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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世纪初登台亮相以来，属于“80
后”的写作者就如雨后春笋般地不断涌
现，以不羁的姿态和强劲的势头，经由
市场进入文坛，并以日渐分化的状态，
在严肃文学和通俗文学的两大领域，展
现着他们的文学追求，释发着他们的青
春激情。

与 其 他 代 际 明 显 不 同 的 是 ，“80
后”写作群体特别热衷于长篇小说文
体，他们中的不少人，一上手就写作长
篇，绝大多数作者都是从长篇小说的写
作开始起步。这种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劲
头，让人们见识了这个年轻群体在文学
追求上的不守成规与无所畏惧。

可以说，长篇小说这个文体，承载
了“80后”群体的任达不拘，也见证了
这个群体写作的循序渐进。比之其他群
体，长篇小说真可以说是“80后”在文
学征途上登堂入室的天梯

从校园文学起步

“80 后”作者的写作大多始于学生
时代，他们所熟悉和所表现的，也主要
是自叙性的个人体验和个人化的校园生
活。学生小主人、校园小世界，前所未
有地在文学作品中得到了充分的表现，
占有了重要的地位。

韩 寒 的 长 篇 小 说 处 女 作 《三 重
门》，看似是描写“问题学生”林雨翔
中学时代不如意、不遂心的校园际遇，
但伴随着林雨翔不断思考的愤懑与抗
争，实质上又从一个反叛者的角度，反
思了传统教育体制的种种弊端，以及由
制度、教师和教材构成的现行教育秩
序，以刻板扼杀生动、以共性压制个性
的问题所在。这部作品所表现出来的活
跃不羁的思绪、桀骜不驯的姿态、尖酸
刻薄的语言，也向人们透露出了韩寒日
后写作发展的某些端倪。

郭敬明在奇幻小说 《幻城》 之后，
又以 《梦里花落知多少》 展现了他在写
实方面的别样才情。这部作品以上海、
北京两大城市为场景，以几对青年男女
的恋情为主线，但中学校园与大学生
活，仍是作品主人公成长与活动的主要
场景。在郭敬明的笔下，校园决不封
闭，它就是社会的一角；学生也不单
纯，学习与恋爱同时兼备。郭敬明以细
腻的笔触、鲜活的语言写神了人物形
象、写活了青春人生。

孙 睿 于 2004 年 推 出 的 《草 样 年
华》，看似属于中规中矩的大学题材，
却用近乎白描的手法，真实无欺地描写
了邱飞、周舟等男女学生超越规范的大
学生活，谋生与恋爱，好像都比学习和
深造来得更为重要，上课、考试等，反
倒成了穷于应对的无奈的累赘。作品写
出了当代大学生活新的变异，以及作者
看取大学生活的草根视角、平民姿态。

在 2005 年前后，“80 后”中许多女
作家携带着长篇相继登上文坛，而其中
不少人仍是以校园生活的描写为主，并
在生活把握与艺术表现上，初步绽露出
她们的个性光彩。这一类写作数量众
多，代表有董晓磊的 《我不是聪明女

生》、鲍尔金娜的 《紫茗红菱》、马小淘
的 《飞走的是树，留下的是鸟》、麻宁
的 《年华，恍然》、杨则纬的 《春发
生》 等。这些作品，既表现出女作家感
觉的微妙与丰沛，又显露出她们语言的
机警与洒脱。因了她们，以各类校园为
主的青春文学写作，才有了青春生活的
多样性，也有了艺术表现的多声部。

以青春文学立身

新世纪涌现出来的“80 后”作家
中，原有一些并不以描写校园生活为主
的，也有一些渐次走出校园题材的。前
者如蒋峰、颜歌、莫小邪、春树等，后
者如七堇年、周嘉宁、笛安、苏德等。
这样一些写作倾向的发展壮大，便使得
青春文学写作在校园生活之外，又拓辟
出更为广阔的天地，展现出更为精彩的
青春的世界。

蒋峰的作品，常常在看似随意中包
藏匠心。长篇处女作 《维以不永伤》 以
对话的形式构筑情节、叙述故事，向人
们显露出了他不主故常的写作才情。

《淡蓝时光》 的故事说不上怎么曲婉，
意致也谈不上怎么离奇，在男女主人公
由相识到相恋又走向分手的故事中，伴
随着他们恋爱时不怎么热切、分手后也
不那么悲切的状态，使得文本本身自然
产生一种引人的内力。蒋峰因既注重语
言的涵盖力和表现力，又追求包孕在故
事里的生活之情趣和人生之意蕴，作品
很耐人寻味。

