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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柠张柠：：今天今天，，我们以关键词的形式为我们以关键词的形式为20192019年的中国当代文学做一个年度总结年的中国当代文学做一个年度总结，，以此展现这一年的文学发展和文学创作以此展现这一年的文学发展和文学创作

情况情况，，侧重于发现重要的文学现象侧重于发现重要的文学现象、、新的文学动态以及正在孕育和发展中的文学形式新的文学动态以及正在孕育和发展中的文学形式。。

我觉得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我觉得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第一是第一是““新中国文学新中国文学7070年年””。。20192019年是新中国成立年是新中国成立7070周年周年，，回顾和梳理新中国文学回顾和梳理新中国文学

7070年的发展成就及其经验年的发展成就及其经验，，是这一年文学界的大事是这一年文学界的大事。。在这个话题中在这个话题中，，我们着重打开历史的多解性我们着重打开历史的多解性，，从历史中重新找到一种从历史中重新找到一种

可阐释的脉络可阐释的脉络，，站在当代的问题丛中去回望历史站在当代的问题丛中去回望历史，，这是一个有效的总结方法这是一个有效的总结方法。。第二是第二是““现实主义问题现实主义问题””。。在在20192019年的文学作年的文学作

品中品中，，不管是老作家还是中青年作家不管是老作家还是中青年作家，，都具备一定程度的现实主义意识都具备一定程度的现实主义意识。。1919世纪的现实主义其实是理想主义世纪的现实主义其实是理想主义，，建立在建立在““资本资本

主义总体神话主义总体神话””基础上基础上，，这也是这也是1919世纪标准现实主义的大限世纪标准现实主义的大限。。今天的现实主义有从宏大神话回到技术层面的倾向今天的现实主义有从宏大神话回到技术层面的倾向。。而我一而我一

直在强调作为一种理想和信念的现实主义直在强调作为一种理想和信念的现实主义，，以及关注以及关注““实然世界实然世界””又指向又指向““应然世界应然世界””的现实主义的现实主义。。第三是第三是““青年写作问题青年写作问题””。。

近年来近年来，，以以““8080后后”“”“9090后后””等为代表的新一代青年作家备受文学界和读者的关注等为代表的新一代青年作家备受文学界和读者的关注。。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涌现出的那一批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涌现出的那一批““青青

年作家年作家””相比相比，，今天的新一代青年中有没有出现标志性作家的可能今天的新一代青年中有没有出现标志性作家的可能？？这也是近年来大家共同关注和倍感焦虑的问题这也是近年来大家共同关注和倍感焦虑的问题。。第四第四

是是““科幻文学和类型文学科幻文学和类型文学””。。最近几年间最近几年间，，科幻逐渐成为声势浩大的文学热点科幻逐渐成为声势浩大的文学热点。。一方面一方面，，科幻文学要思考超越地球引力的事科幻文学要思考超越地球引力的事

情情，，另一方面另一方面，，还要思考超越纯文学边界的事情还要思考超越纯文学边界的事情。。所以所以，，科幻不能简单地放在文学范畴讨论科幻不能简单地放在文学范畴讨论。。科幻文学是人类通过想象的方科幻文学是人类通过想象的方

式超越自身局限的一种尝试式超越自身局限的一种尝试，，对纯文学的中心主义构成了一些挑战对纯文学的中心主义构成了一些挑战，，这也是我们研究科幻文学的思路这也是我们研究科幻文学的思路。。第五是第五是““城市文学问城市文学问

题题””。。在如今的城市文学中在如今的城市文学中，，城市不再是狭义的地理学意义上的空间城市不再是狭义的地理学意义上的空间，，而是一种记忆而是一种记忆，，也就是时间概念也就是时间概念。。城市人的乡愁建立城市人的乡愁建立

在气息在气息、、味道与声音之上味道与声音之上，，乡土的诗意是完整的乡土的诗意是完整的、、直观的直观的，，而城市的诗意是破碎的而城市的诗意是破碎的、、分解的分解的，，这是大都市的美与乡愁形态这是大都市的美与乡愁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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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文学新中国文学7070年年

