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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创建的冯牧文学奖，是为纪念中国文学界
的卓越组织者、文学评论家、散文家冯牧而设。这一奖
项曾在我国文学界产生过很大影响,持续三届之后，因
为诸多原因而中断。2015年，在多位评委的建议和热
心人士的支持下，评奖得以继续并于2016年举行第四
届冯牧文学奖颁奖典礼。又两年，又到了这一奖项的
评奖季。大家再次聚首,颁发第五届冯牧文学奖，相信
各位都沉浸于缅怀故人的感恩之思和旧雨新知相聚的
快乐。在此我要代表评奖委员会，向前来的各位嘉宾
以及所有为这一奖项的设立、发展做出过贡献的师长、
友人以及各方人士致以崇高的敬意！

冯牧文学奖设立之初衷，在于奖励评奖年度内，以
其作品丰赡的意蕴和独特的艺术表现在文坛初露头
角、潜质优秀的文学新人。奖励站在时代思想的前
沿，对文学趋势、文学现象、作家作品发表富于创见的
评论，体现出深邃的思考和敏锐的艺术感受力的青年
批评家。

本届评奖的初选工作自 2018 年 1 月中旬开始启
动。本届评奖，进一步明确了冯牧文学奖作为“专家
奖”的定位。主办方邀请熟悉当下文学情况的5位专
家（匿名)，组成提名小组，每位提名人提出不超过3人
的备选名单，后又以不记名的通信投票方式，从中遴

选10名候选人以供评委会讨论。此后，评委会成员深
入阅读了入围者的作品。要向各位通报的是，本届评
委会副主任由高洪波、李敬泽和吴义勤担任，评委会
委员（按姓氏字母排序）是：陈晓明、孟繁华、施战军、
徐剑、阎晶明，评委会秘书长由程小玲担任。3 月 31
日，本届评委会终评会议在中国现代文学馆举行，9名
评委会成员，有 8 人出席会议，1 人因故请假，也留下
了投票意见。经过与会评委充分的讨论，最终以无记
名投票方式，选出 3 位获奖者。按照评奖条例，获奖
者都获得了投票人数2/3以上的票数。获奖者的排名
按得票多少为序。票数相同者，按照姓氏字母顺序排

列。获得本届冯牧文学奖的作家评论家是：石一枫先
生、鲁敏女士、李云雷先生！

和所有文学奖项一样，我们对更多优秀的作家特
别是获得提名而未能获奖的作家同怀遗珠之憾。我们
向3位获奖者致以热烈的祝贺！

在此，我要代表评委会，向5位至今匿名的推举委
员致以特别的敬意。他们都是活跃于当今文学界的著
名评论家，他们圆满完成了推举任务，又严格执行了评
奖纪律。我相信，参与评奖的各位，秉持公平公正之
心，正是我们所景仰的、冯牧同志生前所坚守的、文学
的人格与尊严的传承。

秉持公正之心
——在第五届冯牧文学奖颁奖典礼上的讲话 □陈建功

感谢冯牧文学奖评审委员会，感谢诸
位评委与文学界的师友，能够获得本届冯
牧文学奖，对我而言无疑是莫大的鼓励，
当然也是鞭策。

冯牧先生是我所尊敬和仰望的文学前
辈，像很多同代人一样，他不是一位书斋
里的作家，不是一位眼睛只盯着稿纸的文
人墨客，而是一位与他所处时代、与中国
社会同呼吸共感受的文化行动者。他的写
作、编辑与文学工作生涯，伴随并见证了
一代、数代中国人求解放、求自强、求新
生与新知的奋斗历程。也是中国现代文
学、当代文学的“十七年”、“新时期”等
各个时代的亲历者和参与者，为我们这些
后生晚辈提供了丰富的滋养与追求的方
向。冯牧文学奖是一个奖掖青年作家与批
评家的文学奖项，而在今天这样一个互联
网与流行文化大行其道的社会，似乎存在
着一种奇特的精神症候，就是“媚少”，仿
佛年轻就是绝对正确的，就是畅通无阻

的，就是可以一边撒娇犯浑一边自以为真理在手的。我这个年纪虽
然不敢妄称青春，但在文学写作上，仍然把自己当作一个青年，今
天这样一个以“冯牧”命名的奖项也恰恰提醒了我，比起自鸣得意
的轻狂和沾沾自喜的卖弄，我更需要的是学习与体会，是实践与打
磨，是以前代人的成绩为基础，找到自己在文学上完成新的探索的
可能性。

