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这是《回报者文丛》（昆仑出版社出版）的
第三辑。第一辑的策划、出版是!"多年前的事
了。

!"年，听着很长，过着很短。
第一辑：毕飞宇、东西、鬼子。第二辑：徐

坤、裘山山、孙惠芬。第一辑时，#""#年，我在第
一辑序中写道：那$个人的家乡，都是很小的地
方，很远，比伦敦还远，比巴黎或纽约还远。所
谓“远”，说的是它们在我们的知觉结构中位置
偏远。他们从那些地方走到了我们面前。这是
“长征”，是冒险，是身体和心灵的壮游。

当然，这也没啥了不起，中国大地上，每
天都有亿万人在路上，他们心怀远志，这种日
常的“长征”从深处推动着生活。

但我们此时看到的$个行者是小说家。这
个时代的小说家远比他们的前辈谦卑，他们
缺乏英雄气概。但是，他们中间依然有人怀着
信念：通过小说，通过想象、叙述和描写，他们
将揭示某些不为人知的景观，将在人们的知
觉结构中制造混乱，他们所提供的世界与我
们熟知的世界有迷人的偏差。

他们就是这样的小说家，他们能够把鲜
明的个人印迹写进他们笔下的世界。所以，我
们，至少是我，有兴趣注视他们走过的路。毕
竟，他们的“长征”不仅抵达了某个地理和社
会位置，更抵达了小说和艺术，抵达了观察世
界的某个独特角度。

这些话完全可以原样送给第三辑这%个
人：徐则臣、鲁敏、罗伟章、葛水平、王凯、魏微。

这套丛书均由三部分构成：自述、照片、
小说。这套书富于戏剧性地展现了小说与作
者间缭绕复杂的关系。理论家宣布：“作者死
了”，但是在这里我们看见作者活着，看到作
者的经验、作者在世界上的漂泊、作者的记忆
和梦想、作者的书写活动；作者是一个层层叠
叠的存在物，他不是我们通常理解的那个完
整的“个人”，而是一个“场”，一种活生生的运
动：在镜子和镜子之间，在虚构和虚构之间，
在自我和自我之间闪避、寻觅、游荡。

也就是说，作者和作品之间并不存在有机
的、统一的关系，恰恰相反，作者是由于分裂、
矛盾、含混和扭曲才得以成立。

我们已经有了相册，有了小说，那如同两
重镜子，现在镜子有了第三重：这套书分别收
入了他们的自传。

我无从知道作家撰写自传时的隐秘考量，
或许你在他们的照片中，在他们的眼神、表情，
以及照片中的背景转换中可以寻得蛛丝马迹；
当然，你还得看小说。但是，这并不是说三重镜
子是统一的，恰恰相反，统一本身就是可疑，事
情的有趣之处倒在追问为什么会统一，在什么
地方做了矫正，而在被矫正的偏差中也许隐藏
着关于自我和写作的真正秘密。

揭示写作者
的秘密

———关于《回报者文丛》

李敬泽

翌平儿童文学作品充满阳光之美
由中国作协儿儿童文学委员会、《儿童文学》

杂志社和禹田文化传媒共同举办的“关注青年作
家 倡导阳光写作系列研讨”之翌平作品研讨会
日前在京举行。与会的专家学者对儿童文学作
家翌平的两部小说集《翌平作品精选》和《穿透云
霞的小号》进行了深入评析。认为他的小说叙述

急缓适度，文字丰润饱满，情节刚柔相济。作品讲
述了一个个弱小、单纯和无助的生命是如何一步
步变得坚强、丰富和拥有尊严与自信的故事，充
满阳光之美和野性的气息。他的小说将现实生活
和精神世界的冲突和纠葛巧妙地融合起来，形成
一种既朴实又深刻、既单纯又丰富、既厚重又轻
灵的创作风格，带给小读者以心灵的感动、真善
美的润泽和成长的启迪。

《民族文学》发展为六种文版
#"!#《民族文学》 杂志年度奖日前在京颁

发，#&（首）篇获奖作品系由评委从 《民族文
学》 #"!#年%个文版中评出，获奖作者既包括少
数民族文学新生力量，也包括中坚力量。

《民族文学》 汉文版创刊于!'(!年。#""'

年， 《民族文学》 蒙古文、藏文。维吾尔文
版创刊。#"!#年 《民族文学》 又创办哈萨克
文和朝鲜文版。作为唯一国家级的少数民族
文学刊物， 《民族文学》 迄今发展为%种文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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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新观察

