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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寄语
野 水：“本周之星”是个很好的栏目。

经过一年来的编辑推广，已经成为原创频道
的精品栏目。栏目各篇章都是编辑老师千挑
万选出来的。除在网站首页展示外，还在网
站新作品栏展示。特别是发布在中国作家网
微信公众号上以后，每次的阅读量都在1000
人次以上，有的甚至超过2000，这在文学式微
的当下实属难得。

陈丹玲：非凡的2020年已经过去，这一
年我们从网络从现实从文学作品中都感受到
了一种艰难，也同时感受到了一种向上向好
的精神力量，尤其是从中国作家网原创频道
2020年2月份的审稿开始，作者们为抗击新
冠疫情鼓与呼，天南地北、天涯海角，大家感
同身受、和衷共济的情感和对苦难的观察与
反思都能在作品中反映出来。当然，除此之
外，关于脱贫攻坚、改革开放、世俗生活、自然
生态、神话传奇、诗词歌赋等原创作品，题材
丰富、形式多样。正是作者们对生活和写作
源源不断的热情，正是网站管理者的远见和
信任，成全了我这份工作，我十分珍视它。

余良虎：50是一个节点。中国人习惯在
逢五逢十的节点上来一番庆祝与盘点。回望

“本周之星”走过的路，我们欣喜地看到这个
栏目像一株幼苗，在大家的精心呵护下茁壮
成长。每一期“本周之星”的推出都会受到广
大读者广泛关注和喜爱。推出的作品中，有
的作品被全国知名文学大刊选用。有的作品
得到作家和评论家高度赞誉和褒奖。这些

“星们”，有的是文坛老将，有的是文学新秀。
各有特点，风格多样。这些作品在我的脑海
里都留下深刻的印象。它们在中国作家网
原创频道的百花园里竞相开放、争奇斗艳。
衷心祝愿“本周之星”，在新的一年里百尺竿
头更进一步！

刘云芳：转眼一年过去了，感谢各位老师
在这个平台上的相守、相伴。这一年，在原创
平台看了很多稿子，有打动人的好文字，也有
不尽如人意的作品。但从整体上来看，我们
的稿子比上一年的作品质量提高了很多，投
稿量也有所上升。有语言扎实而纯熟的散文
作品，在虚实之间能够非常好地完成个人情
感、思想的表达；有风格独特的小说作品，字

里行间弥漫着一种诗意；有意象丰富的诗歌，
深沉而接地气，作者把植物、气象与自己的生
活、生命、亲人进行打通，让人感受到了不一
样的文字世界。

卢 静：每当我登录中国作家网后台，总
有一种默默的感动，天南海北的作品不断涌
入，我似乎听到祖国广袤的土地上，葳蕤青草、
灌木之间文学丛林不住摇曳的声音。“本周之
星”栏目充分激发了原创写作者的积极性，大
家笔耕不辍，在忙碌的工作与生活之余，用笔
墨坚守一片精神的绿洲，隔着电脑屏幕，作为
一审，我读到一腔对文学的挚爱。沃野之上，
才有花香四溢，每逢好作品，我不由得心情雀
跃，尤其出自埋头写作默默无闻的作者之手，
更让人由衷为“本周之星”发掘工作自豪。

范墩子：年初，“本周之星”栏目一经推
出，便广受好评。从后台审稿情况来看，注册
人数和上传稿件数量日益增加，总体的稿件
质量也在提升。这个现象自然与“本周之星”
栏目有关，作者为了登上这个栏目，便会上传
自己更优秀的稿件。“本周之星”的作者来自
全国各地，年龄分布均匀，他们大多都是些默
默的文学爱好者，并未得到广泛关注，“本周
之星”给他们提供了一个平台，一个推介自己
和作品的平台。

从第三十一期开始，“本周之星”迈入一
个新阶段，“小梅诵读工作室”每期的选段朗
诵让“本周之星”变得更加鲜活立体。这不是
简单地从文字到声音的转变，它提供了一种
氛围的具象化，许多对文字的想象与感受都
能在每期的朗诵中得到一种解读。

2020年刚
刚过去，充满
未知与挑战的
2021 年 已 经
到来，不知道
在新的一年，

“本周之星”又
将打开什么样
的新盲盒，发
现什么样的新
大 陆 呢 ？ 让
我 们 共 同 期
待吧！

中国作家网“本周之星”栏目从2020年1月推出第一期至今，不知不觉中已陪伴我们走过了2020年，在

这充满了不确定性的极不平凡的一年，每周五推送的本周之星，是否能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一个坚定的存在与