李壮：2019年是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历史

时间节点。在“中国当代文学70年”的主题之

下，文学界举行了一系列规格高、影响大、引起广

泛关注的文学活动。与此同时，大量回顾新中国

70年文学成就、展望中国文学未来发展的文章，

也集中在2019年发表出来。“新中国70年70部

长篇小说典藏”丛书等主题出版物的隆重推出，

也显示出中国文坛为“中国当代文学经典化”所

做出的不懈努力。“中国当代文学70年”或“新中

国文学70年”，这样的主题之所以重要，是因为

它的背后同时糅合着两种言说的动力，一是“总

结过去”，二是“展望未来”。

先说“总结过去”。70年来中国当代文学思

潮迭兴、贡献出一大批文学精品力作，取得了突

出成绩、建立了优良传统，这使得中国当代文学

的经典化之路在今天可以顺利推进。中国当代

文学与中国当代历史之间一直保持着同频共振，

新中国各个时期的历史图谱与社会生活图景，都

在文学作品中获得了很好的书写记录，作家的笔

触为70年来各个历史时段留下极富代表性的时

代形象与精神剪影。此外，中国当代文学建立了

关注现实生活、刻画普通人形象的传统，换言之，

新中国文学70年来始终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的。中国文学经过70年发展，影响越来越大、传

