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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由上海市作家协会主办的华语文学网上线，这
是我国第一家由作家协会主管的大型文学数字出版网站。
不同于起点中文这一类商业文学网站，华语文学网将着眼
点放在当代传统文学、经典文学作品的推广传播上，希望
借助数字出版的手段，使传统文学传播更广。王安忆、叶
辛、赵丽宏、余华、苏童、格非、马原、阎连科等知名作
家向华语文学网授权了自己的作品，海外作家聂华苓、卢
新华、虹影、陈谦、张翎等也授权自己的作品。一些知名
文学杂志也予以授权。

互联网时代，新媒体带来的冲击无所不在。纸媒作家
进驻网络，给热火朝天的网络增添了新成分，会给文学带
来什么样的影响？

提升网络传播文学的质量和水准

上海作家协会副主席赵丽宏将自己的散文集 《岛人笔
记》 授权给华语文学网。他认为，进网络对于传统作家来
说多了一个传播渠道。但无论是纸媒传播还是网上传播，
文学的评判标准不会变。

中国作家协会网络部主任、评论家马季认为，上海作
协成立文学出版网站对文学的普及和繁荣具有很大意义。
传统作家的作品通过网络传播，一方面增加了传统作家的
读者群体，另一方面让读者在网上能读到优秀纸媒作家的
文学作品，能够提升网络传播文学的质量和水准。

马季指出，作协的网站管理比较规范，对作家有保护
作用，让传统作家比较放心，愿意交出自己的作品。上海
作协开了一个好头。在互联网时代，顺应时代要求，这种
网站应该大面积出现，今后应该更普及。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邵燕君认为，网络是个新的媒介
平台，各种文学力量在网络上重新汇集，会形成网络时代

的文学形态。纸媒作家的作品放到网上成为网络
平台的资源的一部分，纸媒精英作家

的文学可以在网上欣赏
传播，增加

了网络上的文学资源，改变了网络文学主导类型文学的局
面，形成网络上不同的文学生态。

如今网络文学发展迅猛，据统计，到 2013年底，中国
网络文学用户已达 3.51 亿。网络文学的巨大发展帮助人们
实现了“全民写作、全民阅读” 的文学梦想，培养了大众
对文学的兴趣，提供了文学人才储备，打破了文学的神秘
感和精英书写模式。邵燕君认为，应该正视网络文学的地
位和价值，从媒体革命的角度看待网络文学。

华语文学网的上线，是传统文学界顺应当今文学写
作、出版、传播以及受众阅读方式的变化，借助互联网技

术平台，拓展文学生存发展空间，试水传统文学网络传播
的重要举措；同时也是纸媒文学依托自身资源优势、人才
优势、内容优势，主动参与当前网络文学内容建设和生态
改善的积极尝试。

传统作家与网络作家影响是相互的

纸媒作家现在也越来越能接受网络。作家余华渴
望上网与读者互动，他表示自己会到亚马

逊网站看读者对他作品的评
论，“无论说我好

与 不

好，都非常好，因为都发自内心，甚至他们还发现了编辑
没发现的错误”。

余华认为，这种互动对作家写作是有帮助的。“作家海
明威在写 《老人与海》 时，会给朋友朗读作品片段，虽然
该小说当时只是他预想中小说中的一部分，但很多朋友劝
他单独出版。如果海明威没有听取别人的建议，这部小说
很可能就被淹没了。这种交流方式很重要，我觉得以后可
以考虑。在写作过程中与完全不认识的读者交流，可以修
改自己的思维，有时人的思维容易进入死胡同。”

余华写作 《第七天》 也受到网络的影响，不仅许多素
材来自网络，一些句子如“你说的话我连标点符号都不相
信”被读者指为典型的网络用语。谈到传统文学与网络文
学的区分，余华说：“我觉得没什么区别，起码写作过程是
一样的。只是写完了我们发给《收获》，他们发到了网上。”

赵丽宏认为，网络写作的出现是好事，不读书的人也
能在网络上写作，把写作潜能发挥出来。

作家丁捷曾将自己的长篇小说签约给一家网站，他认
为，网络媒体是文学的新舞台。我更相信许多作家不是不
想登台，是陌生感带来了一些心理畏惧。我的作品签约给
网站的时候，我也有过怯弱，怕死在一个网角没有读者

