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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作家网原创频道征文（散文）
大赛终评结果揭晓

一等奖（5名）

红山飞雪 《瓦楞草》
李 慧 《农具的秘密》
杨秀廷 《在尘世歌唱》
梦蝶书生 《远去的村河》
曹 洁 《耳窑：河流生长的耳朵》

二等奖（8名）

朱湘山 《天涯苦旅》
李相奎 《漫步长白山》
何喜东 《白鸽与少年》
冷 梅 《内湖简章》
范庆奇 《命如微尘》
钱金利 《虫子的忧伤》
郭苏华 《长河》
曹凌云 《同学少年》

三等奖（15名）

王善让 《一个人的家国》
长平有雪 《野茵》
许 杰 《黑田铺老街》
杨亦頔 《妈妈骨头是黑的》
张秀娟 《父亲的青山绿水》
郑玉忠 《落雪无声》
孟宪春 《谁在故乡揉捏石头的灵魂》
秦挽舟 《路过一场雨》
徐春林 《那夜极其寒冷》

萧 忆 《凤凰漫笔》
菡 萏 《程集往事》
清 影 《夜行，星火可亲》
鲁北明月 《生死守候》
蔡 欣 《梦有81斤重》
黎 落 《往事如烟》

优秀奖(36名)

山野流云 《风雪》
马 曰 《我的老街我的河》
支 禄 《我们村》
火 引 《写在黎明前》
田 夏 《碎裂的月影》
朱慧彬 《杏红梨白春且去》
庄 生 《绿的草黄的花》
刘井刚 《从苏拉宫到榆树沟》
刘汉斌 《玉米》
刘晓利 《又见梨花开》
刘雪韬 《我开始在傍晚时数数》
安 蓝 《旷野之歌》
许 星 《双廊，在安静的阳光下温暖成一朵花》
孙同林 《棉花月令》
孙剑波 《青山何处藏义骨》
牟海静 《住院记》
花 盛 《淫羊藿》
李子燕 《太奶的慢时光》
李 沙 《总有春梦在人间——

品秦观在处州所作词〈好事近·梦中作〉》
杨建业 《中轴线情缘》

汪知寒 《最后一只白鳍豚》
张卫华 《一瓢饮》
陈礼贤 《生活的样子》
周火雄 《老街，哦，老街》
周雅洁 《青冢》
赵建平 《住在人世间》
南风子 《心灵风景沉思录》
保定许城 《我和小羊一起飞》
贺 亮 《此心安处》
骆 浩 《故乡》
烨水珠华 《草绿在旷野的山坡》
黄劲松 《忘言在雁荡的峰影》
紫藤晴儿 《从秋天到冬天》
鄢依涵 《风起的一瞬》
韶 融 《香河听水》
翟敬之 《平阳年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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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支持：
邓洁舲

责任编辑：康春华 杜佳（特邀）
2022年7月18日 星期一文学观澜

散文是最具大众审美的一种创作方式
——中国作家网原创频道征文（散文）大赛阅稿手记 □赵 瑜

评审观察：

这两年读散文颇多，才知道中国文学最基础的作者
大都在散文领域。过去有一种说法，从一处高楼上往楼
下扔东西（需要注明的是，这是一种假设），被砸到的人
中，十个有八个都是诗人。我觉得，这种事实可能只出现
在上世纪80年代。而在中国当下，文学的场域越来越
窄，诗歌和小说都成为小众而挑选作者的创作体裁，只
有散文态度可亲，半露牙齿。

这次阅读参赛作品，果然验证了上述判断。在我看
来，散文作者在中国当下，是最具创作活力的一群人。他
们来自各种职业和领域，他们不需要做技术上的准备，
只需要有表达的热情，便可以开始一篇散文的创作。

我有时候想，在中国当代文学的现场里，散文这个
体裁有些像一支广场舞，热闹，而吸引中老年人群。散文
的确需要一些阅历，才有可以书写的经历。然而，有了阅
历却未必可以成为一个合格的散文写作者。

