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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式青春文学受到海外关注
单 鑫

文学新观察

春暖神州，圣地重临，万千心绪。望巍
巍宝塔，高超碧落；雄视莽原，气贯云霓。
凤凰清凉，延水幽绕，暗淡了唐风宋雨。回
眸处，见陌上花开，岸边柳绿。

世事沧桑依稀，忆烽火当年群英聚。想
枣园灯光，辉映北辰；岭上落照，赤射东
隅。抗敌御侮，救国拯民，丹心豪情知几
许？且听也，有金戈铁马，犹自来去。

西江月·友谊关

关外熙攘往来，山上哨所炮台。冲天雄
气已沉埋，墙角空结青苔。

岁月白云苍狗，惯看木棉花开。遥想当
年破强虏，唯有老将之材。

都江堰

屹立千载惠万民，栉风沐雨犹青春。
大江滔滔落复起，世事攘攘古而今。
蜀地幸有好郡守，天府始成聚宝盆。
安得九派俱安澜，禹帝含笑入家门。

沁园春·再到延安
（外二首）

郑 剑

中国作家协会主席铁凝在“追梦者的歌吟——张锲文学
创作 65 年”研讨会上指出，张锲通过文学形式践行了他对
文学梦的理解。

张锲不仅是一位作家，他也是文学公益事业的倡导者和
践行者，还是一位充满理想和梦想的人。他说过：“我是一
个喜欢做梦的人，为追逐一个个新的梦境而神醉魂驰，而搏
击不止。我相信，事在人为，在文学界和社会各界许多爱做
梦的人的共同努力下，一些看来还只是梦想的事情，都将有
可能逐步变为美好的现实。”早在上世纪80年代初，他就梦
想要筹建一个文学基金会，作为繁荣华夏文学的经济后援组
织。为了实现自己的梦想，他不辞辛劳，尽心尽力。1986
年，他多方呼吁、积极筹建的中华文学基金会终于在各方支
持下正式成立，张锲出任副会长兼总干事。之后，基金会在

张锲的主持下，先后资助了一大批有困难的
作家和作家遗属，先后设立了“理解与友
谊”国际文学奖、“中美文学交流奖”、“庄重
文文学奖”、“冯牧文学奖”、“姚雪垠长篇历
史小说奖”，策划创建了“21 世纪文学之星
丛书”工程和育才图书室工程等，他将自己
的一个个梦想变为了一个个美丽的现实。

中国作协创研部研究员、评论家何向阳当年是“21世纪
文学之星丛书”的受益者，她深有感触地说，中国作协中华
文学基金会创办了一项跨世纪的文学工程，以年卷形式，为
创作和理论方面取得成绩、崭露头角的青年作家出版人生的
第一本文学专集，名之为“21世纪文学之星丛书” ——它
完全是公益性的，旨在及时发现、推举有创作实力文学潜力
的年轻的文学人才，倡导一种扎实、沉静而纯粹的文学精
神，从而形成一个文学场，使文学的新生力量获得可持续性
发展。我是这一工程的受益者，我的第一部理论评论集，就
是入选这一工程获得出版的。这部书对我个人而言意义非
常，此后我获得了鲁迅文学奖文学理论评论奖，并一直坚持
在文学理论评论研究领域中，都与之密切相关。上世纪 90
年代做文学理论评论是一项寂寞的事业，即便今天这一行业

仍是如此，而能够结集出版个人的一部评论集，是非常难
的。如果不是 21 世纪文学之星丛书，我想有许多像我一样
热爱文学的人可能会改弦更张，因为可选择的事业在 90 年
代一下子变得很多，而文学，已不像 80 年代那样处于黄金
发展期，加之商业大潮的到来，坚持文学是需要有一定的勇
气和外在的鼓励的。我想若不是 21 世纪文学之星丛书的出
版和当时文学前辈的对文学事业的热心实践，今天的文学的
后备力量也可能会大打折扣。所以说，之于中国今天的文学
事业而言，这一工程功莫大焉。这项工程的发起人就是张锲。
20年间，有近 200位青年作家以此为起点，走上文学的道路。
至少一代人的文学之梦是从这里起步开始，走向成熟的。如今
那一代青年作家也从文学的新生代成长为文学的主力军。

作家王蒙说，张锲始终站在改革开放的前沿，站在文学
创作的前沿，不怕任何困难，以一个追梦者的形象自强不
息。他的报告文学《热流》开创了改革文学的先河，作者怀
有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对人性有深刻的表现。

作家刘震云认为，张锲把自己的命运和国家民族的命运
结合在一起，他在生活中也是个非常有热情、富于生活乐趣
的人。他对时代、对生活、对生命及对生命中经历过的一
切，都怀着深沉的爱和珍惜。

