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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玲，在常人的眼里，更多被提起的是其作家身份，《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沙菲女

士的日记》等作品都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浓墨重彩的大手笔。然而，石潇纯编审在其装帧精

美的《缘定今生辙—丁玲与她的编辑生涯》一书中，首次从编辑家的角度为作为文学家的丁

玲立传。作者虽为人物立传，却不拘泥于现存史料，她遵从历史的真实性和差异性原则，从

不同的历史维度，选取不同的视角对历史进行“反观”与“重构”，使其笔下的丁玲有异于

他者的立体的显示。全书在政治，文化，文学，出版的广阔视阈下构筑丁玲与中国文学出版

的全景图，将她的编辑方针、编辑思路、编辑策略等贯穿于对其文学活动与办文学刊物等编

辑出版活动的描述与分析之中，成功地展示了中国现当代编辑史上的一道悲壮风景，堪称编

辑学研究的佳作。 

一 以史为基，“返现”和“重构”历史现场，展示悲壮风景 

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许多著名作家都曾参与过报刊杂志的编辑工作。他们的出道得

益于许多著名编辑的帮助，然后著而优则编，亲历编辑工作之后，又以一种反哺的情怀，发

现和培养新人，如《新青年》的胡适、《小说月报》的茅盾、《文丛》的巴金等。丁玲也是

这样的一位大作家兼编辑家，在中国文学史和编辑出版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丁玲从1929年办《红黑》月刊开始正式步入编辑殿堂，到1985年与舒群主编《中国》大

型文学月刊直至生命结束，编辑生涯占据了其人生历程的三分之一。丁玲在作为一个作家的

同时，将人生的重要一部分投向了中国的编辑出版事业，以编辑家兼文学家的独到眼光发现

和培养了葛琴、杨之华等众多新作家。然而，从1955年到1979年，丁玲遭受重创，受打击迫

害，是其人生沉寂无语的另一个三分之一。现在看来，这不能不说是中国文学乃至中国编辑

事业的一大损失。 

该著以传主为中心，以史实为框架，将“丁玲不同时期所编辑报刊置于特定的历史情境

中进行‘返观’和‘重构’，对作为文学家和编辑家的丁玲进行了全面考察与科学评估，给

读者以独辟蹊径的全新感受”。这种“返现”与“重构”既是对人物历史的尊重，又是作者

独具匠心的一种研究思路和学术眼光，给人一种历史的客观性与纵深感。 

作者首先追忆了丁玲成长的主要经历，着重描析了丁玲与文学的第一次结缘。1927年，

明星梦破碎之后的丁玲，为一泄满腔的郁闷情绪，有感而发一气完成了生平的第一部作品：

短篇小说《梦珂》。时任《小说月报》主编的叶圣陶在来稿中发现这部小说不同凡响，就凭

编辑极强的职业敏感决定立即采用；两个月后，又在显要位置推出了《沙菲女士的日记》，

丁玲一举成名。这次结缘使丁玲一生都充满了对编辑叶圣陶的感激，也使她在后来的编辑生

涯中十分注重对文学新人的培养和提携。对丁玲来说，文学是她苦闷、彷徨的青年时代一次

重要的人生邂逅。作者借此间接揭示了丁玲成长为一个文学家和文学编辑家的主客观因素和

社会历史条件，也为全书定下了一个基调。 



1929年，丁玲与胡也频、沈从文为了与当时文坛剥削自己的出版商一较高低，筹办了

“红黑”出版社，正式步入编辑生涯。作者认为这是丁玲的前编辑活动时期，并从当时的社

会环境特别是文化环境出发，有理有据地分析了红黑出版社解体的原因，并以此为视点作切

入，就丁玲、胡也频与沈从文的友谊产生裂痕的原因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认为是政治观点的