旧有的乡土文学写作开始走向终结

乡土题材，一向是当代小说尤其是长篇
小说创作的主脉。但在 #"!#年度的长篇小说
创作中，要想找到传统意义上的乡土题材作
品，已经不很容易了。这里的“传统意义”，是
指那种以乡土社会为舞台，以乡土人物为主
角的相对纯粹的乡土题材作品。与乡土生活
有关的长篇小说写作，更多地体现于城乡交
叉地带的城镇生活的描写，以及那些带有田
野调查意味的纪实类作品。这种明显可见的
变化，也许带有某种标志性意义，即旧有的乡
土文学写作，开始走向终结，而新型的乡土文
学写作，由此正式开启。乡土文学的时代转
型，由此拉开了它的新的帷幕。

城乡交叉地带所以形成新的写作重心，
与社会生活近年来的巨大变异密切相关。从
新时期到新世纪以来，旧有的乡村在现代性
的强力主导之下，以城镇化、产业化、空巢
化等多种方式，从生存方式、生活形态，到
生产方式、人员结构等，都发生了剧烈又重
大的变化。而且，这种变化方兴未艾，始终
变动不居。这种持续的新变，使得大部分的
乡村走向了城镇化，而新的城镇又与乡村脱
不开干系，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混杂
状态。乡土文明的整体性已不复存在，变动
中的城乡现实又充满不确定性，这些都给作
家们认识和把握新变中的乡土现实带来极大
的难度。

小说新作体现乡土向城乡位移

#"!#年，一些以乡土题材写作见长的著名
作家，如刘震云、李佩甫、贾平凹等，均以表现城
乡交叉地带的小说新作，体现出了创作视点的
拓展与位移，他们更为关注和在意的，是不断变
动的基层社会，或变亦不变的城乡生活。走出传
统的乡土题材范畴，立足于新的生活基点，他们
在精彩依然的作品中，体现着他们的个人的创
作进取，也折射着文学走向的某些脉动。

刘震云的《我不是潘金莲》，由李雪莲的
家事如何由小变大，由少成多，又如何由私人
事件成为公共事件，婚变事件成为政治事件
的描写，真实而坦诚地揭示出了当下城乡社
会普通平民的基本生态，那就是从村、镇、县，
到公、检、法，各个领域都有自己固有的规则，
潜在的利益。而这种自成系统的规则与利益
总合起来，就构成了一个看似冠冕堂皇，实则
不办实事的公共秩序。对于如李雪莲这样有
冤屈又爱较劲的妇人来说，这一秩序不仅无
助于问题的解决，反而会使问题越积越多。可
以说，李雪莲 #"多年来一直告状又没有结果
的遭际，既是她个人命运的一个悲剧，也是以
鸡蛋碰石头的方式，对基层社会平民生态的
一个测试。测试的结果是：基层职能部门看起
来井然有序，实际上却少有为民做主的积极
作为，作者在李雪莲“我不是潘金莲”的自我
辩白里，发出的其实是一声无奈又愤懑的呼
喊，它引发人们对于普通人生存境况的警醒

与省思，应该是多层次，多方面的。
李佩甫的《生命册》，立足于中原文化的

腹地书写主人公“我”如何从乡村走向城市，
无论如何行走，走得多远，都难以脱开乡土的
血缘与牵连。从乡村到省城，从省城到北京，
再从北京到上海，“我”辗转着一路走来，身份
也从大学老师转变为“北漂”枪手、股票市场
上的操盘手，以及一家上市公司的负责人。但
生“我”养“我”的无梁村，始终“我”有着粘皮
带骨的种种勾连。在时代与土地的变迁过程
中，似乎每个人都难以实现自己微薄的意愿，
甚至不可避免地走向了自己的反面。在这些
人物的命运故事里，我们可以看到城乡之间
纷纷扰扰的世间万象，更可以见出传统的乡
土文明既给人以某些现实羁绊，又给人以某
种精神反哺的双刃剑性。

贾平凹的《带灯》，把视点移到了镇政府
这样一个基础机构，由一个名叫“带灯”的青
年女干部接待上访人员的种种遭遇与感受，
反映了当下乡间社会老的问题与新的问题相
互纠结而来，从而给人们在基本生存和精神
状态上带来的种种困厄与难题，这些问题说
不上怎么重大，婆婆妈妈，但又实实在在，既
让当事者无可奈何，又让镇干部难以决断。成
堆的问题，就如书中的带灯所说，它像陈年的
蜘蛛网，“动哪儿都落灰尘”。正是在面临事情
的源源不断和问题的接踵而来，最没权力的
带灯不厌其烦地尽力接待和勉力解决上，作
者又写出了普通乡镇干部的善良与认真。作
品看似是写一个乡镇干部的故事，但背后却
有对整个社会生活的思考，那就是以深厚的
人道主义情怀，呼吁对基础社会管理体制进
行改革。作者在小干部与小人物的故事里，释
发出来的，显然是见微知著，以小见大。

