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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阳深处的火焰》(红柯著,北京十
月文艺出版社出版）

这是一幅当代的儒林图，部分知识
分子的猥琐令人心惊，而小说则呼唤着
人性深处升腾起高贵的火焰。

《奔月》（鲁敏著，人民文学出版社
出版）

一个关于逃离的故事，逃离庸俗的
日常生活，以骇俗的消失去寻找本我的
根源，抑或徒劳地收获一片虚无。这是

《奔月》的启示。
《国王与抒情诗》（李宏伟著，中信

出版社出版）
从“诗人之死”到“文字之死”，

李宏伟以科幻的方式追问我们时代的抒
情之意义，探索隐藏在现实背后的混沌
的可能性。

关于 2017 年度的长篇小说，
我提的 5 部作品都属于现实题材，
但在对于现实生活的看取与把握
上，又都各有各的长处与亮点。这
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作家个人在现
实题材创作的新进取，同时也显示
了整体的现实题材创作也在稳步发
展。

《太阳深处的火焰》 (红柯著，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

有着红柯小说常见的西部风景
与浪漫情怀，但最为独特的，却是
纠结于徐济云和吴丽梅的爱情故
事，交织于草原文明与农耕文明的
深层碰撞的文化内涵，那就是立足
于文化自省的文化批判，以及对于
生态文明与学术清明的深切呼唤。
在故事元素中化合了丰富的文化元
素，构成了这部作品的最大亮点。

《金谷银山》（关仁山著，作家
出版社出版）

着力刻画了范少山这个当代青
年农民的新形象。范少山已经进了
城，有了自己的小生意、小家庭。
但他没有满足个人的生活现状，而
是挂念着家乡的现状，志在家乡面

貌的改变，毅然决然地舍城回
乡，通过种金谷等举措，带领乡
民脱贫致富，使家乡改颜换貌。
这个作品饶有意味的，是在集体
主义在农村已经成为过去式时，
结合新的历史条件对于集体主义
从观念到机制的新的践行与再度
弘扬。

《心灵外史》（石一枫著，《收
获》杂志）

这部作品通过大姨妈这个人
物，实现了对于社会精神现状与
流行症候的观察。大姨妈接连陷
入气功、传销等邪性社会团伙和文
化思潮，从一个独特的角度触摸了
当下社会的现实一种：不少人在渴
望相信什么的过程中，不断深陷无
可相信的困境之中。在大姨妈的故
事中，深含了作者对于当下社会的
精神现象与某些偏向的敏锐洞察与
深刻批判。

《寻找张展》（孙惠芬著，春风
文艺出版社出版）

在看似琐细的两代人的隔阂与
隔膜的矛盾纠葛中，实际上写了两
代人在观念分化之后的相互走近，
重新打量。作品还写了父母一代的
自省，青年一代的反省，这样就使
最终呈现出来的，是两代人分裂之
后的相互寻找和尽力弥合。

《平原客》（李佩甫著，花城出
版社出版）

是直面当下官场生态的一部力
作，作品既通过李德林这样一个由
大学教授进入官场的高官的最终
走 向 腐 败 ， 揭 示 了 官 场 文 化对
于进入者的无形熏染，也经由刘金
鼎的为官经历和切身体会，触摸了
干部任用背后的某种偶然性乃至神
秘性。

2017年长篇小说概览

白 烨（当代文学研究会会长）

推荐语

《迷城》（马笑泉著，北京

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
既 有 迷 宫 般 的 幽 微 ， 也 有

迷 局 的 险 峻 ， 更 有 对 美 好 的 迷
恋和对思想的迷惑。

《唇典》（刘庆著，作家出
版社出版）

一 部 向 一 切 口 头 文 学 致 敬
的 小 说 ， 建 构 起 一 个 对 萨 满 文
化进行深度解读的艺术世界。

《太阳深处的火焰》（红柯
著，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

关 于 新 疆 太 阳 墓 地 、 陕 西
民 间 皮 影 以 及 老 子 出 关 的 复 调
式歌咏。

贺绍俊（沈阳师范大学教授）

推荐语

《重庆之眼》（范稳著，
重庆出版社出版）

这是一部良心之作。小
说首次对“重庆大轰炸”的
历史进行了全景式的书写，
敌人的残酷、战争的暴行、
人性的尊严，作者以切肤掏
心的笔触向世人展示了一段
行将消失但却不容遗忘的历

