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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明天我将衰老，今天仍是青春万岁”“没

有精神上的自由驰骋就没有文学”……缓步参观中

国国家博物馆“青春作赋思无涯——王蒙文学创作

70周年展”，就如同走进王蒙先生“学无涯，思无涯，

其乐亦无涯”的青春心境，品读他“永远与党和人民

一路一心”的创作人生。

展览已开放两月有余，前来参观的观众络绎不

绝。大家循着“人民艺术家”的创作脚步，感悟这份

与时代同行、为人民而歌的赤子之心。

全景记录70年创作历程

1953年，19岁的王蒙开始创作长篇小说《青春

万岁》，经过近一年时间，完成了小说初稿。

在展览“青春万岁”单元，一件珍贵的展品吸引

众人目光——5卷泛黄的稿纸上，写着一行行蓝色

钢笔字，这正是王蒙创作《青春万岁》的初稿。

另一边展柜中，日记体小说《初恋》手稿背后则

有一段跌宕的故事：1956年，王蒙创作了这部小

说，但当时未能发表。直到2021年，尘封60余年

的手稿被偶然发现，80多岁的王蒙在原文字中穿插

写下与青年王蒙的对话，以《从前的初恋》为题出

版，来了一场“隔空对话”。

展览还展出了1957年未刊登的《青春万岁》插

画草稿、《布礼》手稿，以及2023年9月人民文学出

版社出版发行的《人民艺术家·王蒙创作70年全

稿》61卷等。以时间为轴、以思想为线，观众得以体

悟王蒙对政治、文化、社会和人生的深邃思考。

“人民艺术家”国家荣誉称号奖章吸引不少观众

驻足观看。201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前

夕，85岁的王蒙获颁“人民艺术家”国家荣誉称号。

“近300张照片和550余件展品，全景记录王

蒙70年来与共和国发展历史相伴、与祖国和人民

同呼吸共命运的文学创作历程。”本次展览策展人

江琳介绍。

“人生即燃烧”

王蒙的文学创作横跨中国当代文学史的各个

时期，与时代、现实相呼应，正如他所说：“我的少年、

青年时代赶上革命成功和新中国成立，这给我的人

生奠定了光明的底色，即使我日后遇到了一些曲折

和挑战，也始终热情澎湃地书写时代、书写生活。”

展览“这边风景”单元中展示了王蒙上世纪六

七十年代在新疆生活劳动的丰富经历，以及以此为

依托创作的文学作品。

1963年底，29岁的王蒙远赴新疆，在乌鲁木

齐、伊犁等地生活16年。他学习维吾尔语，与新疆

人民建立起深厚的友谊。

1972年底，他开始撰写《这边风景》，把对伊犁

乡亲、友人的思念之情诉诸笔下，呈现了一幅饱满

生动的新疆民俗画卷。

1979年，王蒙重新回到北京作家协会的专业

作家队伍，他的创作激情如火山爆发般喷薄而出，

发表大量小说、散文及文学评论等，引起社会反响。

“七十年的读书写作孜孜矻矻。七十年的视野

与行止遍及祖国城乡边疆，遍及亚非拉欧美澳。”王

蒙这样回顾与创作为伴的岁月。70年来，他先后

发表作品2000万字，被译成30余种文字在各国和

地区出版。

“永远歌唱吟咏，书写不完”

创作之外，王蒙在古典文学研究、哲学研究等

方面也取得卓越成就。研究《红楼梦》、李商隐、诸

子百家，卓见迭出；撰写《我的人生哲学》《中国天

机》等作品，以生活的切身体验为依据，回忆并论说

了中国现当代史上的重大课题。

到访60多个国家和地区，分享对异域文化的

感悟；自学多种语言，将新疆和外国文学作品译介

给读者；走上讲坛，让世界更多了解中国……弘扬

中华文化，做文化传承与文明交流的使者，王蒙一

直在路上。

“他是生命力很旺盛的一个作家”“热爱生活，

用生活来滋养文学创作和思想”“应该像王蒙先生

描写的这些年轻人一样，更加充满勇气，热烈坚定

地去追求理想”……参观展览的观众来自各行各

业，年龄也有所参差，纷纷被王蒙的作品与经历感

染，致以礼赞。

从“少年布尔什维克”到“人民艺术家”，王蒙对

国家、对人民、对生活的热爱从未改变。“祖国还年

轻，还是少年中国！我也仍然满腔热烈红火、光明

敞亮，爱文学，爱语言，爱学习，爱写作，永远与党和

人民一路一心，永远歌唱吟咏，书写不完，希望写得

更好。”王蒙说。 （据新华社记者杨湛菲）

在国博“读”王蒙：

今天依然青春

据新华社郑州2月25日电（记者史林静）位于

太行山东麓的河南安阳小屯村一带，是殷墟遗址所

在地。3300多年前商王朝在此建都，随着商王朝

的灭亡，商都逐渐荒废，变成废墟被淹没地下，史称

殷墟。

殷墟西行20余公里，即见山峦起伏，从山麓前

伸出的低丘，犹如太行山伸出的双臂，形成一个箕

形盆地，殷墟正位于盆地的出口处，面向的是一望

无垠的豫北平原。殷墟还依偎着一条川流不息的

河流——洹河，这是中国北方的一条小型水系。

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文献可考、为考古发掘

所证实的商代晚期都城遗址，殷墟也是中国考古发

掘时间最长、次数最多、面积最大的古代都城遗址。

立于洹河畔，环顾四周，人们看到的是一个辉

煌壮阔的伟大文明。

在殷墟，繁盛的城市文明、完善的礼乐文明、举

世瞩目的甲骨文字以及高度发展的手工业等，共同

构筑了早期中国的出彩时代；在殷墟，灿烂精美的

青铜器皿、琳琅华贵的玉石雕刻、装饰精美的马车，

是3300多年前殷商文明的生动诠释。

走进殷墟博物馆新馆，迎面而立的高墙上镌刻

着“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九个大字，这句出自商

朝开国国君汤盘铭上的箴言，向参观者展示着一个

民族自古而今的革新姿态。

汤，即成汤，是商朝的开国君主，铭是刻在器皿

上警醒自己的箴言。“这句话是商汤刻在澡盆上的

箴言，意思是如果能每天除旧更新，就要持之以恒，

时刻提醒自己要及时反省和不断革新。”安阳市文

物局局长李晓阳说，古人澡身而浴德，这是一种革

新的姿态。

“商朝是一个极具创新精神的王朝，正是因为

殷商人不断革新和兼容并蓄，使得殷墟达到了中华

民族早期文明的辉煌阶段。”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

研究所安阳工作站副站长何毓灵说。

殷商人的创新进取、兼收并蓄也越来越多地被

考古所证实。博物馆内，大量殷墟出土的青铜器被

集中展示，各类器物制作精致、装饰精美，代表了中

国青铜器时代鼎盛时期的水平。

在伟大的商文明展厅，一个四足两耳的司母辛

鼎格外引人注目。这是殷墟博物馆馆藏体型最大

的一件青铜器，鼎的内壁一侧刻有铭文“司母辛”，

是商朝王后妇好的儿子为纪念她而铸的鼎。

殷墟博物馆常务副馆长赵清荣说，殷商文化中

的创新精神和丰富实践，正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

革故鼎新、与时俱进、积极进取的精神源泉。

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
——在殷墟遥望一个王朝的背影

走进博物馆
感受中国文化魅力

《青春万岁》初稿。（中国国家博物馆供图）

2023年12月21日，作家王蒙（左一）参观展览。新华社记者金良快摄

殷墟博物馆新馆。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