守候呢？ ——编 者

2020年“本周之星”：盲盒与新大陆

2020年“本周之星”时间轴

2020年1月1日，第一期“本周之星”，像一棵刚破
土的嫩芽。

沿着雨的足迹

初冬的雨，带着轻寒，带着残秋遗落的最后味道，在
空旷天底，像一个行迹匆匆的过客，悄悄掠出那条冷寂
巷口，从禾场边的光秃树底，从小径旁的荒草间隙，从人
家屋顶的烟囱上……向着远天深野。

思绪沿着雨的足迹一路向前……
（节选自“本周之星”总第一期梦蝶书生散文《沿着

雨的足迹》）
2020年1月17日，从第三期《岁月长赊》开始，“本

周之星”基本确定每周五固定推送。

岁月长赊

爷爷是个老派的人，板板的，每天提笼架鸟，悠闲地
迈着八字步，火上房都不着急，这是母亲的原话。上馆
子、听戏、搓澡、看书、读报、下棋、养花、捉虫那是他的常
态。以现在的话说，叫虚度光阴。他抽烟斗，盘腿坐在炕
上，看《参考消息》，喝牛奶，管美国叫米国；做鸟食，鸡蛋
加小米，又蒸又碾，再用牛皮纸袋封好；他给鸟配种，看
鸟孵蛋，把蛋放在水盆里转，不转的就说死了；他把鸟笼
子托在掌上，把鸟放出去，再举过头顶等鸟回来。鸟不回
来，就发动一胡同的小朋友们帮他找；他唱京剧，打太
极，摘茉莉花，做花茶，生活的烟尘一丝不染。他天真慈
爱也暴躁，洗脸水温稍不对，会一脚把盆子踢飞，扬手也
能将整桌饭菜扣在地上。然后领着我扬长而去，在馆子
坐下，重新点菜。

四年间，爷爷给我的全是溺爱，一句重话都没有。没
啥对错，对错对这个老人一文不值。他难伺候，伺候他的
事，多半由老姑做，那些糙事粗活也是她的。她弓着腰背
米回家，抢紧俏物品，用架子车拉煤，在院子里做煤球；
站在水池边给我们洗衣服，衣服晾在绳上，很快冻成铁
板，滴下的水凝成冰柱。这样的场景，成年后我一遍遍想
起。她用坛子腌朝鲜咸菜，烧得一手好菜，溜肉段、挂浆白
果、爆炒小肚，啥啥都会。她能干，健康，浑身有使不完的
劲，稍有空闲还要忙她五光十色的爱情。

（节选自“本周之星”总第三期菡萏散文《岁月长
赊》）

2020年4月3日，“本周之星”迎来第一篇小说作
品，来自陕西的“80后”作家王小勃的《大地耳》。

大地耳

盛夏时节，夜晚的空气中也会弥漫着湿凉之气，特
别是到了后半夜。凉气就铺天盖地而来，重新占领了这
个世界。露水逐渐凝结成水珠，挂在枝头叶尖。虫儿们顺
着花花草草的枝蔓爬上去，吸吮水珠，浸润着脆弱的躯
体。这些夜间的小精灵们，喝得尽兴了就会不约而同地
开一场赛歌会。

没有好嗓子的动物，也不觉得难为情。它们都会按
照自己的爱好来选择乐器：啄木鸟寻找能发出响亮声音
的枯树枝，这就是它们的鼓。它们那结实的嘴，就是顶好
的鼓槌。天牛的脖子嘎吱嘎吱地响——这不是活像在拉
一把小提琴吗？

蚱蜢用小爪子抓翅膀：它们的小爪子上有小钩子，
翅膀上有锯齿。一种火红色的水鸟把长嘴伸到涝池里，
使劲一吹，把水吹得扑噜扑噜直响，整个水里轰传起一
阵喧嚣，好像牛叫似的。

蚊子们则成群结队地在水面上盘旋，长腿蚊子还能
够站到水面上起舞，翅膀震动的声响就是最好的伴
奏……

长毛跟着蚊子来到涝池边，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
他听到了各种奇怪的声音，不止蚊子，还有其他见过的
和没见过的虫子。它们创造了一个美妙的世界，他竟然
听得懂它们的语言。