这样正确的话，我先少说。先回到这次原创征文大

赛的作品中，我发现，散文不是一个适合比赛的文体。因
为散文写作急不得，而是一种经过了长时间累积后，突
然有了痛感而不得不进行表达的一种文体。如果将这样
的一种文字用来比赛，那么，极有可能写作者在规定的
时间里，写不了他感情最为浓郁的作品。而一个人的散
文，如果自己的感情都没有分配得合理，那么，文字便有
可能稀释为白开水。

本次获奖的作品中，大多数都透露出一种大众审美
的味道。在这里，我需要解释一下“大众审美”这一词语
的内蕴。这是一个缺少个性的审美范畴。但是，大众审美
也有大量的群众基础，那就是，大家的散文不都是这样
写的吗？你可以翻开杂志看一下啊。

是的，这不是具体写作者个人的错误，是当前的某
种审美缺陷和平庸带来的问题。

我曾经一度着迷于散文的语言，后来发现，所谓好
的散文语言，既没有可以批量生产的配方，又充满了作

者个人成长史上的“偏见”。比如，当我说到周晓枫、刘亮
程、塞壬等等，我还可以继续列下去，这些作者的文字，
如果遮住名字，根据文字的气息、节奏，甚至用词的习
惯，大家差不多也能猜得出作者的名字。这就不仅仅是
语言问题，而是个性的问题。

说到底，一切写作的区分，都是个性与个性之间的
色泽差异。“好”既没有标准，又充满了不同的标准。“好”
几乎无法用一两个词语来进行注释，但，“好”一定和那
篇作品背后的那个人建立亲密的联系。

还是要回到写作本身。一种文体的兴盛，必然得益
于这个文体的创作队伍足够强大。在中国当下，散文写
作者的队伍远大于小说。因为小说入门的门槛偏高，且
偏于技术。而散文写作者的队伍也多于诗歌。因为写诗
歌和小说的作者，也可能就是散文作者。正是在这样一
个庞大的作者基础上，散文一定是有未来的。

这样一说，感觉好多了。写散文还是蛮有意思的。

几年之前，我曾在中国作家网短暂工作过一年左右
的时间，期间正好参与了原创频道的部分工作，因此，对
于原创频道以及这里的作者作品多少有一些了解。原创
频道是向所有写作者敞开的一个网络平台，作者的身份
多元，来自各行各业，生活在大江南北。他们有着丰富的
生活经验，更有对文学的朴素热爱和赤诚信仰。他们自
觉地写下对于生活和生命的感知，文字真诚而热烈。尽
管在这个岗位工作的时间不长，但这些作者作品给我留
下了深刻的印象。于我而言，阅读这些作品有效地拓展
了我的视野，也给了我一个思考和认识当代文学生态的
契机。

借着这次征文大赛的机会，再次与这里的作者重逢，
给了我很多惊喜和感动。几年过去，作者群体发生了不
小的变化，一些新的面孔出现在终评名单中。但更大的
变化在于，这里的作品的整体质量有了大幅度的提高。
进入终评的作品，题材一如既往地多样丰富，有的写乡村
生活，有的写城市经验，有的写人，有的写物，有的写自
然，有的写情感，繁复多元，展现了一种生机盎然的文学
生态。

征文作品中，乡村题材是占据较大比重的一类，也是
在我看来质量最高的一类。这可能是因为不少作者有丰
富的乡村生活经验，甚至是一直生活在乡村的缘故，他们
在真切个体经验的基础上写下对于乡村的理解和认知，
将在现代化背景中不断远去的当代乡村重新赋形。比
如杨秀廷的《在尘世歌唱》、红山飞雪的《瓦楞草》、李慧
的《农具的秘密》、梦蝶书生的《远去的村河》，都是这类
题材作品的优秀代表。《在尘世歌唱》写的是乡村的歌
谣，作者开篇点题，“乡村有魂，萦系着村魂寨胆的是遍
地生长的歌谣”，这是对乡村精神和歌谣关系的深刻认
知，只有深入其中的人才会有这样的判断。写歌谣就
是写乡村的精神和灵魂，作者从一个特殊的角度切入了乡村的精神肌理。
《瓦楞草》写乡间的一种植物，它们生长在瓦砾之间，常常被人忽视和遗忘，
但又总是倔强地生长着，不断繁衍生息。文章的巧妙之处在于，作者写草也
是在写人，如母亲一般的乡村人像瓦楞草一般坚韧，让平凡的生命绽放出光
芒，瓦楞草就是乡村人的一种精神象征。《农具的秘密》是一首关于农具的赞
美诗，作者以四季为序，以诗性的语言和丰沛的想象力写出了包裹在农具里的
秘密，也写出了农事日常中的诗意。向农具的抒情就是向乡村的抒情，也是向
劳动的致敬。需要指出的是，这些作品对于乡村的书写，不是站在现代性的立
场上对于乡村的隔空遥望和简单抒情，也不是风景化的展示乡村的某些面影，
而是以乡村中的人或物为基点，写出了乡村历史和乡村精神的细密纹路，将一
个历史性和当代性融合视角下的多维乡村呈现在读者面前。

