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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证明，在出版经营中，精品的力量是巨大的。精
品是出版文化品质的表征，是出版核心竞争力的源泉。
真正意义上的精品，能够使出版企业占据优势竞争地位，
获得良好社会信誉，并能使之保持健康、稳定的发展态
势。文学出版也是一样，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高度
统一，绝对离不开文学精品。

深刻理解文学精品的时代意义

什么是文学精品？文学精品就是那些“思想精深、艺
术精湛、制作精良”的文学作品。

文学精品至少具有三个基本特征：一是个性化。凡
是文学精品都烙印着作者特有的审美个性。成为精品的
文学作品，永远属于“这一个”。“这一个”有着不同于其
他作品的思想价值和艺术价值，是人们对这一作品的
排他性的意义认同。因此，富有审美个性的作品在人
们心目中的地位是无可替代的，即使面对内容高度同
质化的作品，人们也会很容易从中把它辨识出来。二
是创新性。创新是文学的生命。创新性规定了文学作
品的思想深度和艺术高度，是文学作品能否成为精品
的决定性条件。文学精品必然是观念和手段相结合、
内容和形式相融合的深度创新的产物，代表着一个时
代文学创作的最新成就。三是时代性与史学性的统
一。文学精品既是时代的产物，富有时代精神，又具有
文学史意义。每一个时代都会出现文学精品。这些文
学精品在这一时代具有独特的美学意义，而在面向未
来时，它们的意义还可以不断地被延伸、不断地被创
造、不断地被发现。时代性与史学性的统一，正是文学
精品的要义之所在。

文学精品是时代的印记、时代的回响、时代的旋律。
王国维曾说：“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文学与时代的关系
是天然的，一个作家无论是写实还是虚构，无论是表现
当下还是回溯既往，都离不开对所处时代的呼应和表
达。脚下的土地是作家写作的永恒主题，而时代的呼
唤则是作家的文学责任和艺术使命。离开了时代，不
能与人民的情怀同声相应，不能为社会的发展凝聚力
量，文学创作就成了无源之水。只有为时代留声，为进
步聚能，善于从时代潮流中呈现思想撞击心灵的感动，
使精心创造的艺术形象对于时代表现出特殊的美学意
义，作家才有可能创作出真正意义上的文学精品，文学才
有旺盛的生命力。

编辑眼光关乎文学精品出版能力

编辑眼光有两层意思：一是选稿标准。选择是编辑
的本质特征。说到底，编辑所做的就是一种选择工作。
选择属于人的主体活动，必然会有倾向性。清代沈雄在
《古今词话·词品下卷·选词》中转述《梅墩词话》语曰：“文
人选词，与诗人选词，总难言当行者。文人选词，为文人
之词。诗人选词，为诗人之词。等而下之，莽卤者胜，更
恐失村夫子面目也。”这里说的就是选者的倾向性。既然
有倾向性，其选择标准也就寓于其中。萧统编《文选》，
把“事出于沈思，义归乎翰藻”作为入选标准，就具有很
强的代表性。一般来说，文学编辑的选稿标准，一方面
取决于对文学作品价值的主观性认定，另一方面也取
决于对可能存在的阅读需求的前瞻性判断。需要特别
指出的是，这种选稿标准是由既是个体（编辑）又是群
体（出版社）的文化道德体系来决定的。个体（编辑）与
群体（出版社）在这一点上往往融为一体，相互影响，并相
互成就。其实，这也就是文学出版品牌的价值所在。品
牌效应确立的编选标准，是能够吸引优秀作家、推出文学
精品的重要因素。

二是出版理想。上世纪30年代，巴金主持文学出版
重镇——文化生活出版社，他把自己定位为“理想事业的
实践者”，把文学出版活动当成“把理想变成现实”的一条
途径。巴金晚年曾对自己在文化生活出版社的工作有过
回忆，他说：“我们工作，只是为了替我们国家、我们民族
作文化积累的事情。这不是自我吹嘘，十几年中间经过
我的手送到印刷局去的几百种书稿中，至少有一部分真
实地反映了当时我国人民的生活。它们作为一个时代的
记录，作为一个民族发展文化、追求理想的奋斗的文献，
是要存在下去的，是谁也抹煞不了的。”从巴金的回忆中，
很容易使人感受到他对文学出版事业的真诚热爱。更重
要的是，他怀有“替我们国家、我们民族作文化积累”的崇
高出版理想，所以才能推出一部又一部记录时代、发展文
化、追求理想的文学精品。