追梦者张锲
文 一

跨中缅边境，入原始丛林，冒湿热瘴
毒，避纷飞战火，报告文学作家赵瑜再续过
人胆识，深入缅北野人山淘金场，实地采访
40 天，以全景式纪实文本，呈现中国当代

“国际个体户”的冒险生涯。赵瑜所著 7 万
字、800多幅图片的长篇摄影报告文学 《野
人山淘金记》最近由作家出版社出版。

缅甸北部野人山，荒蛮凶险，瘴毒横生，
军政分割，战火频仍，却蕴藏着丰富的黄金砂
脉。中国多个省份的冒险家，挺进缅北，在当
地军队枪口下忘死淘金，构成中国开放30年

来新群体现象的一部分。黑帮、疟疾、淫雨、金
魔，皆为淘金汉之大敌。2012 年 3 月，赵瑜携
带两台相机，穿越６省，经云南昆明抵达腾
冲，追随淘金者脚步，深入缅北野人山，与淘
金汉子同吃同住。作家用文字和镜头，记录了
他们独特的生活境况。本书不仅状写了淘金
冒险家从事原始积累的经历，更洞察了他们
心灵深处的求索与苦痛。风险、利益和种种困
惑，左右着他们人性的天平，善恶美丑错杂交
替。作者拷问着人性善恶的深刻命题，状写了
一部有关生命与自然的传奇力作。

评论家认为，赵瑜是对每一部作品都用
生命扑上去写的作家。他的报告文学作品思
想独到，敏锐发现问题，大胆干预现实，始
终以人为轴心，并不断探索文体创新。《野
人山淘金记》题材独特，在看似不经意的描
述中对人的欲望、情感、人与自然的关系进
行了深入、细致入微的表现，开掘了人性的
深度，揭示了人类对自然生态造成的严重危
机。

赵瑜说：“报告文学写作要有一种一竿
子插到底的精神。报告文学的视域，宜宽不

宜窄。生活理念不能代替生活泥土。人性人
心复杂多样，民生民本各有异形，它们合在
一起，方为当代社会历史总构成。更多时候，
一段遥远陌生的故事，反而涌动着鲜活生命
的脉象，因而，我写了《野人山淘金记》。”

赵瑜认为，报告文学和纪实摄影本是一
对孪生艺术，将二者结合起来，有利于文体
创新。在十分艰苦的条件下，赵瑜不畏旅途
劳顿及关卡林立的缅北守军，共拍摄图片
3000余幅，本书选用800余幅，有效地配合
文本呈现出一个全景式故事结构。

赵瑜：呈现“国际个体户”冒险生涯
欣 然

赵瑜：呈现“国际个体户”冒险生涯
欣 然

美名远扬的江西上饶的婺源和女子有着不解之缘，婺源
的“婺”字字面组成就是“能文能武的女子”。辛弃疾的诗
句“众里寻她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写的是上饶元宵灯会上的婉约女子。婺源县段莘乡阆山村，
是江西省最后一个母系氏族村落，种地、劈柴、盖房、上下
山背东西等重活基本都是女人包干了。田间地头或者水井
边，头扎布巾弯腰劳作的多是女人。在这里，女人就是大山
的脊梁。上饶还有一群能文的女子，自发组成了“三清女子
文学研究会”，这些爱好文学、舞文弄墨的女子来自各行各
业，平时常聚在一起，探讨文学，朗读自己的作品，一起去
乡村采风，一起聆听知名作家的讲座，浸润在文学的氛围
中，用会长毛素珍的话说，“为了让我们的灵魂更有力量”。

如今，整个上饶市的三清女子研究会会员已经有760多
人，年龄从“50 后”到“90 后”，身份有公务员、企业家、
家庭妇女等等，她们还自己办了一份文学刊物 《三清媚》，
发表诗歌、散文、小说等作品，其中一些会员还加入了中国

作家协会。
日前，三清女子文学研究会联合《小说选刊》杂志，邀

请陈建功、梁衡、叶广芩、方方、徐小斌、孙惠芬等著名作
家来到婺源段莘乡五龙源采风，品味小桥流水人家的最美乡
村生态绿韵，考察保存完整的庆源古村民居，领略独特的

“母系氏族遗风”阆山风光，体验五龙源漂流的惊险灵动，
感受石佛村的祭祖、乌饭习俗。段莘乡的乡村文化、民间传
统文化引发作家们的兴致。

采风期间，《小说选刊》 五龙源景区创作基地揭牌，作
家们和女子文学会的会员们进行了交流切磋。

中国作协副主席陈建功说：“女子文学研究会很有特色。
多一点文学爱好，多一点文学滋养，对我们的生活是一种提
升。”

