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80后”作家作品给人以陌生冲击力

众所周知，曾经的“80后”作家小说往

往带着强烈的城市色彩。换言之，最初出

现的“80 后”作家基本上都是城市里出生

的。难得的是，近些年来“80后”作家中出

现了另一支队伍，这就是以马金莲为代表

的“另一种‘80后’”，如甫跃辉、郑小驴、宋

小词等。他们来自乡村，来自生活的底层，

他们不是韩寒、郭敬明、张悦然式的“城市

宠儿”，而是从乡村走进城市的进城人。他

们一旦开始正视生活的苦难，小说就有了

“苦难叙事”和“生活沧桑感”。由此，他们

为广大读者呈现了“80 后”写作的另一种

“面貌”：清贫、沉静、洁净、淡定和“别样的

接地气”，也标志着“80 后”乡土写作开始

“异军突起”。

天津师范大学副教授张莉在接受中国

出版传媒商报记者采访时指出，国内部不

少“80 后”作家写了新一代人的“乡土经

验”，但她同时也觉得这未免失于简单，细

读那些作品，不难发现，不少“80后”作家对

乡土的理解跟前面的作家是有传承关系

的，只是少了启蒙的立场，也少了知识分子

气息，更多的时候，这些作家也不是有意要

固定在哪个题材领域，而只是因为生活使他

们和他们的乡土长在一起，他们作品中的共

有特征在于：乡土生活并不是显性表现在他

们的作品中，而是以一种“隐性的立场”。因

而，他们的作品给人以陌生的冲击力。

除了马金莲、甫跃辉、郑小驴、宋小词

等之外，张莉认为值得推荐的还有远在海

南的“80后”作家林森，他主要写农村小镇

生活。更准确地说，他的写作是在农村小

镇和城市生活中的游离，《小镇》（作家出版

社2011年11月版）中他写祖屋和祈神驱

邪仪式，很让人震动。还有一位邓安庆，他

写城镇生活、农村的“留守儿童”等，他的

《柔软的距离》（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7

月版）没有通常的戏剧冲突，也没有起伏跌

宕的情节，用一种直面生活的方式书写乡

土，也很令人震动。这两位作家是张莉觉

得比较有后劲的“80后”一代。

把乡土和城市截然分开是不可能的

和当年“农村包围城市”不一样，也和

中国文学由乡土向都市发展的主潮有所不

同，相比较而言，“80后”写作，走了一条从

城市向农村“逆流推进”的道路。

对此，凭《西洲曲》（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3年 9月版）获得华语文学传媒大奖

2013年度最具潜力新人奖提名奖的郑小驴

向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记者指出，那种“乃不

知有汉，无论魏晋”的世外桃源应该是没有

了。“在我的笔下，故土不是简单的抒情，也

不是简单的苦难控诉，而是作为那些从故

土出发的‘农二代’们，他们怎样在城市完

成‘身份的转变’，我关注他们的生存处境

和焦虑，以及回到故土时，他们的心态变

化。”

《红豆》杂志社编辑部主任、南宁市作

家协会秘书长侯珏对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记

者也指出，“80后”乡土派作家大多都是断

了乡土之根的新知识分子。或怀旧，或受

城市观念影响形成了固执的观念。假如他

们不充分吸收传统文化和社会人类学的精

髓，那么活力无存，难以超越鲁迅、沈从文

那一代人对乡村的描述。比如壮族的翡翠

舞、彝族的图腾与传说，有几人了解？不了

解这些，只了解“农村征地”和“空巢老人”、

“留守儿童”、“留守妇女”……这些都是我

们这个时代乡土文化瓦解的表象，那么也

写不到点子上。

张莉也指出，在当代中国，把乡土和城

市截然分开是不可能的。“更重要的是一种

流动性。我们说的那几位作家，也不一定

是抱定目标写乡土，而是因为他们的生活

经验使得他们有这样的自然选择。我读他

们的作品，并没有觉得他们要把城市和农

村经验分开，反而是渴望将乡村经验和城

市书写并列表达。我觉得在这一代作家身

上，他们那种强烈的个人身份标识在于内

化于他们血液中的乡土经验，这使他们的

写作在当下的文学语境里非常不一样。换

句话说，是乡土经验和乡土视角使得他们

的写作，不论是乡土写作还是城市写作都

具有了与前代和同代人的差异性，这也是

我看重这批作家的地方。他们是从地里长

出来的，他们的生活经验是丰富的，与先期

成名的那些‘80后’作家那种‘为赋新词强

说愁’截然不同。”