选稿标准是高还是低、是否怀有崇高的出版理想，决
定着编辑眼光的高下，关乎文学精品能否不断生成。编
辑眼光的敏锐性、前沿性很重要，编辑必须了解作家的最
新创作情况，发现文学作品的时代意义，追踪文学发展的
新动向，甚至能够预见文学发展的趋势，这是发现文学精
品的基本功。但编辑也不能只盯着那些一味趋新求异的
作品，艺术创新也要兼具思想的深刻性。我们要认识到，
传统艺术表现手法置之于新的时代视角下，同样能够成

就文学精品。

进入文学史是文学精品出版的目标

文学作品是否具有文学史的价值，应该成为文学精
品出版的基本估量标准。这也是检视文学出版能力和水
平的一个重要尺度。文学出版只有引入文学的史的维
度，才能实现优中选优，形成一种倡导社会效益优先的正
向激励效应。

文学出版不能只追求一时的短期效应，而应着眼于
文学的发展，从整个文学史的长河中判定作品的价值。
所谓具有文学史意义的文学精品，大致包括两类：一类是
史诗性的经典作品，比如屈原的《离骚》、李杜的诗、曹雪
芹的《红楼梦》、鲁迅的《呐喊》《彷徨》、茅盾的《子夜》、路
遥的《平凡的世界》，这样的作品不仅能够反映一个时代
的社会风貌，表现一代人的生活状况、价值观念，而且能
够达到一种令人难以企及的思想高度，渗透着为解决人
类所面临的共同问题而执著探索的精神。一类是文学流
派的代表作，如当代文学史上荷花淀派的孙犁、刘绍棠，
山药蛋派的赵树理、马烽，伤痕文学的卢新华、刘心武，反
思文学的茹志娟、张一弓，改革文学的蒋子龙、高晓声，寻
根文学的莫言、张炜等，可以说这些作家的代表作进入文
学史最早是通过文学流派的影响而实现的。从总体上
看，二者的文学史意义各具特点，前者通常出自文学巨匠
手笔，因缘际会而成经典，可遇而不可求；而后者来自于
辛勤耕耘的文学追求，是经常可见的，也是文学精品出版
最应关注的情形。

文学出版不能单纯追求图书的销量，但文学作品毕
竟具有商品的属性，是消费时代文学出版经济效益的
来源。消费时代的文学当然也有文学史的意义，只要
理性地看待文学的商业性,就会拓宽我们对文学精品
含义的认识。美国学者泰勒·考恩在他的《商业文化
礼赞》中告诉我们：“伟大的文学常常在低质量的畅销
书高居排行榜首时得到蓬勃发展。我们认为18世纪
的英国小说就是亨利·菲尔丁、塞缪尔·理查森和劳伦
斯·斯特恩的作品。然而，畅销书作家——爱德华·金
伯、亨利·麦肯齐、理查德·谢里丹以及理查德·坎伯
兰——的声誉那时至少不在他们之下”；“同时也不能
忘记，今天的商业性题材常常提供了明天的经典。塞
缪尔·理查森的《帕美勒》和《克拉丽莎》是书信体言情
作品，这种题材遭到了同时代人的嘲笑。”我们要知
道，“伟大的文学”和”低质量的畅销书”不可同日而
语，但它们却能够共生共存；我们也不能认为凡是畅
销的就是低质量的，凡是商业性题材的作品就不可能
成为文学精品。泰勒·考恩举出《帕美勒》和《克拉丽
莎》的例子，我们也可以举出金庸《射雕英雄传》和《笑
傲江湖》的例子。商业性题材对文学的价值认定提供
了新的历史样态，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和我国古代
的宋词、元曲、明清小说一样，虽然它们在当时都是不
登大雅之堂的文学样式，但当后来的人们要从此前的
历史中寻觅文学精品的时候，这些作品便成为被认定
的对象。由此可以说，文学精品出版将作品能否进入
文学史作为目标，其基本的出发点应该在于，出版者要
坚守对于文学价值的公共评判标准，但也要坚守自身
的文化立场，相信自己的价值判断，对那些融合新质的
文学探索持包容态度，这不仅是尊重文学多样化的要
求，也是具有文化品格的出版者推动文学发展应有的
态度。