说来我从事写作的时间也有十几年，爱好文学的年头更长，然
而作为一个作家，我似乎——当然只是似乎——明白自己应该写什
么样的东西，应该怎样去写东西，大概也就是在近几年。这与个人
的成长经历有关，也与我在写作和阅读过程中的体悟有关，当然更
与当下社会的种种现状与新变有关。像很多年轻的朋友一样，我最
初开始写作，也是因为迷恋于自我表达，顶多是迷恋于为和自己相
类似的同龄人作出自我表达。那时在写作的潜意识里，仿佛只有

“我”和“我们”才是无比独特的，才是配得上千言万语和大书特书
的。而现在看来，这种心态又是多么幼稚和矫情，而且本质上是自
私和自以为是的。随着年龄的增长，我逐渐明白了比起“写什么”
和“怎么写”，更加重要的问题是“为什么而写”。关注更加广泛更
加复杂的生活，体会与我貌似不同但又无法割裂的人们的所思所
感，进而尝试着对今天中国人的生活境遇做出具有整体意识的剖
析，成为在我看来更有意义的事情，而这也是一个正在走向成熟的
作家所应担负的责任。比之于自己的故事，别人的故事当然没那么
容易讲好，比之于单纯的讲故事，说出故事背后的世道人心则需要
付出更多的艰辛，但与困难和挑战同在的，正是时代为我们提供的
丰厚的写作资源。也许世界上很少有其他国家的人们有幸像今天的
中国人一样睁眼就能看到沧海桑田：政治经济的发展，科技信息的
更新，生活方式的改变，人与人之间情感联系的潜移默化，这些无
不汇聚构成了令人一言难尽的现实。另一方面，与中国人民曾经为
民族存亡而斗争的历史一样，几十年来改革开放也构成了一部波澜
壮阔的历史。这些历史与现实，都是值得我们去深入思考并留下文
字印记的。而想要完成上述意义的写作，就需要作家不再以单纯的
文学眼光去看待文学，不再以职业化的技术心态去应付自己的工
作，而是以一种更加广阔的胸怀和高远的视野投入到文学实践中
去。然而以这个标准反观自己，其间的差距令人惭愧。在写作中，
我未免一边力不能逮，一边又杂念丛生，所写过的作品再翻回头去
看，也常常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恰因如此，我也只能继续把自
己的写作和身边那些活生生的人们所经历的时代变迁结合起来，把
自己的思考和前辈作家们业已开创并让我们受益良多的文学脉络结
合起来，在写作独属于这个时代的中国故事的过程中去了解中国，
也了解写作。最后，我还要再次向冯牧先生致敬，向主办方和给予
我方方面面扶助与教诲的师友们致谢，希望我日后的写作能够不辜
负今天的这个奖项。

鲁敏的小说创作，在平白如水的日常生活中耐心地寻找着新的文学元素，重建了关于“底层生活”的知识和价
值，呈现了特殊的文学史意义。她的小说既饱满醇厚，又展示了丰富的可能性：早期专注于人性的幽暗，接续的是启
蒙主义和现代主义文学传统；近期执著人间的友善和暖意，更多地显示出沈从文、孙犁、汪曾祺的情感谱系。

最早知道冯牧文学奖，是从几位师友简介里看
到的，尤其是那些特别精短的简介，几十年写作生
涯的众多奖项中，保留下来的极有限的备注里，冯
牧文学奖总是保留其中，并就此传递出冯牧文学奖
独有的分量与气息。记得上一届（2016年）结果出
来后，我还补充搜索了从2002年起的所有得主，那
是一串令人尊敬的名字，说得夸张点，可谓是串起
了近20年文学创作与批评史上的一大串珍珠。今天
我站在这里，首先是非常高兴，也带点惶恐，并想
与另外两位获奖者共勉，但愿我们在过去，在现
在，在将来的写作，能无愧于这份宝贵的殊荣。