史。小说为正义注释，振聋
发聩，实为历史的证言。

《平原客》（李佩甫著，
花城出版社出版）

李佩甫是一位匍匐在大
地上的写作者。小说以平原
梅岭地区为核心，通过李德
林、徐亚男、刘金鼎、谢之
长、赫连东山等一大批“平
原客”的形象，演绎出一曲
令人唏嘘和疼痛的大地之
歌，内里是对人与土地、人
与自我关系的深切思索。

《主角》(陈彦著，《人民
文学》杂志）

小说的主线是一个秦岭
山区的小女孩，从放羊娃历
经艰辛终成一代秦腔名角的
故事。到底谁才是舞台的主
角、人生的主角、时代的主
角？陈彦以忆秦娥为主角，
掌握时代的脉搏，探寻生命
的酸辛与荣光。

陈晓明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陈晓明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推荐语推荐语

《寻找张展》（孙惠芬
著，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

以开放的叙事呈现人的
多元与不确定性，在自我和
他者的视线的交织、碰撞、
消解和衍生中，人被塑造和
解读。小说在颠覆中建构了
新的关于人的学说。

《好人宋没用》（任晓雯
著，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
版）

是一部平民的史诗，它

成功地在大历史之外证明了
凡人叙事的本体论价值。年
轻作者征服了经验的障碍，
将不同时空的日常生活叙写
得活色生香，显示出驾驭虚
构的巨大能量。

《心灵外史》（石一枫
著，《收获》杂志）

是一次面对信仰与价值
的写作，又是一次关于当代
中国精神史的知识考古。重
要的是作者将宏大的社会历
史与个人精神生活令人信服
地同构叙述和读解，它表明
了新一代作家不动声色的野
心和渐感沉重的灵魂重量。

《奔月》（鲁敏著，人民
文学出版社出版）

开始于一场意外和恶作
剧般的自我放逐，但随之展
开的却是世事的无奈、人性
的复杂和个体的挣扎。它在
无可逃避于天地之外的先验
困境中重构了另一个版本的
西西弗神话。

汪 政

（江苏省作家协会副主席）

推荐语

《奔月》（鲁敏著，人民文学出
版社出版）

这是一个“断舍离”的故事，
一个“自我放逐”的故事。小说揉
杂悬疑与荒诞手法，从微渺个体的
物化经验上升到现代性的苦涩哲
思。这是一场迷雾中的精神逆奔，

一场后现代的短歌踏行。
《好人宋没用》（任晓雯著，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
“苏北女人在上海”，一句简

单甚至简陋的概括，背后是无尽
的隐忍、绵长的苦痛以及温柔的
心灵。宋没用的形象中带有某种
强力的概括性，她既是缩影、也
是投影：历史记忆与社会现实，
都从那伛偻的背影中投射出来。

《心灵外史》（石一枫著，《收
获》杂志）

这 部 书 写 “ 中 国 大 妈 盲 信
史”的小说，延续了石一枫一贯
的取材风格：现实色彩浓郁，时代
特征鲜明。那种戏谑犀利而又不失
悲悯的语言风格，则在“现实关
怀”的巨大压强之下，有效地守护
了小说的艺术水准。

张 柠（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张 柠（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推荐语推荐语

《好人宋没用》（任晓雯
著，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
版）

小说讲述了一位苏北女
人宋没用在上海艰辛打拼、
忍辱负重、立足生根的故
事。作品通过一个普通人的
历史，折射了一座城市的历
史，甚至一个国家的历史。

《心灵外史》（石一枫
著，《收获》杂志）

小说涉及中国社会的特
殊现象：盲信，即什么都
信。小说通过主人公寻找、
拯救虽无血缘却有亲情的

“大姨妈”，希望将其从盲信
状态拉回到现实生活中来，
从而完成对自己的精神治
愈。然而事与愿违，等待他
的不仅是一段荒唐的冒险经
历，更是一个具有社会原因
的悲剧性结局。

