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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自远古来 一代又一代

梦自远古来 古国雄风在

大梦向未来 坚定又豪迈

大梦向未来 华夏更精彩

中国梦 百姓梦 梦里有你有我在

中国梦 民族梦 兄弟举酒乐开怀

中国梦 强国梦 百舸争流展风采

中国梦 腾飞梦 龙腾九霄云天外

大梦向未来 自有炎黄子孙在

大梦向未来 五湖四海齐喝彩

大梦向未来 滚滚春潮奔大海

大梦向未来 神州吉祥鸿运来

大梦向未来 一曲壮歌天地开

第六届《北京文学》奖颁奖
由北京市文联主办的第六届

《北京文学》 奖暨第五届 《北京文
学·中篇小说月报》 奖日前在京颁
奖。共有 !" 篇作品获第六届 《北
京文学》奖：陈应松的《一个人的
遭遇》、方方的 《声音低回》 等获
中篇小说奖；冯俊科的《家乡有人
真儿气》、刘庆邦的 《皂之白》 等
获短篇小说奖；叶多多的《一个人
的滇池保卫战》 等获报告文学奖；
毛建军的《北京人》等获新人新作
奖。本届获奖作品名家实力强劲，
新锐异军突起。获奖小说题材多
样，风格各异，既关注现实，又回
望历史；既洞察生活世相，又探索
人性奥秘，不少作家具有难能可贵
的家国情怀与文学担当。季栋梁的
《上庄记》等 !#部作品获得第五届
《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奖。

青春文学：
要市场也要文学

李婷婷

文学新观察

读罢赵遵生所著的长篇纪实小说《青年吴昌硕》、
《东方吴昌硕》 （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出版），郑板桥
的两句诗在头脑中久久挥之不去，即———“咬定青山不
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

这两句诗，大约是咏叹古松生命力之坚韧的。除
了松，别的一概植物种子，虽也有能在岩石裂缝间扎
下根须，长成株棵的，但居然能长成挺拔虬苍的大树，
而且数百年不倒的，似乎只有松。松的根须是那么的
有力，其顽强生长的前提是必得将岩石撕裂，使土壤
和水份饱合于岩石的裂缝之间。

于是眼前就出现黄山的迎客松了。
吴昌硕如同近代书画印三界的迎客松，是一道独

特的艺术风景。众所周知，书画印三界密不可分，界中
人士每精一而通三。但能在三方面都达到极高艺术境
地的人士，委实又不是很多。吴昌硕在书、画、印三方面
都自成一家，风格卓越，对界中后代人们影响深远，当然
备受尊崇。我觉得他的命运，接近米开朗基罗、贝多芬，
都曾生活于乱世，时代之疼都曾危害过他们的人生和艺
术道路。然而，他们似乎又都是为艺术而生的人，都具
有为艺术的高境界而“咬定青山不放松”的精神。

说到“咬定青山不放松”的精神，我几乎是情不
自禁地要说说本书的作者赵遵生了。

他是我的复旦校友，与我都曾是复旦大学中文系
创作专业的毕业生，高我两届。在我记忆中，他那一
届真正从毕业后一直孜孜不倦从事创作的人，唯遵生
而已。从本书字里行间所体现的创作激情可以断定，
他是会继续孜孜不倦地写下去的。

他的《后记》令我感动。在《后记》 中，他坦率
承认，支持他写这一部书的人是不太多的，善意地泼冷
水的朋友倒是不少。我读他的书稿，时时能感受到他澎
湃的激情，那激情源于他对吴昌硕的敬仰。进言之，源
于他对中国历史上一切“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的
朋友倒是不少而乐”的人物的敬仰。那激情，不仅促使
他完成了此书，还促使他完成过《苏东坡》、《天下知

音———欧阳修》、《水火吟》（苏东坡与王安石系列小
说）、《无悔的狂澜———张澜传》等一系列作品。

赵遵生是有人文情怀的作家，是有文化自觉意识
的作家。而这一部书的创作，与他以上几部书的创
作，风格截然不同。以上几部书，采取的皆是很传
统的传记式的创作方法，虽然目的是为了施加影响
于现实，但内容并不与现实发生直接的关照。而此
书却采取了一种让历史人物的雕像“复活”，是与
参观者———当代青年的直接对话，在对话中进行历
史人物的命运叙述，表明历史人物的人生观、艺术
观的方法。而那既是吴昌硕的人生观、艺术观，
同时也是作者自己的。

