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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以网络文学为标志的新媒体文学
的兴盛，以“80后”“90后”为代表的新的
文艺群体的崛起，以年轻一代为主体的新
的文学受众的激增，它们在形成新的文学
形态、构造新的文艺类型、释发新的文学
观念的同时，对整体文学构成的强劲而持
续的冲击，对社会文化生活造成广泛而巨
大的影响。这些都给我们带来新的问题与
挑战。这使当下文坛的症结主要体现为三
个方面：

一、受众年轻化。从文学的创作和生
产的运作上看，“80 后”“90 后”的新人，
自新世纪以来，迅速成长，大量涌现，使
得新的代际由传统文学的后备军，日渐成
为现在文坛的生力军。“80 后”的文学群
体，一部分人在写法与观念上靠近传统文
学，更多的人则愿意在类型写作和流行文
化上一显身手。这在网络文学的创作与运
营中，表现得更为显著。

更值得注意的，是文学从业者和文学
消费者群体的年轻化，乃至青少化。文学
网站的主管与编辑，网络文学的读者和影
视作品的观众，主要是以“80 后”“90 后”
为主的青年群体。因为这些青年群体是文
学与文化消费的主力，他们的选择与取
向，在很大程度上左右了文艺消费的主潮
与走向。电子图书与移动阅读的迅猛发
展，纸质图书中的青春文学一直热销不
衰，网络文学中的玄幻文学在类型小说中
独占鳌头，影视艺术中的妖魔神怪作品大
行其道，背后都在于有着这样一个相对忠
实又极有购买力的年轻化基本受众群体。

二、趣味游戏化。文艺有娱乐功能、
游戏因素不言而喻，但现在由青少年一代
主导的流行文艺，无疑把这样的功能和因
素无限的放大了，乃至形成了一股娱乐至
上、游戏唯大的时尚性潮流。在娱乐化思
潮日益主宰文化生活的同时，以网络小说
为主体的类型文学，也由自娱自乐起步，
形成了更大的娱乐化思潮。

更令人为之困惑和忧虑的，是大量的
青少年文学爱好者、文艺观赏者，在文艺
欣赏上对于娱乐趣味的乐此不疲和顽固追
求。在动漫作品特有趣味的长期浸染下，
青少年越来越喜欢漫画与动画所构造的超
验世界，这使他们常常沉浸在带有游戏感
和青春乌托邦色彩的作品里难以自拔，实
际上是对于现实的消极逃避。而正是这种
超现实的文艺趣味，在青少年中成为时尚
和潮流，又使得网络文学中的神幻类型、
影视作品中的神怪题材，纷至沓来，并成
为时兴的文艺现象。

三、交往利益化。文艺作品作为特殊
产品，要运用市场的方式进行传播，在这
一过程中，欢迎度与公众性，接受度与市
场性，常常难解难分，这使得讲义与求
利、社会效益与经济利益、艺术价值与社
会价值，构成不可分离又难以处理的基本
矛盾，乃至于成为经常考量和拷问文艺家
和从业者的绝大难题。但事实上，一些作
家艺术家受到这样那样的影响，在文学活
动中，那种重利轻义，或见利忘义的现
象，也都屡见不鲜。这种情形反射到文学
创作中，就是一些作家艺术家更看重经济
收入和商业利益。在以类型小说为主的网
络文学的写作与传播中，读者至上，利益
为重，就成为通理与通则。

可以预见，娱乐化的社会思潮带来的
这种非政治性的文艺冲撞，非对抗性的观
念博弈，因为依仗资本的力量，还会依循
自己的逻辑与轨迹运行和发展，并对现有
的文学文化秩序不断构成冲突，乃至形成
一种悄然的背离与无形的阻遏。

从文学代际的角度来看，生于1970年
代的这批写作者，无疑是当下文坛最具代
表性、最活跃、也最具实力的中坚力量。
在他们之前，当年叱咤风云的“60后”作
家们如今已然被充分经典化了，甚至慢慢
走进了教科书，比如余华、格非、苏童等
人，他们在文学潮流中崛起，通过文学教
学、文学批评、学术研究以及文学评奖等
综合机制的作用，尤其是茅盾文学奖的

