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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作协九届三次全委会发言选登

看到报告，可以更全面地了解中国作协的工

作，对全局有一些理解。报告中提到一些工作的新

重点新思路，很受启发。其中提到要召开全国文学

馆会议，这是以往没有的事。文学馆浓缩了一国一

省一地的文学史，而且生动具体，对文学事业的发展

有较大的激励作用，所以建设好文学馆，强化其专业

性，拓展其公益性，非常重要。山东文学馆已经建成，

近期即将开馆，它将会是一个大省的文化地标。

今年要召开全国青创会，这是个重要的文学事

件。青年人思想活跃，勇于进取，是文学生力军。这个

会的影响和意义，从某种意义上说跟全国作代会差

不多。往届青创会的参加者收获很大，会议气氛特别

热烈。青年人这块云彩容易下大雨、好雨和透雨。

报告全面、简约、平实，却又蕴含了文学激情。提

到深入生活，总是在谈，永远谈不完。中国进入了大

变革的时代，作家置身生活的深层尤其重要。我们是

老作家了，在深入生活方面也不能懈怠。

（作者系中国作协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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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进入新时代，文学事业发展面临

着一系列新要求。需要我们认真贯彻落实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

的十九大精神，从更高的站位加强对新形势

新任务的研判分析，对作协工作重新进行全

面思考，明确工作目标、落实重点任务。

对于下一阶段作协的主要工作，可以

作以下几方面的概括：一是重大题材有规

划，这是文学事业发展的自身要求。在充

分尊重作家创作自主性、充分尊重文学规

律的前提下，通过规划的引领，使作家创作

出一批浓墨重彩地书写时代、传承文化、增

强自信、弘扬核心价值观，并足以展示文学

事业在新时代新发展的精品力作。二是重

点创作能组织，这是体现作协工作成效的

重要方面。在继续加强服务、引导的同时，

能够积极协调、适度介入、科学指导，伴随

作家创作重点作品（包括重大题材在内）的

全过程，使组织化的手段成为精品力作产

生的重要推手之一。三是作家队伍重培

养，这是文学创作实现繁荣的基础所在。

着眼于国家和本地区文学事业的长期繁荣

发展，着眼于奠定中国文学的崇高国际地

位，着力培养一支年龄梯队合理、创作门类

齐全、整体能力较高、文化特色鲜明、具备

全球视野的作家队伍。四是创作引导路更

宽，这是文学创作任务得以具体落实的有

力保证。适应新时代新要求和作家创作条

件的新变化，探索多种途径，在突出正确的

政治引导、思想引领的前提下，对题材选

择、创作方式、表达形式等予以积极的引

导，同时对引导的作用机制进行深入研究，

使其发挥有效的影响。五是服务手臂再延

伸，这是应对文学领域新情况新挑战的具

体实践。对新时代文学写作和文学传播的

变化趋势进行深入研判，把新文学组织、新

写作群体、新文学平台及时纳入作协工作

覆盖范围和服务对象，并逐步改变施用于

传统作家的服务理念应对新型作家的情

况。六是公益活动创影响，这是文学服务

公众、厚植社会基础的实现路径。服务社

会、服务公众，是作协工作在新时代有拓展

的主要体现，需要考虑在发挥作协文学资

源富集优势的同时，与政府、民间等各方面

的文化资源有效融合，相互借力，共同创出

具有品牌影响力的活动及其平台（上海的

思南读书会、国际文学周、系列诗歌朗诵

等，就是在这种思路下成功运作的）。七是

对外交流促成果，这是对外传播中华文化、

奠定中国文学国际地位的急切需要。中国

