘螨、污染、潮
湿、干燥等智能系统。2006 年 4 月，管
桦夫人李婉女士从老家将《小英雄雨来》
的手稿捐赠给中国现代文学馆，此外，还
有《将军河》等作品手稿、作家的私人日
记、珍贵书信、文学创作素材等，以及各
种版本著作和作家签名赠书700余册、
作家字画作品35幅以及书桌、文房四宝
等物品，共900余件。李婉女士在捐赠
仪式上饱含深情地说：“这些手稿能卖不
少钱，但我们不能这么做，我们知道管桦
心里想的是什么。”

手稿的捐赠是作者及其亲属的“一
家之事”，也是文坛发展与文脉留存的

“家国大事”。自1985年中国现代文学馆
建馆以来，经巴金先生的奔走呼吁及征集
工作人员的共同努力，当代文坛诸多著名
作家纷纷响应，将个人珍藏的代表作手
稿、字画与研究资料慷慨捐出，这是中国
现代文学馆手稿收藏的“第一桶金”。

到目前为止，中国现代文学馆拥有
20 世纪文学数量丰富、种类齐全、保存
完好的作家手稿3万余件。手稿作为承
载历史文化的文献资料，不仅对作家作
品的解读有着重要的文学意义，也具有
政治、经济、社会等多面向的研究价值。
回溯这一件件文学手稿的保存历史与流
传故事，我们可以发现，每一部手稿的征
集都凝结着文艺工作者辛勤的汗水，都
汇聚了文坛前辈对新中国文艺事业的奉
献与热忱，这必将照亮文学的未来与前
行的方向。 （据新华网 作者：春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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