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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作家网原创频道重点栏目
“本周之星”年度评点印象

2022年，
他们的旅途走向下一程

在文学中建立起
我们与自身全面而真实的联系
□王清辉（中国作协创研部副研究员）

在我读来，“本周之星”推荐的作品，一个共同特征就是主

题突出——时代的重大命题和普通人的深刻情绪，无不在日常

生活的场景和平凡的见闻中一一通过文学的书写，呈现为具体

的感悟和况味。无论是小说还是散文，我都从一位位作者诚恳

而真挚的笔触中，读到他们对家人、对生活、对世界源源不断的

真情。他们向我们展示的一幅幅画面可能并不完整，视角也不

求整齐，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从文字中看到作者个人的美学观

和心灵史。因此可以说，以“本周之星”为代表的这些创作为我

们展示了一个难能可贵的精神面貌的世界，我们这个时代的日

常生活也以文学的方式获得了充实的新生。

“本周之星”的作者大多不是专业作家，而是来自五湖四

海、各行各业的文学爱好者和写作者，他们的写作大多自带丰

沛饱满的热爱，使得这些带有强烈个人色彩和时光气息的生活

场景，不经多么深刻冷静的审视，就能直接呈现出心灵的律动。

在阅读中，我最大的遗憾是大多数的写作者没能发挥自身优势，

写出自己独有的生活。尤其是在处理与日常生活距离很近的题

材时，容易暴露对情感的挖掘不够深入、对结构的把握不够准确

等问题。我因此特别期待，今后能在“本周之星”里读到万象生活

里的声声呼吸。但无论如何，最难能可贵的是我们在写作中看

到一个个普通人在生活中的善意和对时代的理解，他们通过写

作在不动声色中为时代变化与人生成长做出了忠实的铭记。

我们不断经历着大大小小的世事变化，其中那些坚固的部

分时常提醒着我们生命的立足点，而那些一不注意就烟消云散

的部分则往往在不经意间悄悄改变我们看待世界的方式。生

活在文学中新生，就意味着我们希望在文学中建立起与自身全

面的真实的联系，以此作为自身情感价值的主体。写作的力量

与动力正来源于此，文学的永恒价值也来源于此。

好小说该燃起火焰
□范墩子（西安市文学艺术创作研究室专业作家）

好小说显然不只有一副模样，尤其是短篇小说，在写法和

故事表现上更是有着广阔探索的可能。就2022年“本周之星”

