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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历史沿革
现为河南省文联直属文学原创性专业期刊的《莽原》双月刊，属财政全供事业单位，现有人员编制（
包括南腔北调杂志）25人。创刊于1981年5月，初期是以省文联、省作协合办的名义创办，主发中长篇
小说的大型文学季刊，借用鲁迅、高长虹等人1925年创办、主发社会批评的半月刊（先是《京报》副
刊的报纸型周刊））之名，该大型刊物取名为《莽原》。1985年1月起，改为双月刊。1990年1月，《
莽原》、《奔流》两份期刊奉命合并，以大阵地、大容量计，决定留《莽原》而撤《奔流》（《奔流
》简介附后），由河南省文联主办。《莽原》杂志历届主要负责人有：何南丁、庞嘉季、段荃法、何
秋声、王绶青、张宇、陈枫。
二、成就和现状
自昔至今，《奔流》和《莽原》无论是两刊并立还是合并之后，发表了许多有广泛社会影响或荣获全
国优秀作品奖的中短篇小说作品。如乔典运的《满票》、《乡魂》，张一弓的《流星在寻找失去的轨
迹》、《远去的驿站》二卷，李佩甫的《红蚂蚱，绿蚂蚱》、张宇的《活鬼》，二月河的《乾隆皇帝
》获得国家级创作奖项和省级奖项；改编为电影的有6部，电视剧的有5部，广播剧的有2部，每年被国
家级和省级权威报刊和国家数据库收录或转载率达30％，许多省内外作家都在此找到了展示个人创作
才华的平台，许多省内外文学新人都以此为成长的园圃。一批批的作者从这里走向成熟，一代代的作
家多得本刊之惠。
在为新老作家作品提供刊发平台的同时，《莽原》也十分重视自身的建设，在编辑队伍的新老搭配、
编校人员的素质建设等方面，近年都有新的进步，新的提高。正缘于此，近年连续获得社会好评，并
荣获1984年全国期刊封面设计三等奖，1990年全国期刊展览整体设计奖，1993年全国报刊全国报刊博
览会封面设计奖及河南省新闻出版局主办的质量奖项。获得河南省社会科学第一届、第二届、第四届
、第五届优秀期刊奖，2000年1月被评入河南省首届社会科学二十佳期刊；同年入选中国新闻出版署优
秀期刊方阵，被评为国家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双效期刊”，连续五次在河南省社会科学期刊质量检
测中被评为一级期刊；2003年《莽原》被授予“河南巾帼文明示范岗”的荣誉称号。
在“三个代表”思想的照耀下，新时期的《莽原》本心依旧，办刊思路更加清晰明确。为大力培养文
学新人，自2002年起特辟出《新作家》栏目，所发作品均有热情点评，缩短了编创双方的感情距离，
激励和增强了青年作者创作的勇气和信心。至今已有十数名文学青年在本刊获奖。长期不懈的努力，
使本刊赢得了社会的广泛好评和审读专家的称赞。
三、优势与展望
对于《莽原》这样一个以严肃文学为标准的专业性文学期刊而言，正属于发展文化事业之范畴，肩负
的主要任务是培养作家，成熟作家队伍，展示河南文学创作的平台。同时，用文学的方式将河南的经
济、生活推至读者面前，由此窗口去了解河南，传达厚重河南的文学理念和文学成果。作为地方性专
业文学刊物，加快形成具有感召力的旗帜性的作家影响，以《莽原》这块阵地丰富传达河南现代化文
化大省的新面貌，集中突现文学人才，以及文坛豫军的成长轨迹，以文学为政治、经济、社会发展做
好服务，《莽原》都有着不可替代的优势。
市场经济在为严肃文学刊物给出挑战的同时，也给出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走出困境的关键在于要
看刊物有没有新的思路，能否给出准确的市场定位，能否找到适合所处条件的发展模式，能否形成自
身的核心竞争力。近年来的办刊实践证明，《莽原》只能走立足于河南、在现实中求发展的办刊之路
，以做好本土工作为基础，以国内文学主流派别为坐标，形成两相辉映，既体现本土特色又展示国内
水平的办刊路线，而《新作家》栏目就是这一思路的尝试，实践证明是设计到位、切中需求、得到省
内外文学青年欢迎的，也使本刊的基本订户得以相对稳定。树立属于自己的名牌栏目，以质量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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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优势取胜，取得了可喜的成绩。自2000年以来，本刊设立的几个栏目，以介绍成名作家成长轨迹的
《远与近》，与著名作家畅谈的《对话》，都已在国内文坛享有声誉，成为本刊名牌栏目，文章和栏
目多次被专家学者评入年度排行榜（《中华文学选刊》、《北京文学》、《新民晚报》等），为创名
刊打下良好基础。
现存的《莽原》与20世纪20年代初鲁迅先生在京创办的《莽原》周刊和半月刊虽无直接的承递关系，
但作为一个有着厚重的历史积淀、历久弥香的知名品牌，就是一种难得的宝贵资产和资源。历史上的
《莽原》本身就有关注社会、关注人生、关注青年的优秀传统，在新的时期，它本应该得到新的延续
和发展。有鉴于文学青年是本刊的主要读者，同时又是本刊的主体订户，也即本刊的经济支柱，承历
史上的《莽原》之余绪，时时关注青年这一社会群体，以青年文学爱好者为培养和扶植对象，以青年
作家作品为主体稿群，以赢得青年读者的支持为自立发展依托，是莽原的主要发展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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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第一次接触莽原是在上初中的时候，记得鲁迅有篇文章叫【纪念刘和珍君】，里面提及刘和珍定
了一年的莽原，我当时只是觉得那是一本时事杂志，但我错了。在03年的一次偶然逛街中，我看到路
边卖二手书的有一排很纯雅的封面，走近一看是【莽原】。当时就决定我要看看这个，于是买了3期
，很便宜，5块一本的。买回家就开始看，再也没防守，一本接一本，直到看完。跟别的杂志比起来
，这里面没有广告，没有废话，有的都是名家长短篇，那些文字运用以及名家点评写作技巧都有详细
的介绍。从那以后，我也开始定【莽原】。我庆幸河南还能出这种好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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