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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岁的李
骏虎完成第一个短篇小
说。正如小说的题目，他
的《清早的阳光》以清新
的面貌出现时，令人为之
惊喜。《山西文学》的编辑

祝大同激动地写了编稿手记，同时忧心地指出，
如果缺乏生活积累，李骏虎很可能昙花一现。

不幸被他言中，之后很多年，李骏虎几乎
没写出什么像样的东西。直到弟弟给他带回
一套王小波的《时代三部曲》，李骏虎的文学
视野才被真正打开，并且一发不可收。$%%%

年，《大家》一期内给他发表了两个中篇、两个
短篇，真正在文坛浮出水面。

开始走上文坛，李骏虎的写作更多地依赖
个人体验。从县城调到省城工作，环境的变换
所带来的刺激，对于爱情、人性、社会的感知书
写融汇在他的短篇小说及长篇小说中，也获得
了庄重文文学奖。然而，经验写作似乎不能够
支撑作家走得长远，而且必然面临资源枯竭的
问题。这个时候，李骏虎的笔触转回他生长了

$%年的乡村，开始写他最熟悉的那些人和事。
这大概是$%%&年李骏虎去洪洞县挂职县

长助理的动力之一。他分管过文化、体育、新
闻、广电、教育、保险、石油，协管过林业、旅游、
科技。从$%%&年到$%%"年，李骏虎在那里参与
建设了洪洞县文化活动中心、重修了飞虹影剧
院，把洪洞县失去的全国文化模范县的称号又
夺了回来；并且创造了一项至今全国县份无人
能破的纪录，那就是同一个年份成功申报'项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最令他引以为豪
的是，他分管教育的时候，完成了省属、市属'

家国企的学校的数百名教师和数千学生的移
交地方工作，还当选为洪洞县第十三届人大代
表。挂职体验生活，使李骏虎得以近距离地直
面社会现实，亲身体验到老百姓的生存环境。
“生活远比想象要精彩，它就是作家取之不尽、
用之不竭的创作源泉。”李骏虎说，(年的挂职
体验生活，改变和形成了他的文学观念，使他
从各种探索主义和先锋流派渐渐回归到现实
主义的创作道路上来。他发现，其实现实主义
才是最先锋的，走现实主义道路的作家，是最
具有探索精神的，他们直面现实，记录时代。
“我们一直生活在一个大乡村，中国人的

思维和精神都还是乡村社会的传统思想，所
以只需写好乡村，足以把人的精神走向和政
治生活表现出来。”李骏虎通过从过去到现在
乡村的书写，完成对从个人生命体验到对更
广大的世界的关照的过渡。从一个狭窄的视
角，转为较为广阔的视角。以故乡的风土人情
和人物为对象，书写他们的精神和生存方式，
李骏虎的写作显得得心应手。一面是从幼年
时就从父亲订阅的《汾水》（《山西文学》前身）
上阅读“山药蛋派”老一辈作家的作品，一面
是后来受西方文学经典的影响，这使得李骏
虎小说中的主要人物与前辈山西作家显出很
大区别。比如《母系氏族》中的秀娟，便是乡村
精神世界里淳朴和美好的高度凝结体，而要
塑造这样一个菩萨和圣女般的人物，用中国
话本小说的技法是无法完成的，只能借鉴西
方名著的方法去刻画她的精神世界，李骏虎
在小说的书写过程中，感觉自己像迷途的羔
羊，又回到了美的草地，回到了精神的原乡。
他的中篇小说《前面就是麦季》获得鲁迅文学
奖，长篇小说《母系氏家》获得赵树理文学奖。