“收尸”；怕太活跃了，被口无遮拦的网友唾骂。后来的事
实证明这类担心是多余的。网络的开放和平等，成就了我
的作品的影响力。我希望更多的严肃作家同仁加入网络，
这样可以稀释网上密度过大的消费性文字。在这个新旧舞
台兼备的媒体黄金时代，作家们应该让自己的作品，多串
几个场子，这其实也是一种责任。不要让那么庞大的只在
网上读书的年轻人，误以为文学只有网络文学一种。

在邵燕君看来，每种媒介的文学都有与这种媒介不可
分割的特征，在这种媒介上重要的特征对于另一种媒介来
说不重要，比如纸媒文学言简意赅、意味深长的特征在对
于网络来说不重要。网络上没有字数限制，但网络文学有
自己的美学特征，还有网络互动、与今天生活息息相关这
些特征，纸媒文学不具备。纸媒作家的作品在网上传播，
其自身特征会被网络作家重新吸收，纳入他们的文学生态
中。

马季认为，传统作家和网络作家的影响是相互的，优
秀的传统作家的作品对网络读者产生影响，间接对网络作
家也产生良好的影响。网络文学的丰富想象力、鲜活的语
言也对传统作家产生影响，为传统文学提供了观察及反映
生活的新视野、新范式，丰富了原创文学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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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位于层层叠叠大山深处的小山窝窝
是我的故乡。

小村坐落在山的半腰上，被密密实实的
槐树一层一层包裹着，就有了仙境般的感
觉。每年的五月，当白花花的槐花铺满青
山，那无孔不入甘甜的清香，便轻轻地胀满
了山里的世界。也仿佛只有在这时，劳作了
一年的农人，才有了些许喘息的机会，深深
地吸一口槐花那沁人心脾的香，生发出一种
山里人少有的温馨又甜蜜的快意。

家乡这满山遍野的槐树学名叫作刺槐，
宁折不弯的枝干上斑驳着岁月留下的刀削斧
凿般的皲裂和折皱，其上布满着尖利的针
刺，像极了农家人朴实又倔强的性格。槐树
的生命力极强，种植、扦插都可以成活，但
主要靠根生，在几十亩方圆的山坡上，只要
栽下一棵，不出几年时间，周围自然冒出的
幼树便会一簇簇一团团地蓬勃开来。槐树是
最早来这里的山区安家落户的树种之一，农
家人之所以独独钟情于它，可能是由于它那
甘于贫瘠、耐于寂寞的品性吧。这一棵棵无
言的生命，仿佛只有那深深地扎进岩层的和
紧抱着裸岩的根系，在不断地向这个世界炫
耀着自己的清高与不屈。

在我从小到大对绿的印象里，最具代表
性的就是槐树的叶，每当肆虐的残冬过后，
献给荒凉山区的第一抹生命的亮色就是槐树
的颜色。清明时节，尖尖的嫩嫩的叶芽就会
悄悄地钻出槐枝的皮腺，这时的绿是一种柔
如孩童肌肤的娇嫩。不出数日，槐叶迎风开
翅长大，这时便是漫山遍野的绿了，一直到
秋末冬初，槐叶才会变成金黄，依依不舍地
离开槐树的枝头，融进这个世界。今天看到
的槐叶，是大自然献给人们的景色，然而在
那个食不果腹的年代，槐叶却无一例外地每
年都支撑着山里人几个月的生活。

最不能忘怀的还是五月的槐花香。一朵
朵洁白的晶莹剔透的薄如蝉翼的花朵被绛紫
色的花萼缀成一串串，像一只只轻巧的蝴
蝶，随风摇曳，翩翩起舞。槐花也是我所见
过的花中，最慷慨最大方抑或是最奢侈的花
了。每到花开时节，仿佛满世界都被它塞得
满满的，真是树有多大，花丛就有多大，山
有多高，花丛就有多高。最特别的还是槐花
的香，除了那独特的甜甜腻腻的清香味道
外，用农家人的话说，槐花的香气是打绺儿
的，就是当你走在路上还未看到槐花的时
候，便会有一波一波幽幽的香气，丝丝缕缕
地透过你的鼻腔，再慢慢沁入心脾。这时的
你，能不被槐花的香气深深陶醉吗？

过去，每当槐花盛开的季节，我的父亲
——当年的林业大队长，都会回忆起带领社
员们战天斗地植树造林的情景。每到这时他
总会对着我说上这样的一段话：“生你的那
年，我刚好 30岁，就是那一年栽下了咱村山
上的这片槐树。那时虽然很难吃上一顿饱
饭，但干起活来却格外带劲，从没有觉得日
子有多么苦。”脸上总是一副满足的笑。好像
这满山的槐花才是他一生最好的杰作。