为中国当代青年写吴昌硕，希望吴昌硕成为
中国当代青年人生和事业两方面的良师益友，赵
遵生的这一种创作意图极为明确。而此点足可证
明，他对中国当代青年也是多么的关爱$

正如我是我们那一届复旦大学中文系创作专
业唯一创作至今的毕业生，赵遵生是他那一届
创作专业毕业生中的“咬定青山不放松”者。
他我二人，每每互相勉励。

现在，他在自己的创作道路上，又迈出了无
怨无悔的一步，又收获了一份沉甸甸的成果。我
为他感到高兴的同时，也心生出一种敬意来。

因为我觉得，他还通过此书证明，他在自己
的创作道路上，迈出了极为年轻的一步。他所
采取的创作方法是年轻人喜闻乐见的。他的文
字每每激情四射，没有年轻的创作心态，断不
会写出那等年轻的文字。而他这一部书，也几
乎可以说是为了献给中国当代青年们而创作
的，他希望当代青年喜欢这一部书的创作初
衷那么执著，那么显然。

不再年轻，而又能在自己的创作道路
上迈出极为年轻的一步，这是可喜可贺的。

我衷心地祝遵生兄心想事成！

咬定青山为哪般
梁晓声

%#!&

年'月%'日，
是作家张炜创办

的万松浦书院开坛十周
年纪念日。!#年前的这天，落成
不久的书院廓朗幽雅，绿树间
灰瓦赭墙明明历历，远近各地赶
来的朋友们，怀着兴奋和期待，
共同见证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第
一座现代书院的诞生。
中国的古代书院历经唐代到

清代一千多年的绵延兴衰，期间藏
经修籍、读书讲学，为传承播扬中
华文化做出了难以估量的贡献，其
中涌现出的白鹿洞、岳麓、嵩阳、雎
阳等著名书院，至今还常为人称道。
传统书院这一重要文化事物

因特殊的历史遭际已经终结，万松
浦书院正是身负延续古代书院的文
化功能和内在精神的使命建立起来
的。因此，其组织结构多依古制，如
书院拥有独立的院产，立院方式以学
术主持人（相当于传统书院的“山
长”）为中心，学术品格力求稳定清
晰，完整地保留讲学、游学及藏书、研
修的功能，具备传播和弘扬文化的恒
久信念和抱负，等等，以期与古代书院
的传统遥相承接，在现代社会迈出新
的扎实有力的脚步。此外，书院择地也
与传统相应，避开了喧嚣的城区，选定在
山东省龙口北部海滨的万松浦落脚。!#

年前，万松浦海碧沙白，港栾河静静流
注，万亩松林百鸟翔集，天籁人脉交汇，
确是一个讲学交流、品读研修的好地方。

这些年，人工物力推进到了昔日的
荒僻海角，书院周遭渐为楼群簇围。如此
情形也正是书院当前的文化处境：除了
接续古代书院传统，一座现代书院还要
面对自身的文化际遇、全球化的世界形
势、技术主义和物质主义的强大潮流，于
众声喧哗中发出自己独特的声音。书院
如何在浮躁的现代社会安静下来，如何
在冷寂中沉思明辨，迈出追求真理的脚
步，没有成规可循，有待书院人自己去慢
慢寻索，在前行中积累、沉淀和总结。

!#年来，书院迎送海内外前来访修讲
学的朋友，守望当代文化动向，专注文化
学术研究，一步一步成就着自己的历史。

%##&年 !#月开坛伊始，书院即邀
集各方专家，相继召开了“现代书院与当
代文化”、“书院立场与边缘声音”研讨
会，探讨现代书院在当代应有何作为等
重要问题；召开了“应试教育”研讨会，表
达了书院对目前教育领域的关切和思
考。此外，书院还多次召开“国学热的思
考”等针对当前社会文化现象的学术研
讨会，并结集出版了相关的学术论文。

书院立于海角，思接八方，胸纳百川，
先后与多所高校建立了合作关系。众多前
来参访讲学的海内外专家学者，为书院留
下了珍贵的学术资料和文化记忆。

书院上承古代书院的优秀传统，卓
立于当代，它并不固步自封，不拒绝当今

世界先进的传播手段，而是善加利用。
%##(年，万松浦书院创设万松浦网站，
创建了“网上书院”，全方位即时展示书
院讲学、学术交流、编辑出版等动态。目
前，万松浦网站已成为国内最具标志性
的专业文化网站之一。书院 %##)年创办
人文类综合杂志《背景》，%##*年由纸质
版改为电子版，目前已出版了 %'期，深
受知识界文化界关注。此外，书院还坚持
编辑出版“万松浦文库”。