大部分写作者，不管在公众场合表现得如何十
足自信、侃侃而谈，那可能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与
需要，但在内心里，我们实际上都饱受着孤独和不
自信的折磨，漫长的写作生命里，常常是苦涩、干
枯、形单影只的。这个时候，来自同行、前辈、专
业领域的注目，真的特别重要，就像有人在拍拍你
的背，鼓励地说这么一句：干得不错，继续加油。
所以，不管国外国内，都有着各样的奖项、排行
榜、称号、推荐、比赛，我觉得都是为了给写作者
鼓劲，让各种类型、不同样貌的写作者得到一个被
接纳、被肯定和得以传播的机会。

就比如像我这样，我是一个非常典型和传统
的、通过文学期刊一步步成长起来的写作者。从

1998年写作至今，恰好20年了。这20年里最主要
的写作行为，就是往全国大小文学期刊投稿，进行
反复的淬炼，先是小刊，然后大刊，先是中短篇，
然后长篇，短棒长刀的小手艺就这样一天天地练，
然后才慢慢进入批评家视野，再慢慢进入出版领
域，再进入媒体和公众……当然，最后这个媒体与
公众，惭愧，也只能说是相对程度的进入，因为我
们这种写作模式可以说是平淡无奇的，缺乏“传
播学意义上”的标签或辨识度，但这又确实是我
们这一代 （也可能是最后一代）中大多数写作者
的成长路径，我们仍然在以传统、以几乎是保守主
义的方式在缓慢地自我锻炼，我们对文体感或写作
观总是怀有执念，对流行或市场化有自己的态度与
选择，我们还存有纯粹文学意义上的野心并被这
种野心所折磨，从而成为了更加孤独和不自信的
写作者。

而这20年的写作期，也是整个时代在高速发生
着巨大变化的重要时期，我或者说我们：目睹或参
与着文学的忽而喧哗躁动忽而静水深流；眼看着网
络兴起，数字出版与碎片化阅读的前潮后浪；与此
同时，伴随着各自肉身的城乡迁徙，我们的文本场
域也自乡土转为都市；时间在让我们变老的同时，
也酿造着我们的感受与创造力，我们开始从个体经
验的局限扩展到与外部的呼应；随着整个家国力量

的崛起，我们也开始在世界文学版图中一点点构造
起自己的疆界。我们实践着也见证着，文学在以貌
似弱小和无形的方式，在嘈杂狂飙的世界中耐心传
递着安静的力量。

也许从某个角度来说，所有的写作都是镜子，
映照着自我，映照着他人，也映照着时代的斑斓与
激越。因为我们每个写作者都在以不同样貌的努
力，试图捕捉和呈现这激荡时代巨躯上所悬挂着
的、如同苍耳一般的精微个体——随着时势的脉动
与行进，苍耳们会有着共同频率的振动，也有自我
意志的伸张，并从中折射出人性的委泥与飘逸，其
中的爱与梦，以及无限可能。

最后，再次感念为此奖提供不朽命名的冯牧先
生以及所有到场和未到场的评委以及幕后的工作人
员。也许，我们今天这个奖对社会大众的意义可能
只是一则新闻或一条书单或几个名字，可能在第二
天就被更重要的其他领域的消息所覆盖，但对文学
道中人来说，文学奖总是持久的精神之光，是对所
有过去那些“茫茫黑夜漫游”的褒奖与慰藉，也是
对未来更漫长跋涉的持续能源供给——从这个意义
上说，正因为有了像冯牧文学奖这样带有专业和肯
定的目光，才形成了一种无形的又公允的文学力
量，推动着每一个写作者不断向前、走得更远，同
时也带动整个文学场域的生生不息、蓬勃生长。

我们的20年
□鲁 敏

李云雷是守正持重、富有情怀的青年批评家。他对“底层写作”的持久关注和耐心阐释，使这一文学现象
有了历史感和知识谱系性。他的《秦兆阳：现实主义的“边界”》等论文对现实主义内在肌理及发展变化的扎实
研究和深刻见解，澄清了有关现实主义的理论误区，以理想主义的姿态重申了现实主义的当代意义。