播越来越广，一方面获得了一代代读者的喜爱，

深刻地参与了中国人的文化生活与精神建构，起

到了引领风尚、培根铸魂的作用；另一方面，中国

当代文学在国际传播方面也取得了明显的成绩，

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学版图中的位置正变得越来

越重要。

再说“展望未来”。一切有效的思索，最终都

会落脚于对当下重大命题的反观与省思。我们

的讨论随后将涉及的几大“关键词”，其实都可以

从70年的历史谱系中展开思考。在过去的70

年中，现实主义一直是中国文学的创作主流，这

种主流在今天应当如何继续秉承与坚持，又该如

何不断拓宽自己的边界、发展出新的形态，这无

疑值得我们去深入探讨。中国当代文学在过去

一直对时代现实保持着热烈的关切，或者说，长

期拥有与时代现实对话互动的强大能力。今天，

现实正以一种前所未有的高速度剧烈变化着，文

学怎样才能更好地捕捉和表现这种现实、如何重

新强化文学与现实的对话能力乃至对现实的影

响能力，显然是非常重大且相当急迫的命题。再

如青年写作话题，中国当代文学、乃至中国新文

学的历史上，许多重要的文学潮流都是由青年写

作者开启的。这些年来，我们已经看到整个文坛

都在热切地呼唤和推动青年作家的出现和成

长。那么今天的青年作家发展情况如何？他们

的写作又究竟为中国文学注入了哪些新的东

西？我们如何推动“青年写作”提供更多真正的

新内容、新气质？这方面的思考与谈论是非常必

要的。又如新的文学类型和文学群体话题，科幻

文学、网络文学、类型小说、非虚构写作等，正在

成为当下中国文学的重要“生长点”。草根写作、

素人写作等的兴起和商业对阅读的介入，也为中

国文学制造了数量巨大的新型写作者群体。我

们如何去理解新的文学生产传播模式？如何去

谈论影响力日益巨大的新的文学类型？又如何

把网络文学和类型文学等纳入原有的文学话语

框架之中去进行言说与定位？这些大多是中国

当代文学发展至今出现的新话题，对它们的解答

不仅涉及对当下文学现场的思索与回应，也可以

构成对传统文学创作现状的反观甚至反思。

现实主义及其新变现实主义及其新变

于文舲：当下的文学以现实主义作为主线，

同时显示出一些新的趋势。评论家贺绍俊曾有

一个概括，他说新中国70年的文学，尤其是以八

九十年代为节点，经历了一个从激情到沉思的过

程，我认为这个判断一直到今天还是有效的。

2019年揭晓的第十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中的

“沉思”主要表现在，它们不仅关注我们的现实是

怎样的，更关注我们的现实“应该是怎样的”“不

应该是怎样的”，以及“为什么是这样的”。徐怀

中的《牵风记》是写“应该怎样”，以浪漫抒情的笔

调书写战争、讴歌人性的真善美，并寄寓人文关

怀和理想主义信念。李洱的《应物兄》是写“不应

该怎样”，对知识分子精神和文化现象的剖析具

有强有力的社会批判性。梁晓声的《人世间》、徐

则臣的《北上》和陈彦的《主角》，可以说都在从不

同侧面寻根溯源。《人世间》塑造了我国北方一种

颇具市民气息的“好人”性格和社会文化，回到历

史变革中去体察这种现象形成的缘由。《主角》通

过小人物的故事把一种坚韧的民间性格还原到

秦腔文化和秦岭大地上去，《北上》追溯的则是孕

育人类文明的河流文化。

实际上，“现实主义”并不仅仅等于“写实”，

必须要对现实内容有所“发现”，现实主义才能够

成立。近年来的现实主义作品表现出明显的地

域性、历史性和文化性，冯骥才的《单筒望远镜》

就是通过一段跨国恋情来追寻100年前天津城

内那种中西杂糅、既洋气又有烟火气的人文状

态。阿来的《云中记》则从非常现实的事件出发，

书写祭师阿巴在汶川地震灾后重返云中村，以神

秘的力量来告慰消殒于地震中的生命。梁鸿的

《四象》把精神分裂的城市人唤回到古老宁静的

农耕文明中去抚慰。邓一光的《人，或所有的士

兵》则由一个战俘的命运来反思战争与人类历史

的演进。即使像池莉的《大树小虫》这样看似特

别日常的小说，其实也还是在反观、探讨中国人

固有的传宗接代观念及其形成原因、现实影响。

此外，青年作家也表现出类似的倾向。林森的

《岛》本身就是个游历与追索的故事，写海南原

始、淳朴又蛮荒的地方性与现代化进程的激烈冲

突。周恺的《苔》则将人放到晚清蜀地变动的当

口来反思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

以上这种写作方式，我认为是长篇小说的正

统，因为长篇小说文体本身就更靠近历史。作家

将人的命运和性格依托于某种社会结构或文化

传统，有意识地为我们的现实状况寻找依据。对

历史的重新发现，也是对现实的重新建构，这是

现实主义在题材上的一大发展。同时，现实主义

写作在艺术上也有新变。许多小说在扎实的现

实内容基础上，加入了古典文化、东方文化甚至

原始文化的异质元素，并努力寻找与之相匹配的

小说形式和语言风格。其中比较特别的如《云中

记》《四象》《人，或所有的士兵》以及格非的《月落

荒寺》等，都没有局限于传统现实主义的手法，部

分具有浪漫主义、魔幻现实主义或现代主义的一

些特征。这些小说提醒我们在今天有必要对现

实主义的内涵和外延进行重新梳理和界定，现实

主义发展到今天跳出了狭义的创作技术，其背后

包含的现实意识、现实思考、现实关怀等更加广

阔的意义愈发突显，成为我们界定现实主义作品

的根本标志。这是宽广的现实主义。

青年作家的写作青年作家的写作

梁豪：我大致将时下的青年写作分成三条

线，一条写故乡，故乡多为县城、小镇，或者落魄

了的所在。写故乡，本质写的是时间、一种逝去

的岁月，所谓乡愁就是不可追的过去，是那些虽

然健在却已然陈旧的人或地方，如包倬的《老如

少年》、陈再见的“县城”序列都是当中较好的代

表。结局无非两种，或者一并凋零，或者离家出

走。另一条写当下生活的城市，这类写作主要聚

焦于社区和街道。一方面，城市的摩登感、资本

神话、新兴产业和瞬息万变的爱欲依然不断被书

写，另一方面，书写城市角落里的市井气和人情

味成了一种新的尝试。前者有如蔡东、周李立、

孟小书等女作家，后者则以王占黑的上海书写为

主要代表。还有一类写作特取诗化的方式，或以

写作者的头脑风暴，借由对内容的消解和形式

的实验，缓解无力或无心面对现实生活的焦虑，

透过自身天马行空的想象能力，重新编织、勾勒

自己的孤独或愤懑；或徜徉于我们不大熟悉的

边地，在异域异邦或其他民族的特殊风情和文

化等想象的他者中，试图看清自我或说主体的

异同与偏差，如渡澜的《傻子乌尼戈消失了》，给

我们带来一个状如拉美的内蒙古等，难能可贵。

三类写作各有优长，也各有问题。第一条线

的问题在于，书写以后指向何处，故乡的意义究

竟何在。第二条线的问题在于，如何在确保写活

市井生活的常态以后，写出不同市井生活的多

态。第三条线的问题在于，诗意倘若不能落地就

只是个体心灵的闪转，自我感动过后，辐射范围

有限。林森2019年发表的长篇《岛》和周恺的

《苔》之所以值得称道，是因为小说触及了普遍的

困境和生存的难度，回到了人心问题，小说由此

落地生根，诗意蔓延以后有了更大的回味空间。

2019年很火的“铁西三剑客”双雪涛、班宇、

郑执，其作品各有特色。双雪涛的《火星》写意外

巧合、两性人情，故事和情绪都照顾得很到位。

可以看出，双雪涛的写作早已不需依赖“东北”