分歧导致了她与沈从文思想的分野，颇具说服力。 

接着，作者就丁玲正式的编辑生涯作了历史的分期，将其分为四个阶段，并对每一个时

期都进行“返现”和“重构”，在历史的环境里描绘了丁玲不同凡响的编辑人生，展示了一

幅波澜壮阔的历史画面。作者实事求是，尊重历史，通过大量翔实的资料来铺陈作为编辑家

的丁玲。这主要体现在“事”和“人”两方面：对于“事”，作者就事论事，按照实事求是

的原则，重现当时的历史原貌，层层分析而尽少掺入个人的主观因素；对于“人”，作者没

有刻意去画圆一个人，而是力争全面展示，多侧面、多角度叙述，总结其在不同历史时期创

办编辑报刊的经验和特色及其在报刊工作上的贡献，把丁玲写得有血有肉，有感情有缺憾，

虽然不完美，但给人一种栩栩如生的感觉。而全书整体上史论结合，在对人物历史活动的抽

取与展示中论述自己的观点。 

在第五章，写“丁玲与周杨：复杂的多重恩怨”时，为了讲清这二者之间的矛盾关系，

作者认为这是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于是，从“两个口号”的论争说起，讲到了延安

时期、第一次文代会时期、建国后初期，再到二次文代会时候两者关系的发展。为了说清事

实，作者引用了陈明、黎辛、郑惠、张凤珠、李辉等多位作家的说法，将这一矛盾的由来、

发展和激化等来龙去脉交待得十分清楚。作者也刻意避免了主观因素的参与，正如作者在

《后记》中所说的，“为了克服主观认识的偏激和偏差，我有意识地沉淀了一年。” 