!#年里书院成就的文典盛事颇多，
成功举办了“万松浦之旅———中英诗歌
时段”活动、“首次中外诗人大对话”，建
成了国内第一座专业诗歌博物馆，收藏
有大量现代诗歌、诗稿、诗人手迹，并兼
收声像制品和具有标志性及研究意义的
其他资料，为重要诗人建立了艺术档案。
与此相应，书院设立“万松浦文学新人
奖”，以发现、培育、奖掖文学新生力量为
旨归，迄今已成功举办了 )届。

%#!% 年 ) 月书院开始独立举办每
年一届的“万松浦（春季）讲坛”。讲坛由
院长主讲，讲坛采取传统书院的讲学方
式，学员带问题出席，主讲人当场答问，
释疑解惑，探幽发微，遥接古代书院山长
开坛讲学的遗绪，反响强烈。

纵览书院 !#年行事，无不浸透着贯
通古今、倡扬人文的苦心。书院肩挑承续
传统和追问当代的重担，坚守严正的人
文立场、高雅的文明精神，在寻求真理、
坚持真理的道路上，不追风头，但求沉
稳，只希望一步步留下坚实的脚印。

一座现代书院
的脚步

张 雯

大梦向未来
闫水茂

幽静之晨 方 华摄

灿烂笑容

苗 青摄

人 不 可
能经历两次

青春，所以青春显得
弥足珍贵，也成为了

古往今来作家们钟爱表达的主
题之一。进入 %!世纪，青春文学成

为了一个特有的文学形态，而且迅速火了起
来，代表作家有韩寒、郭敬明、孙睿、明晓溪、春
树、张悦然等。他们写作的题材、主题都与青春有

关，例如韩寒写青春的叛逆，郭敬明写青春的忧伤，春树
写青春的残酷……

近年来，青春文学依然是市场炙手可热的宠儿，中国
社科院发布的 %#!%年“开卷”小说类图书畅销排行榜上，
青春文学占据前 %#席中的 *席。青春文学作品在市场竞争
中一路领先，但未必不是虚火过旺。它们之中能让人记住的
作品却越来越少，当下部分青春小说只是在反复描摹少男
少女之间的情和爱，题材严重同质化。青春文学要走出困
境，真正实现转型，就需要回归文学本位，回归心灵，写出真
实的自我。还要把关注的焦点从自我转向当下的现实，让
人们看到青春文学更为广阔的天地。

青春作家先进入市场，后进入文坛

青春文学帮我们回忆青春，不断引起读者共鸣，这是
青春文学长盛不衰的一大原因。%#!& 年，电影 《致我们
终将逝去的青春》及一系列青春片的热播，再一次唤起了

观众的集体青春记忆，电影的好票房也带动了原著
的大热，以青春为主题的文艺创作正在显示其

强大的生命力和产业链的辐射效应。
以韩寒、郭敬明、张悦然为代
表的“"# 后”作家的作品

与“主流文学”有很大
不同。中国社科

院文学研

究所研究员李建军认为，一方面，他们比前辈们的“主流
文学”更有自我意识，在表达自我意识和自我想象方面，
顾忌和负担较少；但另一方面，他们的写作也很容易成为
一种没有厚度和深度、没有历史感和社会性的写作。“"#

后”更懂得如何进行商业炒作，更懂得如何吸引眼球和注
意力，常常借助新闻炒作和
影视文化来提高文学的关注
度和影响力；人们对他们的
心理和生活充满好奇；“"#

后”读者群也比较庞大，这
些都造就了青春文学的持续
繁荣。

有人说这拨“ "# 后”
青春作家是先进入市场，后
进入文坛的。青春小说在商
业竞赛中获得了成功，但这
并不等于文学上的成功。清
华大学教授肖鹰表示，“文
学与市场是非一致性的，不
是对应的关系，也不是相反
的关系。现在的青春写作被
市场绑架了，被市场过度地
模式化和定型化，从文学上来说并没有真正的建树。”李
建军也认为，文学上的成功与市场上的成功的确是两码
事，成熟的作家要按照文化的“超越原则”来写作，不能按照
市场的“交换原则”来写作。