在一个五月，我的父亲未能再嗅到那满
山遍野的槐花香，他没能够等到槐花盛开的
日子，便匆匆地离我而去了。从此，我经常
久久地伫立在密林深处，听松涛阵阵，品槐
香悠悠，耳边仿佛依然能听到父亲那淳朴的
话语，心中陡生一种物是人非的无奈和感伤。

五月的槐花香啊，你是渗进我血液里的
无尽的追思和浓浓的乡愁。

又是五月槐花香
农 人

又是五月又是五月槐花香槐花香
农农 人人

吮吸着禾叶的露水
露出紫红且粗糙的卑微
羞怯地走出泥土
你却在农人餐桌上有不错的口碑

一截截秧苗插入泥土
两个多月根须下生出丰硕的子辈
不嫌土地的贫瘠
但从来坚拒农药和化肥

你是农家有功之臣
投资不多产出翻出几倍
特别在那饥荒年代
你充饥的声名传遍大江南北

在价值杠杆不平衡的年代，
你的价值曾被人廉估诋毁，
3公斤才换1斤粮票
你在筐里和种薯人一起叹息伤悲

都市的大门终于打开
你走上城市大街小巷被视为宝贝
炉火正旺的烤炉炼就你斑驳的金黄色
市民们争相享受着你奉送的天然美味

岁月轮回社会变迁
你的价值被重新定位
你不只是农人餐桌上的专利
你已成为现代城市健康食谱新贵

感恩红薯
王 谨

纸媒作家进网络带来什么？
杨 鸥文学新观察

城市风景中的高贵兰花
——读李春良的长篇小说《女子中队》

贺绍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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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南方乡村的祭祖，到尾声都会有一种力求圆满却
未能达到的遗憾。并不是因为祭祀的心不够纯粹，而是祭
祀活动的呈现，为配合人类的耐性，正摆脱掉它应有的繁
冗和机械，不断地浓缩。

年轻人亲历传统祭祀，会先后生出两种心情：心乏、
心疼。这可类比成一个男人看一个女人：女人乍看不起
眼，外表不美所以让人的心不起劲儿；当男人弄懂她的内
在精神，得知她的本性让人很愿亲近，于是心疼，知道再
多溢美之词都不够形容她的美。

爆竹、唢呐、香楮、供桌、酒盅、鲤鱼，细雨蒙蒙的
早上，祭祖开始在婺源段莘乡石佛村举行。噼啪作响、此
起彼伏的鞭炮声，是很能服众的。尽管新潮的人们捂着
耳，远远地议论说这接连不断的鞭炮声多不环保，但在充
满响声和硝烟的气氛中，看村里老人红通通的眼睛，才领
略到什么是华夏文明。民间的风俗，对这些老人家，别具
深意：他们愿意弯身打扫地上厚厚的红纸屑，他们愿意用
自己的方式来呼吸烟花爆竹之后空气中的味道。

石佛村，是个古村落。它不算是第一眼见就会喜欢的
村子，细致多于壮观，恬淡之气多过跃跃之势。

村里的栋栋房子，没有什么建筑的新意和技巧。它们
互相之间，生成和追求的是一种相似。白墙黛瓦的房子，
由一条清静的小河作衔接。沿途走，渐渐地，一个人的精
神支柱便和这些古老房梁一样稳稳当当了。只一会儿，你
思考的方式、说话的态度，就紧紧地跟这村庄联在一起：
缓慢却充满感情。

这个充斥着简朴和单纯的村子，最重大的问题不是什
么“生”与“死”，而是在祭祖之后吃一碗乌米饭。祭祀活
动中午之前结束，灶上已在蒸热腾腾的乌米饭。然后，这
便成了最生动的一顿午饭。

石佛村人没有像捍卫个人遗产一样，守着乌饭的制作
方法不肯分享。他们很友好，用很详细的语言介绍各个步
骤。他们每个人都认为，自己对这一碗乌饭的介绍，负有
责任。“乌饭”是个让村人自豪的词。

传说，研制乌饭的人叫杨环。杨环的父
亲是村里威望颇高的人，却被恶人诬陷入
狱。他是个孝子，想尽办法让狱中的父亲吃
一顿饱饭。但他每带白米饭，总被狱卒们吃
了。一天他看到了黑黑的乌饭叶，突然想到
办法。他从山上采来乌饭树叶，捣烂滤汁，
等糯米蒸得半熟倒入汁水搅拌，再在饭里放
些干笋、腊肉、黄豆。狱卒们看到一碗黑黑
的饭，觉得很难吃，才让杨环送进去。这碗
乌饭的价值，在于村庄人遵从孝义的精神本
质。