“加冕”，其经典化的态势十分清晰。然
而，在纯文学的体制之内，“70 后”作家
虽还未随他们的前辈一道步入经典的行
列，但他们的创作活力却正在积极彰显，
而其可能性的塑造甚至更加值得期待。

极为清晰的辨识度

相对于年轻的“80后”作家们尚显稚
嫩的叙事摸索，“70 后”作者大多形成了
自己鲜明的叙事风格，其作品具有极为清
晰的“辨识度”，这也就是罗兰·巴尔特所
说的风格的意义。在巴尔特看来，风格是
一种“文学惯习的私人性的部分”，显示
在小说中则是，“一种隐秘的，本能的装
饰性的声音”。比如张楚、徐则臣等人，
都善于从世俗的故事中挖掘人物内心精神
层面的东西，并牢牢守护这种精神的背
景。也是在这个意义上，张楚的小说一度
让人想起契诃夫。而徐则臣的花街、京漂
等故事早已深入人心。在 《西夏》《夜
歌》《如果大雪封门》 等中短篇故事中，
普通人身上暗藏的痛感与诗意，都显示出
独到的功力，而长篇小说《耶路撒冷》所
抵达的艺术高度更是广受赞誉。

“70 后”一代写作者中，相当多的人
都是从先锋小说的阅读中汲取写作灵感
的。比如弋舟就曾被人认为是一位先锋小
说家，但他的小说却是不折不扣的城市文
学，他更多探讨这个时代城市人的精神疾
病。他讨论人性的深邃，刻骨的孤独，以
及毫无来由的抑郁和同样没有原因的极端
情感。某种程度上看，他的小说其实是与
幽暗深邃的实在界打交道的。在他笔下，
人性的真相像深渊一般让人不寒而栗。

《所有路的尽头》 写出了人物内心的创
伤，怯懦与卑微，以及“一个人一无所有
的孤独”，弥漫其间的是历史的沧桑感，
毫无缘由的宿命感，以及无因的病态和神
秘气息。同样深受先锋小说影响的还有李
浩，但他的小说却显示出与弋舟截然不同
的气质。这位喜欢琢磨小说与魔法关系的
河北作家，经常自诩为魔法师或炼金术

师。他操持着手里的语言，安然而自得其
乐地做着虚构世界里的国王。其小说的先
锋性一目了然，那些语言的伎俩，翻译体
的文风，可以看出从卡夫卡到昆德拉，再
到卡尔维诺一脉作家的影响。在李浩那
里，讲什么并不是最重要的，怎么讲才是
生死攸关的问题。因而，他的小说，即便
如长篇《镜子里的父亲》，也不是通过故事
情节来推动叙事，而是某种意义上的絮叨，
自我的辩驳，以及更为复杂的形式追求，来
组织和填充小说的内部。在他的小说里，
我们可以真切地看到他与想象的读者较
量，以及和自己的影子殊死搏斗的痕迹。

向传统致敬

在许多“70后”作家那里，古典的气
息往往是一种突出的标识，这也显示出他
们向传统致敬的姿态。东君的小说，老旧
而古典，有一种老庄文化的味道，总体呈
现一派冲淡、平和、典雅的气韵，颇具废
名、汪曾祺一路的风格。他的《如果下雨
天你骑马去拜客》《某年某月某先生》 等
作品多具微妙的讽刺感，又有些故事新编
的味道。他的小说总是突破人们惯常的期
待，善于在情节的微妙推进中故意制造一
种动荡不安的氛围，平静中暗藏波澜，旁
逸斜出之中却有内在的秩序，以及刻意制
造的恍惚之感，以此显出他对小说的独特

理解。同样是走古典一路的计文君、付秀
莹等人，则试图以《红楼梦》式的古典笔墨
赋予当下日常生活以独特意味。尤其是付
秀莹，她的《陌上》足以令人惊艳。有人戏
言其“以《红楼梦》的方式写新农村”。“《红
楼梦》的方式”不假，那笔法，那腔调，那“细
节的洪流”，以及在家长里短、鸡零狗碎的
人情世故中见出人性的微妙凶险与复杂难
言。然而小说里，芳村这个“乡村版大观
园”，却全无新农村的和谐与生机，传统乡
村的淳朴美德也早已消失殆尽。小说意境
的辽远、苍茫以及升腾的诗性背后，所有的
故事都暗藏凶险与心机，一派优雅和谐的
内里却是千疮百孔，一切都是以金钱和权
力为核心的利益社会。那些混乱的性关
系，以及围绕性关系展开的勾引、讨好与
欺凌，也都是赤裸裸的利益诉求。小说中
的大全，是个西门庆式的人物，他最喜好的