一个作家在什么年龄什么阅历什么思想
境界写什么作品，这是有阶段性规律的。在小
说写作上，李骏虎一直遵循着顺其自然的变
化规律，同时也潜意识地寻找和自己最有缘
的题材。当他发现自己尚没有足够的能力把
握时代脉搏，去构建更为浑厚的作品时，便决
定先选取一个历史阶段来做个深入研究，希
望通过对历史的认知和历史小说写作来锻炼
自己的历史眼光，然后再用历史眼光来观察
当下。他选取了抗战时期对全国有着重要的
战略意义的山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李骏虎曾经说，希望能写出一本书，让它
风靡全国，对人们的社会生活产生重要影响，
同时对当下时代发展有反观、借鉴和推动作
用。这个理想现在也没有变化。只是随着年龄
的增长，阅历的加深，他自己感觉这个方向越
来越坚定了。他并不回避“畅销”对于作家的
重要性。因为在他对作家这个行当的认知里，
伟大的作家和好作家，他的作品首先应该是
畅销的，能够影响最大范围的读者，对他们的
思想和生活能够产生一定的作用。“不可否
认，文学创作的过程就是对社会和命运提纯
的过程，但酿出来的酒是要给人喝的，不是自
我陶醉的。用人们的生活酿酒，然后醉倒他
们，这就是我对文学的理解。”李骏虎说，畅销
是风靡的重要考量数据。

李骏虎：

现实主义
才是最先锋的

舒晋瑜

近年来，网络文学趋向于两个极端，一头
是神话，一头是现实。网络玄幻小说和仙侠小
说基本属于神话叙事范畴，但与农耕文明时
代的神话叙事又有明显的差异，现代科技已
经解决了人类进入太空的难题，但地球上的
问题却愈来愈复杂，危机论、末日论甚嚣尘
上。网络小说敏感地把握住了这一现实，将笔
触由时空领域转向塑造新的文明形态，故事
情节和人物行为超出了人类社会的思维模
式，人类往往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而不再是主
宰者。在这一点上，网络玄幻小说和仙侠小说
与西方现代神话故事似有不谋而合之处，比
如《哈利波特》、《指环王》，甚至是《阿凡达》，
这些作品的中国化版本在网络上比比皆是，
它们无不闪耀着鲜明的东方特色。随着中国
经济社会'%年高速发展，民间智慧释放出巨
大能量，在网络作家笔下转化成了文学丰富
的想象力。网络玄幻小说和仙侠小说多数还
杂糅了科幻、穿越、言情、重生等表现手法，但
不应该将它们划入上述类型，它们的核心是
神话叙事。

网络玄幻、仙侠小说火爆

去年和今年，网络玄幻小说和仙侠小说
依然是网络在线阅读最火爆的类型。我吃西
红柿、天蚕土豆、血红、猫腻在起点中文网最

新发布的长篇小说《吞噬
星空》《斗破苍穹》《偷天》
和《将夜》，烟雨江南在
)*+文学网发布的长篇
小说《罪恶之城》，无罪在

纵横中文网发布的长篇小说《罗浮》，点击率
均超过千万，它们同样是无线阅读平台（手机
阅读）最热门的作品，移动阅读高达&亿次的
日浏览量，差不多有一半是在点击这些作品。
年收入过百万的网络作家，",-属于这个人
群，因此，可以说他们对网络文学的产业化发
展作出了贡献。由于多种原因，影视尚无力改
编、拍摄这个类型的作品，但它们在影视领域
埋下的伏笔早晚会引发一波网络文学最大的
浪潮。就文学创作和阅读而言，这一类型的作
品如此大规模地出现在网络，并被广泛阅读
和传播，的确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大奇观，但
遗憾的是，它被学界重视的程度恐怕不及它
被阅读的万分之一。

再来说说现实题材的网络文学。其实，网
络文学受到读者关注，一开始正是源于它和
现实生活的短兵相接。从痞子蔡的《第一次的
亲密接触》，安妮宝贝的《告别薇安》，到慕容
雪村的《成都，今夜请将我遗忘》，孙睿的《草
样年华》等作品，同我们熟知的那些传统名家
的作品最大的差异，就是介入生活的方式发
生了变化，感受生活的视角出现了位移。这何
尝不是看不见的时代之手对文学的一种引领
和改变呢？在这一点上，网络文学天然性地遵
循了生活是文学源泉的法则，并且从多角度、
多渠道、多层面展现了社会大变革中新旧观

念的冲突、情感方式的转换以及心灵的震荡
和波澜。网络文学的最大特点在这类作品的
创作过程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即在线
写作与在线阅读形成密切互动。同时，流行与
时尚元素作为网络独特的话语方式，在这类
作品中有效转化为接地气的人物形象和故事
情节，因此而备受出版业和影视业的青睐。

