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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出准确回应当下时代质地的作品

文学如何书写我们的时代？青年作家们有自己的思
考。我们正处在一个急剧变动、迅猛发展的时代，多元
并存的文化观和价值观丰富着我们的认知视野，同时也
在以不同的方式拉扯着我们，“80后”评论家杨庆祥说：

“究竟什么才是我们这个世纪的重心？经过长久的思考，
我的回答是‘人民’！这是一个人民的世纪。这是我们写
作的生命之源和精神之源。写作者的力量只可能来自于
我们脚下的大地和我们身边的人民。”

“90后”作家王苏辛说，我们这一代人，在互联网的
影响中建立和重构自己的精神世界。各种领域的信息形
成各种复杂的声音，面对这样一个复杂的世界，作家需
要不断倾听，又要用自己的肉身，用自己的精神意识，
不断将这么多元的讯息一次次消化，直到提炼出属于自
己的文学蓝本，将它回馈给这个时代，回馈给这个世界。

感受多维的信息时代，并写出它的变化，不再只是
看到一个地方，而是看到整个人类的发展方向，看向宇
宙。而写作最大的意义，是对那些尚未被发现的人类经
验，进行一次彻彻底底的发现。只有具备这样的前瞻
性，才能真的写出准确回应当下时代质地的作品。我们
应该有书写我们这个世纪经典的理想。

自由撰稿人马伯庸谈到，自己是写历史小说的，写
历史小说不光写古代的人和事，还要有对当下时代的应
和。优秀历史小说 《金瓯缺》 就贯穿时代性的思考。写
历史小说要把当下时代要解决的问题放到历史中去，要
了解当下读者关心什么，通过历史故事反映当今时代精
神，能与现代读者产生共鸣。

获得第七届鲁迅文学奖的报告文学作家纪红建认
为，报告文学是时代最忠实的记录者。报告文学作家除
了要有独到的发现，不畏艰难困苦的勇气，挖掘出事物
本质的决心，更要挖掘鲜为人知的，向上向美向善的独
特故事。报告文学作家对时代、对国家、对人民要有情
怀与担当，做人民心声的传递者。

作家林遥在撰写 《中国武侠小说史》 时体会到，与
前辈作家相比，当今的青年作家对家国情怀和民族担当
少了体悟，主要是由于自身阅历不足。作家不仅要书写
自己，而且要善于书写他人，需要长期不间断地体验生
活，对自己感兴趣的话题深入其中，不能与时代脱节。

第七届鲁迅文学奖得主肖江虹认为，身处巨变的时
代，文学在书写断裂、冲突中寻求和解，人和过去的和
解，人和自己的和解，人和这个世界的和解。在和解中
找到诗意和向前的力量。“以前我的写作，都在写对抗，
城和乡的对抗，文明和非文明的对抗，写了很多剑拔弩
张的对抗。如今我特别清晰地认识到，文学最终的指向
不是对抗而是和解……我记录那些消逝和即将消逝的风
物，不是吟唱挽歌，而是想努力把曾经打动我们的乡村
诗意记录下来，让读者能看到祖先们在遥远的过去曾经
拥有的伟大的想象力和诚挚的包容心。”

在科幻作家飞氘看来，科幻小说虽然是幻想，但与
现实也有关联，其内在精神反映当下的期待、焦虑、担
忧、理想等等，如科幻电视剧 《黑镜》 就有很强的现实
色彩。自己在创作中比较关注人类精神生活丰富的可能
性，关注未来有什么超越现实的更美好的生活可能和人
的存在方式的可能，想象在现实中无法进入的东西。

“80 后”作家孙频认为，所有的人都是时代里的人，
每一个人都有他的时代性，而追究时代性，就不能没有
历史感，因为正是历史才造就了时代，而所有在岁月长
河中能被我们薪火相传，能滋养作家心性与才华的一定
是那些历史中最厚重最深沉最不会被岁月湮灭的星光，
它们将如苍穹中的北斗七星一样高悬于人世之上，永远
指引着我们这些写作者的精神归属。