石佛村的人，因为参加祭祖活动，所以
成群结队。统观村里人，发现他们不太会
笑，尽管内心的感情足够强烈，却还是把那
种笑的激情珍藏起来。他们把笑藏在生活的
匣子里，待到来日遇上什么烦心事，再拿来
匀一匀。想啊，村里百姓心里的各种滋味，

因这村庄大体上的调子，而显得平淡。也正是缓而慢的内
心世界，帮他们撑过全人类皆要面对的浮躁。

那一天，许多人的言语举动共同构成了一篇文章，没
什么规矩和技巧，只有每个人身上本身具有的东西。男人
与女人，冲突与和谐，加上一点儿泉水叮咚，然后就写成
了；年长的人和年轻的人，一种希望和一种怀旧，加上一
阵风吹草动，然后就写成了。

石佛村祭祖
杨 怡

在长春市解放大路这条城市最繁华也
最宽阔的大道上，无论春夏秋冬，都会有
一种鲜艳的花朵在绽放。这鲜艳的花朵就
是在道路上指挥若定、风姿绰约的女交警
们。长春市交警专门成立了一支女子中
队，参加女子中队的都是青春美丽的姑
娘，她们穿上警服，站在车水马龙的马路
上，顿时便成为了这座城市的一道靓丽的
风景。最近读到了李春良的长篇小说 《女

子中队》，唤起了当年我去长春的记
忆，读来便有了一种别样

的亲切感。

《女子中队》 故事从女子中队的成立写
起。让女子站在马路上指挥交通，这对于
中国的城市来说，毕竟还是一桩新鲜的事
儿。至于这桩新鲜事儿有什么内在意义，
却不是人们在一开始就能理解到的，所以
作者以此作为故事的开头。女子中队的警
花们正在准备第二天正式上岗的时候，听
到了她们的顶头上司许大队长对她们的评
价：“中看不中用的花瓶”。但警花们以她
们的漂亮的行动作出了有力的证明，她们
无愧于人民警察的称号，她们的漂亮行动
让许大队长心服口服，他不仅将他办公室
里的兰花全部送给了女子中队，还由衷地

说：“咱们女子中队不光是花瓶，更是
兰花。”

当代小说
在

塑造英雄人物时有一种很流行的模式，总
是要通过写英雄人物如何牺牲家庭和个人
情感来突出其英雄品质。我觉得这只会形
成一种错误的认知，以为凡是英雄就不可
能有美好的家庭生活，就不可能有完美的
爱情。《女子中队》 作者没有以这种流行的
模式来写。在他的笔下，女子中队无疑是
一个英雄集体。这个英雄集体最让人羡慕
的则是，她们通过相互帮助不仅克服了爱
情、家庭和工作的冲突，而且还让爱情成
为了工作的动力。《女子中队》 通过姑娘们
的故事，传达了非常积极的、也让普通人
能够接受的英雄观和爱情观。正是在这一
过程中，充满担心的许大队长与性格坚强
的景莉相互之间萌生了爱情。在城市遭遇
大洪水的时刻，景莉不顾个人安危保护市
民，但当她被洪水围困在岗亭里，发现了

向她游过来营救她的许大队长时，坚
强的她伏在许大队长的怀

里 尽 情 地 哭

泣。当我读到这里的时候，也被他们的爱
情深深打动。

李春良也是一名人民警察，因此女子
中队的警花们都是他的战友。他正是以战
友的姿态和情感来写这部小说的。他像爱
护战友一般爱护他笔下的人物，他也像严
格要求战友一般严格要求他笔下的人物，
他更是怀着深厚的战友情来书写女子中
队。小说的结构就像是抒情诗篇，从“春
之兰”，到“夏之雨”，再到“秋之叶”，再
到“冬之雪”，循着季节的时序，把主要情
节镶嵌在里头，最后，在“续卷——在轮
回的春天里”，女子中队的姑娘们再次汇聚
在高速公路柳城收费站，她们为丽茹送
行，也预示着她们新的生活更加美好。如
今，在很多城市里都能看到女交警这样一
道亮丽的风景，而作为战友的李春良，对
这道城市风景作了最透彻的解读。他告诉
我们，这道风景之所以亮丽，是因为这些
女交警都是历经风霜雨雪而开不败的高贵
的兰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