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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行走走在在文文学学教教育育与与新新闻闻教教育育的的沃沃土土上上  

——访延安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院长梁向阳教授 

传  馨 
 

（今传媒杂志社，陕西 西安 710065） 

 

编者按：“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他以“厚夫”做名，取性格宽厚、意志坚强之

意。教学生涯初始，散文灵活自由的写作风格使其成为他情感表达与心灵思考的寄寓之所，喜爱散文是他研究散文、

创作散文的初衷；“哪章得我哪章新”，善于发现、乐于思考，他在当代散文研究方面成果斐然，被冠以“散文批评

家”；对路遥研究工作的热情与坚守，使他获得了源源不断的创作灵感和源泉；他用中国文学精神去影响世界，用

路遥精神去激励不懈奋斗的有为志士，是国内路遥研究界的权威。他就是本期的访谈嘉宾——延安大学文学与新闻

传播学院院长梁向阳教授、延安文艺研究与路遥研究专家。梁院长在多年的文学教育与新闻教育中不断探索，对文

学与新闻这两门不同社会学科的融合教学有着自己的真知灼见，提出新闻人要有较好的文学素养。他领导下的延安

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将新闻教育与文学教育融通“联姻”，注重文学素养培养与新闻实践并举，突出学生综合能

力的培育。本期让我们一起走进延安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体悟梁院长对文学创作与教育事业的热忱，感受学

院的文化底蕴和办学特色。 
  

梁向阳，男，笔名厚夫，汉族，延安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院长、教授。兼任陕西省作协副主席，延安市文

联副主席、延安市作协主席，是中国延安干部学院、中国文联研修学院兼职教授、《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第六批外

审专家。主要研究领域为当代散文、延安文艺与路遥研究等，业余从事文学创作。发表大量文学作品及多篇文学论

文与文艺批评文章，出版散文集《走过陕北》《心灵的边际》《行走的风景》等；出版文学理论专著《当代散文流变

研究》、文学评论集《边缘的批评》；合撰《红色延安》，主编《延安文艺研究论丛》等。《当代散文流变研究》获“中

国当代文学研究第 11 次优秀成果表彰奖”、陕西省第九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陕西省第二届“柳青文学

奖”等；论文《“大散文”：意象阔远的散文天地》获全国第二届“冰心散文奖·散文理论奖”；散文《漫步秦直道》、评

论《民族风情的火烈颂歌，高原魂魄的诗性礼赞——刘成章〈安塞腰鼓〉赏析》分别被选入人民教育出版社 2000、

2001 年版中学语文教材；《我的“延川老乡”》被选入 2013 年第 14 期《新华文摘》。在路遥研究上成绩突出，是国内

路遥研究界的权威之一，出版人物学术传记《路遥传》，合作主编《路遥研究资料汇编》《路遥纪念集》《路遥再解

读》等，担任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13 年版《路遥全集》特邀编辑，主持建成延安大学路遥文学馆。荣获全国宝

钢优秀教师奖、陕西省教学名师奖、陕西省宣传思想文化系统“四个一批”人才、延安市有突出贡献专家等社会荣誉。 

                                                        

收稿日期：2016-10-30 

作者简介：传馨，女，今传媒杂志社编辑，主要从事传媒理论与实践研究。 

一个人的成长，一定要有根魂意识，知道根在何处、

魂在何方。只有立足大地，坚持自我，才能成就自我。 

真实性•旗帜性•影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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