推出的小说来看，也均为短篇小说。在我看来，短篇小说往往

截取生活的一个切面，以小见大，可以写一个完整的故事，也可

以只写一个片段。总之，短篇小说弹性大，灵活性高，像诗歌一

样充满着艺术感，实验性更强。这也是我在审阅小说稿件时的

一个期待，期待看到更为丰富的短篇艺术形态，看到更多具有

探索或实验意味的短篇小说。当然在这个基础上，也离不开好

故事的支撑，毕竟故事是小说的重头戏。

小说并不是梦，但很难离得开梦。好小说的状态其实就是

梦的状态，汹涌混沌、驳杂鬼魅。陈润庭的《纸城堡》就如同一

场少年时代的梦境，玄妙模糊、幽深漫长，蕴藏着许多记忆中的

痛，读起来如在欣赏一幅山水画。路嘉的《糖》着重书写一段悲

伤的青年记忆，一段真实的生活碎片，涌动着青年一代海水般

的悲伤，背面也隐藏着更深的寓意。鹿远舟的《坐立难安》用梦

幻的方式进入现实的内部，试图挖出悲痛的真实处境，夹杂着

大量的内心独白，更强调主观的现代性，耐人寻味，从侧面也能

看出青年作者别致的叙述追求。

文学作品是时代的产物，是时代的一面镜子，书写现实、反

映生活始终是小说写作的主潮。卢仁强是原创频道的“老作

者”，2020年栏目推出他的小说《马事》以其老练沉稳的叙述、

温情绵密的表达，让许多读者印象深刻，今年他的小说《柿子树

下》关注留守老人，直面生死宿命，字里行间夹杂着一种命运的

沉重感和撕裂感。韩春山的《志愿者》用大量细节为读者刻画

了一个真实可敬的军人形象。陈华的《寒葱河》和许起的《拍甲

鱼》均为我们讲述了温情的故事。若从小说结构来讲，张粟山

的《京城寻屋记》更特别一些。

就我的整体阅读印象来看，多数作者似乎更热衷于讲一个

故事。可是对小说而言，小说仅仅只是故事吗？除却故事，是

否还有别的一些不确定元素？比如小说的视角、结构、悬念、语

言等。故事在帮助小说家进入现实，进入内心大大小小的焦虑

和孤独；也可以说，故事在帮助我们解读世道人心，解构生活的

本义，故事是小说家手里的工具，只是发端，绝非终点。也就是

说，我们写短篇小说时，尽管会从故事进入，但不能将其处理成

一个简单的故事。从故事到小说需要思想的飞跃，需要有崇高

而又伟大的艺术抱负。

人物对话也应引起足够重视。对话不像生活聊天，要滤掉

无效信息，并且赋予其具体的文学性。小说对话自然是在模拟

日常对话，但它以刻画人物形象或深化小说主题为目的，具有

独一无二的作用，不像日常对话那样随意或无边无际。也就是

说，对话也是小说情节，它在推动着故事发展，看似平常的对话

放在某个具体背景下，就会暗藏着诸多的关键信息。这一点，

应该引起原创频道作者的重视。就我的阅读感受来看，许多小

说的故事很好，但在一些细节的处理上，比如对话、语言习惯、

人物出场等问题还是不够精细。

短篇小说不像长篇小说，细小的毛病不易察觉，它浑然一

体，眼里容不得沙子。所以我们写作短篇小说，在修改过程

中，是否能狠心点将多余的情节、无关紧要的信息删除掉？好

让小说在最紧凑的状态下爆发出惊人的力量。话说回来，小

说虽在反映现实、窥探现实，但好的小说该燃起火焰、插上翅

膀，有凌空腾飞的一面。期待着2023年能看到更多有创造活