石潇纯女士以清晰的思路、稳健的笔风、激昂的情绪、理性的思考，从尊重历史和还原

历史出发，向人们展示了一个轮廓分明，有血有肉，性格突出的丁玲，一个大山一样雄伟、

大河一样宽阔的丁玲，勾画出了中国现当代编辑史上的一道悲壮风景。 

二 观点鲜明，新意迭出，富于学术魅力 

该书是一部具有创新性的著作，其创新性最主要体现在选题、写作体例和综述人物历史

时所展现的理论观点，这些构成全书最大的亮色，也是其学术价值和生命力之所在。兹举

二、三： 

(一)视角独特，选题新颖 

作者在前言中的第一句话就是“本书是从编辑家的角度为丁玲立传。”简洁明了，既表

达本书的主要内容为“传”，也告诉人们此传的独特视角为“编辑家”。丁玲，人们常记得

她是一个杰出的无产阶级文艺战士，是著名的作家，这也是常人的研究视角；而石潇纯女士

却独辟蹊径，找到了人物在文学与编辑上的切合点，突破陈规，为一个“老”人物立起了

“新”传，成为了第一部从编辑学的角度研究丁玲的专著，也是编辑史个案研究的典型而又

成功的可喜成果，让人不得不佩服其敏锐的意识，当然这也离不开作者自身历时十余年的编

辑出版实践及女性文学研究。仅从这个独特的视角来看，“本书就具有不容置疑的开拓意

义，是作者在丁玲研究园圃开垦的一片新地。”在中国编辑史研究亟待深化和呼唤细化的个

案研究的今天，该著这一研究视角的转换，丰富了编辑理论和编辑史的研究内容，其价值是

无容置疑的。 

(二)既有观点统帅全章，又用观点提升全书 

作者为了更清晰地表述自己个人的认识，在每一章节的开头基本有一个统领全篇的观

点，再与作者不时显现的思想睿智相交织，既便于展开思想，又能形成一种逻辑关联；既向

读者明示自己的观点，又形成了一个整体，使全书浑然一体，结构灵活有序。在第二章中，

针对红黑出版社的有关问题，很多研究者都提出了不同的意见，作者却通过具体的材料和详

细的分析，揭示其原因有三： 

其一，它没有足够的经济力量去与当时的出版商抗衡；其二，它没有社团的背景，稿源

也成问题；其三，三人均缺乏办出版社的经验。 

其中最主要的乃是丁玲与沈从文的办刊思想出现了分歧，并最终导致了分野。在此，作



者明确地说明：“恐怕即使有强大的经济支撑，刊物的停办也是迟早的事情了。”分析入

理，令读者信服。 

除此之外，针对《野百合花》的发表、周扬与丁玲的矛盾、丁玲不能即时复出等问题，

作者都有中肯的分析和独到的见解。 

(三)发挥自身优势，将丁玲的编辑生涯分为四个时期 

在《前言》中，陈漱渝先生认为作者写这本书有其自身的优势，“作者有很高的悟性，

又长期从事编辑工作和女性文学研究。因此对编辑学有优于一般文学者的深刻理解，对传主

的心路历程也会有优于一般男性研究者的准确把握。”对丁玲编辑生涯的分期就是明证。与

一般学者对丁玲文学创作的分期有异，作者根据丁玲编辑思想、编辑策略、编辑心理的发

展，又结合时代背景，提出将其编辑生涯分为四个分期，每一个时期都具有鲜明的特征：左

联时期，丁玲执掌《北斗》，家仇国恨使她成为了一个战士，她实现了由激进的左派作家向

革命作家的转变，由单纯的作家向作家兼编辑家的转变；在延安时期，丁玲由“昨日文小

姐”，成为“今日武将军”，凭着一支纤笔，显示其创作的实力和编辑选稿的水平；建国

后，丁玲达到了事业的顶峰，却也遭遇了政治生命的滑铁卢，作者围绕丁玲编辑出版和编辑

教育工作，探讨了悲剧产生的根源；复出后的丁玲，以政治家的襟怀，排除万难，主持《中

国》，成了生命的绝唱。这种分期特征突出，又符合对象的发展规律，说明作者对研究对象

的深刻把握和独特理解，说明作者对人物的历史材料十分熟悉，搜罗宏富，下力颇勤。 

三 以史鉴今，启迪来者，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 

作者从编辑学的角度切入对丁玲的研究，展示了一个资深编辑家大量的编辑实践活动。

书中所记平实质朴，但能给人以极大的启迪性，尤其是编辑工作者，在当前某些不良风气的

影响下，如何立足于本职工作，恪守职业精神，提高职业水平，读完之后耐人寻味，发人深

省。1951年11月，丁玲主持北京市的文艺整风时发表《为提高我们刊物的思想性、战斗性而

斗争》的长篇讲话，虽然在指导思想上带有浓厚的“左”的痕迹，但她针对编辑的职责和编

辑的修养等具体问题所提的意见和建议到今天仍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纵观她一生的编辑实

践活动，可以说她是党报文艺副刊的奠基者；是解放区文化出版事业的拓荒者，是共和国编

辑教育事业的开创者；也是新时期出版体制改革的探索者和先行者。 

注重处理编辑与作者的关系 

作者是编辑的直接服务对象，编辑要对作者负责。办《红黑》月刊时，丁玲虽为初次办

刊，但已具备了强烈的民主主义思想并意识到了刊物与作者的互动；因为自己的出道得益于

编辑家叶圣陶的提携，所以她一直比较注意培养新人，奖掖新人，尤其对工人作家，作者用

了“心贴心”这个词语。在执掌《北斗》时，有一位署名阿涛的工人作者，顾忌于不少作家

看不起工人作家的偏见，虽然寄了稿子给丁玲却并未留下真实姓名和通讯地址。丁玲因无法

联系作者，就把自己的想法写在“代邮”中，鼓励这一类作家大胆地站出来，大胆地写出自

己的想法。这种无私奉献的作者意识，在当代编辑工作中虽说没有完全失落，但至少有所扭

曲，丁玲的精神不正给我们深刻的启迪吗? 