感谢冯牧文学奖的评委将这一重要奖项授予
我，在这里，我想谈谈我对文学批评的理解，以及
我做文学批评的初衷。五四以来，中国的文学批评
形成了一个重要的传统，那就是通过文学批评与文
学作品的互动，以及批评之间的争鸣、辩论，形成
了一个重要的思想空间，这一空间既指向具体的审
美问题，也指向一个时代的思想问题与社会问题。
通过对这些问题的分析与探讨，在社会较为广大的
范围内引起关注，从而改变人们的思想观念与审美
观念，不断推动社会进步。不论是在百家争鸣的五
四时代，还是在左翼文学与新月派、“第三种人”的
论争乃至在左翼文学的内部论争中，文学批评始终
走在时代思想的最前沿，不断地引导着中国社会的
前进，充分展现了其先锋性。但是自20世纪80年代
中期以来，文学批评的视野逐渐转向，从关心世界
转向关心文学，从关心中国转向关心“自我”，视野
日益狭小。伴随着1990年代大众文化的崛起以及新
世纪网络文学的兴起，传统意义上的文学趋于边缘
化，文学批评的处境也渐趋困难。在这种境况下，
要提升文学批评的影响力，我们需要回到批评的初
心，直面现实问题，逐渐开辟新的批评空间。

当代中国已进入“新时代”，这对文学和文学批
评来说是一个契机，我们既面临着危机，也面临着

挑战。文学批评应该站在时代的前沿，切入时代发
展的核心问题，不断提出新的思想命题，通过不同
观点的交流、交融与交锋，引导文学创作朝新的方
向展开，也引导作家们以新的眼光看待现实，以新
的视野理解历史，为想象力的飞升奠定坚实的基础。

“新时代”需要重建文学批评的现实之维。当代
文学批评最重要的功能在于其当代性，在于对当代
问题的揭示与精神上的探索，新的时代必然会带来
新的经验、新的美学，当代文学批评的作用就在于
从新的经验与美学萌芽中发掘出时代特色，形成自
己的价值体系与批评标准。新时期以来，中国文学
受到西方文学的影响，注重形式、叙述与技巧，这
在特定的历史时期有助于摆脱僵化的叙述模式，但
发展到极端就成为另一种僵化，从而忽略了与现实
世界的有机联系。文学批评只有与现实保持密切
的、血肉交融的联系，才能切中时代的脉搏，并引
导文学展开新的方向。

“新时代”需要重建文学批评的中国视野。中国
文学的重要性就在于与中国人血脉相通，以文学的
方式凝聚中国人的经验、情感，塑造中国人的心
灵，只有这样的文学才能成为中国人精神生活的重
要方式。但是新时期以来，中国文学受到西方现代
派文学的影响，惟西方文学马首是瞻，而较少关注

中国人的经验与情感。新世纪以来，伴随着我们提
倡“中国故事”，中国文学在逐渐转向，近年来不少
作家开始注重向传统中国经典学习，但无论模仿西
方经典还是模仿中国经典，都只是模仿，真正的创
造在于从当代中国人的生活与心灵出发，汲取鲜活
的生命体验，才能熔铸成具有生命力的作品。

“新时代”需要重建文学批评的思想力度。现在
不少作品中充斥着大量的细节，但却鲜见具有思想冲
击力的佳作，究其原因，在于新时期以来我们的文学
界过于强调“感觉”，并将“感觉”与“思想”对立起来，
这导致作家的思想能力大为下降，不仅很少有作家有
完整的对世界的整体看法，有的作家甚至以“没有思
想”为荣。应该说这一状况的形成有特定的历史原
因，但时过境迁，面对纷纭复杂、日新月异的当今世
界，如果作家不能由感觉而思考，由思考而思想，那将
是我们民族的悲哀。今天我们需要强调文学批评的
思想力度，通过提出新的思想命题，引导作家与读者
面对现实，共同讨论，寻找未来的道路。

五四以来，中国文学与文学批评的初心就是塑
造现代中国人的灵魂，今天我们仍未走出这一历史
视野，但相对于五四时期，置身于“新时代”的我
们，在文化上更加自信，也更加从容，我们正走在
新的道路上，我们也必将迎来新的光荣。

为
什
么
而
写
作

□
石
一
枫

授奖词授奖词

石 一 枫 是 新 锐
作 家 中 的 佼 佼 者 。
他的小说面对当下
的社会现实特别是
普遍的精神难题，尖
锐发声，引人注目并
得到了读者和批评

界的广泛认同。他的《世上
已无陈金芳》等作品，以人物的独
特、文风之犀利以及俏皮的言说，

使京味小说的传统焕发出了新的生机与
活力，为讲述“中国故事”、积累文学的“中
国经验”，提供了新的可能性。

授奖词授奖词

文学批评要回到初心
□李云雷

授奖词授奖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