力的好小说。

朝着光明的前景
□符 力（《诗刊》社中国诗歌网编辑）

2022年，中国作家网原创频道重点栏目“本周之星”推出

了49期作品，其中诗歌17期，可见诗歌在发表数量上堪比小

说、散文等体裁。这是大量诗歌作者踊跃来稿的反映，也是编

辑不吝鼓励诗人创作、平台大力传播诗歌的体现。

去年的17组诗歌是多数处在上升期的诗人和少数初学者

的创作成绩之一，与2021年的“本周之星”诗作一样，同样显示

出题材的丰富性和语言风格的多样性。在整体阅读过程中，我

更多的是看到诗人对文学崇高感的敬畏，没有发现存在“口水

化”弊病的诗篇，也少见在繁复芜杂词汇中空转、读来不知所云

的作品。这可能反映了当前的诗人接受了国内外大量的优秀

诗歌的滋养，受到“口语写作”诗观的负面影响越来越少；也反

映了编辑在审稿、评选等工作中秉承温柔敦厚的“诗教”传统，

坚持纯正端庄的诗歌品位，严格挑选优秀之作，不让低级流俗

作品出现在这个知名度渐广、影响力日盛的文学平台上。

诗歌优劣的关键在于语言技艺之高下，而不在于题材的选

取。在语言表达上，17位诗人不同程度地表现了对遣词、炼句

的自觉。其中，王永苓的不少句子很新颖，化抽象为具象：“春

寒是一种遥远的涟漪”；野老的语言颇为玄妙，需发挥想象去品

读：“羊铃已被风灌满”“草色青青，它在人间亲吻天上的云朵”；

张诗青的诗句形象又灵动：“水滴走过的电线/昨日还站着几只

麻雀”；惠永臣的表达可见诗人敏锐、独到的观察：“吠叫的不是

藏獒/就是草叶上的风”。还有，相当多句子写得形象又有新鲜

感，体现了作者的想象力和语言表现力：“云朵脱去夹克衫”（贾

东旭），“雪，露出山的肩膀/站在婆罗科努山上”（秋华），“深埋

于冻土的草木之心/正在复苏，轻风拂过之后/就有无数伸展的

骨骼嘎吱作响”（阿未）。此外，嘎代才让的句子里有诗人对生

活的透彻认识，闪着思想之光：“我们生而破碎，用活着来修修

补补。”北君的诗句提供了化解人生困境的方式，看似平常，却

颇见智慧：“我握紧扇柄，煮雪烹茶/与那人对饮，煨热这最长的

冬夜”……以上诗句可视为古人作诗“语不惊人死不休”之精神

的当代接续，是对汉语的尊重，也是对诗歌创作本身的尊重。

从中可窥见诗人对当代汉语诗歌语言的文学性和艺术性的理

解和探索之一斑。

在掌握了一定的语言技艺之后，诗歌题材的选取和处理又

显得相当重要。在17位诗人当中，有中学教师、矿井工人、在

读研究生，有忙于行政事务的公务员，也有种地产粮的农民，不

一而足。他们绝大部分都做到了贴着自己的人生经历、感受和

思想去写作，个别作者生活在现代都市里，却把自己想象成农

耕社会的一员，迷恋炊烟、羊群、溪流、明月，写了不切肤、难入

骨的作品，还意识不到那是缺乏诚意的创作状态。

随着当代诗歌的发展，诗人们越发重视个人的时代经验，重

视诗歌的思想性，重视诗歌的叙事性和细节呈现，避免空洞抒情，

避免不节制的议论杂谈对诗意传达的损伤。这是诗歌认知的提

升，相信诗人们将朝着光明的前景，走向更加理想的诗歌之路。

不妨让文字“浸在自己的性情之中，
用适宜的手法调理起来”