“工业”甚至是“底层”，也能写得有声有色。但在

试图触碰更大背景容量的《sen》里，不难发现其

在史料与想象之间博弈能力的孱弱。先是对历

史的认知过于简单粗暴，继而人物被简单的历

史概念压着走，人物被挤压而失去了血色与鲜

活。班宇的写作更聚焦于东北，他的《盘锦豹

子》《逍遥游》等形成了自己的独特风格，但艺术

还需要一定的磕绊和蜿蜒。他这一年的《于洪》

过于偏重叙述，反而妨碍了情节本身的演进。

郑执的《蒙地卡罗食人记》，忽而严肃、忽而荒

唐，忽而松散、忽而紧凑，相比此前的《仙症》略

有不足。如何用更大的诚意直面写作的难度而

非蜻蜓点水或即刻绕行，这是青年作家需要思考

的问题。

李海鹏：时至2019年，诗歌领域“80后”诗

人中最年长的一批已年近不惑，他们所取得的成

就有待一次总结，但这不应以某种“怀旧的作祟”

姿态来进行，而是需要以足够的当下性为前提来

进行科学命名。另外，“90后”诗人也已写作了

将近10年，他们成熟期的写作即将到来，这无疑

让人期待。而出生于千禧年前后的“小朋友”中，

也已有人开始动笔，专属于他们代际经验的诗歌

声线，实际上已经浮出水面。至少作为出生于

1990年的写作者，我个人读到这些作品时受到

了极大的震动与启发，我预感某种新的诗歌可能

性，在他们的写作中有望被提供出来，略微夸张

地说，这有可能是从雨果到波德莱尔的差异。这

种感觉，以及2019年诗歌的整体感觉，化用这一

年召开的某次青年诗人分享会的标题来概括或

许恰当：“20年代的哨声即将吹响了”。

还需提到的一个变化是，作为盘峰论争之产

物的“学院”“民间”概念，到了今天越发面临着失

效的危机。不仅是出生于90年代以后的年轻诗

人已经很少有人再以这样的概念来标榜自己，就

连曾经亲身制造了这些概念的前辈诗人，对于这

样的身份划分也不再那么热衷。它所指向的内

在诗学变化在于，诗人们的理解经验、语言以及

二者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很大的更新，究竟何为经

验贫乏、何为言说本体，在如今的新诗中间，又到

了需要被重新认知与讨论的时间节点。

新媒体时代的文学新媒体时代的文学

贾想：2019年9月，中国现代文学馆以“初心

与手迹”为题，展出了一批红色经典手稿。如今

看来，这种存活在笔、墨、稿纸之中、留有作家创

作现场痕迹的文学，已经濒临灭绝。最近几年由

于网络技术和移动通信技术的革新，我们的文学

已经从印刷时代全方位踏入了电子媒介时代，准

确地说，是以手机等移动终端为载体的自媒体时

代。文学的生产、传播、消费方式，作家群体、读

者群体、评论者群体的构成，都因为媒介的革命

而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一方面，传统文学陆续进驻新媒体。包括文

学报刊、出版社和书店在内，整个传统文学行业

都在“搬家”。微信公众号降低了文学作品的传

播成本，通过网页编辑和超链接等技术，丰富了

文学作品的展示形式，尤其给读者阅读带来了极

大便利。传统杂志、出版社、书店的微信公众号，

首先是展示品牌内容的窗口，同时兼具塑造品牌

形象、营销品牌产品、推介品牌活动、播报最新行

业新闻等功能。伴随而来的，是行业经营模式由

实体到“实体+线上”或完全线上的转型。另一

方面，新媒体在搬运传统文学资源的同时，也催

生了前所未有的“新媒体文学”。“新媒体文学”通

常认为是泛化了的“文学”，不是一种创新的文

体，而是一种创新的文学表达形式。这种表达形

式依托网络技术，融合图片、视频等视觉元素，翻

新着人们表情达意的方法。有人将公众号图文

推送、朋友圈动态文字命名为“微信文学”。这些

“新媒体文学”拥有一套新的发表规则、形式要

求。个人公众号等自媒体作品的发表并不遵循

传统媒介“先筛选后出版”的准则，遵循的是“先

发表后过滤”的模式。“新媒体文学”对文本长度

进行了严格限制，乃至形成了一种“篇幅自律”。

一篇文章的阅读时长普遍不会超过15分钟。这

