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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世纪80年代初《今夜有暴风雪》《这是一片

神奇的土地》等中短篇小说，到《雪城》《返城年代》

《年轮》《知青》等长篇小说及非虚构写作，再到《人

世间》，梁晓声的文学创作贯穿了改革开放 40 年。

他高扬理想主义和人道情怀的知青文学创作，留下

了一代人的成长足迹和国家记忆，成为当之无愧的

当代中国文学经典。

“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

有必要。”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转发最高指

示，鼓励城市青年到农村接受劳动锻炼。梁晓声作为

其中一员，于1968年下乡至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

这一段“知青”岁月给梁晓声带来不可磨灭的

影响，亦给他的写作带来灵魂之泉。20世纪80年

代初，梁晓声凭借中篇小说《今夜有暴风雪》在文坛

上崭露头角。故事发生在返城前夕，面对去留抉

择，36个知识青年历经生存苦难，毅然选择留在北

大荒。这与过往耳熟能详的红色经典、俄苏文学等

建构起某种关联，成为知青小说里程碑式作品。

1984年，《今夜有暴风雪》获全国最佳中篇小说

奖，由陈道明、于莉主演的同名电影全国上映，同名

电视剧连续热播，堪称当年的现象级作品。大约同

时创作的短篇小说《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也深受好

评。作品描写知青与暴虐自然环境斗争的悲壮故

事，政治与人性、情感与道德剧烈冲突，书写神奇荒

蛮的大自然，礼赞永不屈服崇高精神和悲壮情怀。

在当代作家中，梁晓声是一位多面手和“常青

树”，他的创作永不停步。20世纪80年代后，《雪城》

《返城年代》《年轮》《知青》等长篇小说面世，同名电

视剧热播，标志着他知青文学创作的新进境。他的

创作视野更为宏阔，回城知青、下岗工人、进城农

民、莘莘学子甚至更多的社会反思等都成为关注对

象，平民意识、批判精神和仁爱情怀更为突出，这在

他《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郁闷的中国人》及散文

随笔等非虚构写作中都有集中体现。

新世纪以来，梁晓声的知青文学作品仍为许多

人阅读、追忆。2016年初，中国青年出版社推出其

知青小说精品系列水墨插图版，计有长篇小说《雪

城》《年轮》《知青》《返城年代》和中短篇小说集《今

夜有暴风雪》等5种，集中展示梁晓声知青小说创作

成就。丛书出版后广受好评，连续加印再版。

2018年初，梁晓声推出长篇小说《人世间》（3卷

本），他说：“我从小生活在城市，更了解城市底层百

姓生活。我有一个心愿——写一部反映城市平民子

弟生活的有年代感的作品。我一直感到准备不足，

到了六十七八岁，我觉得可以动笔，也必须动笔了。

我想将从前的事讲给年轻人听，让他们知道从前的

中国是什么样子，对他们将来的人生有所帮助。”