坚持编辑标准，不为外力所动 

丁玲从一开始办刊就有了自己科学客观的标准，并一直坚持，但这种标准也不是一成不

变的，会随着环境的变化做出相应的变动，如办《红黑》时，她坚持艺术和思想两大标准，

甚至不惜为一篇文章的采用与否同沈从文发生了冲突；办《文艺报》期间丁玲强调刊物的政

治性，强调作家是政治化了的人；办《中国》时，她的标准不是政治利益，而是作品本身，

她重视作品的审美价值，重视作品的主体性，重视作品的生命意义。 

注重创新，强调刊物要有自己的特色和侧重点 

在执掌《北斗》时，丁玲在创刊号的卷首用一个专门的栏目刊出了鲁迅送给她的木刻画

《牺牲》，她认为这是一个富有意义的举动，事实也是如此。 

对副刊丁玲提出了自己的见解，这对当前的副刊都有指导意义 

任《解放日报》文艺栏主编时，丁玲创造性地提出了文艺栏(也称副刊)肩负的四重任



务，即“1)团结边区的成名作家； 2)尽量提拔、培养新作家； 3)反映边区各根据地生活及

八路军、新四军英勇斗争的故事； 4)提高边区的文艺水平。”为此，她千方百计地组织稿

件，力争拿到当时延安的名作家、新作家的所有优秀作品在文艺栏发表。 

善于发挥刊物的功能，服务于社会 

这主要体现在丁玲办刊生涯的两个高峰期：一个是任《解放日报》文艺栏主编时，她善

于发挥刊物凝聚人心的力量，广泛团结新老作家，消除门户之见；另一个是， 20世纪80年

代，丁玲深感“四人帮”是倒了，但文艺界的宗派势力仍很强大，为了根除文坛的宗派和歧

视，实现文坛的大团结，她不顾年老体衰，也不顾多年的沉重打击，而是毅然挑起《中国》

的大担。《中国》的办刊方针是五湖四海，锐意创新。五湖四海的前提是百家争鸣，消除门

户之见；锐意创新体现在“给在艺术上有创新、在思想上有所主见的作品留出很大的篇

幅。” 

不拘泥于出版体制，具有探索精神 

这主要体现在她办《中国》文学月刊时。丁玲在为《中国》的审批奔波时，写了一封信

给当时的总书记胡耀邦，信中提到办刊体制时说：“我拟以民办公助的方式，也可以找到代

为出版的地方，逐步过渡到自力更生，自负盈亏，扩大经营范围，争取上交利润。”这在当

时那种特定的政治和文化背景下提出是极不容易的。 

重视编辑出版学的教育工作，讲究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作用，也注重实践对理论的反作用 

丁玲主持创办了新中国第一所培养作家和文艺编辑的学府———文学研究所。丁玲征求

各方面的意见，确定的教学方针是：“自学为主，教学为辅，联系实际，结合创作。”她对

把大学生培养成作家，不抱希望，她看重的是从生活中走出来的作家。这对当前的高等院校

编辑出版学教育具有深刻的教育意义。这一切，都是石潇纯女士的书中展示给我们的。由丁

玲的编辑出版思想结合当前我国编辑出版工作的实际来看，该著不啻是一本具有理论创新的

编辑人物传记，同时又是一本启迪现实的编辑出版学教育的优秀读本。当然，该书也不是十

全十美，如第三章的第86页，作者就可以将事情叙述得更为有序，给读者以更深刻的印象。

还有一些文字的编辑校对也可更加仔细。然而瑕不掩瑜，这本书既有充实的内容和启迪意

义，又有鲜明的个性和突出的优点，具有内在的价值和可读性。我们应该感谢丁玲，感谢石

潇纯女士。 

作者简介：周国清(1964- )，男，湖南桃江人，湖南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师，

编审，从事编辑学研究；孟昌(1983- )，男，浙江淳安人，湖南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编

辑出版学专业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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