以文学照亮现实生活

文学不仅反映生活，也要照亮生活，以多样的创作
手法表达对现实的理解。第七届鲁迅文学奖获奖作家石
一枫认为，人有物质需求，也有精神需求，在一天的时
间里可能会有灵魂出窍的瞬间，虽然时间很少，大约只
有一分钟，但这是更有价值的一分钟。前面的那些时间
是路，这一分钟是灯，照亮了路，照亮了生活，对生活
有反思，哪怕是批判性的反思，这是小说创作的根与
魂，照亮了个人生活和群体生活，使人不至于迷失在现
实生活中。

网络作家蝴蝶蓝谈到，过去自己的作品单纯写玩游
戏，以娱乐为主。现在自己有了孩子，开始思考玩游戏
对青少年的影响，这是过去没涉及的角度，对玩游戏有
更深层次的理解。写作找到了新的切入点，通过大众化
的事物展现自己的思考，给人以启迪，写作走向现实主
义。

“80后”作家甫跃辉体会到，小说反映现实与散文不
同，散文写现实比较直接，小说要综合很多人物写人
物，有更多作家的理解在里面。小说反映现实要对现实
有精准的认知，可以通过隐喻等现代主义手法表达对现
实的观察和看法，既是现实主义的，也有现代主义在里
面。作家本身就在生活之中，要保持对生活的敏感，写
真正与自己血肉相连的东西。

网络作家爱潜水的乌贼认为，在网络化的社会里，
自己所经历的也是现实的反映，通过仔细观察也能获得
对现实的了解。当今娱乐发达，我们要考虑怎样让读者

接受自己观点，把自己的思考传达给他们。
作家欧阳娟认识到，作家要找到自己的声音，自己

的故事。自己对民俗文化接触较多，民间有很多有魅力
的东西。过去自己写作受西方作品影响较大，现在体会
到我们基因里的中国元素是从父辈那里传承下来的，我
们要找到自己的来路，写出精神世界深层次的东西。

作家孟小书认为，小说创作要以人为本，塑造让人
记得住的典型人物，而不是把主要精力放在故事本身上。

王苏辛指出，作家应该有即时性的捕捉能力，更应
该有意识培养自己作品的前瞻性。不止写出菱形的一个
面和两个面，而是直接就写出所有面的交叠，整颗菱形
的厚度。

作家王威廉说，现实主义天生具有探究时代与现实
的精神力量。这种文学与现实、与人生的紧密关系，已
经成为文学的核心灵魂。

这个科技迅猛发展的年代，人自身的危机才是最大
的危机，我们得想方设法重返人和现实的深层关系，洞
穿“物质外壳”的蒙蔽，获得灵魂的景深，才能有力回
应人的危机。

肖江虹说，我理解所谓的文学胸怀，就是作家的笔
下不该有假想敌，作家应该写出万物平等，写出属于全

人类共有的精神苦痛。
诗人张二棍认为，作家的使命，就是为所有可能存

在的读者，为所有感觉到自己孤单、卑怯的读者，给他
们不断松绑，让他们获得一些物质之外的自由与爱。我
们愿意在文字中去恢复那些本该完整存在却越来越缺失
的东西。我们要发掘人性最单纯而耀眼的部分，我们要
记录下泱泱众生，在他们生存中的那些坚强、宽容、救
赎、彼此关怀的瞬间，我们要让大家的生命里拥有各自
的尊严、勇气与理想。我们的文学，要翻山越岭，在亿
万大众中散发光芒四射的大爱，要穿越时空，与未来的
人们，建立起心胸宽广的友谊。这就是写作的魅力与动
力所在。