纪实作品直面新的乡土现实

#"!#年有两部纪实性作品，在直面新的

乡土现实的写作上，也自见勇气，别开生面。
孙慧芬的《生死十日谈》，以深入乡间现场调
研方式，勇敢地触及了当下农村严重存在着
的自杀现象。这些追根究底的查访，既有自杀
者悬疑重重的追踪与剖解，又有与相关知情
者的对话与互动，而一桩桩自杀事件的揭
示，人们从中看到的，既有诱发事端的偶然
性因素，更有酿成事件的必然性氛围，这便
是急剧变革的农村在急速前进的同时，带给
人们的无奈与失望，困顿与疲惫，以及在文
化教育、家庭伦理、道德认同等方面的矛盾
与问题。整个作品传带给人们的主要信息或
巨大震撼，是农村问题不单是一个经济发展
相对滞后的问题，更是一个文化与教育发展
严重失衡的问题。

梁鸿继《中国在梁庄》之后写作的《梁庄
在中国》，写了一群远离梁庄的梁庄人在外打
拼人生的漂泊史和心灵史。外出务工的梁庄
人，分布于城市与城镇的五行八作，而作者对
他们的追踪与素描，也涉及到人生的方方面
面。有意味的是，作者一方面以他们个人的口
述实录，自然而然地叙说他们自己的诸般人
生与感受，一方面又以叙述者的视角———追
踪、采访与调查，体现了一个知识分子的家国
情怀与乡土情结相兼顾的反思精神与终极关
怀。可以说，这部作品以深厚的文学功底与社
会学功力，由共名“梁庄”的城市农民工的生
存现状和精神状态，描摹出一个村庄中村民
的变迁和伤痛，真实地记录了中国城市化进
程中从乡村到城市的艰难历程。

据知，#"!#年的长篇小说总量在 &"""部
以上，内中潜含了一些乡土题材小说，是不容
置疑的；再说 #"!#年的乡土题材作品数量锐
减，也不一定意味着今后此类题材的写作就
此消亡。但纯粹的乡土题材发生了新的变化，
乡土写作将以另一种新的姿态继续延宕，将
是一个基本的事实。有关乡土写作的这样一
个新的异动现象，值得人们加以关注和探究。

乡土文学向何处去？
白 烨

随着生态形势
越来越严峻，湿地
显得更为重要，人
类在力求平衡的同
时，做着种种探试，
天然的，人工的，这
里的一片湿地，如
天生丽质般，是镶嵌在大自然中的一个瑰宝。

湖北省仙桃市沙湖省级湿地公园位于仙桃
市沙湖外滩，被水所裹挟，像一个水中的绿岛。
在当地，提起湿地，无论是政府官员，还是一般
人员，都爱用一个词：原生态。原生态，也许是他
们最值得骄傲的东西。仙桃市沙湖外滩地理位
置很特殊，连长江，通汉水。一种气脉，使她骨壮
筋健，周身畅通。

这里的!"万亩芦苇荡是一个宣示：生态好。
而头顶飞过的鸟群，在告诉人们，这里最适宜野
生动植物生长。!"万亩呀，全国多少地方有？浩
浩一片，眼睛都看走神；当鸟叽叽喳喳学人语
时，这里已成为鸟的天堂。船夫驾着船悠然通
过曲曲折折水面，这里已不再苍凉。一切说明，
这里有的是生机，在把一个生态的最大能量释
放出来。而人与自然的靠近，在宣告一种成功。
沙湖湿地公园以不可辩驳的事实，将一片蓝天
一方风景揽入怀中。

在沙湖省级湿地公园有很多东西可说，比

如沙湖外滩水中立
着“三棵树”，总有
人会指着你看，这
是一个精神的标
志，它不一定是真
的，也许存在，水冲
不走，也淹不死，一

片汪洋中，渔夫们远远看见这“三棵树”，知道离
家近了，它的实际意义大于象征意义，人们相信
是真的，今天顺着手看，或就是一团绿影，它是
当地渔民们的一种祈盼……

这里的美，吸引人们远道而来，电视剧《洪
湖赤卫队》剧组把大部分外景拍摄选择在这里，
一住就是几个月，“韩英”、“刘闯”、“王金彪”等
与当地人混得烂熟，还照个合影留念，“韩英”的
扮演者温峥嵘神侃：“这里蚊子咬了鼓个大包。”
不悦中透出惹爱。

