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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青春文学到青年写作从青春文学到青年写作
□□霍霍 艳艳

十年前风靡的青春文学十年前风靡的青春文学，，侧重渲染青春的迷茫侧重渲染青春的迷茫，，它是时它是时

代的产物代的产物，，却以一种反叛时代的面貌出现却以一种反叛时代的面貌出现，，背后折射出难以背后折射出难以

介入时代进程的焦虑介入时代进程的焦虑。。它提供想象却缺乏力量它提供想象却缺乏力量，，很快被商业很快被商业

社会破解了密码社会破解了密码，，进行批量复制进行批量复制，，沦为一种套路写作沦为一种套路写作。。十年十年

后它的名字重回后它的名字重回““青年写作青年写作””，，凸显的是新一代创作主体如凸显的是新一代创作主体如

何提供看待世界何提供看待世界、、表达世界的新方法表达世界的新方法、、新角度新角度，，探索如何将探索如何将

自己的成长与中国的改革开放叙事紧密相连自己的成长与中国的改革开放叙事紧密相连。。希望有一天希望有一天，，

我们能在他们的作品里更加了解中国的时代发展我们能在他们的作品里更加了解中国的时代发展。。

如果想要探寻这十年来青年写作的发展，就
必须先返回到他们成长的年代。他们出生在20
世纪八九十年代，成长在世纪之交。90年代起
中国社会发生的诸种变化，各个领域都在发生的
深刻变革，影响着他们的成长与创作。有些学者
提出，广义的“90年代”不仅指“1990—2000”这
十年，更延伸到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成功举
行。当下活跃的这批青年作家无疑是90年代之
子、改革开放之子，时代赋予他们鲜明的特质，他
们的创作在时代历练中走向成熟。

早期青春文学的特征早期青春文学的特征

他们生活在两个世界他们生活在两个世界，，家庭家庭、、学校学校
两点一线的现实世界两点一线的现实世界，，充满个性充满个性、、喧闹喧闹
的网络世界的网络世界，，但对社会缺乏接触但对社会缺乏接触，，汲取汲取
的文化资源比较雷同的文化资源比较雷同，，眼界还不够开眼界还不够开
阔阔，，喧嚣过后部分写作者很快暴露出后喧嚣过后部分写作者很快暴露出后
劲不足的问题劲不足的问题。。

他们是中国历史上极其特殊的一代青年人，
独生子女政策使他们成为父母、祖辈唯一关注的
焦点，却缺乏兄弟姐妹的陪伴。自我、个性成为
他们的标签，文学创作成为抚慰他们心灵的一种
方式，亦用来缓解孤独，所以他们看似个人化的
表达背后其实充满着对共鸣、理解的渴求。他们
太早登场，和前辈作家从各个岗位以各种方式走
上文坛不同，1980年以后出生的作家从事文学
的路径相对单一，在青春成长中有感而发，靠在
网络发帖或参加“新概念作文大赛”获得关注，进
而走上文学创作的道路。他们生活在两个世界，
家庭、学校两点一线的现实世界，充满个性、喧闹
的网络世界，但对社会缺乏接触，汲取的文化资
源比较雷同，眼界还不够开阔，喧嚣过后部分写
作者很快暴露出后劲不足的问题。

他们将单调的生活进行文学加工，创造了
“青春文学”这一类型。青春文学的人物大都是
拒绝长大的孩子，生命定格在少年状态，情感细
腻、具备着某种灵性，对文艺有着天生的才华。
表面缺席的父母实则对他们充满庇护，使得他们
处于成人世界之外，过着一种诗意的生活，充满
理想主义情怀。但他们鲜明的个性并不曾与真
实世界发生碰撞，而是自行建构了一套游戏规
则，敢爱敢恨、不计后果；青春文学的写作风格略
显偏颇，这种风格鲜明地体现在词语和句子上。
他们大量使用形容词，把铺排当作风格，刻意使
用偏僻词汇，生造词语或者改换词义。句子上，
他们故意使用复句或者短句，过多使用排比句，
把制造阅读障碍当作风格。这些对语法规则的
突破，虽给读者以陌生化的效果，仔细读来却有
粗糙之感。他们不再追求词语和现实的清晰对
应关系，而是堆砌大量相似词语，营造语言的狂
欢。从人物关系来看，除了和父母的对立外，同
代人之间多是一种“双生”、互为镜像的关系，这
是独生子女一代对孤独的想象性弥补，他们与