现实题材作品进入主流消费人群视野

网络文学的阅读人群自然也是构成网络
文学大潮的重要组成部分。受众的心理需
求，很快通过读写互动模式在创作中得到了
呼应。由于工作、生活压力不断增大，生活
在大都市里的青年男女———尤其是漂一族和
打工族———单身或晚婚现象已经非常普遍，
但他们并非“异类”，其中相当一部分人仍
然渴望改变现状，但苦于能力有限，而不得
不接受现实。然而他们并没有放弃追求与幻
想，他们寄希望于情景“突变”，从而实现
“自我”价值的重新塑造。某种意义上，网
络“架空小说”、“玄幻小说”、“职场小
说”和“言情小说”正好吻合了这个庞大人
群的心理症候。因此不难看出，网络中流行
的各种类型小说，不管你是否接受，其实都
是时代变革所附带产生的“痕迹”，而这恰
恰又是文学作品之所以产生必须具备的最基
本的元素，尽管它不能作为评判一部作品优
劣的依据。当然，主流社会的关注和专业部门
的介入，必然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网络文
学的走向。在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宣布
对网络文学敞开大门的同时，中国作家协会

已经连续三年对网络文学实施重点作品扶
持，鲁迅文学院网络作家班已举办了六期。
类似上述情况的出现，至少能够说明，网络
文学对现实领域的不断开掘，在大方向上与
主流文化诉求相一致，这既是其自身发展的
需求，也符合受众对它的热切期盼。事实
上，个人、民众和国家三流合一，才是网络
文学长远发展的动力保证，当下急需解决的
已经不是网络文学的身份指证和价值认同问
题，而是如何在愉悦读者的同时追求艺术创
造的广度和深度，进而产生精品力作。

现实题材的网络文学自 《蜗居》 《杜拉
拉升职记》 《和空姐一起的日子》等作品畅
销和改编以来，终于实现了破“网”而出的
梦想，进入主流消费人群的视野，其后，
《失恋''天》 《搜索》 《裸婚时代》 《金太
郎的幸福生活》 《前妻来了》 《小儿难养》
等一批作品乘势而上，更细致、深入的诠释
了当下生活与人的精神世界的关系。今年，
重要文学网站推出的一批现实题材作品内容
和形式更趋广泛、多元，如新浪读书的 《对
手》；搜狐原创的 《我本多情》；)*+文学网
的 《挽婚》；榕树下文学网的 《生死浮沉：
急诊科的那些事》 《别对爱说谎》，红袖添
香文学网的 《盛夏晚晴天》 《新式.%"%婚
约》；腾讯读书的 《晋升》；大佳网的 《命
门》 《王南瓜的打工生活》 等作品，在反映
时代特色风貌，表现复杂社会生态方面均有
新的建树。神话的中国与现实的中国，一个
来自于想象，一个来自于生活，缺少了其中
任何一面，都是不完整的、不准确的。

网络文学：
一头是神话 一头是现实

马 季

文学新观察

十几年前头一次去内蒙古，在通辽，刚刚开过那达慕的珠日
河草原，牧草稀疏，高不过半尺，马蹄过处，翻起灰白色的细沙。
那样的景色曾让我沧然失落———不甘心向往了很久的草原就是
这般模样。一位出身内蒙古的蒙古族朋友说，位于科尔沁草原
中心地带的珠日河本来就处于半沙化状态，想看更丰美的草原，
应该去更远些的呼伦贝尔，近一些的话，去克什克腾吧。

今夏，有机会走赤峰。当然要去克什克腾！
据说，今年雨水好，牧草茁壮，草原分外耐看。
克什克腾旗的乌兰布统，按当地人的说法，属于欧式草原，

不是一马平川的那种，山丘、草地间歇，成片或者零星的白桦、茂
密的牧草、五彩斑斓的花朵、通透的蓝天、变幻的云朵，让这片因
为康熙皇帝指挥清军大战噶尔丹而著称于世的草原吸引八方来
客。景色优美，怡人眼目。有那么一瞬间，我以为，乌兰布统是我
见过的最完美的草原。