在文学领域的对外交流、对外输出途径不可

谓不广，但实际效用仍差强人意，目前关键

是要出批量的、有规模的成果。国家层面需

要作统筹规划并系统地推进落实；地方层面

应各展所长，创出各具特色的具体成果。八

是自身建设续加强，这是完成好作协承担使

命的重要基础。新时代的作协工作需要有

大担当、大视野、大作为，作协自身队伍必然

需要有新加强，从事作协工作的人员不仅要

懂文学、懂作家、懂创作，还要知大势、晓社

会、能组织，了解并善于利用新的传播方式

和平台，以便全面应对各种新工作。

同时，要做好上述几方面的工作，还有

许多问题值得深入研究。比如，什么是重

大题材、哪些重大题材是急需进行创作的，

如何有效而又符合文学创作规律地组织好

涉及重大题材的重点创作。比如，文学要

走向“高峰”，但什么是“高峰”，它是否有一

些普遍认同的标准、有明确的要求，等等，

如果仅仅停留在一个空泛的概念，高峰之

作就难以判定和检验，催生高峰之作的工

作也难以确定明确的方向和目标。再比

如，我们讲作协工作要扩大覆盖面、提供新

服务，但有哪些新文学组织或团体出现并

需要去实现工作覆盖，有哪些新服务必须

提供，等等。此外，目前文学界对于新的传

播方式、传播平台的变化和运用的重视程

度，远远不如媒体界，文学与互联网传播仍

有若即若离之感，需要认真系统地研究“联

姻”的形式和途径。对这些问题求得解答，

可以使我们的工作减少盲目性，更具针对

性和有效性。

（作者系上海市作家协会党组书记）

适应新时代新要求 推进作协工作取得新进展
□王 伟

序号 作品名称 作者 首发日期 推荐网站

1 《孺子帝》 冰临神下 2016年3月20日 起点中文网

2 《朱颜·镜》 沧月 2015年1月1日 咪咕阅读

3 《不二掌门》 善水 2016年12月1日 不可能的世界

4 《燃魂传》 管平潮 2017年12月1日 咪咕阅读

5 《我是你的眼》 舞清影 2014年6月3日 小说阅读网

6 《乌云遇皎月》 丁墨 2017年9月1日 云起书院

7 《宝鉴》 打眼 2013年6月19日 起点中文网

8 《请叫我总监》 红九 2017年8月6日 晋江文学城

9 《西出玉门》 尾鱼 2016年12月26日 晋江文学城

10 《一路上有你》 吉祥夜 2014年5月1日 红袖添香

最近读到田泥的新作《博弈：女性文学与生

态——20世纪80年代以来女作家生态写作》，大有

所获。田泥在女性视域和生态视域的交融中，全面

系统深入地考察了80年代以来中国女作家的生态

写作，分析和讨论了所有有影响的女作家及其生态

文学作品，并且在古今中西的宏大视野中进行了分

析和讨论，为读者展现了一幅中国女性生态书写的

宏大画卷。更重要的是，她通过对女作家生态写作

文本的分析，揭示了她们的生态审美意识、生命反

思观念和社会批判精神，并表现了自己丰富而深沉

的女性生命意识。

田泥是一个女作家，也是一位女性文学研究专

家，对女性文学有极其细微的观察和深入的理论思

考，本书就是她研究中国当代女性文学的最新成

果。本书所论并非一般意义上的女性文学，而是生

态意义上的女性文学，或曰生态视域中的女性文

学。田泥用生态的眼光观照女性的文学写作，又用

女性的眼光观照生态和女性生态写作，她的视域可

以说是女性视域和生态视域的融合。在这个视域

中，她既看到了现代西方的生态女性主义，也看到

了中国本土的生态女性主义；既看到了现代文明的

生态叙事，也看到了古代中国文明的生态意识和生

态观念；既看到了典型的女性生态写作，也看到了

一般女性写作背后隐含的生态意识；既看到了纯粹

的文学创作，也看到了文学在权力与资本制约下的

挣扎；既看到了女性的生命本身，也看到了女性与

男性之间的牵缠与纠葛；既看到了“生态主义”和

“女性主义”，又看到了消解与超越种种现代性“主

义”的必要性。正因为“看”到了这些，她才能在宏

大的视域中对中国女性生态写作进行细腻入微的

考察。

本书把生态女性主义作为女性生态写作的背