“世界上的另一个我”或相互扶植、共同成长，或
发展出一种因爱成狠、相互折磨的“变态”关系。
但人物之间没能形成有效的交流和互动，各说各
话、各行其是，所展现的，并非真实世界的一隅，
而只是个人经验的膨胀。从创作内容来看，场景
集中在学校、公寓、咖啡馆等封闭空间，情节不外
乎家庭破碎、多角恋、校园欺凌、打架开除，人物
是情绪的载体，却无法自在生长，笔墨更多集中
在对成长中孤独、疼痛、叛逆、自恋情绪的渲染。
有些作品虚假地满足读者对于成人世界的想象
和更高层次生活的向往，有些作品为追求一种极
端的效果，故意渲染一种残酷暴虐美学。

青春文学的风靡，开启了一种“陪伴模式”，
强调读者和人物一起成长。在作品的陪伴下，读
者度过了迷茫的青春时光，迈过初中、高中等关
键节点，文学成为他们无聊生活和细腻情感的寄
托，帮助他们勾勒对于未来生活的想象。读者不
光阅读作品，还泡论坛、发微博、消费衍生品，通
过对一部作品的喜爱结交朋友，形成情感共同
体。但当他们步入社会，很快发现现实世界远不
如小说般精彩，充满了日复一日的琐屑与平庸，
青春文学里以自我为中心的行为准则难以奏效，
于是感到失望，情绪激烈者回过头来推倒他们的
青春偶像。

青春文学的写作者最初是希望借助创作缓
解孤独，并且获取父母的注意和周围人的喜
爱。但随着媒体的推波助澜，文学创作成为青
年人一种“脱颖而出”的方式，青春文学也逐渐
沦为一种套路写作，被出版商以流水线加工的
方式批量复制，浮夸造作、单调雷同、不及物的问
题愈发凸显。

杨庆祥认为，青春文学作家和他们的作品是
时代的产物，却没能真正反映时代变化、传递时
代精神。（见刘江索：《青春文学里，没有我的青
春》，《新周刊》2021年9月）经济发展使物质匮乏
得到解决，但青年人暴露出的心灵危机，以情绪
宣泄、物质消费的方式被轻易掩盖。青年人借着

“青春”的名义，隔绝于社会、时代之外，既没提供
新的认知世界的方法，也没能在历史进程发挥作
用，写作变成一种“逃避术”。

青年写作对时代的关注青年写作对时代的关注

近十年来近十年来，，青年作家开始重新思考青年作家开始重新思考
时代对他们的影响时代对他们的影响。。时代的发展使青时代的发展使青
年作家的空间感年作家的空间感、、时间感都与前代作家时间感都与前代作家
发生断裂性的变化发生断裂性的变化。。他们是真正在全他们是真正在全
球化语境里成长起来的一代球化语境里成长起来的一代，，具有更加具有更加
开放开放、、多元的世界眼光多元的世界眼光。。

近十年来，青年作家开始重新思考时代对他
们的影响。虽然很多作家的作品没能直接反映
或者说“正面强攻”中国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时代
气息开始出现在他们的作品里。

1992年邓小平同志的“南巡讲话”，把改革
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推向了新的阶段。青年作家
最初感受到的只是城市日新月异的变化和物质
生活的丰富，近年他们开始反思新的社会和权力
关系对人的生活的影响。比如1998年，国企改
革全面展开，“下岗潮”成为青年作家重要的成长
记忆，直到20年后这些“子辈”才借着“东北文艺
复兴”的浪潮重新书写父辈的故事，把这一重大
事件和生活重新组合在一起，表达对父辈怀念的
同时，也借由“改革”“开放”重新想象自我和认识
世界。

时代的发展使青年作家的空间感、时间感都
与前代作家发生断裂性的变化。经济特区的建立
使得沿海城市的人先富起来，扩大了与内陆城市
的差距。大型城市的都市化进程加速，地标性建
筑拔地而起。这些带给出生在四川自贡的郭敬明
复杂的情绪，对上海这座城市是爱是恨？对资本
逻辑到底是批判还是臣服？当中国进入消费社
会，都市空间也根据消费法则进行重构。“70后”
作家笔下的城市地标是购物中心、酒吧，注重空
间的消费功能，而在“80后”作家的作品里，大量
出现咖啡馆、美术馆、LiveHouse等文艺空间，
这成为青年人的心灵避难所，他们在这里与现实
世界保持距离，但又期望寻找到孤独的同类，组
成一个小型共同体，进行有限度的交流。近年来
他们尝试走出封闭的空间，像王占黑一样走向街
道、菜市场，发掘普通人、边缘人超越性的尊严和
欲望，用文学与生活进行交流。一些空间兴起，一
些空间也在衰落，如班宇等人的小说以国营工厂
作为背景，这些自给自足的封闭环境被打破的同
时，也成为衰败的开始。还有一些作家追忆在现
代化中消逝的城市风景，如常小琥笔下的胡同，
张怡微笔下的工人新村。而相较“70后”笔下小
镇生活的封闭、单调、无聊，颜歌的平乐镇显得活
色生香，建构着属于自己的心灵家园。