但是，面对迷人的油画一般
的景色，我总觉得缺了些什么。

站在高处向远处眺望，终于
想到，为什么草原上没有牛羊？

答案是，为了保护草原。景色
标致，不但吸引大量的游客，许多
影视剧也把这里选为外景拍摄
地。在影视基地，每拍完一个片
子，就会立一块写有片名的大石
头作纪念。牛羊践踏、啃食过的草地，不会像现在这样吸引镜
头、招徕游客，所以，草原上仍旧风吹草低，但牛和羊，被排
斥在这天苍苍野茫茫之外———偶尔需要它们出现在镜头中的时
候，也许例外。牛和羊，在牛圈羊圈里，在餐桌上。

有为数不多的马、骆驼。游人需要过骑马、骑骆驼的瘾，代
步，去草原的更深处。

没有牛羊，也就没有传统意义上的牧人。牧人从风景区搬
出去，定居了。能够见到的蒙古包，是设计出来的风景点缀，便
于镜头，或者为游人尝鲜住宿而设。牧人不住蒙古包。

也没有蒙古长调。我喜欢那种歌声，阿拉坦琪琪格苏荣，
《金色圣山》、《孤独的白驼羔》、《辽阔的草原》，马头琴伴奏，悠
长、婉转、醇厚、苍凉，眼含泪，心滴血，不需要听懂歌手在唱什
么，任何一曲都带着沧桑，仿佛穿越了几百几千年。

在乌兰布统，也包括十几年前我去过的科尔沁珠日河草原，
其实不乏歌声。当代创作的、欢快的、用标准普通话、流行唱法
演绎的所谓草原歌曲，通过空调大巴的音响一路陪伴慕草原之
名的远方游客，在夜晚的篝火堆旁热烈地为穿着民族服装的演
员伴舞。

我不为这样的歌声感动，固执地怀念长调。
虽然我知道，长调也许跟当下的生活节奏不合拍。我看到的

草原，不是成吉思汗的草原，不是康熙皇帝的草原，也不是世世
代代靠放牧牛羊为生的普通游牧人的草原。我看到的草原，是用
旅游拉动/01时代的草原，游人跋山涉水、付出不菲的金钱，满
足于“来过草原”。

离开草原之后，现在，我终于想明白，为什么我身处美丽的
草原仍旧想念草原———在我的内心深处，草原其实不仅是地理
地貌、地理名词，不仅是蓝天白云美丽的风景，更是生存方式，是
文化。游牧的、自然的，有别于农耕、更有别于工业时代的生存方
式。逐水草而生，契丹人有四季捺钵，成吉思汗的马队激起草原
的尘埃，进入中原以后的满族人仍旧木兰秋猎。那达慕、敖包、歌
舞、洁白的哈达，是草原上普通牧民生活的必需而不是表演。

但我知道，我心中的草原正在萎缩，往严重里说，正在渐
渐消失。草场已经分到牧民的名
下，铁丝网让草原不再通行无
阻，游牧变成传说，仍旧以牧业
为生的牧民，只能在划归自家的
小块草场上，像上海人螺蛳壳里
做道场。

我不知道今天的草原上是否
有人怀念游牧，草原上世世代代
的生活方式。虽然，据说，游牧

生活非常艰苦，不是我想象的那样浪漫。
看过一篇文章———在新疆的阿勒泰，新兴了一种旅游方式：

牧游。旅行社把游人带到牧民的毡房里，让游客在欣赏草原美景
的同时，随牧民转场放牧，跟着羊群去旅游，羊走到哪儿，人跟到
哪儿，过一把草原游牧生活的瘾。游牧的路线，在天山和阿尔泰山
中，一条条隐藏了千年不变的古老的牧道，有的长几十里，有
的几百公里。那里不仅有游人平时看不到的绝妙风景，更能让
游人亲身体会真正的游牧生活。