深入生活中每一寸肌理

生活是文学的源泉。青年作家们意识到，只有深入
生活，才能创作出既有时代精神，又有思想深度和生活
温度的作品。

来自宁夏西海固的第七届鲁迅文学奖获奖作家马金
莲，用朴实的言语表达她的心声：“火热而生动的生活总

是在最广阔的生活当中，在最庞大的人群当中，文学的
笔触始终贴着他们去书写，是最正确的选择，也是一个
乡村出来的 80后作家必须担当的责任。我的文字大多从
儿童、女性视角入手，展现中国西部宁夏大地上回汉百
姓的生活现状、人生故事和命运状况。我曾以一个乡村
媳妇的身份在认真地生活，和乡村里那些小媳妇一样流
汗流泪，上山下田、柴米油盐、家长里短，认真而虔诚
地对待生活和生活赠与的一切考验。后来进了城，而幼
小多病的儿子只能暂时寄养在婆婆家里。这时候我就
注意到，像我儿子一样留在老家和老人一起生活的孩
子，竟然日渐变成一种常见现象。每当看到他们胆怯而
忧郁的目光，我心里有一种疼痛在撕扯，换了他们是我
的孩子，我是他们的父母，我该怎么办？从此我开始大
量关注留守这一特殊群体，有空就往附近村庄跑，利用
一切可以抓住的机会，了解情况，搜寻故事，捕捉细
节，有一种很强烈的责任感在督促我，得写写这方面的
事情。

我认识到，关注现实，书写现实，用深情优美的文
字讴歌熟悉的家乡土地和人群，我这样的写作方向是有
意义的，也是值得继续坚持的。

心会老，身会老，唯时间不老，唯生活不老，对文
学的痴迷和坚守不会老，我会始终以一颗平常朴素的
心，扎根泥土，紧贴地面，用文学书写我们时代的故
事。”

纪红建为了写反映扶贫题材的报告文学 《乡村国
是》，用了两年时间，走了14个省39个县，202个村，与
村里的贫困老百姓同吃同住，克服了重重困难。他说，
只有深入到生活中去，走入火热的生活现场，才能发现
问题和细节，体会老百姓的心声，挖掘到鲜活独特的故
事。报告文学作家更需要扎扎实实、默默无闻地行走、
记录、思考和报告，抵达生活和历史的前沿。行走成了
生活常态，既行走在书本中，更行走在现实生活和历史
图景中。坚持深入生活、扎根人民，将个人情感与国家
命运紧密相连，才能创作出既有时代精神，又有思想深
度和生活温度的作品。

网络作家唐欣恬提出了两难的问题，自己从事写作
10年，从追求数量到追求质量，走向成熟和积淀。网络
作家对现实题材越来越关注，但所取得的成绩要打个问
号。过去的生活积累差不多消耗完了，作家随着年龄的
增长，使命感责任感增强，要深入生活，扎根人民，需
要时间，这就需要离开读者，舍弃原来的一些优势，如
何解决这样的矛盾，是我们要思考的。

网络作家携爱再漂流谈到，自己写职场小说，对情
节背景的书写多是查资料，深入体会少，想象的东西
多，不接地气，希望有更多体验生活的机会。

孙频认识到对待文学写作一定要诚恳。诚恳对待自
己的内心，诚恳对待世界，诚恳地写下每一个字。不讨
巧，不盲目跟随风潮，忠实于内心，深入到生活，慢慢
思考慢慢阅读。

“从二十多岁到三十多岁，所见之事之人也渐渐增
多，开始更透彻地理解生活，理解这个世界，理解世
人。渐渐地，我开始从对内心的沉溺与执着中出来，更
多地关注时代，关注众生，开始学会不带偏见与怨艾
地深入生活中每一寸肌理。在这个过程中，我也体悟到
脚踏实地的生活与丰富厚重的经验对于写作的滋养和重
要，才明白前辈作家们所口口相传的深入生活到底意义
何在。体悟到那些最逼真最有生命力的细节一定都是来
自于生活的馈赠，而不是单纯靠臆想就可以完成。”她
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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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春让人想到春天，想到朝气蓬勃，想到明天。青春蕴涵着希望，蕴涵着一切皆有可能，蕴涵着灿烂的未来。”在9月20日
至21日在京举办的全国青年作家创作会议上，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叶辛这样热情洋溢地赞美青春。316名从17岁到40岁来自全
国各地的青年作家汇聚一堂，群英荟萃，俊彩星驰。青年作家们总结交流文学创作成果和经验，共话文学创作的甘苦，探讨创作
的新途径，令人感受到他们青春的朝气和热情，开阔的思路和视野，勇于担当的情怀和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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