历史感匮乏造成的时间性断裂下，青年作家
更注重对空间感的营造，描摹空间对人物性格产
生的影响。90年代中国发生大规模人口迁徙，
伴随劳动力的转移，大量的人走出小镇、农村，去
城市寻找机会。被困在流水线的年轻人，写出了
关于工厂的诗歌。打工者变成青年作家笔下的
主角，他们不只是工厂里的工人，还是公司里的
职员，在钢筋水泥的城市里感到压抑。他们是飘
浮在大城市的“微尘”，就像甫跃辉笔下的“顾零
洲”，孤独、飘零，始终充满着一种无法融入的焦
虑感。张悦然则致力于描绘更高阶层的生活空
间，当人跨越不同阶级空间时，性格也发生转变，
进而影响到他们的判断和选择。颜歌擅长从空
间把握人物的腔调，凸显人情风貌，建立一种烟
火气十足的地方感，也拓展了汉语的表现可能。
李娟、马金莲、董夏青青的创作则走进少数民族
聚集地和祖国边塞，展现特殊空间下人的坚韧，
呈现不一样的生命情境。

在时间层面，青年作家开启了一种“时间的
意识形态”。这个概念源于杨庆祥对于90年代
的回忆文章，从90年代开始，发展变成硬道理，
中国在努力追赶着发达国家的步伐，用时间来赢
得空间，中国人也在现代化进程中加速奔跑。《老
狼老狼几点了》是张悦然创作的一则寓言，描绘
村子里的人为了追上社会前进的脚步，心甘情愿
地改变了自己内在的生物钟。在这个过程中，人
与人之间的信任被隔膜取代，变得不再从容，时
间及其所代表的工业社会效率至上原则是吞噬
一切的黑洞，而人们心甘情愿地投入它的怀抱，
独立性被消磨，青春也被埋葬在时间的废墟里。

对于历史，青年作家避免正面碰撞，而是找
出与“我”的关联。他们的作品里虽然出现一些
重要的时间节点，但仍是将历史作为成长里悬置
的背景。尽管近年来出现一批正面触碰历史的
作品，但他们并不关心历史的真相，只关心历史
刻在人物身上的痕迹，对痕迹反复描摹，注重的
还是人物当下的生存感受，再通过人的伤痛反推
历史的正义与否，这是一种想象型的历史写作。
周嘉宁的创作敏锐地反映出了世纪之交的时代
情绪，勾勒出全球化语境下成长起来的一代中国
青年的内心特质，但完整书写一代人成长史的作
品较为缺乏。

在变化的空间感和时间感里，青年人需要建
立一个坐标，在不确定中找寻确定性，这个坐标
就是物质。他们被消费主义喂养，作品里充满了
对于物质的欲望和对新生活方式的着迷，由此进

入社会、定义自己。他们不光标记物质的品牌，
也细致描摹质地、想象它们的前世今生，将日常
生活审美化。张颐武认为这种强烈的“物”的欲
望不光和对身体的自恋相联系，还能通过身体和
其他相关消费品的无限延伸进入全球化的运作
中，达到个人与全球的联通。（张颐武：《迷乱阅
读：对“70 后”作家的再思考》，《南方文坛》2001
年第6期）

这代青年作家是真正在全球化语境里成长
起来的一代，他们具有更加开放、多元的世界眼
光，同步汲取文化资源。2004年，春树登上《时
代周刊》亚洲版封面被视为标志性事件，连结了
西方青年亚文化的脉络，被与“垮掉的一代”相提
并论，他们以另类、反叛的姿态登场却成为一时
的新闻主流。近年随着国际上军事、政治事件被
实时直播，中国在发展过程中不断面临深刻的国
际挑战，尤其是在与西方“他者”和美国所代表的
普世价值碰撞中，青年作家开始有了新的民族情
感和政治觉悟，重新思考“今天如何做一个中国
人”，如何重构中国与世界的关系。