一点影响了中长篇作品在新媒体中的传播，在读

者中培养出“速食主义”的阅读习惯。此外，新媒

体成为一个行业之后，新媒体的文章很快进入商

品化的阶段，赞赏功能和广告植入的收益，替代

了传统的稿费制度。

2019年，新媒体的发展对于文学的影响更

为显著。第一，社交软件、直播、短视频所构成的

新媒体生活，已经作为新素材进入了文学作品。

马金莲的《同居》和江波的《寻找无双》在题材的

选择上都涉及了新媒体，“虚拟网络经验”开始涌

入我们今天的文学写作。双雪涛的《女儿》则讲

述了一个作家与另一个业余作家通过电子邮件

交流小说的故事。可见，互联网与新媒体经验正

在塑造出一批新的文学人物。第二，新媒体改变

了年轻作家的“出道”方式。很多年轻写作者不

是以正规纸质刊物为发表平台，而是依靠新媒体

平台上的公众号、电子杂志、文学比赛进入文

坛。比如杜强、袁凌、鲸书这些“特稿”时代的非

虚构作者，班宇、王占黑、朱一叶这些从豆瓣被人

熟知的作者。韩寒的电子杂志“ONE”与公众号

“ONE文艺生活”，通过举办“一个·故事”征文大

赛，也推出了许多尚未被主流文坛注意的青年

新秀。第三，作家群体扩大化、多元化。我们所

熟知的作家，大多是借由传统期刊发表作品的

从事与文学创作相关事业的职业人。新媒体时

代，随着写作权和发表权的下放，一大批民间的

“野生作家”出现了。“界面文化”公众号自2018

年起推出了一个栏目，叫做“野生作家访谈计

划”。所采访的“野生作家”身份丰富多彩，对于呈

现这个时代的各个侧面具有珍贵的价值。“人间

the Livings”“真实故事计划”等主打民间非虚

构故事的公众号，除了有采编的专业记者，还长

期向大众征稿，创造出“内容众筹”的独特形式建

立运营平台。来自各行各业的供稿人通过新媒

体的平台讲述、传播自己的故事并获得收益。

新媒体将民间的文学潜力充分释放了出

来。在为传统文学的传播带来便利的同时，新媒

体也在进一步瓦解传统文学的权威。新媒体放

大了文学的传播价值，同时也放松了对于文学艺

术价值的要求。所以，新媒体对于传统文学的影

响绝不止于皮毛。虽然文学与新媒体达成了形

式上的寄生关系，但代价是做出质量上的妥协，

这种情况往后恐怕还要延续很久。

类型文学多样化发展类型文学多样化发展

徐兆正：2019年是科幻文学的大年。不仅

《人民文学》史无前例地刊发了3期科幻小说：第

5期的的《《人生模拟人生模拟》，》，第第77期的期的《《宇宙晶卵宇宙晶卵》，》，第第1111

期的期的《《星光星光》《》《泰坦尼亚客栈泰坦尼亚客栈》《》《爱的二重奏爱的二重奏》，《》，《天天

涯涯》》杂志也在这一年第杂志也在这一年第55期组织刊发了一个期组织刊发了一个““未未

世世””科幻小说专辑科幻小说专辑，，囊括了郝景囊括了郝景芳、陈楸帆、飞氘、

宝树、张冉等作家的作品，并且配发了杨庆祥的

评论。除了期刊以外，第十八届百花文学奖首次

增设了科幻文学奖，而中国第一批科幻文学博士

亦于这一年在北京师范大学毕业……凡此种种，

似乎都接续了从2015年起由《三体》和《北京折

叠》接连斩获“雨果奖”所开启的繁荣局面，但是

这一繁荣局面的真正源头，应该还是在上世纪

90年代初期埋下的种子。也就是说，考察今天

的科幻文学图景，要将审视的框架置于历史脉

络中，这一脉络的另一重含义，就在于它接续

了80年代以降中断了的文学启蒙的传统。首

先，这种启蒙指的不是文学要与现实发生过于

紧密的联系，而是说它要由作家自发自觉地思

考现实，而作品呈现的结果又以理想主义的精

神激发读者对现实的追问。在2019年的作品

中，此类启蒙尤其可见于夏笳的《爱的二重奏》与

郝景芳的《积极砖块》这两部带有“反乌托邦”色

彩的作品。前者呼应了现代社会中爱的疑难，后

者则拷问了负面情绪的价值。

其次，科幻文学的启蒙还表现在它承接了

19世纪以来人本主义与科学主义渐消渐长的冲

突线索。个人主体性的失落并非是人本主义自

身的败绩，而是关乎科学自律性在当下是否可能