（中国青年出版总社编审 李钊平）

梁晓声笔下的知青岁月充满人道情怀
当过知青的梁晓声，对上山下乡的历史运动有着深刻的体会和反思，并将

此感悟投至写作中，亦奠定了他知青文学的文坛地位。

由于从小生活在江南水乡，水成为曹文轩小说

中一个永恒的主题。在他的代表作《草房子》突破

100次印刷之际，他曾写过一篇文章叫《因水而生》，

他的笔下永远有一个唯美的江南水乡。

《草房子》从1997年出版后，一直畅销不衰。如

今销量早已突破1000万册。但曹文轩总说书的销

量并不是他最看重的，他始终认为文学创作与物质

没有直接的关系，而是与人的精神世界有关。正因

此，曹文轩擅长书写少年的成长经历和精神世界，

他的故事中的悲悯情怀总是让读者深受感动。

曹文轩也认为，好作品需要被当作艺术品来打

磨。如《草房子》一书，曹文轩从萌生写作念头到最

后作品问世，用了七八年的时间。他还很看重作品

的书名，他常说好的书名非常重要，他的作品书名也

都非常有特色。无论是《草房子》还是《青铜葵花》

《细米》《天瓢》《根鸟》《大王书》《萤王》，这些书名都让

人过目不忘。《山羊不吃天堂草》这个书名的得来更

有意思。当时出版社编辑给曹文轩打电话约稿并询

问书名，正好曹文轩的书桌上有一张纸，上面随手写

着“山羊吃光了天堂草”，他就随口说了。曹文轩本

来想，要是没有时间就不写了，谁知道编辑过了半个

月又打电话，说你那个“山羊不吃天堂草”写得怎么

样了，他一说，曹文轩心里咯噔一下，好名字啊，当时

就回复说，好，马上就写。于是，一部颇受读者欢迎

的好书诞生了。但更重要的是，曹文轩认为，一部好

的文学作品应该能够让人们知道，人应该怎样活

着，这才是一部作品能够长久流传的原因所在。

曹文轩笔下永远有一个唯美的江南水乡
作为第一个获得国际安徒生奖的中国儿童文学作家，曹文轩对文学创作高

品质的追求，让他的作品成为畅销不衰的经典佳作。

2000年代

《大败局》吴晓军著/

浙江人民出版社 2001

年1月版/29.00元

“我必须承认，如果没有多年来中国社会的巨

大发展与进步，如果没有改革开放，也不会有我这

样一个作家。”这是2012年莫言在获得当年诺贝尔

文学奖后，前往瑞典领奖时所作演讲的最后一句。

作家莫言至今获得殊荣无数，这诸多桂冠中将

他和其他著名作家区别开的，还是诺贝尔文学奖。

为何莫言能获奖？当年的颁奖词称，莫言是个诗

人，他撕下了程式化的宣传海报，他将一个被遗忘

的农民世界生动展现人前，他的小说用神话和寓言

做掩饰，将价值观置于故事的主题。他创作出的家

乡是一个美德与卑鄙残酷交战之地，是一次踉跄的

文学冒险……

“欲戴其冠，必承其重”，这位从山东高密农村

走来的汉子，在领奖后的演讲中，以朴实的言语，讲

述自己如何成为一个“讲故事的人”。小学未毕业

即辍学，因为年幼体弱，干不了重活，只能到荒草滩

上去放羊。在饱受饥饿和放羊的孤寂中，开始了无

边无际的幻想。这些幻想以及20多年的农村生活

经验，成为了他后来文学创作的富矿及源头。

1984年秋，莫言走出高密东北乡，考入解放军

艺术学院文学系。在恩师、作家徐怀中的启发指导

下，写出了《秋水》《枯河》《透明的红萝卜》《红高粱》

等一批中短篇小说。在《秋水》这篇小说里，第一次

出现了“高密东北乡”这个字眼，他也寻找到了属于

自己的文学场域。而1985 年3 月，莫言在《中国作

家》第2期发表的中篇小说《透明的红萝卜》，让他声

名鹊起，次年，以这篇小说命名的作品集由作家出

版社出版。

《透明的红萝卜》讲述的是一个顶着大脑袋的

黑孩，从小受继母虐待，沉默寡言，常对着事物发

呆，并对大自然有着超强的触觉、听觉等奇异功能

的故事。莫言曾自述过这段因梦境启发的创作经

历，这篇小说来自他在1984年初冬的一个早晨，在

学院宿舍里的一个梦。他梦到一片辽阔的萝卜地，

萝卜地中央有一个草棚，从草棚里走出了一个身穿

红衣的丰满姑娘。她手持一柄鱼叉，从地里叉起一

个红萝卜，高举着，迎着初升的红太阳，向他走来。

莫言在这篇作品中第一次调动了自己的经历，

毫无顾忌地表现了对社会、人生的看法，写出了童

年记忆中的对自然界的感知方式。

《透明的红萝卜》成为莫言作品中最有象征性

和最意味深长的一部。而他也已经从当时的文学

新星，成为一位出版了11部长篇小说、百余部中短

篇小说及多部剧作、散文的“莫言作品全编”的经典

作家。

莫言与成名作《透明的红萝卜》
生于1955年的作家莫言经历过1980年代的思想解放和文学热潮，他也从

一个听故事、讲故事的孩子，成为一个用笔写故事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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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 40 年，我国产生了一大批优秀的作家和作品，他们不仅影响着读者和

世界，更是一个时代的缩影。

每一个国家、每一个民族的文学总是与它所处的时代紧密结合在一起。改革开

放 40 年，我国文学大致经历了三个时代：从“解锁”到 1990 年代初，以新时期反思文学

为主，主要是对“文革”的反思；1990 年代初到 2005 年左右，是我国新文学探索和摸索

的阶段；2005 年至今，我国文学又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网络作家的崛起，让文学