女作家颜歌早期创作主要以中短篇
为主，曾在浪漫幻象与现实写真的两条
线上游走。自 《五月女王》 之后，颜歌
逐渐将两条线合而为一，在以写实性故
事为主的基础上，常常伴以浪漫的细
节、奇谲的意象。这种写作追求，既表
现出她看取生活探赜索隐的穿透力，又
显现出她艺术描写长于虚实相间的表现
力。她后来写的 《我们家》，故事回到
平乐镇，日常生活的活色生香，叙述文
笔的麻辣谐谑，都让人过目难忘、印象

深刻。她是“80后”作家里少有的以写
人物个性为主，并体现出人性深度的实
力派写手。

七堇年的写作从一开始就具有相当
的独立性，无论写什么都自见风韵。

《大地之灯》 写师生之间不同寻常的情
谊，以及青春成长中的难忘师恩。《澜
本嫁衣》 写大学女生叶知秋的人生沉
沦，但这种沉沦背后的原因乃是社会环
境的日益堕落与深重影响，读后让人反
思不已。其新作 《平生欢》，以精密的
细节、精到的叙事，叙说同学之间的恩
怨与和解，灵动的文笔透着反思的心
绪，令人读来倍感温暖。

笛安在 《告别天堂》 之后写作的
《西决》《东霓》《男音》 三部曲，以细
密的故事、精致的文笔，讲述了 3 位主
人公的青春成长与人生历练，从内容到
形式都走向了雅俗共赏的新境地。饶有
意味的是，3 部作品的主人公相互之间
均是亲属关系，在不同的作品里，互为
主角，又互为配角，这种独特关系的把
握与有合有分的描写，显示出笛安以殷
实的细节、敏锐的感觉探悉人际关系之
微妙，倾心刻画人物性格之差异，确有
独到的功力与不凡的造诣。

书写当下的都市爱情，是青春文学
写作中愈来愈盛的一个倾向。个中原
因，既在于“80后”作家们大都出身于
都市社会，又在于他们自身正处于爱恋
的年龄。所以，描写都市爱情和男女婚
恋，自然成为他们写作中的一个重心。
当然，这其中因为角度不同、写法不
一，又表现出各个有别的写作取向与文
学风景。其中值得一读的作品，有马小
淘的 《慢慢爱》，落落的 《剩者为王》，
唐欣恬的 《裸婚——80 后的新婚姻时
代》，辛夷坞的 《浮世浮城》、《致我们
终将逝去的青春》，吴瑜的 《上海，不
哭》，杨则纬《于是去旅行》等。

在分化中成长

“80 后”作者充分体现着这个时代

的“个性化”，他们的写作也因此纷繁
多样、紫姹嫣红。“80 后”这一称谓连
同青春文学的构成，实际上就是一个诸
多个体组合起来的、极具包容性的文学
整体。而随着他们在文学追求与人生历
练上的双向深化，他们的分化倾向越来
越明显，并由此表现出文学的多样性，
预示了青春文学更多的发展可能性。

就“80后”群体写作较早出现的几
位代表者来看，他们在大致相近的文学
基点上，已越来越呈现出各行其道的明
显趋势。

张悦然在由短篇到长篇的写作中，
越来越追求文字的精致与内蕴的雅致，
其创作已向严肃文学大幅倾斜，稳步进
入了主流小说家的行列。她的长篇新作

《茧》，内含双重寓意，在故事的层面，
小说故事层层剥茧，如俄罗斯套娃一
般；在意蕴的层面，小说主人公的精神
成长，也如蚕茧抽丝，慢慢成蝶。作品
里的主人公李佳栖与程恭，一位是负罪
者，一位是复仇者，因难以排遣伤痛的
记忆，身处现实之中却又徘徊在历史的
边缘。小说如同一份病历档案，同时也
提供了一份康复记录。有人认为这是一
部以“80 后”一代人的视角直面祖辈、
父辈恩怨纠葛的转折之作，因而这也预
示着她通过这样的写作打开自我，乃至
代表了年轻一代的自我破茧。

焦冲的 《北漂十年》《微生活》《旋
转门》 等作品，以北京城市空间为背
景，以都市白领并不如愿的人生来串联
五光十色的都市生活。小说通过看似意
外的事件，让视频直播的农民工、行骗
为生的流浪女、卷款潜逃的小白领，以
及压力深重的同性恋者，相互遇合又彼
此冲撞。而在这背后则是都市白领们的
伤痛与无奈，从而也呈现出都市的丰繁
与人性的斑斓。在“80后”作者中，焦
冲是一个乐此不疲的现实题材书写者。