（节选自“本周之星”总第十三期王小勃小说《大地耳》）
2020年6月24日，中国作家网推出原创策划：原创

写作的“异质性”阐释与追求，邀请三位“本周之星”作者
黎落、刘雪韬、雪夜彭城从自身的创作实践出发，审视并
尝试阐释原创写作中的“异质性”追求。同时邀请津门六
从观察者的角度解读三位作者的创作，探讨他们的独特
性，以及“易帜者”对于丰富文学生态的重要性。

原创写作的“异质性”阐释与追求

中国作家网：请您结合自身写作经验谈谈对写作
“异质性”的理解。

黎 落：“异质性”原是指基因中变化或突变的部
分。对于写作，简单说来，是指文本的探索与创新。对我
而言，诗歌已经是生活的一部分。我反感自我重复和一
味取悦阅读者的喧嚣式写作。诚实和求变是最好的老
师，我在写诗时几乎是依靠直觉，并有意识地违反常情
俗理，打破形式逻辑却又合于情感逻辑地去写，尽量做
到变习俗为新异，追求“无理而妙”的境界。如在《走神的
隐喻》里，一个女人的孤寂感是“床单先于我找到一个人
形/窗半开/深陷的事物有我不知的虚空/我不过是，被
早起的鸟提走了一小会儿”。“异质性”对于诗歌，关乎到
作品的鲜活度和生命力。

刘雪韬：说实话，此前我从未认真深入地考虑过写

作的“异质性”这个问题。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性格和观察
世界的方式，通过文字展现出来的内容和思想也肯定会
不一样。尤其是小说，它涵盖了方方面面的事物。我个人
理解写作是一个不断前进的过程，在不断的沉淀和累积
中会自然地形成一些经验、想法或理解。但如果过分刻
意去追求和强调经验的话，又难以突破一些局限和自
我。这是一件非常矛盾的事情，和写作本身一样。我们在
写作中不断地探索和追寻自我，又要不断地突破和粉碎
自我。从这个意义来说，写作其实不需要经验，是自然而
然的。就我而言，如果有经验可循的话，那就是保持童
心，热爱自然。这多多少少会获得一些写作方面的灵感。
就拿大地来说，它既为小草也为大树提供养分，不论是
铁线草、还是金盏花、蒲公英、曼陀罗，它们都能在大地
的怀抱中萌发出嫩芽，又生长着，结出果实，投入下一
个循环。无论土地肥沃还是贫瘠，只要有泥土的地方，
就有植物的生存之所。我相信许多热爱写作的人都能
从中受到触动和启发。而这份触动往往就催生了一些写
作的愿望。

雪夜彭城：多吃苦，多读书，用自己的方法，写自己
感受到的东西，这样作品从内容到形式都有自己独特的
痕迹，想来也算具备一定的“异质性”。

在我的儿童和少年时代，耳闻目睹过太多的哭泣，
往事总是出现在梦中，某天我忽然醒悟到哭泣其实是一
种呐喊和歌唱，甚至可视作一种野生的艺术形式，于是
就写了《哭的艺术》，但这个“艺术”可能不同于多数人认
为的艺术。

都市繁华，物欲旺盛，某天忽然想起曾在板门屋的
理发服务里悟到了至诚、友善、静心、匠心。把事儿写出
来，用什么题目呢？好似就该是《老街上的理发店》，但这
样就静态、固化了。打个喷嚏，就有了《板门屋里的喷
嚏》。一个“喷嚏”，可能让读者有了一点想象的空间，共
情或许因此成为可能，或许这也算“异质性”。

（节选自中国作家网特别策划《原创写作的“异质
性”阐释与追求》）

2020年8月7日，从第三十一期“本周之星”《虎跃
南涧》开始，我们特邀朗诵家选读本周之星作品，让大家
能通过声音享受文学之美。

2020年9月4日，中国作家网内刊会员《葫芦河》成
为第三十五期“本周之星”。“本周之星”篇目《百年马家
沟（外一篇）》选自《葫芦河》2020年第2期，作者李兴民。

百年马家沟（外一篇）

这山沟里的夜晚非常安静，听得见张家川庄浪秦安
的犬吠鸡鸣。土炕烧得很热，一上房的人磕着瓜子喝着
罐罐茶，南里北里地扯着闲谟。

三爷说，我这次回来啊，不想再上新疆了，库尔勒，
远得很，90来岁的人了，没明没夜坐几天车，吃力得很
哪。老家里这么好，一回来就舍不得出去了。我们都劝三
爷，还是随叔叔一家上新疆去，待在马家沟没人照顾。