评论家贺绍俊说：“大自然的山水是自然的山水，文学
创造的是精神的山水，女子文学会将自然山水和精神山水相
融合，是当地的一道亮丽的风景。”

作家徐小斌感叹：“三清山脚下有这么一群舞文弄墨的
女子，规模这么大。她们注重精神层面的追求。希望她们更
多地吸纳中华文化的精华。”

作家方方梳理了女性写作的渊源：“女性写作历史上很
少，古代的女性文学多是擦眼泪的哀怨之作。五四以后，女
性走出家庭，视野越来越开阔。女性经历了三次解放，即五
四以后、新中国成立以后、粉碎‘四人帮’以后。现在女性
写作者越来越多。新时期以来女性以自己的姿态来写作，越
来越强大，禁忌很少。这个年代的女作家很幸运。”

女子文学会的会员们对这些作家的作品很熟悉，能随口
背出徐小斌小说中的爱情警句，还问方方为什么她本人看上
去很乐观而作品却有一种悲观的色彩，向叶广芩请教小说
中的虚构和真实如何把握，向梁衡请教什么样的散文是好散
文……作家们一一做了解答。

在婺源这样一个山清水秀的地方，这些文学女子展现了
她们独特的风采，与绿水青山融为一体，实现了诗意地栖居。

婺源：文学女子的雅集
杨 鸥

赫拉巴尔诞辰百年文学活动举行

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捷克共和国
驻华大使馆联合举办的“你读过赫拉巴尔
吗？”系列文学活动日前在京举行。今年是
捷克当代最有影响力的作家赫拉巴尔诞辰
100 周年，也是中捷建交 65 周年。赫拉巴
尔作品在捷克家喻户晓，迄今他的 77 种
书，以27种文字在世界各地的33个国家发
行。其小说以深情地凝视底层生活为特
色，是捷克幽默传统的集大成者。根据他
的小说改编的电影 《底层的珍珠》 是捷克
电影新浪潮的开山之作，《严密监视的列
车》 和 《失翼灵雀》 分别拿下奥斯卡最佳
外语片和柏林金熊。来自捷克的3位嘉宾与
中国作家格非、翻译家余中先等和读者就
捷克文学在中国等话题进行了深度交流。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陆续推出赫拉巴尔的

《过于喧嚣的孤独》、《甜甜的忧伤》等多部
作品。 （鹿静月）

近日，中国作家丁捷的长篇小说
《依偎》 获得韩国首尔的亚细亚青少年文

化交流协会颁发的“亚洲青春文学奖”。《依
偎》 2011 年在 《钟山》 杂志首发，当年即被

中国小说榜专家提名，还获得第八届金陵文学
奖长篇小说大奖。2012年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

年江苏文艺出版社先后出版了单行本。
2013年进入韩国市场后，《依偎》同样获得了韩

国青年读者的喜爱，小说成为韩国最大书店集团教保
文库的重点外国文学畅销书。在韩国诸多著名学者联
名推荐后，小说进入韩国亚细亚青少年文化交流协会
发布的“亚洲青少年必读作品推荐榜”并最终摘得桂
冠。

《依偎》是一部灵魂之作

莫言亲笔题写书名“依偎”，苏童则撰写推荐语，
认为“《依偎》把坚硬的死亡写得极其柔软，把柔软
的爱情写得无比坚硬”，是一篇“灵魂之作”。评论
家孟繁华认为《依偎》将悬疑、心理分析、科幻等
元素在小说中展开，通篇写得浪漫、神秘又凄

美，堪称长篇佳作。
作为一部爱情题材的长篇小说，《依偎》

讲述的是失去身份证明和行李的美院毕业
生栾小天，在一个类似乌托邦的遥远雪

国亚布力思，与一个名叫安芬的酒吧
歌手的初恋故事。这是一场跨越身

份、跨越地域、跨越功利的纯
真之爱。它借助“穿越”

小说的某些思维，让
两位车祸中受伤

的 陌 生 男
女 ，

于濒死之前的5天之中，灵魂溢出各自的身体，在寻找
世外桃源般的藤乡过程中，实现了一次浪漫而又奇幻的
爱情之旅。

作者丁捷现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南京市作家协会
副主席，南通大学兼职教授，曾被誉为“青春大写
手”、“灵魂作家”。“ 《依偎》 的目的是展示灵魂的强
大，昭示生命的光辉”，丁捷说，“全社会过度趋利，使
生命个体常常陷入孤立无援的生命之痛，我们需要心灵
的慰藉。尤其是年轻人，需要还原心灵的本真之美，来
陈展生命之美。写作的过程我已经深刻体会到了这种痛
的凄厉，这种美的绮丽。写作 《依偎》，也是一次自我
普渡。感谢《依偎》的读者，我和你们一样没有丧失生
命的情愁和爱情渴盼！”