这样一种全新的旅游方式，毫无疑问会吸引一些期待草原深
度游的当下游客。但我不知道，大山里那些保持了很多年的传统
的生活方式，会不会被这些外来游客的猎奇打乱节奏？游客带来
的现代信息、生活观念，会不会迅速同化那些传统的生活方式？

工业化时代，地球上的很多地方，一座座新兴城市在绿野
上拔地而起，传统的农田不断减少，从前的荒漠、草原，变成
了人类过度攫取大自然的矿山、油田。草原像农田一样，只能
越来越萎缩；真正的草原生活，已经变成人类回忆自己童年时
代的童话，恍如梦境，越来越难以触摸。

怎不让我越发珍惜、怀念。草原。

草 原
女 真

八声甘州·学习十八大精神
覃大钰

问难眠彻夜是何由？十八大精神。看力强年富，

德才兼备，一代新人。改革辉煌成就，特色织经纶。

圆我中华梦，接火传薪。

漫说兰图宏伟，便小康社会，足享天伦。待百年

国庆，气象更氤氲。正党风，勤廉防腐；惠三农，百

族乐山村。须从此，求真务实，焕发青春。

踏莎行·秋访故人不遇
黄叶满山，白云封顶。雨停登上青松岭。梯田绿

树绕炊烟，灰墙黑瓦添新景。

竹菊迎宾，芭蕉掩影。主人外出园门紧。邻翁好

客饭茶香，斜阳酒醉西风冷。

由中国作家系会创研部、公安
文联等举办的作家孙晶岩的长篇报
告文学《中国看守所调查》（北京出
版社出版）研讨会日前在京举行。作
者走进全国2省市),余家看守所，采
访了3,,多名在押人员和),,多名监
管民警，不仅写出了在押人员改过
重生的过程，也实录了全国一批优
秀监管民警在艰苦岗位上的默默坚
守、无私奉献，特别是他们对在押人
员合法权益的认真保护及其心灵的
真诚救赎，展示出我国民主与法制
进程中一个不可或缺的进步。作者
就调查所见的突出问题提出具有社
会学价值的思考。作者已出版)2部
作品，包括2部政法题材作品。

由赵遐秋、石一宁等主
编的《“文学台独”批判》（增
订本）最近由台海出版社出
版，本书是迄今为止唯一一
部由海峡两岸著名专家学者
撰写的批判“文学台独”的论
文集。“文学台独”是“台独”
在文学领域的表现。该书从
理论上界定和分析了“文学
台独”的本质和特点，比较详
实地记录了两岸特别是台湾
以陈映真等为代表的作家、
学者批判“文学台独”斗争的
历史，具有深刻的思想性、丰
富的知识性、严谨的学术性
和厚重的文献资料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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暮归 李海波摄

文学新面孔

上海文艺出版社最近推出了
郭文斌最新短篇小说集《瑜伽》。
本书分为“走进瑜伽”，“生活瑜
伽”、“成长瑜伽”、“生命瑜伽”(部
分。通过这本书，可以让我们思考
如何“防止伪快乐，警惕浅幸福，
走出泡沫式生活”，如何“回归真
诗意，享受大自在，安妥漂泊式灵
魂”。评论家雷达认为，读完郭文
斌的小说让人大吃一惊，没想到
还有这么美、这么纯粹、这么含
蓄、这么隽永、这么润物无声的小
说。郭文斌的小说感动得我掉泪。
郭文斌给我们提供了罕见的审美
体验，那种罕见的美，尤其是值得
我们珍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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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告

根据云南省教育厅办公室《关于开展直属事业单
位不在岗人员清理工作的通知》 （云教办【3,))】 .3

号）的精神和要求，请以下人员于 3,)'年 3月 )(日
之前返校办理相关手续，逾期将按自动离职处理。

保惠红 陈金国 程一钧 代雪梅 段红旗
范 勇 封 云 何 瑞 和 莹 黄永刚
江洪良 黎明生 李庆红 李占柱 吕瑜平
骆 勤 马健雄 彭 静 师廷友 孙梓明
陶建民 王 岚 王艳萍 王 峥 徐忠民
杨红宇 张 俊 张丽萍 张勇飞 赵冬春
周 芸
特此公告

云南师范大学

! !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