“80后”作家乡土书写在后面

在侯珏的阅读印象中，当下“80后”作

家乡土派主要分为三类：第一类是经过社

会的磨砺而写作，为怀念乡村写田野挽歌

似的文章（著作）；第二类是为了稻粱谋而

写作，翻出乡村题材来作卖点；第三类是从

农村接受基础教育及至上大学接受文学史

教育和文学创作引导，进行的概念化写作，

或为表现先锋而变形，或为接轨西方文学

潮流而变异。

“80后”作家乡土派异军突起，有人说，

那是“80后”作家也开始反思和感伤了。不

过，郑小驴不怎么赞同这样的观点：“反思

和感伤是不是太早了点？似乎还没到归纳

总结的时候，‘80后’作家很多进入而立之

年，被各种生存压力裹挟着，在社会的各个

夹缝和阶层中奋斗和打拼，很多人连喘息

的机会都没有，我觉得活在当下，没空感

伤，谈反思也还没到时候。”

与郑小驴的看法相反，“80后”作家、鲁

迅文学院第 20 届高研班学员、武汉市第 9

届签约作家宋小词则认为，度过了懵懂与

迷茫的岁月，对所处的时代和自己的存在

肯定会有反思，生存的压力和人与生俱来

的悲剧感，“80后”作家的反思和感伤是一

定存在的，而且不久的将来似乎会有一种

爆发期的迹象。

张莉进一步分析指出，“异军突起”这

个说法当然是对的，为什么会觉得“异军突

起”？可能是感觉的原因。大概我们一般

读者都想当然以为“80 后”全都生活在城

市，全部都写都市经验——这是我们对

“80 后”作家的理解固化了。如果我们把

“80 后”作家群体理解成一个驳杂的存

在，会觉得这些作家和前此以往的作家一

样，既有写城市的，也有写农村的。为何

乡土经验的“80 后”作品少，或者出来得

晚？这是一个问题。“我的答案是，因为来

自乡村的这些作家获得的表达机会晚，因

而，乡土书写必然会在后面。但往往后来

者更有实力——‘80后’这批作家开始被人

认识的时候到了。”

“80后”作家乡土派也开始反思和感伤

关注文化 倡导阅读 ●第一时间书
《吃鲸鱼的骡子》强雯著/北京时代华文书局2014年10月版/

29.80元
该小说叙述了在南方某小城，有一群为新闻事业忙碌而执着

的人——辰达和李璐两名记者在一次新闻事件中，发现某毒饼干
事件与本市纳税大户方红集团有关。在这场个人与商界大佬斗
智斗勇、为真相、食品安全较量的过程中，相关媒体被卷入到这场

“捂盖子”过程中来。最后，食品安全问题“东窗事发”，全城都开
始食品安全的新闻大追踪，两个小记者终于扳倒了纳税大户，但
是拔出萝卜带出泥，他们也因为不雅事件，另寻他路。

有中国民间彩词第一人之称的湖北作家明德运近日和长江文
艺出版社签订合同，出版8卷《中国民间彩词》，共计400多万字。
该书是明德运用47年时间，对民间彩词彩歌搜集、整理800余万字
资料，改编、创新的成果。据明德运介绍，彩词最早起源于民间歌
谣的“徒歌”，后来发展成为喊彩，说唱人能及时对各种情景和事件
顺口溜出来，可一韵到底，也可半途改辙。多半从具体事物入手，
铺陈其事，直抒胸臆，有迷人的艺术吸引力。

早在2004年，明德运先期出版了一本38万字的《民间彩词》单
行本。经过多年的搜集整理工作，明德运最终完成了《中国民间彩
词》的编著工作，其被有关专家评论为“开垦了我国彩词荒地，弥补
了我国文学领域的一项空白”。