“一个是钱，一个是娘们”，而陌上花开的女
性群像则无不匍匐在金钱权势的脚下，他
们的情感与歌哭因此更加令人心酸。而更
重要的是，整个乡村的道德、人际与精神
世界被侵蚀的现实，也都集中到了这个乡
村权势人物身上。小说正是运用这种破碎
的整体性写出了乡村衰败的精神现实。

更注重对日常经验的描摹

就整体而言，“70 后”的写作者更加

注重对于日常经验的描摹和刻画，在这种
生活本身的呈现中显示自己独特的风格。
田耳的小说充满着一种野蛮生长的活力，
质朴的烟火气息和顽劣的恶作剧感。《天
体悬浮》描摹了一派非常世俗的烂泥一样
的人生。看得出来，田耳对世俗的生活有
一种天然的热爱，而非我们惯常所看到的
厌倦，但在这背后也不乏一种一重一重推
导出来的精神力量。这一点与路内是如此
相似，这或许也是后者的长篇小说 《慈
悲》广受赞誉的原因。

同样是书写日常生活，在鲁敏和乔叶
之外，另一位“70后”女作家阿袁近年来的
创作亦值得重视。她的小说讲述校园故
事，高校老师的日常生活，所谓“新儒林故
事”，显示出独树一帜的风貌。《顾博士的婚
姻经济学》通过顾博士三次恋爱和一次未
遂的出轨，刻画他的恋爱和婚姻生活，一
方面是讽刺这个小气的男人，另一方面也
是调侃那帮知识分子，他们太精明太算计，
连出个轨都那么不痛快。这也就是他们婚
姻生活的本质：婚姻无关情感，而是一种理
性经济人基于利害关系的明智选择。而

《子在川上》则体现出一种时代的悲剧感。
苏教授是一个魏晋风度式的人物，尽管小
说也在讽刺人性的弱点，但叙事者的褒贬
却异常鲜明。小说看似无所用心，却有自
己忠诚守护的价值。这是小说家在呈现这
个世界与自我表达之间最为可贵的地方。

石一枫的文字中永远有一种玩世不恭
的“痞劲”，但骨子里却饱含着执著的理
想主义情怀。这是一个老于世故又无比天
真的作者，他用执著的理想主义，追问这
个时代的道德状况。他的《地球之眼》让
人惊叹的地方在于，重新把道德的问题摆
到台面上讨论。如何保有我们这个时代的

“最低限度的道德”，这是一个时代问题。
我们知道，面对道德难题，当下的小说更
多是以一种犬儒主义的方式来处理，人物
总是会面对道德压力，但他们总有不得已
而为之的理由，以赢得我们的谅解，因此
道德失序的罪魁总是会被转嫁给社会。然
而，我们自身其实也沾染了一些平庸者之
恶的东西，以至于看到故事里安小男这个
不合时宜的人物时，多少有些无所适从。

总之，已不再年轻的“70 后”作家
们，已然摆脱了这个称谓刚被命名时所赋
予的欲望化和身体写作的“非主流”标
签，而更加沉稳地显示出写作的丰富面
相。在此之中，鲜明的风格特征所构成的
这个时代最重要的写作素质，亦使他们顺
理成章地成为值得期待的未来文坛中坚。

继小说 《北鸢》 获评 CCTV“2016 中国好书”
桂冠之后，日前，一场名为“双城记：在这里读懂
葛亮”的葛亮专场影视版权推介会在北京文化产权
交易中心举行。为纯文学作家举办个人专场影视版
权推介会，向国内重要影视机构集中推介小说家作
品，在国内尚属首次。葛亮的精妙语言、独特意象
和罕见想象，使其频频赢得文坛前辈赞许。在香港
教书并创作的他，斩获过港台各种文学奖项，为