作家出版社文学精品出版的实践

作家出版社历来重视文学精品出版，作为中国作协
下属的文学专业出版社，紧跟时代发展，引领文学风尚，
出版了大量文学精品，为我国文学发展、社会进步做出了
重要贡献。上世纪50年代建社之初，作家出版社就出版
了《青春之歌》《林海雪原》等文学名著。80年代推出的

“当代小说文库”“文学新星丛书”“作家参考丛书”等，曾
引起广泛关注。90年代出版的韩少功的《马桥词典》、莫
言的《檀香刑》、王安忆的《长恨歌》、余秋雨的《霜冷长
河》、曹文轩的《草房子》等获得重大社会反响。进入21
世纪，王蒙的《尴尬风流》、贾平凹的《秦腔》、张平的《国家
干部》、周梅森的《绝对权力》、李佩甫的《生命册》、陈彦的
《主角》等相继出版，也受到读者的普遍好评。

作家出版社出版的图书曾获得中宣部“五个一工程”
奖、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中国出版政府奖、中华优秀
出版物奖、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等各类重要
奖项近百个。今天活跃在中国文坛的著名作家，他们的
第一本书或代表作，大部分是由作家出版社出版的。“作
家”品牌受到作者和读者喜爱，在国内外有口皆碑。

近年来，为进一步鼓励文学精品出版，作家出版社出
台了一系列政策，鼓励编辑团结广大作家，积极策划不负
时代的文学精品。2019年底，《关于加强“双效”原创文
学精品图书出版的意见》颁布。2020年初，年度第一批

“双效原创文学精品”出炉，8部名家新作榜上有名：贾
平凹的《暂坐》展现新时代女性的独立风采；王蒙的《笑
的风》盘点新中国70年的历史发展和风云际会；冯骥才
的《俗世奇人》通过众多的奇人异士，展现天津卫的市
井百态；王松的《烟火》打开百年天津的文化画卷，是津
味小说的又一里程碑；刘庆邦的《女工绘》以诗意、崇
高、华美的笔触，塑造了后知青时代丰富多彩的女工群
像；周梅森的《人民的财产》是继《人民的名义》之后，聚
焦国企改革的现实主义题材新作，将于近期与同名电
视剧同步推出；张之路的《吉祥的天空》细致描摹了新
中国成立后北京男孩吉祥的中学生活，切中时代脉搏，
反映时代变化；蔡骏的《春夜》围绕一个工厂的历史和
两起悬案，展示了大上海众生相。6月，又遴选出年度
第二批“双效原创文学精品”，贾平凹、曹文轩、张平、何建
明等名家的新作入选，也将成为作家出版社本年度文学
精品出版的又一亮点。与此同时，余秋雨、关仁山等多位
名家的新作也将陆续亮相。

当前，我国在国家治理、经济发展、社会管理、文化教
育等多个领域取得了巨大成就，广大作家正在从当代中国
的伟大创造中发现创作主题、捕捉创新灵感，用自己独特
的艺术感知来深刻反映我们这个时代的历史巨变，描绘我
们这个时代的精神图谱。2020年是脱贫攻坚决胜之年，
千百年来困扰中华民族的贫困问题即将历史性地画上句
号。作家出版社积极回应时代要求，特别策划了“脱贫攻
坚报告文学系列丛书”（10种），包括李迪的《十八洞村的
十八个故事》、吴克敬的《耕梦索洛湾》、蒋巍的《国家温
度》、任林举的《出泥淖记》、哲夫的《爱的礼物》等。这些作
品将在今年9月全部出齐，为我国决胜脱贫攻坚、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献上一份厚礼。

今天，作家出版社已全面实现公司化运营。我们有
理由相信，通过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创新经营管理机制，
作家出版社一定会向人民群众奉献更多文学精品，使“作
家”这个著名文学出版品牌焕发出新的生机和活力。