在“80后”的分化式发展中，最让
人为之欣慰的，是那些坚守文学理想，
并逐步向严肃文学过度的新锐作家。正
是他们接续不断的涌现，才使得以严肃
文学为主的主流文坛，不断有新鲜血液
的加入，并表现出持续不断的活力与继
往开来的态势。这些青春文学作家中，
有“80 后”也有“90 后”，他们在创作
追求中努力扬长克短，体现出较好的自
省意识与自我调整能力。这种表现让人
们对他们的创作抱有厚望并充满期待。

放宽视野来看，活跃于网络传媒领
域，并潜心于类型小说写作的，也有着
大量的“80后”作家，如活跃于都市言
情写作的作家鲍鲸鲸、刘小备、白槿
湖、匪我思存等。而以青春文学的方式
书写玄幻、仙侠小说，并把青春文学因
素带入穿越、后宫题材的，也大有人
在。前者如唐家三少、天蚕土豆、我吃
西红柿、血红等；后者如流潋紫、桐
华、无意宝宝、冰皇傲天、唐七公子
等。这些主要依存于文学网站与网络传
媒的“80后”作家，以不同类型写作的
典型代表，支撑着网络小说的文学生产
与产业经营，是“三分天下”有其一的
新媒体文学的领军者。

2016 《星星》 诗刊年度诗歌奖日前
揭晓，燎原凭借 《昌耀评传》（以下简
称 《评传》） 摘取了评论家奖，授奖词
中肯定了“他独特的文化关注和阅读选
择”，并称赞“在这个时代，作为一个
诗歌评论者，没有寻求真相的疼痛与苦
楚，是很难写出有思想和力度的诗评来
的，燎原是这个时代诗歌的痛感神经”。

我们回头梳理百年中国新诗所走过
艰难的发展历程时，最终发现“昌耀”
这个名字在中国当代文学中的分量和价
值。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的人逐
渐认识到了昌耀诗歌的价值和意义。在
我们这个民族多难的历史和多情的时
代，积储在大地民间古老的文化血脉、
道德力量、山河魂气，这一切浇铸了昌
耀诗歌的精神品格。在他的身上，折射
出了中国一代知识分子共同的命运。命
运将昌耀投进了一座苦难的炼狱，从梦
想到醒悟、挣扎到抗争，一次次的淬火
历练，锻造了昌耀诗歌灼人的光芒。

《评传》 让我们触摸到上世纪知识
分子在风雨飘摇中所走过的心路历程和
精神轨迹。借着 《评传》 的幽光，我们
可以真切地触摸到一个卑微而又高贵的

灵魂，将昌耀的一生看得更为真切和透
彻。昌耀的凡胎肉身在苦难命运的磕磕
绊绊中一路踉踉跄跄，然而精神却高蹈
在湛蓝的晴空，如清脆的鸽哨声响彻在
云天。人生风雨侵蚀、风化，苦难命运碰
撞、挤压的昌耀，在中国当代诗歌版图上
堆垒形成了一座“青藏高原”，这是昌
耀用生命建造的诗歌天堂。

直面昌耀，是需要勇气的。昌耀对
于中国诗坛而言，是个特殊的现象，他
超越凡俗，卓然独立于高原之上，以雄
奇、高邈、博大、精微，塑造了自己的
诗歌品格。如青铜般凝重而朴拙的生命
化石，如神话般高邈而深邃的星空，我
们深深感谢他留给诗坛一个博大而神奇
的认知空间。

对燎原来说，写作 《评传》 是他的
一次诗性燃烧。透过字里行间，我们不
难体会到昌耀对他的感染力和吸引力。
那炙热的岩浆般的生命激情，非凡的审
美判断力以及对昌耀诗歌的理解和感
悟，充满了敏锐的发现与深刻的思考。
燎原从昌耀的家世和童年经历入手，徐
徐打开昌耀的人生画卷。《评传》 解开
了昌耀及其诗歌对于当代诗坛许多未解

之谜，透彻地分析了昌耀的人生经历、
心路历程和精神背景，探讨并揭示了昌
耀的性格和命运渊源，探究其思想发展
变迁的复杂动因，阐述其思想并着重于
作品的系统考查，评估其深远的历史影
响，力图在作品的分析中凸现昌耀的创
作个性，以探讨他的作品在诗歌史上应
有的意义与地位。