说归说，其实三爷把上新疆的一切都准备好了，倒
也没有啥准备的，本来是从新疆下来的嘛。这样说着，只
不过是表达一下恋土情结罢了。三爷已经在新疆生活了
整整10年，但却在马家沟生活了七八十年。老了却成离
乡人了。也没有办法，10年前三奶去世，三爷失去生活照
应，只能跟着早年上新疆打工并已经在库尔勒扎下根的
叔叔一家，在新疆，一大家子在库尔勒街面上开了一家
蒸馍店，生意颇为红火。和我平辈分的弟弟、妹妹也在新
疆成家立业，已经成了地道的新疆人了。这次三爷一大
家子回来，是在老家给三奶上个坟，记个日子，也给在马
家沟睡土的辈辈先人上个坟。三爷说，后辈们走到哪里，
都不能忘了自己的根。

马家沟三爷的院子，上新疆后10年来一直空着没人
住，一周前三爷从新疆下来的时候，才收拾整理，临时住
上十来天。再过上三五天，一家子又上新疆了，院子又会
空了。

我们也是远路上来的宁夏亲戚。我和妈妈、弟弟从
固原赶来。我的两个姑姑也都七八十岁了，从老远的西
吉赶来。还有三爷打电话叫的我不认识的张家川当地的
一些亲戚。三爷是我爷爷辈惟一健在的老人了。由于大
家也都多年没有见面，因此显得格外亲热。也因为大家
从四面八方赶到马家沟来见个面，随后又将各自回去，
几个老人还眼泪汪汪的。

（节选自总第三十五期“本周之星”篇目《百年马家
沟（外一篇）》）

2020年12月25日，2020年最后一期“本周之星”
《聚会：女生素描（外四首）》推出。

聚会：女生素描

提到你，让人想到另一种辽阔
天空亘古的湛蓝，被诸神诵读过的草原
以光明作为标识的女人
注定有挺拔的站姿和爽朗的态度
不会在夜间把过往和黑暗缝补在一起
不会再精心构建一处寺庙
日月祈祷，那些白昼里的倒伏
蘸着夜色慢慢起身，迎接彩霞满天
你的羽翼永远流淌着喜悦
我想：能够收走你的汪洋与肆意
或者是雏燕呢喃，或者是哒哒的马蹄
（节选自总第五十期“本周之星”潘云妹诗歌《聚会：

女生素描》）

2020年，我们一共推出了50期“本周之
星”，覆盖48位原创作者，其中一位是内刊会
员作者。他们来自北京、上海、广东、云南、贵
州、新疆、湖北、陕西、江西、海南等23个省、自
治区和直辖市。

他们中有写作多年的“老手”，也有1999
年生的“新新人类”，有中学老师，有农艺师，
有保安，有文学网站或刊物的编辑。他们创作
的作品体裁涉及小说、诗歌、散文等，内容广
泛，从深入自我、挖掘内心的“意识流”，到俯
仰天地、吟诵万物的歌咏，从瑰丽奇异的童
话、扣人心弦的谋杀案到追忆童年、怀念乡村
生活的田园风景，来自全国各地的作者为我
们展现了丰富的写作生态图景。

有时候我们觉得每周评选“本周之星”的
过程就像抽盲盒一样，不到打开的那一刻不
知道会带来什么样的新体验，又会发现什么
样的新大陆。某种意义上“本周之星”就是要
从目前的海域里开拓一片新大陆，发现新的

写作者，发现新的故事，或发现某种新的写作
愿景。相对的，希望中国作家网的原创平台对
于广大写作者来说也能成为一片新大陆，一个
可以自由而充分地成长、交流与展示的天地。

这种交流不仅是写作者之间的交流，同
样也是编辑、评论者与写作者之间的交流，一
直以来“本周之星”不仅推出好作者、好作品，
其后也会附上编辑们的点评与心得。六位编
辑老师野水、陈丹玲、卢静、刘云芳、余良虎、
范墩子一年来对“本周之星”付出了辛勤的劳
动，每周从大量的原创投稿作品中甄选出优
秀的作品，遇到好作者，大家会兴奋地相互交
流、相互推荐，每一期的推荐语老师们都尽心
尽责，真诚地给出自己的点评，发掘作品的闪
光点，也中肯地指出不足之处。有许多期“本
周之星”作者在看到老师们的点评后都向我
们表达了他们受到的激励与感动，激励来自
于老师们的肯定，感动来自于老师们的负责
与认真。

2020年“本周之星”作者照片墙

（本版文字由中国作家网“本周之星”编辑邓洁舲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