《依偎》 的韩文翻译闵庚三先生，是一位研究中国
文化的韩国教授。闵庚三表示了其对中国文学的顶礼膜
拜，并称赞 《依偎》 体现了中国文学内涵的、形式的、
语韵的传统美。

世界现当代文学评论家、韩国白石文化大学郑守焕
教授称赞：《依偎》 是一部了不起的小说，它可以理解
为青春男女的一场春梦，两个灵魂的爱情纠缠。小说所
营造的氛围是彻骨悲凉的，而它让我们触摸到的，却是
真爱者热血沸腾的生命脉搏。

文学中青春形象的复苏

孟繁华指出，当下的文学缺少青春形象。百年中国
文学，从白话文学诞生之时就和青春密切相关，五四以
来的第一份刊物就是《新青年》，《呐喊》、《彷徨》、《沙
菲女士的日记》 等小说也和青春有关。新中国成立后，

“三红一创”《红岩》、《红日》、《红旗谱》、《创业史》，
“山青保林”《山乡巨变》、《青春之歌》、《保卫延安》、
《林海雪原》 等八大经典也都是青春的。改革开放之
后，路遥的 《平凡的世界》、刘西鸿的 《你不可改变
我》，也都有青春形象。但进入上世纪90年代之后，中

国文学中的青春形象逐渐消失，很难看到鲜明
的青春形象。丁捷的《依偎》弥

补和改变了中国文学的青春形象。《依偎》 和其他青春
文学中的形象不同，写得亦真亦幻，虚实相间，非常浪
漫。当下文学中浪漫主义非常缺失，《依偎》 把爱情写
成这样，在此前的文学作品中没有见过，在“80后”的
创作中也没有见过，非常有独特性。这部小说在国外获
奖是对中国青春文学创作的认同，证明中国文学价值观
已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同。

青春文学应提升文学价值

当代青春文学的崛起是和市场化紧密相关的。1996
年，郁秀的《花季雨季》拉响了青春文学占领市场的号
角。之后，韩寒，郭敬明，饶雪漫等一大批作家横空出
世；新概念作文大赛和文学之新比赛为青春文学输送了
一大批新鲜血液；从最原始的《萌芽》到如今独占鳌头
的 《最小说》，青春文学杂志也在不断发展并吸收新的
力量；随后，互联网高速发展，青春文学网站包括晋江
文学网、起点中文网、红袖添香网……也如雨后春笋般
诞现，为青春文学传播与发展提供了一个更发达快速的
平台。

与此同时，过多的商业平台导致青春文学过度追求
市场价值的弊端也逐渐暴露出来。
评论家贺绍俊表示，被市场高度接
受的作品，和具有一定文学价值与
文学精神的作品是彼此矛盾的。

评论家白烨认为，《依偎》只是
个别现象，而郭敬明、韩寒，包括
村上春树这些偶像作家，都是在外
国“赶时髦”的情况下被翻译到海
外的。总体来看，中国的青春文学
还存在一些问题，一是现在的青春
文学过度集中在校园生活和爱情故
事，而且主要表现形式为长篇小
说，丰富性和多样性不够。二是太
过于着眼于流行市场，缺少文
学性。

白烨指出，提升文学价值是激
励青春文学发展非常重要的一个步骤。

“ 《依偎》 现在火了，但这样的作
品是长期‘冷’出来的。我相信朴实的世
界观，也相信沉静的美和力量，更相信青春
的向心力终会指向美好！”丁捷说。丁捷对青
春文学有自己的看法：“青春文学首先应该是文
学。它有别于我们现在市面上流行的常见的青春
文字读物，后者青春性很泛，而文学性很窄。青春
文学首先应该强调的是文学性。优秀的青春文学的
产生过程中，作家不应该局限在文学种类的框架内，
或者提早界定作品的目标观众，而应该仅仅描写自己
心目中文学作品，它须是美的、健康的、传达真诚和善
意的。

丁捷认为，只要青春文学能真正汲取中华文化的营
养，潜下心来发现我们自身的美，青春文学终将走向世
界。“人类大同，人性相通，我们不要失去自己，妄自
菲薄，更不要被浮泛的潮流推着走。文学应该有生命
力、拓展力。我相信很多青春文学作家会逐渐厌烦
社会表层的浮华，承担起中国文化责任，创作出人
类认同的作品，向祖先致敬！”

《依偎》获韩国亚洲青春文学奖《《依偎依偎》》获韩国亚洲青春文学奖获韩国亚洲青春文学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