在中国内部，一种新的国家认同开始觉醒。
1997年、1999年成功收复香港、澳门，结束了百
年来殖民主义的屈辱历史。2008年，四川汶川
发生大地震。青年们不光高呼“四川挺住”“汶川
加油”、并踊跃捐款捐物，也积极投入到了灾害的
救助中和灾后重建中。巨大的灾难冲击使得过
去只注重自我价值、缺乏社会关怀的部分青年开
始觉醒、坚强、互帮互助，把自己的命运与国家民
族命运紧密相连，凝聚力空前提升。张悦然的
《家》让两个从中产阶级无聊生活里出走的男女，
不约而同地奔赴救灾现场，在历史现场中寻找对

“无意义”的救赎可能。但诚如杨庆祥所提醒的，
青年人是被某个突发事件吸引，形成深陷逆境的

“想象共同体”，通过进入历史现场获得有限度的
个体解放，要想真正达到自我更新，承担再造社
会的责任和义务，青年人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媒介变革对青年写作的影响媒介变革对青年写作的影响

十年来十年来，，新闻媒体的变革新闻媒体的变革，，使得青使得青
年人对于政治年人对于政治、、社会的关注度提升社会的关注度提升。。网网
络络、、新媒体不光导致文学载体的变化新媒体不光导致文学载体的变化，，
更是促成一种新的文明形式更是促成一种新的文明形式，，在这里在这里

““何为文学何为文学，，文学何为文学何为””重新成为问题重新成为问题。。

十年来，青年写作经历了从纸质印刷到互联
网再到新媒体的媒介变革。

20世纪90年代国家开始将文化事业推向市
场，许多出版社、杂志社自负盈亏，这导致他们的
办刊、出版思路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更强调策
划、营销。对青年作家影响最深的莫过于世纪之
交《萌芽》杂志举办的“新概念作文大赛”，提倡新
思维、新表达、真体验，把文学从僵化的语文教学
中解放出来，使年轻人对于“文学”的理解从课本
里的范文和大部头的经典，变成“文学”是自我情
感的抒发、是华丽的辞藻和飞扬的想象、是联结
同类、惺惺相惜的桥梁，燃起了年轻人心中的创
作之火，一批青年作家由此登上创作舞台。

新闻媒体的变革，使得青年人对于政治、社
会的关注度提升。《东方时空》《新闻调查》《实话
实说》围绕着社会争议性的话题进行讲述和评
论，呈现政治、政策如何深刻影响着老百姓的生
活。《南方周末》等媒体的深度报道改变了媒体只
是简单“工具”的形象，而变成一种具有使命感、
介入性的“媒介”。在新闻节目、深度报道里，青
年作家看到了中国社会的广袤与复杂，他们很多
的创作也是围绕着社会事件展开，孜孜不倦地刻
画各种小人物。深度报道和新媒体在2010年左
右的结合，催生了“非虚构”写作的兴起，青年作
家尝试把普通人生活或新闻事件放在社会和时
代的大背景之下，通过个体命运展现时代特征。
也由于“非虚构”的形式，处在人生转折点的青年
作家开始注重亲身行走、搜集资料，带着当下的
困惑重回历史现场，诞生了《重走：在公路、河流
和驿道上寻找西南联大》这样的作品。

网络、新媒体不光导致文学载体的变化，更
是促成一种新的文明形式，在这里“何为文学，文
学何为”重新成为问题。吴俊认为那种趋于静
态、孤立、审美延时（滞后）的文本，被互联网动
态、互动、即时关联的系统改变了形态，由此文本
形态、审美标准、阅读方式、生产方式、传播方式、
甚至对于文学的价值判断都发生了改变。（吴俊：

《新时期文学到新世纪文学的流变与转型》，《小
说评论》2019年第1期）尽管现在纸媒文学和新
媒体文学仍处在博弈中，但后者已经逐步瓦解过
去纸质媒体形成的“文学场”。吴俊进一步分析
新媒体文学的主要特征：即时、交互、共享、定向、
个性、海量、超文本等，它不断制造新的内容，吸
引新的读者，这些读者也有可能转化为“作者”，
自己创造内容。（吴俊：《新媒体语境与“文学史终
结”》，《文艺研究》2016年第6期）网络诞生了大
量年轻的职业作家和“野生作家”。“野生作家”是
一群白天依靠其他手段谋生，利用业余时间创作
的写作者。“野生”也是相对于他们的经历而言，
和循规蹈矩、按部就班成长的文艺青年相比，“野