另外一类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历史题材作品。上世纪90年代以来，历史文
化散文一直是当代散文写作的一个重要支脉，但历史散文是一种有难度的写
作，它需要写作者具备丰厚的历史知识和自觉的历史意识，才能写出优秀的作
品。在征文作品中，不乏一些优秀的书写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作品。比如，
曹凌云的《同学少年》、朱湘山的《天涯苦旅》。《同学少年》是对唐湜、赵瑞蕻、莫
洛、林斤澜等重要历史人物交往史的勾勒和还原，在生动塑造人物的同时也将
一段尘封的历史再次擦亮。《天涯苦旅》写历代南渡者在海南岛拓荒的历史，历
史风云在作者笔下缓缓流淌，传奇人物在文字中复活再现。这些面向历史的
写作，构建了我们重回历史的小径，也是我们不断增强历史意识、重塑历史主
体性的重要方式。

除了上述两类题材的作品，还有不少颇具亮点的作品，比如写陕北建筑的
《耳窑：河流生长的耳朵》（曹洁）、写自然的《漫步长白山》（李相奎），写脱贫攻
坚背景下乡村变化的《内湖简章》（冷梅）都各具特色。由于篇幅所限，优秀的
作品不能一一例举，但上述作品已足以显示这个文学园地中所蕴藏的勃勃生
机和无限潜力，这些发表在网络平台的作品或许很少进入大家的视野，但它们
的确已成为当下时代文学生态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同那些经典之作一起，涵
养着时代的人文精神。相信随着时间的流逝，这块园地必将盛开更绚烂的文
学之花。

来
自
原
野
的
勃
勃
生
机

—
—

中
国
作
家
网
原
创
频
道
征
文
（
散
文
）
大
赛
观
察

□崔庆蕾

在为期两个月的征集，以及一个月的评审过后，中
国作家网原创频道征文（散文）大赛结果揭晓了。这是
中国作家网继2021年首次举办原创频道征文（小说）大
赛之后的又一重要活动。与小说征文大赛的目的一样，
我们期待通过此次大赛，进一步挖掘更多有潜质的新
人，丰富散文的写作样貌，提升散文原创作品的品质。

在对此次大赛复盘之前，有必要先就中国作家网原
创频道进行一些介绍。2018年，中国作家网为落实群
团“群众性”要求设立并打造原创频道，我们将其视为紧
密联系广大写作者和文学爱好者的平台与渠道。为了
打造好这个平台，我们耐心、广泛倾听广大写作者的创
作心声，对投稿系统多次进行创新性的升级与改造，大
大提升了原创频道的服务质量。

随着原创作品数量的不断增加，质量的提升就变得
迫切与必要。首先，我们开设了“本周之星”栏目，每周
从几千篇作品中，精选出一位作者的一部作品，并配以
评论文章，分析其优长与不足，进而指出改进方向。围
绕“本周之星”栏目，我们特意约请专业人员录制诵读音
频，组建专业评点团队。其次，我们还通过各类文学征
文、比赛，以及诸如线上改稿会、全国文学内刊会议等文
学活动，吸引优秀写作者进驻原创频道，从而带动文学
水准的整体提升。我们还注重原创频道作品的推介，不
仅在中国作家网所拥有的多家平台推送，并且注重与纸
质报刊的合作，譬如在《文艺报》开设《文学观澜》推出原
创频道内容，与《天津文学》《诗选刊》《梵净山》等刊物开
展合作，开设专栏，将优秀的原创作品实现从网络到纸
质的转化。