《评传》 中“传”的部分资料翔
实、线条清晰。作为昌耀的忘年交和知
音，燎原熟悉昌耀的家庭及日常生活，
熟悉并与昌耀共同经历了当代诗歌场景
中的一些人与事。昌耀去世前得知燎原
准备书写这部评传时，郑重地委托身边
的亲人，将自己家庭身世的档案文书、重
要信件、手稿、照片等转交给燎原作为资
料。根据大量文献和第一手的采访资
料，本书披露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史实。
所以说 《评传》 还原了特殊的历史时期
的真实情境，呈现出当时昌耀现实生活
中的丰富复杂、天真执拗与诚挚严谨，
靠事实说话，有血有肉，真实坦诚，非
常令人信服，展现出一个全面的、真实
的昌耀，一个鲜活的、生动的昌耀。

评传的力量在于“评”。燎原充分调

动自己的诗歌经验和知识积累，深入到
诗的内部与昌耀的内心深处。视野开
阔、触角敏锐，论述饱满扎实。以严谨的
学理剖析，凸现了昌耀对当代汉语诗歌
的特殊贡献。既有微观的作品分析，又
有宏观的整体把握。全书把作家的人生
经历和诗歌作品结合起来，以此来解读
昌耀灵魂的创痛、搏斗和挣扎。燎原对
这位杰出诗人复杂矛盾的内心世界的把
握，对其隐晦精深的诗歌艺术特色的认
识和体悟，是如此细微精深，深刻独到。

《评传》可以说既是一部一个“诗人
的编年史”，也是一部“二十世纪中国知
识分子的精神史”。《评传》为当代诗人作
家评传的写作提供了新鲜的经验，也是
目前关于昌耀的研究中，一个开创性的
成果；并为进一步深入研究昌耀，提供
了一个更为广阔的视野和平台。

中华诗词学会成立三十年来，我们和全国诗友一
起，见证了中华诗词走出低谷、经历复苏、开始走向复
兴的艰难历程。从工作实践中我们深深体会到，要持续
健康地发展和繁荣中华诗词事业，必须认真解决好以下
几个问题。

正确把握继承与创新的关系，始终坚持在继承中创
新，在创新中发展。对传统诗词文化的继承，包括两个方
面，一是用博大精深的诗词经典作品来满足当代人的文化
需求，滋养当代人的精神世界；二是用相对成熟和规范的
艺术形式和艺术经验，来表现今天的新生活。诗词是艺术
规范很严谨的艺术。中华诗词的创新，首先体现在内容
上，需要它的作者从已经熟悉的题材圈子里走出来，走向
现实生活的广阔天地，到时代的大潮中汲取诗意诗情，
使历史悠久的传统形式和生动活泼的现实生活统一起
来，才有可能产生富有时代感的好诗。诗词的创新还涉
及到声韵问题。长期以来，中华诗词学会按照“求正容
变”的思路，一直倡导以普通话为依据的新声韵，同
时，主张双轨并行，得到诗词界的广泛认同。

正确把握普及与提高的关系，始终坚持在普及的基
础上提高，在提高的引领下普及。普及与提高，如同诗
词事业发展繁荣车之两轮，鸟之双翼，缺一不可。我们
这样的社团组织，既是群众性很广泛的社团，又是诗词
专业性很强的社团。群众性是诗词生成之源，专业性是
诗词生存之本。既要顶天立地，又要铺天盖地，两者相
互依存，相辅相成。学会成立之初，我们就提出了“适
应时代，深入生活，走向大众”的方针，围绕这一方
针，我们坚持不懈地从3个方面入手，一是抓扩大队伍，
如今，中华诗词学会会员加上各省、市、县诗词学会会
员，人数超过百万，发表诗词的各种刊物多达800余种。
二是抓繁荣创作，每年发表的诗词新作，数量近百万首

（还不包括网络上发表的）。三是抓社会诗教，促进诗词
进学校、进机关、进企业、进社区、进景区，使诗词普
及的路子越走越宽。同时，我们十分重视提高工作，实
施“精品战略”工程，通过理论引导、大赛催生、培训
提高、研讨交流、推出新人新作等多种形式，营造有利
于精品力作产生的环境。