●文坛新数字

年
47

京津学生最喜欢阅读，江浙分别居榜眼探花 P6

看，这些书写“爱”的女作家 P7

国企改革的过往与前路 P8

●

精
彩
导
读

2014年10月28日 星期二 第2085期

CHINAREADINGWEEKLY

中国 周报

■主管主办:中国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中国出版传媒商报》社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西三环北路19号外研大厦北楼 ■邮编:100089 ■传真电话:（010）88817657 ■网址:http//www.cbbr.com.cn
■订阅电话：（010）88817687 ■营销中心：（010）88810715 ■主编：张维特 ■本版编辑：潘启雯 ■总体设计：岛 石 ■排版：艾林 ■电话：（010）88817690－2322

■何勇海（媒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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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国家级古籍修

复技艺传习中心辽宁传习

所揭牌拜师仪式”在辽宁省

图书馆举行。据悉，除“国

家级古籍修复技艺传习中

心”外，全国仅有天津图书

馆、辽宁省图书馆、山东省

图书馆、甘肃省图书馆等四

家传习所。辽宁传习所是

继“国家级古籍修复技艺传

习中心”之后，第二家揭牌

的单位。（详见 10月 24日

《辽宁日报》）

古籍修复传习所，顾名

思义，就是以“师徒传承、口

手相授”形式来培养古籍修

复人才的场所，以往的古籍

修复人才培养，据说主要是

通过举办全国、全省范围内

的古籍修复培训班，采取集

中授课模式，存在着时间

短、基础不牢、知识体系不

完备等不足。而开设古籍

修复传习所，则旨在建立古

籍修复人才培养的长效机

制，推动我国古籍修复事业

持续发展。

加快培养古籍修复人

才，确实已经时不我待。浩

如烟海的古籍不可再生，不

仅具有传递知识的功能，而且是记载

历史、传承文明的重要载体，是历史

的见证物，其重要性不言而喻。一个

必须正视的事实是，目前我国图书馆

收藏的古籍中，损毁和自然老化的现

象颇为严重，亟待保护。这类新闻时

有所闻，比如今年 4 月有报道称，四

川凉山 50 万卷彝族古籍老化破损，

抢救性保护已刻不容缓。

要修复亟待保护的古籍谈何容

易？据最近召开的中国古籍保护工

作会透露，我国目前普查了3000多家

图书馆，馆藏古籍已有5000多万册，不

次于其他各种文物。而古籍修复师却

严重匮乏，据说一些省图书馆也就两

三名古籍专业人员，让艰难的古籍保

护工作“捉襟见肘”，古籍修复速度，远

远赶不上古籍折损、老化的速度，如何

延续民族文化、文明火种？加快培养

古籍专业人才，显然是当务之急。

除了人才培养，还得提高古籍保

护人员的社会地位和待遇，让他们有

尊严、有前途。古籍保护者被称为给

古籍续命的“书医”，承担着整理、修

护中华民族数千年文化、文明成果的

神圣使命。然而，他们的工作常常不

受重视，认为不过是修修补补的“雕

虫小技”，不能算做学问。故在工资

待遇、职称晋升等方面，“书医”常常

备受冷遇，何来长期坐“冷板凳”的耐

心与毅力？

要提高孤灯清影、皓首穷经的

“书医”们的待遇和地位，相关部门也

要改变“重面子，不重里子”的做法，

对古籍保护事业及保护人才“高看一

眼，厚爱三分”，对古籍保护这类隐性

政绩增加投入。如果既差人又差钱，

古籍保护欠债就难以弥补，民族文化

与文明就可能出现断层，子孙后代的

精神就可能无所皈依。反之，古籍保

护得好，则会让古老的民族文化与文

明焕发出更加灿烂的光彩。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讯 67岁的传记作

家陈廷一 10 月 26 日在京获得上海基尼斯

总部颁发的“个人撰写、出版传记文学著作

数量之最”称号。

在陈廷一百部作品出版庆典会上，中

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何建明高度评价了陈廷

一的文学成就，指出作家最重要的就是要

在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重