客观而言，原创频道工作内容多，压力大，需要十几
个编辑持续不断的辛勤付出。但是，成绩是显而易见

的，经过大家的不懈努力，目前现有注册会员近六万人，
驻站文学内刊百余家，每天上传各类文学作品约300至
500篇，优秀原创作品不断涌现，整个原创频道欣欣向
荣，呈现出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

相对于广大作家和文学爱好者的踊跃投稿，原创
频道的优秀作品数量所占比重仍有较大提升空间，并
且有着比较明显的特点。我曾在由全年“本周之星”
入选作品汇编而成的《中国作家网“文学之星”原创作
品选》序言中写到，“在这些入选作品中，现实题材的
作品占据了绝大多数，而充满想象力和讲究叙事技巧
的文学作品却并不多见。更重要的是，在现实主义文
学作品中，乡土题材作品以压倒性的优势占据着文学
的主舞台，而城市文学作品的数量则少之又少。”在原
创频道投稿作品中，散文数量始终巨大，其中有不少
同质化的乡愁别绪、家族亲情、游记日志类文字。为
了改善现状，我们举办了散文大赛，期待发现类型更
为丰富、题材更为多元、叙事更为精巧、艺术更为圆
熟的，同时具有“新发现、新体悟、新表达”特性的
散文作品。

此次征文共收到稿件1303篇，其中符合征文要求
的稿件995篇，经过审议，一审通过作品135篇，二审通
过作品81篇，三审最终确定作品64篇，并从中评选出
一等奖作品5篇，二等奖作品8篇，三等奖作品15篇，优
秀作品36篇。在整个评审过程中，我们本着公开、公
平、公正的原则，认真对待每一篇作品，期间经过三次评
审以及多次讨论研究之后，最终形成了这个结果，对此，
我们真诚而坦然。

与小说大赛相似，此次散文大赛也出现了许多优质
的作品。在最终入选的64篇作品当中，有一些作品给

我留下了深刻印象。《瓦楞草》中，作者将随处可见的野
草赋予了生命，他以草见人，在对野草的凝视中传递出
人生、亲情、生命等等难言的况味。类似“瓦缝里那些瓦
楞草，不见增加也不见减少，依然纤细，柔弱。风一来，
几株草就像被一只无形的手掌摁住，齐刷刷伏倒，紧贴
那坚硬的瓦片。风一过，瓦楞草重新站起来，快快乐乐，
像从未发生过什么。”这样的语句比比皆是，通篇散发出
一份坚韧顽强而又不失柔美温暖的生命力。《农具的秘
密》中，作者以春耕、夏收、秋种、冬藏结构全篇，以出色
的文字质感，借助那些渗透着时间的温度与时间的秘
密的农具，展现出人与大地之间的浓厚情感。《耳窑：河
流生长的耳朵》是一篇灵动的美文，在作者笔下，河流
有男女之别，耳窑同样如此，它“无疑是女性的，这个相
对独立的空间，她几乎容纳了一个平凡家庭清明尊贵
的全部奢华”。《白鸽与少年》中，作者给我们展示的是
在遥远荒僻的角落，一个年轻的身怀理想默默奉献的
石油工人，在平凡岗位中所做的不平凡的事关家国的
事业。而《一个人的家国》中的挂职帮扶干部的心路历
程，平白如话，读来令人唏嘘慨叹不已。《梦有81斤重》
写出了年轻的“我”与外婆之间催人泪下的亲情，诚挚
动人。在这些作品的背后，我们都可以看到一个清晰的

“我”，这个“我”，或自在或深情或坚韧或安然，但就在不
经意之间将你我打动，引领我们触摸生命深处的那份脉
动与鲜活。

散文大赛结束了，但同时也是另一种开始。接下
来，我们将会把这些优质作品陆续推送于名报名刊发
表，并且通过不断深入交流，建立、加深与获奖作者的联
系，将他们融入原创频道的创作队伍之中，共同促进中
国作家网原创频道的发展繁荣。

散文大赛的背后与指向
□陈 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