正确把握主旋律与多样化的关系，始终坚持正确的
创作导向。白居易说过：“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
而作。”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诗词。30年来，学会认真
贯彻执行党和国家的大政方针和有关文艺工作的指示精
神，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引导广大诗人和诗
词爱好者把个人情感融入到时代的大潮及党和人民的视
野之中，在诗词创作中坚持把思想性和艺术性更好地统
一起来，用诗词记录历史、讴歌时代、赞美英雄、陶冶
情操、滋养心灵，反映社会生活主流和精神风貌。提倡
诗人以自己的艺术个性进行创作。在题材、内容、手
段、风格上展现多样性，形成宽领域、大视野、多层次
的创作氛围。美刺并举，扬善惩恶，营造积极健康、宽
松和谐的诗词生态环境。

正确把握诗词创作与诗词评论的关系，始终坚持补
评论短板，促精品力作。我们在实践中体会到，诗词创
作要繁荣，诗词事业要发展，就需要强大的思想理论来支
撑，来引领。我们每年创作和发表大量诗词新作，可以说
是泥沙俱下，瑕瑜互见，亟待评论者加以品评、筛选，从中
推出好诗。不然，诗词精品都被平庸之作淹没了。而且，
优秀诗词的艺术经验也要进行总结，以便学习推广。为
此，我们除了坚持办好每年一届的全国性诗词理论研讨
会外，每年还联合各地诗词组织举行各种形式的小型、
专题、个性化的研讨会、座谈会，探讨当代诗词在发展
进程中所遇到的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通过讨论和争
鸣，澄清一些模糊认识，活跃诗坛，开阔思路，扩大视
野，促进创作繁荣。

纪念中华诗词学会成立三十周年暨促进诗词文化繁荣发
展座谈会日前在京举行。中国作家协会党组书记钱小芊在讲
话中鼓励中华诗词学会要立足当下，坚定文化自信，推动中华
诗词传承创新，弘扬中华诗词之美，展示中华文化独特魅力。
中华诗词学会会长郑欣淼在报告中回顾总结了中华诗词学会
三十年的工作，提出了今后工作设想。会上还向国家有关部门
发出建议，把每年的农历五月初五定为全国诗人节。

发展繁荣中华诗词的思考
郑欣淼

◎作家谈

中华诗词学会纪念成立三十周年

“80后”作家：
在咀嚼青春中成长

白 烨

张悦然

孙 睿颜 歌 笛 安笛 安

蒋 峰

◎文学聚焦·新生代作家系列之三◎文学聚焦·新生代作家系列之三

历史与现实情境中的精神还乡
——读《昌耀评传》

马平川

◎新作评介

天津桥下冰初结，
洛阳陌上人行绝。
榆柳萧疏楼阁闲，
月明直见嵩山雪。

这首七言古体绝句，是
中唐著名诗人孟郊的杰作。

诗题中的“洛桥”，即首
句中的“天津桥”，是隋唐时
期的一座名桥，在洛阳，横
跨洛水。“陌”，街道。“嵩
山”，即“中岳”，为中国名
山“五岳”之一。

诗写冬日夜晚登洛桥所
见之景。诗人驻足桥上，也
引领读者跟着他伫立在桥
上，视线随着他的诗笔循序
渐进，由近及远：桥下洛
水，刚结冰冻。由于是冬
天，又是夜晚，故附近的街
道上空无行人。向更远处望
去，榆、柳及其他林木落叶
殆尽，枝条稀疏，亭台楼阁
之类建筑物也显得寂寞闲
静。诗人不急不慢，徐徐道

来，层层铺叙，重重渲染，
将我们带进了一个虽不至于
凄凉、却也难免凄清的境
地。然而，当我们的视线随
着作者的诗笔延伸到极远的
尽头，刹那间眼前一亮，奇
妙而壮观的景象出现了：东
南方百余里外，一轮明月高
悬在积雪皑皑的嵩山群峰之
上，雪月交光，天地澄澈！
于是，天津桥下冰冷冷的洛
水，洛阳城里空荡荡的街
道，冬日枝头光秃秃的榆
柳，疏林背后静悄悄的楼
阁，再也不能令我们因凄清
而惆怅——诗情彻底翻转，
大家都陶醉在“月明直见嵩
山雪”的壮美之中了！

祖国的大好河山，各种各
样的美丽景观本来就层出不
穷，何况是嵩山这样的名胜？
描摹嵩山美丽景色的优秀诗
篇历代多有，但用笔如此简净
而传神的，极为罕见。

◎诗词赏鉴·大好河山

月明直见嵩山雪
——唐·孟郊《洛桥晚望》诗赏析

钟振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