的世界多彩缤纷。

40 年来，我国文学这本厚重的史册谱写出了怎样的传承与创新、改革与发展？

本期，我们从众多优秀作家中，挑选出最具时代影响力的莫言、梁晓声、曹文轩、吴晓

波、猫腻 5 位作家，他们的人生和写作正好经历了我国文学的三个阶段，我们从他们

的作品出发，一起回顾我国文学走过的 40 载峥嵘岁月，一起触摸时代的脉搏，感受文

学的力量。

改革开放

年
特

刊
★
我
与一本书·作家

2018 年是改革开放 40 周年，吴晓波也正好 50

岁了。他觉得这一年特别值得纪念，因为他总是

说，1960年代~1970年代出生的这一波人，是改革开

放这些年受益最大的一群。吴晓波在2001年写出

了成名作《大败局》，该书让他成为中国著名的财经

作家，这也是其第一本销量超过100万册的书。如

今，他已经有3部作品销量超过100万册。

读吴晓波的著作，你会被他优美流畅的文笔所打

动，能用诗一般的语言撰写严肃财经题材的作家并不

多见。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系的吴晓波认为，这得益

于他在新华社10多年记者生涯的磨练和为报刊撰写

大量专栏文章所积累的经验。当然，《大败局》畅销的

根本原因还在于题材的新颖，世人对成功者总是趋之

若鹜，但对失败者却忽略漠视，吴晓波反其道而行之，

敏锐地捕捉到这些失败案例的价值所在。吴晓波把

这些企业跌宕起伏的传奇故事写出来，让每一个企业

经营者都可以从他们的失败中反省自我，去汲取经验

教训，去获得更多应对危机的智慧。

成为畅销书作家之后，吴晓波并不满足。

2004 年，他去哈佛大学做访问学者。这时他发现

国外的学者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的迅猛发展

常常感到无法理解，有很多疑问，于是他产生了书

写当代中国改革史的念头。于是他花了 3 年时间

搜集资料、深度思考，梳理改革开放这几十年来企

业发展的历史，创作了《激荡三十年》。在书中吴

晓波采用了别人从来没有用过的写法，用大量的

事实、细节，通过编年体的方式来书写1978年以后

中国改革发展的历史，呈现中国向商业社会转轨的

全过程。

2014年，吴晓波又顺势而为，开始做自媒体“吴

晓波频道”。如今，该平台的很多文章阅读量过千

万。吴晓波最深的感触是，原来的读者是无法触及

的，自媒体可以准确的定位读者群。该平台帮他成

就了一个完整的产业链。

直到如今，吴晓波还记得他写的第一篇公众号

文章——《骑在新世界的背上》，他说，自媒体让他

从旧世界迈到了新世界。

吴晓波：把生命浪费在美好的事务上
吴晓波在女儿18岁时，给她写了一篇文章《把生命浪费在美好的事务上》。

这句话是他对女儿讲的，也是对他自己讲的。吴晓波觉得人生很重要的一个问

题就是找到“什么是美好的东西”，并且把时间“浪费”在这件事情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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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言 原名管谟业。

是我国首位获得诺贝尔

文学奖的作家，代表作

有《透明的红萝卜》《红

高粱家族》《蛙》《丰乳肥

臀》等。

●梁晓声 原 名 梁 绍

生 。 我 国 现 当 代 以 知

青 文 学 成 名 的 代 表 作

家之一。代表作有《雪

城》《今 夜 有 暴 风 雪》

《年 轮》《浮 城》《人 世

间》等。

●曹文轩 首位获得国

际 安 徒 生 奖 的 中 国 儿

童文学作家，代表作有

《草房子》《青铜葵花》

《蜻蜓眼》等。

●吴晓波 财 经 作 家 ，

“蓝狮子”财经图书出版

人。代表作有《大败局》

《激荡三十年》《跌荡一

百年》等。

●猫腻 原名晓峰，超人

气玄幻文学作家，作品

网 络 点 击 量 过 亿 。 代

表作有《择天记》《庆余

年》《朱 雀 记》《间 客》

《将夜》等。

2010年代

《择天记》

（全八册）猫腻

著/人民文学出

版社2017年 5

月版/39.00元

有着“最文青”称号的网络文学作家猫腻，是既

受主流文学界认可，又极具商业价值的作家。北京

大学教授邵燕君曾给予其作品高度评价，认为“继

金庸之后，猫腻的写作代表了目前中国网络类型小

说的最高成就，显示出从‘大神阶段’跃进‘大师阶

段’的实力。”

猫腻的创作之路始于2003年，彼时正值起点中

文网VIP付费阅读制初创，网络文学发轫之际。他

以笔名“北洋鼠”发表处女作《映秀十年事》，获得不

错的口碑。随后，以笔名“猫腻”在起点中文网连载

《朱雀记》，开始火起来，陆续写下《庆余年》《间客》

《将夜》《择天记》等多部长篇小说，本本被奉为经

典，并获得网文圈内几乎所有的最高荣誉。目前

《大道朝天》正在连载中。

作为在键盘敲击中建立“文学帝国”的作家，猫

腻讲述东方风格的玄幻故事为舶来的玄幻文找到

了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他在作品中持续贯穿哲

学思考，在《择天记》中，是顺心意，是命运与选择；

而在《朱雀记》中，是活还是不活；在《庆余年》中，是

人应当怎样活着；在《间客》中，是公平和正义；在

《将夜》中，是自由和爱情。在以其为首的作家的构

建和推动下，“东方玄幻”这一类型文学超越西方奇

幻，在本土文化中落地生根。

随着网络文学的泛娱乐化发展，在阅文平台IP

开发及网文出海等战略的运作下，猫腻已树立起中

国网文明星作家的成就标杆。他的所有作品成为

炙手可热的IP，他的几乎所有作品全将走上银屏荧

幕。

其中，由其作品改编，由当红影视明星出演的

《择天记》在2017年播出后，成为当年播放量最高的

电视剧作品之一。这部架构宏大、情节跌宕的作

品，也于2017年5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完整呈

现其潇洒恣意的创作样貌。

《择天记》（全8册）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似

乎可以作为某种象征，就像当年北京三联书店出版

36册《金庸作品集》（1994），从此，金庸登堂入室，成

为大师，位列经典。

猫腻：网文作家与他身后的文娱版图
网络文学作为文学快消品，除了追求“爽”，猫腻始终坚持有情怀的创作宗

旨。而超高的作品IP改编率，尤其是影视化率，也令这位与阅文集团并肩而立

的作家成为中国最具商业价值的作家之一。

404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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