对文学对文学精品出版精品出版
的再思考的再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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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40年代在西南联大，汪曾祺曾选修
过沈从文先生的几门课，他回忆起那时的情形
说：“沈先生经常说的一句话是：‘要贴到人物
来写。’很多同学不懂他的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我以为这是小说学的精髓。”（《沈从文先生在西
南联大》）套用这句话，如果说人物是小说创作
的核心，无论是谋篇布局还是叙事修辞，作家
心里都要始终装着人物、贴着人物写；那么，
批评家的作品评论就要始终贴着作品写、围绕
作品本身展开。

作品论“贴着作品写”看似理所应当，但在今
天老调重弹却并非无稽之举。当下的太多作品
评论充斥着与作品无关的杂质需要剔除，“贴着
作品写”俨然成为一种奢侈。如何真正做到这一
点既关乎批评的有效性，也与形成良好的批评生
态密切相关，或许还有助于摆脱泛媒介场中，专
业作品评论式微的局面。

贴着作品写不是掠过作品写，自己在那里自
说自话，却把所评对象落在后头。批评家首先要
剔除的就是与作品无关的大量背景知识。有的
作品论开篇动辄从天边谈起，仿佛要从盘古开
天、三皇五帝一路说来，拉拉杂杂一大堆，就是不
进入主题，不谈作品如何。文章的切入角度大而
无当，如此一来，自然会让读者耐心不足。有的
作品论把作家的前世今生挖个底掉，俨然一部微
型作家传记。或是把作家的创作历程一一罗列
出来，一大串书名号排排坐，十分扎眼。还有的
历数作家的获奖履历，好像创作出这么多佳作的
作者，这次写的一定也是好作品。更有甚者，写
作品论却大谈自己与作家的个人交往、私人感
情，不知这与作为评论对象的文本有什么关系。

掠过作品写的另一种表现是把宣扬自己的文学观念、文学立场、理论
信仰作为作品论的核心。有点类似于叙事学理论中作者的“抢话”，批评
家绕开作品开始夸夸其谈，而忽略挖掘作品本身的内在特质。所评作品
本该是作品论关注的焦点，是主角，却沦为了评论家观念的注脚。千万别
忘了，作品论不是个筐，什么都可以往里装。有些本不该是作品论解决的
问题最好不要过多羼入其中。譬如对一些文艺理论的阐释，评论对象不
该沦为证明某个理论（尤其是西方理论）正确性的工具，相反，理论的意义
在于让我们更好地找到理解作品的钥匙，感知作品的魅力，享受共鸣的快
感。如果不能摆正理论与作品的关系，必然会造成理论空转或是驴唇不
对马嘴。以我浅薄的经验所见，不少作品论都有大段删除的余地。只有
挤出水分，才能留下干货和精华。

贴着作品写不是照着作品写。一些作品评论变成了作品的内容提要
或是故事大纲、故事梗概，仿佛到剧院看话剧拿到的节目单、宣传册。诚
然，对作品内容的提炼、概括、归纳、总结是作品论必须涉及的内容，也是
阐发观点不可缺少的论据，但大篇幅的引用，大段的概述不仅会损伤评论
文章的结构完整性，也容易让真知灼见淹没在故事情节复述的汪洋大海
中。从另一方面说，如果是专业人士来读，心中早已明了作品内容，自然
用不着评论家大费口舌“拾人牙慧”；若是未看过作品的一般读者，即使读
了作品论里的复述，也难以从中窥见作品全貌，况且枯燥乏味的复述怎比
得上元气淋漓的原著？倒不如留下一点“犹抱琵琶半遮面”的美感，抛砖
引玉，引发读者找来作品一读的兴趣。