还要说，沙湖外滩、沙滩湿地，称呼上已融
为一体，它本身是一个暖床上的产儿。也有人
说，称谓上“湿
地”足够了，添上
“公园”，是“舍
本”。
“沙湖湿地

公园”，已成为谈
论的话题。

沙湖湿地公园
熊泽民

华 年（外一首）

严寿澂

锦瑟华年梦里缘，

个中心曲与谁传。

春归风雨常飘瓦，

雾起楼台总似烟。

幽谷松涛声簌簌，

女萝山鬼泪涓涓。

魂迷欲辨经行处，

只有空林响杜鹃。

玄览
拂拭千秋纸上尘，

古今相续认前因。

规模初设名犹重，

光景潜移迹已陈。

瀚海流沙埋汉简，

阿房劫烬笑秦人。

熔铜炉火无时息，

却有金刚不坏身。

第五届“我心中的澳门”散文大赛启动
第五届“我心中的澳门”全球华文散文大

赛日前启动。大赛是为纪念澳门特别行政区回
归周年而打造的文化品牌活动，自 #"")年首次
开展至今已成功举办了四届。澳门是沟通中西

文明的桥梁，不同文化的互相碰撞、交融，营
造了今天澳门兼容并蓄的人文氛围，形成了独
特的民俗风情、饮食文化。澳门基金会联合
《人民日报》文艺部、《散文选刊》、 《上海文
学》杂志社、天津开意文化交流中心联合举办
第五届“我心中的澳门”全球华文散文大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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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申报厦门市第五批引进高层次人才“双百计划”的公告
为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推动创新型城市和人才特区建设，厦门市于

#"!"年制定出台《厦门市引进海外高层次人才暂行办法》和《关于加快建设

海西人才创业港，大力引进领军型创业人才的实施意见》两个政策文件，计

划用 &*!" 年引进 !"" 名海外高层次人才和 $"" 名领军型创业人才 （简称

“双百计划”）。经研究，决定开展厦门市第五批引进高层次人才“双百计划”

申报工作，具体内容如下：

一、申报对象：

#"!!年 !月 !日以后来厦门工作、创办企业的，或有意来厦门发展的新
一代信息技术、生物与新医药、新材料、节能环保、海洋高新、文化创意等
六大战略性新兴产业以及高端制造业、现代服务业、现代农业等领域的海内
外高层次创新创业人才。

二、申报条件：

（一）海外高层次人才

应在海外取得硕士以上学位，年龄一般不超过 && 周岁，每年在厦门的
工作时间原则上不少于 %个月，并符合下列条件之一：

!、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和发明专利，且其技术成果国际先进，能填补国
内空白、具有市场潜力并进行产业化生产，自有资金（含技术入股）或者海
外跟进的风险投资不低于其所创办企业注册资本的 $"+，具有海外自主创业
经验或担任知名国际企业中高层管理职位 #年以上的科技创业人才；

#、在国外著名高校、科研院所具有博士学位、担任相当于副教授、副
研究员及以上职务，学术技术水平达到国际先进、国内领先水平的专家、学
者或学科带头人；

$、在国际知名企业或机构中，担任中高级职务 # 年以上的专业技术人
才或经营管理人才；

)、主持过大型科研或工程项目，有较丰富的技术管理经验的专家、学
者、技术人员；

&、厦门市急需紧缺的其它高层次创新创业人才。
（二）领军型创业人才

一般应具有 &年以上国内外技术研发或项目管理经验，自带技术、项目
和资金到我市发展，为所在企业控股人或拥有不低于 #"+股权，并符合以下
条件之一：

!、创业项目带头人是某一学科或技术领域内的学术或技术带头人，拥

有市场开发前景广阔、高技术含量的科研成果；
#、创业项目拥有独立知识产权或专有技术，技术水平达到国际或国内

先进，具有市场潜力并可进行产业化生产；
$、创业项目能引领我市重点领域产业的发展。

三、申报办法：

登录厦门市“双百计划”网（,--./00#""1231456178），进入“申报窗口”，
网上填写申报书，并按要求提交相关电子版或纸质材料。

四、申报时间：

#"!$年 #月 #"日截止。
特此公告

厦门市高层次人才引进专项办公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