《寻找张展》（孙慧芬
著，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

小说写了一个青年寻找
死去的父亲的足迹的故事，
揭示了权力与物质对追逐成
功者的异化，而成功者又用
这些来异化下一代。张展寻
找的过程，也是人性回归的
过程。

孔令燕

（《当代》杂志主编）

推荐语

《平原客》（李佩甫著，花城
出版社出版）

小 说 是 大 主 题 、 大 结 构 的
“大叙事”，满怀着对世道人心的
犀利洞察和对现实人生的深切关
怀 ， 蕴 含 着 对 命 运 的 感 慨 、 追
问、困惑以及敬畏。

《太阳深处的火焰》 (红柯著,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

两种文化的象征和隐喻，以
及彼此间的对话、冲突和缠绕，
构成艺术张力，整部作品充满了
烈焰燃烧一般的叙事激情，有一
种强大的裹挟力量。

《寻找张展》（孙惠芬著，春风
文艺出版社出版）

作为女性作家，孙惠芬笔触
细腻敏感，对人与人之间“关
系”的复杂纠葛有着惊人的耐心
和热情，往往有独特而新鲜的发
现。

《惊蛰》（海飞著，花城出版
社出版)

小说于波澜壮阔的民族战争
中再现了历史深处隐秘的青春记
忆。诉说家国情怀，抒写人性与
信仰，描摹山河与命运，歌颂热
血与忠诚。

付秀莹（《长篇小说选刊》主编）

推荐语

《国王与抒情诗》（李宏伟著，中信
出版社出版）

小说抓住现在朝向未来敞开的那一
刻，在“国王”与“抒情诗”所形构的张力
之下，描绘人在时间之中的处境，追问个

人与共同体的关系。
《西南边》（冯良著，长江文艺出版

社出版）
小说以腔韵别致、绘声绘色的“川

普”，带着天真的、漫不经心的口吻，以缓
慢描摹变化，以枝繁叶茂的生活遭遇波
澜壮阔的时代。

《长安十二时辰》（马伯庸著，湖南
文艺出版社出版）

十二个时辰，拯救一座城池。环环
相扣、步步莲花的故事背后，被复原了的
长安城熠熠生辉。

《芳华》（严歌苓著，人民文学出版
社出版）

多年以后，严歌苓重新回到文工团
生活，是对青春的回望，是刻骨铭心的
记忆。小说讲述了在人群中一个人该如
何面对他人，又该如何面对自己。

岳 雯

（中国作家协会创研部副研究员）

《平原客》（李佩甫著，
花城出版社出版）

在 《平原客》 中，李佩
甫依然贯承他探讨人与土
地、植物与土壤的生存关系
的主题。正是这种深入土地
般的深刻描绘，“平原客”的
苦与痛、爱与恨被演绎得淋
漓尽致。

《天漏邑》（赵本夫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这部作品隐含了赵本夫
对人生、人性、自然、文明
的演进等等的思考，对罪与

非罪、惩罚与宽恕、忠诚与
背叛、灵魂与肉体的思考。
赵本夫在战争和人性的考察
上做出了他所理解的判断。

《人民的名义》（周梅森
著，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
版）

一个伟大的时代，需要
有一部分作家站在社会的前
面。周梅森以一己之力，讲
述一个大中国的故事，从官
场的高层到底层的弱势群体
都有涉及，同时借人物、故
事融入自己对中国十几年来
巨大的社会变迁的思索。

《寻找张展》（孙惠芬
著，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

能打通个人与时代关系
的能力，是对写作者的考
验。在这部小说中，那些对
家庭、亲人、故乡的敏感扩
展为“血管神经”，通向了人
心的黑暗处，孙惠芬努力发
现并塑造了一个在黑暗的深
渊里以不同的方式自我超拔
与救赎的心灵。

舒晋瑜

（中华读书报总编助理）

推荐语

推荐语

徐 刚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副研究员）

推荐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