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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届茅盾文学奖尘
埃落定时，81 岁的王蒙正
在北戴河写作。

作家格非刚和家人从
内蒙古度假返京就接到了
获奖的喜讯，除了要不停
接听朋友们道贺的电话，
这一天并无太多变化。另
一位远在河南的获奖作家
李佩甫同样淡定地对媒体
说：“中午吃的还是烩面，
唯一的不同是多抽了两支
烟。”

上周，由中国作家协
会主席铁凝担任评委会主
任的 62 人评委会，通过 6
轮严格投票，从252部符合
参评条件的作品中最终选
出了5部获奖作品。

面对着众多作家创作
的长篇小说，参与过三届茅
奖评审的资深评委朱向前
说：“在今天中国社会这样
一个文化多元背景下，还有
这么多作家在执著淡定地
写小说，非常不容易。”

一 个 普 遍 的 判 断 是 ，
获奖的5部纯文学作品代表
了4年来中国长篇小说发展
的顶尖水平。

完整的结构
和浓郁的生活感

来自北方的两位作家
王蒙、李佩甫，和来自南
方 的 三 位 作 家 格 非 、 苏
童、金宇澄，因为获奖而
受到共同关注。描绘江南
和勾勒北国的作品，也带
着地域特色碰撞在这届茅
奖。

从年过八旬的获奖者
王蒙，到生于 1964 年的格
非，5名作家均堪称文坛名
将。从描绘百年多维历史
的 《江南三部曲》 到聚焦
当代上海人真实生活的沪
语小说 《繁花》，5 部作品
在题材领域、写作手法上
表现出的跨度，体现了中
国当代文学的多样性，也

表现了这个时代生活的广度。
在脱颖而出的背后，是这5部长篇小说完整的结

构和浓郁的生活感。
在 8 月 18 日举行的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研讨会

上，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陈晓明提到：“对长篇小说
来说，结构是首要的。”他以苏童的《黄雀记》为例
说，因为小说有非常清晰的结构和内在的逻辑关
系，即使没有鸿篇巨制，对历史的把握依然准确。
评委胡平谈到 《江南三部曲》 时说，它从第一部到
第三部，既有“花家舍”作为线索，又在第三部出
其不意地将对乌托邦和人类理想的描写缩到了一个
家庭中去，仅是结构已经显示出很高的创作和构思
水平。

陈晓明谈及王蒙的《这边风景》，认为其中有超
越了意识形态和创作手法的生活感，这样一种创造
性的对文学和生活关系的处理，也在 《繁花》 一书
中有所体现。

五部作品，五种生活姿态

金宇澄因为在弄堂网上“闲扯”受到鼓励，而
不经意间有了 《繁花》 的开头。格非则是从上个世
纪末就一直在酝酿《江南三部曲》，整个创作和发表
的过程前后加起来有近 20年的时间。在获奖的第一
时间，他表示今后不会再创作三部曲，因为“太累
了”。

生在上海、长在上海的金宇澄，因为对上海这
座城市的热爱，希望不了解上海的朋友“进来看
看”，自然而然地创作了沪语小说 《繁花》，后又因
为有越来越多的读者而不断改良书中的方言，消除
上海话和外地读者之间的隔阂，比如上海方言中实
际使用最频繁的“侬”字就没有在书中出现。

胡平在谈到 《繁花》 以方言小说获奖的一些争
议时说：“这个作品是把作者一辈子的生活体验和对
上海这座城市的体验写在了一本书里。”

千里之外的中原大地上，停留着李佩甫的笔
触。《生命册》发表于李佩甫花甲之年，为了更加顺
畅地写作，他在卧室里完成了这部 38万字的长篇小
说。评委孟繁华认为，《生命册》真实再现了小人物
的生存状态和心理状态，李佩甫长期以来对农村新
变化有着亲身感受，对中原地带的风土民情把握得
较为透彻。

在评选过程中和结果公布后都备受关注的王蒙
和他的 《这边风景》 则更显独特。这部作品初次定
稿于1978年，出版于2013年，尘封了35年，今天读
来依然令人振奋。特殊的历史背景曾让王蒙走入特
殊的边地生活，他对少数民族生活的熟悉是别人没
有的，这部描写多民族生活的作品也是空前的。朱
向前用一个比喻解释了 《这边风景》 的独特意义：

“上一代作家就像一条有头有尾却缺少中段的‘清蒸
鱼’，特殊的历史原因造成了上世纪 60 和 70 年代作
品的空白，而这部作品则不仅仅属于王蒙的中段，
也是属于这一代的中段。”

（人物速写：罗雪村）

为什么在 252 部参选作品中，选择了这 5 部作品？
这5部作品有什么特色？8月18日上午，在中国作协小
说委员会、《文艺报》社、中国作家网主办的第九届茅
盾文学奖获奖作品研讨会上，此次茅盾文学奖的9位评
委，就 5部获奖作品和中国长篇小说现状和未来发展，
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评奖摒弃个人好恶
宁可得罪朋友，不能得罪文学