□康春华（《文艺报》编辑）

2022年度入选中国作家网“本周之星”的散文作品，依然

多以怀旧、农事、亲情、童年、风景等为主题，间或有历史散文的

宏阔追思和脱贫攻坚等宏大题材的记录观察。部分作品的巧

思、气魄与文风都让人眼前一亮，比如钱金利《虫子的忧伤》灵

感取材于《诗经》，以虫子之小窥探生命之大；冷梅《内湖简章》

以脱贫攻坚、乡村振兴为主题，探索“驻镇帮扶笔记”的文化表

达；曹洁《耳窑：河流生长的耳朵》将窑洞居所、少女忆趣与黄

河文化相结合，既有女性的细腻、空灵与温情，又有厚重的文

化基底；释一尘《从长安出发·甘南行记》以历史人物为线索，

以自身行旅的脚步丈量甘南地区的文化宽度与历史厚度；叶

青才《临水而居》让中年思绪与河流一道蔓延，寻一处“沧浪之

水”以涤荡灵魂……现代散文因其轻盈无拘，从而成为普通读

者和写作者最爱的文学载体，因其不拘泥于对象、形式与篇

幅，日常生活、生命经验、行旅记忆、自然万物都可以随性自然

地进入写作中，既展现丰赡独特的“个性之我”，也具有广泛的

人类通约性。

“本周之星”的作者们大多来自基层，乡村是他们的成长之

所，乡土生活是他们最熟悉的生活样态，他们大多以生动的语

言、丰富的细节、细腻的感情表达对农耕文明的怀旧和眷恋。

在已有的创作积累之上，作者们不妨进一步思考“生活的艺术

化”与“艺术的生活化”两个命题：如何以审美的眼光看待琐碎

的、切己的，甚至庸常的日常生活？又如何基于生活的现场性

而穿透现象看乡村变迁、历史变革、人与自然、城乡关系等的本

质？因为散文的思想之深，既可以向内抵达个体灵魂深处的震

颤，也可以向外对时代、历史、社会与人民敞开。因此，将对乡

村世情的描摹提升到更加智性的写作状态，在“小我”经验中窥

探“宇宙之大”，在宏大题材中又呈现小事物、小生活的理趣，应

当是一种可行的途径。

而在形式的精致度方面，散文的要义在于“形散而神不

散”。通读这一年的散文会发现，作者们大多采用断章、札记、

简章、随笔等形式，以三五个关键词或小标题统摄行文内容，这

恰恰说明大家在散文的形式把握上还尚显生疏，谋篇布局的剪

裁能力有待提高，因此无法将思绪的流淌、情感的浸润、思考的

力度整合在小而优美、气韵独特、整饬统一的文体形式之中，造

成笔下的作品既有未加雕琢的质朴天真，也有未加剪裁的粗糙

和枝蔓。

学者南帆认为，相比于诗、小说、戏剧，散文的文体规则几

乎不存在刚性约束，篇幅短小、体态轻盈，它的实验与探索可以

完成一些有难度的技术动作。诚哉斯言。入选“本周之星”的

作者们已有丰富的生活历练和一定的写作积累，在此基础上，

应当勇敢迈出写作的舒适圈，在散文的思想深度、题材广度、形

式多样化、审美多元性等维度进行探索、学习、积累和创新，一

方面可以师法国内外散文杂文经典大家的作品，另一方面也不

妨继续向自我的内部追索，让文字“浸在自己的性情之中，用适

宜的手法调理起来”（周作人语）。

2022年，我们目送许多文艺界的前辈与朋友踏上远行之路——

九叶诗人的最后一叶郑敏先生怀抱金黄的稻束走了，她仿佛还站在

距离我们不远处，“站在那儿，将成为人类的一个思想”；作家张洁在十年

前去国时向大家挥手，“感谢各位来宾，张洁就此道别了”，她的离开如

同谶语，让众人谨记“爱，是不能忘记的”；编辑家林建法先生卧病多年，

曾亲历见证中国当代文学繁荣，呵护文学批评的有序发展数十年，是一

代批评家与作家成长的引航人；“七一勋章”获得者蓝天野先生毕生扎

根舞台，塑造的艺术形象深入人心、家喻户晓，早就成为中国话剧史和

几代观众的永恒记忆，堪称为人民创作的文艺典范；乔羽先生生前创作

歌词上千首，他的歌主题都是祖国，《让我们荡起双桨》《我的祖国》《难

忘今宵》等歌曲的脍炙人口、流传久远得益于乔羽先生的音乐天赋，也

得益于他的刻苦磨砺；现象学、比较哲学专家张祥龙先生自治学之初就

对中国文明怀有极其深厚的感情，对中华文化复兴具有强烈的历史责

任感，其著述文章对当代作家和学人亦多有启迪；“人民艺术家”秦怡先

生的声音照见了人们对世间真善美的渴望，“无论是痛苦还是欢乐，我

总要以满腔激情去拥抱事业，这是一支我永远唱不尽的歌”；任溶溶先

生以百岁高龄辞世，留下欢乐可爱的“没头脑”和“不高兴”继续陪伴他

的孩子们，爱与希望的精神简单又坚韧无比；柳鸣九先生说自己“只是

浅水滩上一根很普通的芦苇”，是推动石块上山的西西弗斯，正是他留

下的这些岸边小石子将永远成为我们的心中浪花；以崔道怡、张小鼎先

生为代表的编辑大家们推动了文学的辉煌时代，他们精益求精、功成不

居的品质铭刻在青年编辑的笔锋里；西西等香港作家挥别人间，香江传

奇留待后人绘制；“文坛清流”古远清先生蓦然归去，相信他阐明学理、

批评事实的正大理念仍会时刻警醒在后学耳畔……

2022年，郑敏、闻黎明、张洁、易丽君、曹景行、罗新璋、欧阳文彬、段

晴、张灏、黄蜀芹、吴周文、秦怡、林建法、张祥龙、蓝天野、任鸣、乔羽、李

一信、张小鼎、倪匡、崔道怡、刘思谦、严绍璗、张北海、沈萼梅、谢永旺、

任溶溶、张秋生、程树榛、张玲、林毓生、李国文、陆柱国、柳鸣九、李鸣

生、西西、葛翠琳、古远清、刘增杰、郭锡良、李济生、董宏猷等作家、思想

家、编辑家、艺术家前辈先后离去，向我们挥手告别。

我们怀念这些先生们，不仅是在一个新旧交替的节点上纪念他们

为文艺繁荣和知识开拓作出的卓越贡献，更是希望在这个寒风未尽的

特殊时刻，重温前辈们深刻、丰富的一生，拒绝遗忘和遗憾，汲取薪火相

传的勇气。当然，也请将心意更多地留给身边人，毕竟每个人的一生都

将落脚到穆旦先生的箴言:“我的全部努力,不过完成了普通的生活”。

所有的肖像都选择了彩照，愿他们的笑容陪伴我们，陪伴我们在新

的时间里，面对本是多彩缤纷的生活。

——中国作家网文史频道编辑 陈泽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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