的问题。科幻文学在此则通过超越人的视野，从

而创制了一种“人类世”的文学。在飞氘的《奥德

修斯之音》中，人们可以轻易地察觉到其中的人

文主义精神是以对世俗的人类经验的超越达到

的，而这也正是“人类世”概念的核心所在。自从

鲍尔·克鲁岑与威尔·史蒂芬于2013年提出“人

类纪”这一概念，并且用以区别于上承1万年前

自最近一个冰川期结束之后的“全新纪”之后，这

一概念本身就包蕴着更多人类在重重危机中反

观自身来路与去路的意味。小说《奥德修斯之

音》中关于文明终结之后的震撼描绘，无疑证明

了今天的科幻文学出发的起点，更多是对现代化

机遇和与之并存的危机所有可能发展到何种程

度的一份预言。正因为此，中国的科幻文学与世

界的科幻文学才得以在现时代人类能否救赎与

自我救赎的层面并肩而行，所以科幻文学的现实

与启蒙意味又格外浓厚。

最后，我们也不妨将目光由科幻文学延伸到

其他一些类型文学上面，如近年来侦探文学对纯

文学的介入，便同样值得论者注意。如果说科幻

文学在当前的意义更多还是向大众传达一种科

学自律性的省思，那么侦探小说的“世情”意味就

更加浓厚。如我们所知，这一文体曾经帮助先锋

文学实现了自我启蒙的要求，但在今天，它对纯

文学的启迪毋宁说是由文体过渡到了叙事层面，

作家如何同现实打交道成为侦探小说最富有教

育意义的地方。

孙凯亮：网络文学领域与前两年的 IP盛况

不同，2019 年网络文学 IP的市场估值缩水严

重。但年底，由猫腻的网络小说《庆余年》改编的

影视剧作热播，掀起了一阵阅读热潮。创作方

面，已然走向成熟的网络文学也开启了自身向着

日常向、欢脱风转变的转型之路，网络文学的现

实感整体走强。作家群体的代际更迭是网络文

学领域的又一现状，尤其是“90后”作者群体崛

起，渐成网络文学创作的主力，会说话的肘子、我

会修空调、七月新番和老鹰吃小鸡等成为起点新

生代网络作家代表。

在作品类型上，以“梗文”“宅文”和游戏文

为代表的二次元网文持续走热，游戏和动漫文

化对网络文学的影响大大加深，如《诡秘之主》

《我有一座冒险屋》等。以“打怪升级”为核心的

玄幻文和仙侠文，开始融合都市文之长，向日常

生活方向转型，诞生了都市玄幻、都市修仙等新

类型，如《顾道长生》《大王饶命》等。另外，历史

类网文仍以穿越架空为主，但专业性和合理性大

增。《秦吏》《谋断九州》等考据翔实的穿越小说和

思想精深的架空之作层出不穷，《大医凌然》《大

国重工》等现实题材作品反响也较为热烈。

张张柠柠：：这五个方面的问题其实是有关联的这五个方面的问题其实是有关联的。。当代文学当代文学7070年走到今天年走到今天，，我们我们

重新面对大量的新问题和老问题重新面对大量的新问题和老问题。。比如对古老的文学现实主义的新理解问题比如对古老的文学现实主义的新理解问题，，

比如文学写作中新的代际更迭问题比如文学写作中新的代际更迭问题，，比如作为大众文学和网络文学的新类型问比如作为大众文学和网络文学的新类型问

题题，，比如作为一种新经验和新范式的城市文学问题比如作为一种新经验和新范式的城市文学问题。。新问题还没来得及处理新问题还没来得及处理，，

老问题带着新经验和新疑问又出现了老问题带着新经验和新疑问又出现了。。我们的确遇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大变我们的确遇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大变

革时代革时代，，因此因此，，我们既要尊重传统我们既要尊重传统，，但又不能囿于传统但又不能囿于传统。。面对新时代的新经验面对新时代的新经验，，

让老概念焕发新生机让老概念焕发新生机，，是我们的文学研究和文学批评充满新活力的前提是我们的文学研究和文学批评充满新活力的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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