此次茅盾文学奖的评委都是常年读长篇的，252部
作品并不都是在评奖的3个月中读的，有些作品甚至是
反复读的。评委们排除一切干扰，静心研读参选作
品。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学会副会长包明德说：“我从 5
月份开始读，两个多月以来，沉浸在这种对参评作品
的深阅读、细阅读中，一直读到北京西山评委驻地。
那里的读书条件特别好，我们基本上是半封闭状态，
很肃静，也没有电话打进来，阅读质量可以说是一流
的。”

阅读得越深入，评奖时反而感到越难拿捏。评奖
不是个人做学术、搞研究，不能凭着个人好恶去评。
从252部长篇中挑选的作品，要能代表近年来长篇小说
的发展成就。茅盾文学奖是文学界的大事，有“经典
化”的作用，评好了，能够有力地促进中国长篇小说
的发展。所以，评委们都努力摒弃个人因素，从文学
整体眼光来考量252部作品。

沈阳师范大学特聘教授孟繁华说：“其实就我个人
而言，我是比较喜欢北方粗犷的文学风格的。所以对
于 《繁花》 的那种叙述方式，我不太喜欢。但评奖不
是满足个人趣味，我要从整体上考虑，既能看到王安
忆笔下的上海，又要看到金宇澄给我们提供了另外一
个上海，提供了一个我们并不熟悉的上海和上海人的
生活，这也是难能可贵的。用一个地方的方言讲述一
个地方的风土人情，这是我推崇的，所以我就投了
它。”

这次参与评奖的评委，都有一个共同感受，他们
是怀着一种对文学礼敬的姿态来评奖。而且这次的评
委阵容很多元，有院校教授、研究院研究员、作家和
批评家，形成了一个多方互补的评奖团队。评委们在
评奖的时候如履薄冰，怎样评才能对得起全社会的信
任？才能建构起文学界未来的希望？这是评委在评奖
时最常思考的问题。

“宁可得罪朋友，也不能得罪文学”，这就是评委
们所秉持的姿态，“要秉持公道正派的文学精神，努力
评出能促进长篇小说未来发展的作品。”

“从我个人来说，我对文学的信念非常之强。我一
直坚信没有好的文学，明天就没什么可期待的。没有
好的文学世界，人生会变得更加艰难。我们呈现给读
者的，应该是一个令人耳目一新、能够获得很多启发
的文学世界。我就是怀着这样的信念来参加这次评审
的。”包明德表示。

综合考量作家和作品
评价作品也是从多要素里取中位数

从第六届就开始参加茅盾文学奖评奖的解放军艺
术学院教授朱向前表示，这几年的茅盾文学奖评奖，
发生了一些变化。这个变化主要是从第八届开始的，
那就是从评作品向评作家转移。这届是延续了这样一
个传统、一个认知，对茅奖由原来侧重单篇作品，到
现在要综合考量作家综合实力和影响，发生了很大的
转变。从最后获奖的5人能看出，年轻一些的，或者说
名头没那么响的作家要获茅奖是有难度的。对于那些
没有获奖的，比如说进入前十的徐则臣，朱向前认
为，这样一个年轻作家能够进入前十，这意味着对

“70后”，甚至更年轻的“80后”的一种期待、一种肯
定和一种鼓励，这可以说是他的一次热身。但是，要
最终获得茅盾文学奖，可能还需要几年的积淀。

评茅盾文学奖要综合考量作家和作品，符合文学

创造实际，毕竟好的作家才能写出好的作品。但评论
家胡平也表示，这次的获奖作品《繁花》，可以说明显
是评作品的。《繁花》作者金宇澄过去也写过短篇和中
篇，但主要是做编辑。他这次可以说是一匹黑马。中
国有很多作家比他的名气大，比他的作品多。但他凭
一个 《繁花》 就获了茅盾文学奖，这可以算是这届茅
盾文学奖的一个亮点。茅盾文学奖也向大家显示出一
种理念：我们不是光看你的资历、总的创作量，也看
你的具体作品。

“这次获奖的5部作品，可以说是各具特色。”这是
与会者的共识。无论是作家的年龄跨度、地域差异还
是写作风格，这5部获奖作品都很好地表现了当代长篇
小说的广度和深度。

谈到如何评判一部长篇小说的优劣时，北京师范
大学文学院教授张柠表示，对一个长篇文学作品，评
判它的标准通常要从历史时间的广度、人物性格的典
型性、精神生活的深度以及人生观和价值观的普世性
几方面来评价。在诸多评价要素里边，最后取它的中
位数。综合考量这些要素之后，优秀的作品才可能胜
出。