景。作为妇女解放运动与生态运动相结合的产物，

生态女性主义既是女权主义的重要流派之一，也是

生态哲学的重要流派之一，其核心思想是：妇女所

遭受的压迫和自然所遭受的压迫之间有重要的联

系，理解这些联系的本质对于充分理解妇女和自然

所遭受的压迫是十分必要的，女性主义的理论和实

践必须包含生态学的视角，生态问题的解决必须包

含女性主义的视角。生态女性主义者将争取女性

和自然的解放作为自己的使命和目标，她们期待形

成人与自然的新关系，也期待形成男女两性之间的

新关系。生态女性主义一经形成，便在神学、文学

批评、伦理学、生态学、人类学等诸多学科中产生了

重要的影响。田泥称生态女性主义的这种多学科

影响为“间性智慧”，但我认为这是所有“主义”都有

的一种扩张的意志冲动。

田泥关心的当然是生态女性主义在文学领域

的影响。她在系统地介绍了墨菲等人的“生态女性

主义批评”之后，梳理了中国学界对生态女性主义

和生态女性主义批评的研究成果，由此展开了她对

中国女性生态写作的研究。但是，田泥清醒地看

到，中国女作家的“生态写作”与其说是基于生态女

性主义，还不如说是基于现代文明的生态意识与中

国传统的生态观念的融合，以及女性天然的生命意

识。所以西方生态女性主义理论对中国女性生态

写作来说不过是一种现代性的“背景”,是一种认识

中国女性文学的“参照系”。重要的还是从中国女

性的生存现实出发，朝向中国女性文学的“事实本

身”，对之进行深入研究。

田泥的研究以对中国女性作家文本的阅读、体

验和“生态解读”为根本。在她看来，“当今活跃于

文坛的蒋子丹、迟子建、方敏、叶广芩、萨娜等就是

典型的女性生态作家，而张洁、铁凝、王安忆等的书

写，也不失为在社会生态（含有性别生态）或精神生

态界面上展开的追踪”。田泥心目中的生态写作其

实有两种：一是“典型的生态写作”，即直接以人与

自然生态的关系为题材的写作；二是“非典型的生

态写作”，即对社会生态或精神生态的书写。田泥

讨论了前一种，从严格的学术观点看，也似乎只应

该限于此。但在她的书中，田泥更多地又是在讨论

第二种。田泥的“生态关怀”与其说是在“生态”，还

不如说是“生-态”，这是带有本原生发力的“源始”

“生命形态”。她关注的焦点是中国女性文学中的

女性生命，女性的自然“生-态”，女性的本真生存状

态和非本真生存状态。

田泥在书中讨论了女性生态书写的几个著名

作家及其作品，如张抗抗的《沙暴》、方敏的《大迁

徙》《大拼搏》《大毁灭》《大绝唱》和《熊猫史诗》、迟

子建的《额尔古纳河右岸》、唐敏的《心中的鹰》、叶

广芩的《老虎大福》、蒋子丹的《动物档案》《一只蚂

蚁领着我走》、鄢然的《角色无界》等，对这些作品

的情节和思想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叙述和分析。这

些作品可以说都是女性生态书写的典型文本，寄

寓着女作家对自然的关切，及对人的生存命运的

关切。这些作品中既有对山川、草木、动物本性的

揭示，也有对现代性与自然之尖锐冲突的描写，更

隐隐透露出女性与民族历史的深层隐秘关系。但

有意思的是，与西方生态女性主义书写不同，这些

作品中更多的是“人”对自然的压迫，而不是“男

人”对自然和女人的压迫，中国女作家更看重的似

乎是对自然的描写和“物性”的关怀，她们并不认

为男人就是自然和女人的苦难之源。“以张抗抗、

迟子建为代表的女作家，她们向来拒绝将她们的

书写贴以女性主义标签，甚至反感将女作家称谓

过分强调。”这些作品是女人书写的，但作品的主

题和思想都是超越女人的，是人类的，也是超越人

类的。

此外，田泥以全球视野，比照、考量了中西女性

生态的差异：西方女性站在女人的立场书写就是为

了女人，执著于做女人并不一定能成就女人；而中

国女性站在人类的立场书写，并不执著于女性主

义，反而更能成就女人。在此基础之上，田泥深入

地探讨了中国女性生态写作的“形态”、“内在切换”