青春文学为何难以经典化

业内出现对青春小说质疑的声音：“过度商业化、在
质量上参差不齐、许多作品流于小情绪小感伤”。李建军
认为，以“"# 后”为主体的“青春文学”作家都比较自
我，喜欢以极端、另类的方式叙写较极端的个人经验；他
们笔下不乏犀利和尖刻，但缺乏社会性的批判指向和对历
史的反思，缺乏博大的人道主义关怀；他们的写作有一种刻
意的“耍酷”，缺乏一种成熟的写作态度和伦理精神。

这批“"# 后”青春文学作家是以新概念作文大
赛的背景进入市场，新概念作文大赛善于瞄准

市场，而不是去引导、提高青年的文学
品位。于是，文学本身的价值被

弱化，取而代之的是一种
群体效应。肖鹰认

为，他们的青
春写作

是一种类型化、模式化、商业范式化的写作，题材是针对
青春的，但这是一种很狭隘的青春。比如，韩寒的写作表
现出一种似是而非的、所谓的青春反叛；郭敬明的青春文
学则是非常市场化、类型化的，是一种伪青春。总之，当
代的青春文学表达的是非理性、情绪化的、反叛化的东

西。真正的青春没有出
现，而是被遮蔽了，这些
都造成了当代青春文学难
以经典化。

对于“"# 后”作家
的作品很难成为经典，李
建军认为，这不仅因为他
们的生活经验是封闭的、
苍白的，还因为他们的写
作技巧并不成熟，审美价
值并不太高。虽然从代际
更替的角度看，他们迟早
会成为“主力军”，但除
非他们介入现实和历史，
除非他们赋予写作以更开
阔的文化视野和更深刻的
思想深度，否则他们很难

成为真正具有主宰性和代表性的作家。

在转型中回归文学本位

随着年龄和阅历的增长，一些在市场上获得成功的青
春文学作家开始透出转型意向，希望“从青春和梦幻的写
作转向人性深处的探索”，为当下的青春文学开辟出一条
新的出路。
“"#后”作家落落一直擅长用华丽细碎的文笔描绘青

春的美好与伤感，而近几年，她却果断转型，推出《剩者
为王》系列，描述“朝九晚五”的都市女性生活，探讨当
下热门的“剩女”现象。她不但从校园题材大步跨到职场
领域，而且文字也有意脱离了以往的风格，变得犀利而独
到。颜歌回归现实题材的长篇新作 《段逸兴的一家》，蒋
峰以传记方式探悉人生课题的“白色”系列
中篇小说等创作，都表现出了对同类题材写
作的超越，这些都是青春文学作
家正在“转型”的例证。

青春文学应该是百花
齐放的，肖
鹰认为，郭
敬 明

形成了对青春文学
的一种职业性的导向，好像青春文学就是郭
敬明，好像青春文学必须是一种全方位的、密
集的、偶像化的塑造和扩散。当郭敬明被神
化，变成一种准宗教化的东西，就会遮蔽和误导很
多东西，所以我们要把郭敬明的谜解开，释放青春
文学应有的多样性和复杂性。肖鹰也表示，青春文学要
真正实现转型，就需要这些作家回归文学本位，回归心
灵，写出真实的自我。高度套路化、模式化只会限制青春文
学的发展。肖鹰说：“在中外文学史上，曹雪芹的《红楼梦》，
歌德的《少年维特的烦恼》，都是青春文学的典范，它们能成
为不朽的文学杰作，有两个核心价值：第一，是写出贾宝玉、
维特的青春个性和特征心灵；第二，写出产生他们的青春心
理的独特时代。美国小说家塞林格的《麦田里的守望者》，作
为后现代小说代表作，看似主人公退学后几天随意琐碎的
流水账，却有内在叙事逻辑，深刻反映了主人公在上世纪
*#年代‘文化反叛时期’的心路历程。”

介入社会是文学的重要功能。李建军表示，青春文学
要克服自恋和自大倾向，应该把关注的焦点从自我转向当
下中国的现实，转向沉重的历史，要有揭示真相和发现问
题的自觉意识，要有承担社会使命和文化启蒙的责任。从
写作方式来看，青春文学应超越甜软的、做作的、扮酷的
文体和修辞，要通过阅读古代及现代的经典作品，来吸纳
中国文学的滋养，使自己的写作成为真诚、朴实、优美的
“汉语性写作”。“青春文学”的前行路向只能选择“给予性”
的、社会化的写作。

对于每个人来说，青春都是最美丽的时代，它代
表了我们年少时的努力和成长。我们应该让
青春文学回归文学本位，实现真正转
型，让我们在青春文学中展现出更
为丰盈的青春韶华，朝气
蓬勃的生命力，
看到更为广阔
的天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