“亚洲周刊2009年全球华人十大小说”最年轻的获得
者。此度推介会集中推荐葛亮 《北鸢》《朱雀》《安
的故事》《浣熊》《街童》《猴子》《告解书》等7部作
品。

评论家李朝全的 《非虚构文学论》 近日由福建
人民出版社出版。作者多年从事报告文学、纪实文
学和非虚构文学的研究，十几年来，发表了100多篇
相关研究论文、评论等文章。与此同时，作者也在
进行报告文学创作实践，结合创作体会，对非虚构
文学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基本观点和判断。本书有助
于大家接近非虚构文学创作现场，了解和把握非虚
构文学的基本特质及创作取向、创作艺术与写作技
巧。

王勇英是一位能够自觉思考儿童文学
的价值功能，并身体力行地去进行建设，
对其作出丰富与发展的优秀青年儿童文学
作家。从“弄泥的童年风景系列”开始，
她的创作思想主要锁定在“乡土”这一厚
实的层面。“弄泥”系列属于追忆叙述，
它为王勇英打开了历史维度的书写，引领
她不断在历史文化与儿童文学价值之维之
间游弋探寻。广西是王勇英取之不尽的创
作源泉，也是她自我主体性建构的根本。
她将地理、人文、历史、现代与想象力融
通，以纯真视维打开创造童年世界的大
门，然后生成了众多精彩纷呈的儿童文学
意象、形象与故事，她立足本土的儿童文
学价值开掘极具原创性与艺术的启示性。

王勇英笔下的女孩多生活在乡村世
界，而且她近来的趋势愈来愈立足于现实
与当下。写今天的乡村女孩，深刻观照她
们的存在境遇，她们通常被忽略、被边缘
化的地位。她尤其思考用力更多的是她们
的发展空间，她将处于劣势与弱势位置的
女性写得铮铮有骨节，精神饱满，读起来
酣畅淋漓，对引导女性读者的心理与意志
成长非常有教益。如《水边的孩子》一书
中的婆花，她心灵手巧，自然传承了家乡

民俗文化中珍贵的古老技艺。但其实这种
传承还在表面，王勇英内心真正想让今天
乡村中的孩子们传承下来的是一种永恒的
民族文化精神。这种精神，有自己独立的
品格与操守，有真挚的民族情感与洞见的
思想光辉，都属于有生命力有质感的价值
存在。为了让这些抽象的思想变得可见，
让今天的孩子们能够触摸与感受到历史长
河中沉淀下来的这些真正的文化财富，王
勇英塑造了非常富有精神风气的人物与意
象，如《青碟》中的“青碟”。

王勇英扎根于西南少数民族文化创作
的《巫师的传人》是一套很值得研究阐释
的作品，它代表了作家基于自身创作资源
对幻想的可能性及其意义的可贵实践。这
部作品最为突出的艺术价值是借由幻想这

一方式，实现了将广西少数民族文化与当
下都市儿童的自然对接，这一对接在现实
情境下是有相当难度的。广西少数民族文
化基因中渗透的神秘性与传奇性启发了王
勇英的幻想思维，但她秉持的美学思想是

“现代儿童文学”的理路，她想让现代儿童
通过一次陌生化的异文化旅行，去体悟与
完成一种近于智者的心灵与精神成长。

在《巫师的传人》中，构建第二世界
的主要力量来源于巫术，它是王勇英自小
生活的广西乡村原始自在的一种存在，不
是西方的舶来品。巫师与巫术曾经为幼小
的王勇英带来过惊奇与神秘，但更多的却
是精神的安宁与平静。因为“巫”给予王
勇英更多美好而非邪恶的印象，以及基于
为儿童写作的根本目的，王勇英在处理

“巫师”题材时主要择其“善”的一面去
阐释与升华。更重要的是，她以破解

“巫”的秘密为纽带的生命哲思，其实抵
达与获致的境界已远远超越了“巫术”本
身，而具有了更为普遍的象征价值。实际
上，她写出了一种“泛巫”的具有相当精
神高度的心灵或思想境界，这一状态的普
适性可以应用至儿童成长的任一时期或任
一领域，可以设定为自如把控自我人生的
一种目标。而这一状态是通过作品中的主
人公男孩鸟麻的经历获得的，现实中的读
者可以通过故事替代性地获得满足，理解
其深刻含义。