及“主体姿态”问题。所谓“形态”并不是形式结构

意义上的，而是作品主题与内在的表达，如“女性—

自然生命的合一性”、“生命的蕴育与绵延”、“自然

乡村法则生态秩序”等等；所谓“内在切换”既包括

城市与乡野之间的“生态切换”，城市女性写作中的

生态考量，对城市生态的批判与对乡村原生态的回

归之间的“切换”；所谓“主体姿态”是创作主体的观

念、意识、语言、叙事风格等的总和，田泥据此对女

作家群体进行了分门别类的考察。诸如对作品中

人物的生命力和情感世界的把握，对文学与生活的

关系的深刻洞察，还有对女性生态书写与资本之间

的“博弈”的分析。她对这种“博弈”具有一种高度

的敏感，因而全书自始至终都呈现出一种“焦虑”和

“紧张”。然而，博弈并不仅存在于创作主体与资本

之间，还存在于不同的意识形态之间，存在于作家

与权力之间，甚至存在于女人与女人之间。我们对

此要进行严格的分析，但不必把博弈视作一种纯然

的负面现象。也许正是在这种博弈之中，女性生命

意识才本真地表现出来，并通过女性的写作活动而

实现。

鉴于如是的独到与别致，田泥《博弈：女性文学

与生态——20世纪80年代以来女作家生态写作》

是一部具有学理价值、现实价值的著述，不仅对女

性文学的发展很有助益，具有现实指导意义，对中

华民族精神的生长点也做出了有效的探索。

生态视域中的女性文学研究
□李广良

2017年中国网络小说排行榜
下半年榜（已完结作品）
（以得票多少为序，得票相同者以首发时间先后为序）

2017年中国网络小说排行榜
下半年榜（未完结作品）
（以得票多少为序，得票相同者以首发时间先后为序）

序号 作品名称 作者 首发日期 推荐网站

1 《未亡日》 藤萍 2016年5月16日 火星小说

2 《牧神记》 宅猪 2017年6月20日 起点中文网

3 《平天策》 无罪 2017年7月21日 纵横文学

4 《大汉光武》 酒徒 2017年8月24日 网易文学

5 《古蜀国密码》 月斜影清 2016年10月1日 火星小说

6 《大国重工》 齐橙 2016年10月17日 起点中文网

7 《侯沧海商路笔记》小桥老树 2017年3月13日 网易文学

8 《剑来》 烽火戏诸侯 2017年6月1日 纵横文学

9 《一念永恒》 耳根 2016年4月28日 起点中文网

10 《罪恶调查局》 骁骑校 2017年7月18日 网易文学

2017年中国网络小说
排行榜下半年榜榜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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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来拯救中医（报告文学）…………… 詹文格
作家人气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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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沙（短篇小说）……………………… 冯俊科
鎏金塔（短篇小说）…………………… 李金桃
小说二题（短篇小说）………………… 华 静
观察者（短篇小说）…………………… 简以宁
王永光小小说两篇…………………… 王永光
新人自荐
阉割（中篇小说）……………………… 孔祥高
《阉割》读札（点评）…………………… 杨庆祥
天下中文

天地玄黄喊到今（散文）……………… 陈 瑶
长满苔藓的石头（散文）……………… 胡 烟

“食”文解字（散文）…………………… 陈绍龙
真情写作
我与三位“五四老人”的书信交往——燕园

琐忆（散文）……………………… 李 矗
口音（散文）…………………………… 宁新路
倒春寒（组诗）………………………… 鲜红蕊
让一棵树保持呼吸（组诗）

……………… 冷 冰
石境（组诗） ……… 胡红拴
北漂故事征文选登
漂在北京的日子 … 张媛敏
花园村往事 ……… 郝朝帅
一个人北漂第五年… 严小沐
北漂十年，她却没有见过长城

……………… 张 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