张柠说，另外，长篇小说的评价还有两个尺度，
一个尺度是往后看，另一个尺度是往前看。往后看符
合长篇小说形式演变史的传统，这样很多读者就会喜
欢。往前看是一种心理期待，我们期待某一种创造性
的小说出现，我们会抓住这个，哪怕它只有一点创
新，我们也会死死抓住。但这只是做研究，在评奖的
时候，62 位评委在创新性上很难能达成共识。因
此，我们多是往后看。这样就会牺牲掉那些探索性很
强的作品。“比如我就比较喜欢 《耶路撒冷》，我可
能拿到课堂上去讲，因为它比较有开拓性。但是评奖
我们要取中位数，这样的作品才符合社会读者的整体
要求。”

纯文学有坚强的读者群
获提名的10部作品社会反响都不错

这次参选茅盾文学奖的252部作品，是各省、自治
区、直辖市各个出版社挑选出来的精品。这可以看出
我国长篇小说总体仍呈现一种较为多产的情况。面临
网络文学的挤压和电视剧创作的分流，很多人是唱衰
纯文学的。但是通过这次茅盾文学奖的评奖，很多评
委对于纯文学充满了信心。

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陈福民说：“其实对我们
的纯文学来说，它的写作和它的阅读，一直是在人们
不易觉察中默默进行着的。即使有大众化和网络化写
作的冲击，纯文学也一直有坚强的读者群，这是一个
确凿的事实。这对中国文学、中国人的文化创造，特
别是在我们经历了现代化和后现代化之后，如何去寻
找历史当中新文学和传统文学之间的关联，都是一件
好事。”

“现在有儿童文学榜单，还有电视剧的榜单。我们
都知道想赚钱的话要么搞儿童文学，要么搞电视剧。
真正的纯文学作家跟这些榜单基本不沾边，跟挣钱，5
位数、6位数都没有关系。但是大家也在坚持写，这点
非常好。”朱向前对中国纯文学作家表示了肯定。在这
个充满诱惑的社会中，还有这么一些人能沉下心来，
从事纯文学，写出优秀的作品，评委们认为中国纯文
学的未来是充满希望的。

茅盾文学奖是中国具有最高荣誉的文学奖项之
一，社会关注度和声誉极高。因此，它可以说是中国
长篇小说界的风向标。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杨
庆祥表示，茅盾文学奖作为中国长篇小说最高奖项，
最重要的作用就是遴选和经典化。如果每一届茅奖里
边都有几部作品成为经典，有那么几部作品被经典化
了，能对中国文学产生深远影响，那么这个奖就是很
成功的。

与会评委们认为，此次获奖的5部作品和获得提名
的其他5部作品，在社会上的反响都很不错。评委们对
于这些作品总体上都很满意，社会上对这几部作品也
比较认同，这是很不容易的。这个奖的确没有辜负文
学，没有辜负社会，大家对此感到很欣慰。

第一届（1982年）
魏巍 《东方》·周克芹 《许茂

和他的女儿们》·姚雪垠 《李自
成》·莫应丰 《将军吟》·李国文

《冬 天 里 的 春 天》·古 华 《芙 蓉
镇》

第二届（1985年）
张洁 《沉重的翅膀》·刘心武

《钟鼓楼》·李准《黄河东流去》

第三届（1991年）
路 遥 《平 凡 的 世 界》·凌 力

《少年天子》·孙力、余小惠《都市

风流》·刘白羽《第二个太阳》·霍
达《穆斯林的葬礼》

第四届（1997年）
陈忠实《白鹿原》·王火《战争和

人》·刘斯奋《白门柳》·刘玉民《骚动
之秋》

第五届（2000年）
阿来 《尘埃落定》·王安忆《长

恨歌》·张平《抉择》·王旭烽《茶人三
部曲》

第六届（2005年）

熊召政 《张居正》·张洁 《无
字》·徐贵祥 《历史的天空》·柳
建伟 《英雄时代》·宗璞 《东藏
记》

第七届（2008年）
贾平凹 《秦腔》·迟子建 《额

尔古纳河右岸》·麦家《暗算》·周
大新《湖光山色》

第八届（2011年）
张 炜 《人 在 高 原》·刘 醒 龙

《天行者》·毕飞宇 《推拿》·莫言
《蛙》·刘震云《一句顶一万句》

8月16日，第九届茅盾文学奖在北京揭晓，格非的《江南

三部曲》、王蒙的《这边风景》、李佩甫的《生命册》、金宇澄

的《繁花》、苏童的《黄雀记》等5部作品获奖。

茅盾文学奖代表着中国长篇小说创作的最高荣誉，本届茅

盾文学奖主要呈现“参评数量多”、“力推‘新人’多”、“江南

作家多”三大特点，结果公布后引发了社会各界的热烈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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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奖没有辜负文学
崔乃文

这个奖没有辜负文学
崔乃文

往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

格非和《江南三部曲》

王蒙和《这边风景》王蒙和《这边风景》

李佩甫和《生命册》

金宇澄和《繁花》

苏童和《黄雀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