要讲话精神的指导下“写作品、写好作品、

写人民热爱的好作品。”中国作家协会党组

成员、书记处书记白庚胜向陈廷一颁发了

上海大世界基尼斯的荣誉证书。

“我的创作起始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

会，没有改革开放，没有市场大潮，不会有

我百部书的催生。在某种意义上讲，我的

百部书的辉煌就是改革开放的辉煌。面对

这百部作品，我说最想感谢的还是这个改

革开放的时代！”陈廷一激动地说。

陈廷一，河南鹿邑县人，1947 年出生，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国土资源作家协

会副主席。自1987年创作的《许世友传奇》

是其文坛首部书稿，这一成名作花费10年

心血。之后数十年笔耕不辍，创作并出版

传记文学作品达101部，2014年获得了大上

海基尼斯“个人撰写、出版传记文学著作数

量之最”的荣誉称号。作品《宋氏三姐妹》、

《蒋氏家族全传》、《孙中山与宋庆龄》等先

后获得一系列荣誉并取得良好的社会反响

与经济效益。

据悉，陈廷一经典珍藏版文集14卷已

由中国社会出版社出版发行，包括《青年孙

中山》、《青年邓小平》、《宋庆龄全传》、《宋

美龄全传》、《宋霭龄全传》、《陈其美传》、

《宋查理传》、《孔祥熙传》、《宋子文传》、《张

氏父子》、《陈氏兄弟》、《贺氏三姐妹》、《毛

氏三兄弟》、《蒋介石传》。 （小 应）

作家陈廷一撰写101部传记作品创基尼斯纪录

● 资 讯

早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知名学者费孝通曾提出“乡土文学重建”的主
题。近百年来，乡土文学的脉路也一直延续至今，以不同的风貌展示乡土
社会的民风民情。随着当代中国社会语境的转变，文学的形态近而也发生
了巨大的变化，特别是乡土文学形态的变化，值得每一位人文知识分子关
注。而“80后”作家的加入，给乡土文学增了不少新的生机和活力。

众所周知，“80后”作家的出现，在文坛和社会上都是一件持久发酵的
事情。到如今，“80后”作家似乎不那么刺眼了，他们基本到了而立之年，自
身的群体也在发生变化，而且社会对他们也慢慢熟悉并接受了。翻开最近
的文学期刊，会发现“80后”作家渐渐占据了一些重要版面。湖南的《创作

与评论》近两年来每期刊发一名“80后”作家的小说，《广西文学》2014年5
月推出“80后”作家专号，《芳草》近期推出“80后”作家周李立小辑，杭州的
《西湖》杂志刊发了不少“80后”的作品。《小说选刊》去年选载了5位“80后”
作家的5篇小说，今年上半年选载了11位“80后”作家的11篇小说。许多
出版社或图书策划公司为“80后”小说家出版了小说集，比如，云南人民出
版社还推出了“80后批评家文丛”。“80后”写作群体悄然形成，且风格各异，
格调不俗，不少“80后”作家的作品让乡土文学的版图发生了新的变化。那
么，是不是凸显出“80后”作家也开始反思和感伤呢？对此，中国出版传媒
商报记者专门采访了相关学者和部分“80后”作家。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记者 潘启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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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讯 中国作家阎连科

10月22日在捷克首都布拉格市政大厅领取

了卡夫卡文学奖。这是卡夫卡奖设立14年

来首次将该奖项授予中国作家。

授奖词称：“两千年来，中国的土地上发

生无数神奇的事实与场景，而阎连科多年写

作，一直在寻找20世纪以来中国命运的矛

盾。他有着犀利的讽刺和对现实的观察能

力，最重要的是他拥有面对现实的勇气。”

卡夫卡奖是欧洲最有影响力的文学奖

之一，奖金为1万美元。该奖由弗兰茨·卡夫

卡协会和布拉格市政府于2001年设立，历届

获奖者均为世界级作家，包括菲利普·罗斯、

村上春树等。颁奖仪式上，阎连科作了名为

《上天和生活选定那个感受黑暗的人》的演

讲，追忆了自己和这个时代的故事。（丹宁）

阎连科领卡夫卡文学奖 授奖词称其“拥有面对现实勇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