生作家”有各自不同的成长轨迹，从事的工作不
一定和文学相关。虽然不够“专业”，也缺乏评论
者的关注，但他们身上体现了真诚坦然的创作态
度和对文学对生活的独特理解。他们丰富的生
活经验也为创作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素材，纠偏了
青年作家由于生活环境和汲取资源相似而越来
越同质化的倾向。网络对于青年作家“文学共同
体”的形成也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文学论坛
是青年作家创作的重要平台和精神支撑，它甚至
将文学转化为一种生活方式。

网络媒介也影响着青年作家的创作内容，一
方面是提供素材，一些作家往往是被网上某个社
会新闻所吸引，然后进行艺术加工；另一方面伴
随新媒体的发展，使得“失败”“焦虑”“躺平”变成
了一种社会情绪、一种趋于保守的后退策略，在
年轻人中蔓延并引发一种共鸣。有些创作者不
再将“失败”的处境历史化与相对化，找出摆脱的
方案，而是刻意地绝对化。写失败者、边缘者固
然是对主流文化和权威话语的反叛，但也成为一
种“脱颖而出”的方式，一种社会对年轻一代缺乏
社会责任感指责的有限“反拨”。有些作家并没
有真正花精力了解、进入底层的生活，只是靠情
绪的描摹故作一种现实感，对他人的生活充满了
想象，这是青年作家在处理现实问题时的通病。

加强对青年作家的扶持加强对青年作家的扶持

十年来十年来，，针对青年作家的扶持措施针对青年作家的扶持措施
日趋多样日趋多样，，有效地促进了青年作家的成有效地促进了青年作家的成
长长。。而对于当下提倡的而对于当下提倡的““深入生活深入生活””实实
践践，，青年作家还需要向前辈作家学习青年作家还需要向前辈作家学习，，
要想写出感动人心的作品离不开生活要想写出感动人心的作品离不开生活
这个源头活水的浇灌这个源头活水的浇灌。。

时代给予青年作家越来越多的期望和机
会。2021年12月1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
联十一大、中国作协十大开幕式上寄语青年文艺
工作者：“只有青年文艺工作者强起来，我们的文
艺事业才能形成长江后浪推前浪的生动局面。”
这十年来，中国作协越来越重视对青年作家的培
养，把青年作家定义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
学事业的强大生力军，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学
事业的未来”，提出一系列举措，其中包括：关注
基层青年作家在创作和成长中遇到的问题与难
点，推动地方作协、行业作协加强基层青年作家
工作。积极实施青年作家创作扶持计划，加强青
年作家文学培训工作，吸收更多创作势头好、文
学潜力大的青年作家加入中国作协。拓展工作
渠道、延伸工作手臂，进一步将青年网络文学作
家、青年自由撰稿人等新兴写作群体纳入作协的
工作范围。加强对青年文学创作优秀成果的研
究和宣传推介，扩大青年作家及其作品的社会影
响力。

具体如“21世纪文学之星丛书”专门资助出
版40岁以下青年作家的处女作。《人民文学》举
办“紫金·人民文学之星”奖掖35岁以下的青年
文学创作。2015年起设立的“茅盾文学新人
奖”，旨在奖励45周岁以下、已经取得相当成就
的青年文学家。中国作协还给青年作家提供海
内外文学交流机会，如举办“两岸青年文学会
议”，促进交流对话。各地方作协也推出自己的
新人扶植计划，如江苏的“青春文学人才培养计
划”“名师带徒计划”等，同时积极吸纳代表性的
青年作家加入专业作家队伍。

十年来，对于青年作家的文学教育日趋多
样。主要有各级作家协会举办的高级研讨班和
大学开设的创意写作课程。作为国家级的文学
教育机构，鲁迅文学院举办数十届青年作家高级
研讨班，邀请不同领域专家对经济、政治、文化当
前状况进行介绍，帮助青年作家开阔眼界、更好
地了解社会现实。文学教授、知名评论家、杂志
主编则从创作技巧、文艺理论、作品发表等方面
对他们进行指导。鲁迅文学院除了组织刊物和
作家的座谈会、改稿会，也组织他们进行创作互
评，形成良好的讨论氛围。2020年鲁迅文学院
开始实施“培根工程”青年作家培养计划，致力于
帮助青年作家更好地成长。