《巫师的传人》讲的是少年人的文化身
份认同，认同的主要对象是中华民族瑰丽
的民间文化传统，神奇的土地与大自然，劳
动人民质朴的生命情感与人生哲学。这些
都是我们要传给下一代的真正的精神财
富。但这种传承在现代性语境中是艰难
的，因为阻拒孩子们接触它们的外媒越来
越多，需要有自觉理念的儿童工作者们去
展开思想与行动的引领。不做无根的浮
萍，在孕育自己生命的大地上为孩子们找
寻生活的养料与价值的支撑，这就是今天
的王勇英创作儿童文学全部的审美理想。

当下文坛的症结

□白 烨

◎作家谈

作家葛亮影视版权推介会举办

李朝全《非虚构文学论》评说非虚构文学

“70后”写作：鲜明的叙事风格
□徐 刚

“70后”写作：鲜明的叙事风格
□徐 刚

◎文学聚焦·新生代作家系列之二◎文学聚焦·新生代作家系列之二

现代语境中的儿童文学文化寻根
□李利芳

《中国文情报告（2016～2017）》
观察文坛三大动向

□张雯鑫

徐则臣 付秀莹 李 浩 鲁 敏

田 耳 石一枫乔 叶张 楚

由白烨主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
版 的 《文 学 蓝 皮 书 ： 中 国 文 情 报 告

（2016～2017）》 日前在京发布。报告设
长篇小说、中篇小说、短篇小说、纪实文
学、散文、诗歌、戏剧、网络文学、文学
理论批评9个专题，分门别类地对年度的
文学创作、文学现象、文学论争与文学事
件等，进行了全面的梳理与概要的描述。
翔实的文坛资讯，精到的学术提炼，尤其
是对一些焦点性现象与倾向性问题的捕捉
与评说，突出地显示了年度文学的客观走
向、基本风貌及其发展演进中的主要特点
与存在的主要问题。

2016年的文坛，总体来看，是在平稳
中内含异动，异动中依流平进。这种或显
或隐的变异，既表现于诸种文学大事与要
事之中，又呈现于各类题材的文学创作之
中。在各类文学创作中，现实性题材以作
品量多质高，更为引人注目。纵观当下文
坛演变，娱乐化文化思潮强势运行成为主
要症结。因此，直面当下现状，振兴文学
批评，就成为当务之急。

报告指出，2016年文学最值得关注的
动向主要是3个方面。

一、在文学质量上有着标志性意义的
长篇小说，直面当下社会现实的倾向更为
突出，各显其长的写法中，切近日常生活
的叙事更为彰显。在积淀深厚的乡土题材
和相对薄弱的都市题材之中，2016年都有
锐意出新的作品，值得关注。贾平凹的

《极花》，格非的 《望春风》，付秀莹的
《陌上》，都在传统的乡土题材上翻出了新
意，而都市题材写作中王华的 《花城》、
温亚军的《她们》等，无论是描写人们有
得又有失的都市生活，还是铺陈有喜又有
忧的都市故事，都带有鲜明的时代特征。

二、纪实与报告文学朝着贴近国计民
生向时代深处深入掘进。2016 年，铁流、
纪红建的《见证——中国新村红色群落传
奇》，何建明的《爆炸现场》，许晨的《第
四极中国“蛟龙号”挑战深海》，彭晓玲
的 《空巢：乡村留守老人生活现状实录》，
白描的《秘境——中国玉器市场见闻录》
等，分别以现场直击、跟踪采访、田野调
查等方式，对重大事件和重要现象进行了
近距离的观察与实证性的描述，给人们提
供了这个时代“进行时”的最新资讯。

三、网络文学经由IP的开发，正在整
合为网络文艺与网络文娱。近些年来，随
着网络客户与移动用户的大量增长，人们

从不同角度都看好网络的潜在市场，2016
年间多家大型网络文学厂商竞相创建以网
络文学为核心IP来源的产业生态，越来越
多的网络文学作品被改编成影视、游戏等
作品，影视业也不断加大购买网络文学版
权的力度，这使得网络文学以 IP为中心，
正在形成以网络小说为基点的网络文艺与
网络文娱。各种趋势都在表明，网络文学
市场快速发展，正加速与影视、动漫、游
戏等领域深度融合，以网络文学为核心IP
来源的产业生态逐渐形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