贴着作品写也不是钻到作家肚子里写。批评家与作家、作品论与作
品的关系应该是一种平等对话的关系，有时候甚至是博弈、对抗、较量的
关系，如此才能形成良好的文学生态。正如李健吾所说，“批评不像我们
通常想象的那样简单，更不是老板出钱收买的那类书评。它有它的尊
严。犹如任何一种艺术具有尊严；正因为批评不是别的，也只是一种独
立的艺术，有它自己的宇宙，有它自己深厚的人性做根据。”（《答巴金先
生的自白》）但现在的文艺评论中，“说好”与“说坏”的比例已经失调，文
学批评似乎变成了“文学表扬”，其中的原因很多，也与批评家的评论动
机有关。网购东西不满意时，消费者的倾诉欲强、留言写差评的概率
大，相比之下，文学评论正相反，批评家更乐于评价自己喜欢和欣赏的
作品。面对自己青眼有加的作品，就更需要拉开一定的视距，警惕挖
空心思迎合作家的心理。比如，在评论作品的过程中，应该冷静看待
作家的创作谈等诸如此类对作品的自白，理性检视“创作谈所宣扬的”
与“文本所呈现的”之间的关系。这样说不是否认创作谈和作家“夫子
自道”的意义，相反，它们很可能是读者（包括评论家在内）解开作品密
码的关键；也不意在弘扬英美新批评那种割裂文本与外部世界关系的
做法，相反，“知人论世”“以意逆志”的传统文论观依然焕发着现代光
辉。这里强调的只是，作品论要贴着“作品”而不是“作家”，意在防止
批评家在作品论中成为作家的传声筒，过于信赖或者依靠作家自己对
作品的“权威”解读。批评家不是作家肚里的蛔虫，也不是作家的应声
虫、跟屁虫，而是外在于作家的作品研究者，应该有独立的批评人格与

“文格”。再者说，创作谈何尝不也是一种“文本”呢？
说了这么多“不是”，“贴着作品写是什么呢？我以为，是挖掘出一部

作品最内在的本质和最突出的特点，进而在广阔的文学史坐标中对其进
行定位。现实主义文论强调文学创作要创作出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
套用到作品评论上，一篇优秀的评论就是要挖掘出作品的典型特质。批
评家要有能力拨开作品语言的迷雾，拆解阅读的重重障碍，层层闯关，穿
透故事、情节、修辞的迷雾，解除作家的“武装”，与作品的灵魂相遇。在这
一点上，李健吾有着精辟的论述：“一个批评家，与其说是法庭的审判，不
如说是一个科学的分析者。科学的，我说是公正的。分析者，我是说要独
具只眼，一直剔爬到作者和作品的灵魂的深处。”（《〈边城〉——沈从文先
生作》）唯有贴着作品写，才能实现批评家与作家和作品灵魂的相遇吧。

（上接第1版）

以创新的形式打造精品力作

书写脱贫攻坚，考量作家们求实创新
精神。惟有创新，才能让脱贫攻坚题材避
免“千人一面”的同质化现象。

报告文学在四川文学扶贫中发挥了重
要作用。“新闻的内核，文学的表达”，成为
不少四川作家对脱贫攻坚报告文学创作走
创新之路的共识。一个真实生动的故事，蕴
含深刻的思想内核和哲理，胜过几千字的
报告。杜绝空泛地阐释大道理，运用老百姓
的现身说法，让人从中真切感受到脱贫攻
坚的意义、作用、影响。这是一批又一批四
川脱贫攻坚文学作品留给人的深刻印象。

作家马平通过对广安、绵阳、遂宁、广
元等地多个贫困村的走访，积累了大量素
材。他结合多年前对川北薅草锣鼓民俗的
调研经验，以及自身从家庭中受到的川剧
熏陶，将川剧、薅草锣鼓等地方文化和民俗
融汇于中篇小说《高腔》的创作中，让这个
脱贫攻坚的中国故事不仅人物鲜活、富有
典型意义，而且增加了地域文化的底蕴与
厚重。作家曹永胜的《春风，春风》开篇采

用电影闪回的手法，讲述王家元从外出经
商到反哺乡亲的全部过程，展现了当代基
层优秀干部的责任担当和家国情怀。作家
阿克鸠射的《悬崖村》以图文并茂的形式讲
述“悬崖村”脱贫攻坚故事，入选2019年度