越来越多的高校开设创意写作课程，既从普
通人之中培养作家，也对已经成名的作家进行再
教育，提升学历的同时，提高他们的眼界和创作
水平，促使他们增进交流，在文学场里形成紧密
团结的群体。张悦然、张怡微等青年作家也开始
走进高校，担任写作教师，将松散的创作生活变
成更高效的教学生活，促使自己不断补充专业知
识、反思观察，与学生互动、及时收获不同读者的
反应，打开过去封闭的交往圈子，这些都使得他
们的创作开始呈现不一样的风貌。

同时为了满足普通人对写作高涨的热情，青
年作家通过互联网从事文学教育，他们开设文学
鉴赏、经典解析、写作技巧训练等课程，如张悦然
主讲的《谁在书写我们的时代？》、陈崇正开设的
《正解：从写作文到写作》等，帮助文学爱好者学
会梳理人生经验、敏锐于生命体验、提高对于文
学的鉴赏力，构建写作入门的桥梁。

在一系列政策支持和文学教育的不断完善
下，十年来青年作家取得了不俗的创作成绩，屡
屡获得各级文学奖项，马金莲、董夏青青、蔡东等
获得鲁迅文学奖。他们成为文学期刊的常客，关
于他们作品的评论层出不穷。他们是当下文坛
的“中坚力量”，但要避免陷入“发表-评论-评
奖”的单循环里，尽管也有一批高校学生对他们
作品进行讨论，但都是中文系出身的“专业读
者”，和普通读者之间还缺乏有效的互动。而对
于当下提倡的“深入生活”实践，一些青年作家还
只停留在采风、调研等形式层面，并未能对社会
进行有效的观察、体验、研究、分析，更不会长期
与写作对象“同吃、同住、同劳动”。在这点上青
年作家还需要向前辈作家学习，要想写出感动人
心的作品离不开生活这个源头活水的浇灌。（可
参阅於可训：《还谈“深入生活”，过时了吗》，《光
明日报》2021年11月10日）

对青年写作的展望对青年写作的展望

眼下中国社会正处于一个巨大的眼下中国社会正处于一个巨大的
结构断裂和价值转移阶段结构断裂和价值转移阶段，，它给青年作它给青年作
家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家提供了丰富的素材，，也促使其不断更也促使其不断更
新自己的知识结构新自己的知识结构，，重新思考文学所能重新思考文学所能
发挥的作用发挥的作用。。

青年作家最初靠融会不同文化资源进行创
作，他们直接借鉴电影里跌宕起伏的情节，建构
如武侠小说般快意恩仇的江湖世界。他们将文
字和摄影、漫画结合在一起，发明“纸上电影”“杂
志书”的概念。港台流行文化则充当了他们的情
感启蒙，使其作品里出现大量类似歌词的片段。
他们是有着商业头脑的一代作家，像明星一样经
营自己的作家形象，将文学产业化。但由于太早
登场，缺乏对于传统、经典的深入了解，生活体验
较为单一，仅凭抒发的冲动就开始写作，还没有
完全拥有文学的自觉性，也就难以进行创造性转
化。在作品表现形式上，出现了人物塑造单薄、
人物缺乏社会关系、过于依赖个人经验、无节制
描摹细节等问题。

近年来他们的写作逐渐成熟，对于时代有更
敏锐的感知，尝试把握历史与现实之间的复杂关
联，将宏观视野和微观聚焦相结合，形成对世界
与他人的有效理解，改变过去观念性的写作和隔
绝时代、旁观时代的站位，积极投入时代和社会
实践中来。眼下中国社会正处于一个巨大的结
构断裂和价值转移阶段，它给青年作家提供了丰
富的素材，也促使其不断更新自己的知识结构，
重新思考文学所能发挥的作用。

十年前风靡的青春文学，侧重渲染青春的迷
茫，它是时代的产物，却以一种反叛时代的面貌
出现，背后折射出难以介入时代进程的焦虑。它
提供想象却缺乏力量，很快被商业社会破解了密
码，进行批量复制，沦为一种套路写作。十年后
它的名字重回“青年写作”，凸显的是新一代创作
主体如何提供看待世界、表达世界的新方法、新
角度，探索如何将自己的成长与中国的改革开放
叙事紧密相连。希望有一天，我们能通过他们的
作品更加了解中国的时代发展。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青年学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