“中国好书”。作家陈果的《听见——芦山
地震重建故事》语言生动形象，36个故事
构成一幅宏阔的重建画卷，鲜活地再现了
芦山地震灾区重建历程，立体展现了重建
亲历者追逐梦想、勇闯新路的坚韧品格和
砥砺前行、守望相助的家国情怀。作家马
希荣的《村上一棵树》则在结构上体现了丰
富性和多变性，通过不同的结构形式，挖掘
出了这些人物身上蕴含的担当精神、拼搏
精神与奉献精神。作家章泥创作的《迎风
山上的告别》通过儿童的眼睛和心灵，讲述
精准扶贫带来的乡村巨变。

3年多来，在四川省作协“万千百十”
文学扶贫活动中，除上述提到的作品，还涌
现出其他一大批视角独特、立意新颖、表达
手法多样的优秀作品。如今，四川各地作家
正以全力以赴、全神贯注的姿态，不舍分秒
地奋战在脱贫攻坚文学创作第一线，为决
胜全面小康作出积极的贡献。（刘裕国）

二○二〇年
第四期

总第六百七十五期
目 录

主编手记 星火驿站文艺生活密钥…范晓波
新 名 家
田野之诗（组诗）…………………… 林 莉
在自然之境中融入永恒…………… 林 莽
魅力小说
爱你一生（长篇儿童小说）………… 荆 歌
一头宝里宝气的猪………………… 吴昕孺
两只小鹿…………………………… 王天丽
原浆散文 陈 炜 王雪茜 陈元武

温新阶 欧阳国
脱贫攻坚题材特选作品
小康人物谱………………………… 凌 翼
发现家园
隐于辽阔中的呼伦贝尔…………… 艾 平
香樟诗会
麻雀（十首）………………………… 龚学敏
当我在爱中，爱不再困扰我（组诗）… 冯 娜
樟树林：西 阔 邵永刚 包玉平 董书明

雷 文 李 宁 李继宗 夏 杰
饶梦颖 李自国 杨思兴 叶申仕 黄 敏 郭云玉
邵春生 郭志文 白 海 李明亮 谢胜瑜 叶秀彬
李佩文

朗读体：李 南 林长芯
写 作 课 阅读经典的漫漫路程 ……………………… 武 歆
文 学 圈 镜中的自己 ………………………………… 王继亮

品位纯正的文学 气质新潮的文学 性情温暖的文学

每逢单月1日出版。主管、主办：江西省文联。地址：330046
江西省南昌市八一大道371号。电子信箱：xh371@163.com。
电话：0791-86263230。定价：8.00元。邮发代号：44-13。

主
编
：
范
晓
波

广 告

我刊电子版，常年接受征订，欲了解详情，请登陆《鍾山》网站：www.zhongshanzazhi.com

款寄：210019南京梦都大街
50号钟山编辑部收，免邮资。
务必写清您的姓名、邮编、通
讯地址和邮购内容。联系电
话：025-86486038。

欢
迎
邮
购

您还可
以扫描二维
码，通过微
信了解和购
买本刊。

官
方
微
信

《鍾山》（双月刊） 邮发代号28—3 全年180.00元
《鍾山》长篇小说（半年刊） 邮发代号28—310 全年80.00元
2020年双刊征订

2020年第4期目录
中篇小说
骑白马者 …………………………… 孙 频
典范 ………………………………… 王大进
穿过鲁尼达 ………………………… 黎小鸣
短篇小说
求阴影面积 ………………………… 朱 辉
县城报告：刘小花与王小玉 ………… 黄孝阳
飞翔鸟 ……………………………… 金 晖
滋味 ………………………………… 惠 潮
诗与诗人
乙亥诗志 …………………………… 沈 奇
育邦的诗 …………………………… 育 邦
永远年轻 …………………………… 王学芯
汉语的诗篇（组诗） ………………… 熊 焱
新年六行诗日记 …………………… 顾耀东

舟歌的诗 …………………………… 舟 歌
栏杆拍遍
袁世凯帝制运动中的古德诺博士 … 王彬彬
如花在野
心中极多想不开 …………………… 潘向黎
泥丸小记
横枝 ………………………………… 雷平阳
文学小史记
丰子恺 ……………………………… 范培松
河汉观星
贾平凹论 …………………………… 张学昕
钟山记忆
抖落思想的尘埃——《野草》本事考之二

………………………………… 阎晶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