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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纵观中国当代文学史，不难发现，青年形象
的塑造总是最能折射时代变化的脉动，同时也
总是最能表现变换着的时代精神。青年形象与
其所处时代之间，具有某种程度的互文关系。
这种状况的出现，与青年形象的现代性内涵息
息相关。青年最能感应时代的变化，也总是能
开风气之先。比如说1949年以后，社会主义新
人形象，总是与革命青年联系在一起。1956年
前后的“百花时代”，青年总是率先举起反官僚
主义的大旗，如王蒙的《组织部新来的年轻
人》。同样，青年也总是容易冲动从而犯下或大
或小的过失，因此在1978年前后，青年曾一度
作为被怀疑和被审判的对象，浮出地表。像蒋
子龙《乔厂长上任记》中难以驯服的青工杜兵和
《赤橙黄绿青蓝紫》中的玩世不恭的刘思佳，都
是作为现代化意识形态“询唤”和“规训”的对象
出现，成为现代化的建设者某种程度上构成了
他们未来命运的最好注解。

从对“文革”意识形态的怀疑，到人生道路
的迷惘，到最后被“询唤”到现代化的建设中来，
这是当时青年新人形象塑造的演变轨迹。在这
当中，怀疑和迷惘针对的是“文革”意识形态，朝
向的是现代化意识形态。这一状况在80年代
中期出现明显变化。难以被现代化意识形态

“规训”的叛逆青年形象，曾一度占据文学特别
是小说创作的突出位置，叛逆青年的出现，表明
的是现代化意识形态的裂缝与危机。这一叛逆
形象，经由90年代以来市场经济的洗礼逐渐出
现分化，其中一部分被纳入到市场经济的秩序
中来，成为市场经济的弄潮儿形象，王朔的小说
显示出来的正是这一时代趋势。另一脉络，则
是“边缘青年”的形象谱系。其带来的是一种失
败者的精神气息，但因其反叛的姿态，故而常常
显示出某种悲壮色彩。宁肯的《沉默之门》《蒙
面之城》是其重要代表。

这种情况，在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有明显
的变化，那就是边缘青年的形象逐渐被“失败青
年”所取代。虽然说边缘青年和失败青年，他们
的人生都带有失败者的气息，但“失败青年”关涉
或指涉的更多的是个体性，他们的人生大多只是
关涉一己的命运，而不再或很少具有第三世界国
家的民族寓言色彩。他们的失败处境，更多是全
球化的语境所造成的，这使得他们的人生多少带

有个人命运悲剧的特点，悲惨、悲剧、悲催和凄
恻，但不悲壮。这是此一时期“失败青年”形象的
总体特征，比如苏小枚（文珍《衣柜里来的人》）和
温小暖（马小淘《毛坯夫妻》）等。他们的失败是
个人的失败，或者说更多关乎个人的选择；另一
种选择下，他们的人生可能就别有洞天。这种

“失败青年”形象，一度成为“80后”作家的代际
特征。关于“80后”文学写作，一直以来多在“失
败青年”这一形象上被认知，所谓成长的创痛、自
闭倾向、自我逃避和沉迷内心等等，是这类形象
的主要精神特质。与这类形象特质联系在一起
的作家，有文珍、孙频、蒋峰、颜歌、张跃然、马小
淘、苏瓷瓷、七堇年等。

二

近几年，青年形象的塑造有了明显的变化。
这一变化，当然首先是指“80后”作家们的转型
以及更年轻一代作家的崛起。较之“80后”作家
的创伤书写情结，“90后”作家的写作更多温和、
更多理解和更多内敛，他们的写作从一开始就显
示出不同于“80后”的整体气质。这种新的气质
表现在“90后”作家笔下的青年形象身上，称他
们为“文学新人”似乎并不过分。

当然，这一“新人”气质并非“90后”作家的
专属，而毋宁说是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文学出
现的新的特征的表征。文学上的经典形象虽多
被失败者形象所占据，经典作家们也一直在努力
塑造文学新人，比如说鲁滨孙（笛福《鲁滨孙漂流
记》）、天真汉（伏尔泰《天真汉》）、维特（歌德《少
年维特之烦恼》）、觉慧（巴金《家》）和梁生宝（柳
青《创业史》）等。一般情况下，文学新人形象多
出现于某一社会形态的转型期和上升期，在之后
的稳定期或衰退期，失败者或“多余人”的形象会
日渐增多。这似乎已为中外文学史所证实。此
一情况，在“晚期现代性”的今天，似有不同。全
球化的高歌猛进，曾一度让中国的青年们迷惘、
挫折和无所适从，同时也带给他们无数新的机
会、机遇和挑战。全球化的复杂性，某种程度上
形塑了今天青年形象的整体形貌及其精神气
质。近年来，青年形象的精神内涵朝着丰富多样
和复杂立体的方向发展，他们不仅意识到镌刻在
自己身上的精神危机，还尝试展开精神上自我救
赎的努力。比如路内的《十七岁的轻骑兵》《雾行
者》，其中的青年形象虽大多表现出叛逆、游离和
自由自在的状态，但其实处于随时被接纳入全球

化的社会分工中去的命运。这些主人公们确实
多不成功，但却又不能仅仅用失败来形容。他们
有执著且有韧性和追求，也有自己的想法，因此，
他们的人生更多涉及选择背后的精神坚守。如
果说“失败青年”更多指向社会批判的话，救赎者
的出现则是更高意义上的文化批判。

须一瓜的《致新年快乐》中的民间组织“伪币
们”陶醉于非正式警察形象，并不是出于理性的
反思，也不是出于经济的考虑，而更多关乎某种
精神上的自救或救赎。这些形象很难再用“失败
青年”加以概括了。经过了个人奋斗后的人生并
不总是失败，但却仍旧摆脱不了挫折感和深深的
厌倦情绪，这使得他们更多表现出忏悔、救赎和
文化批判的倾向。类似主题还有北村的《安慰
书》、鲁敏的《奔月》、石一枫的《心灵外史》、田耳
的《洞中人》、徐则臣的《耶路撒冷》等等。从成长
的创痛到精神危机，再到自我救赎，某种程度上
构成了90年代以来的文学写作中青年形象变迁
的整体轨迹图。

今天的文学写作要想塑造出区别“失败青
年”的形象，就必须思考如何重构或重建个人和
社会之间的有效联系。返回内心当然是文学写
作的必要之环，但返回内心并不是目的，而应是
为更好地重回社会作准备。返回内心，是为了更
好地重回社会。所以，青年们的忏悔、精神危机
以及救赎，都是为了有朝一日以新的和更好的面

目迎接社会。

三

就时下青年形象的塑造而言，科幻小说和新
生代军旅小说特别值得关注。在刘慈欣的《三
体》和王晋康的《逃出母宇宙》中，拯救世界的英
雄主人公多是青年形象。这一现象表明，青年形
象常常是作为人类的希望和未来而被认识和定
位的，青年形象的现代性内涵若隐若现于文学史
中“文学新人”形象塑造的始终。新生代军旅作
家西元的创作也经历了从失败青年到文学新人
形象塑造的演变过程。在社会转型的大背景下，
军人形象的塑造一度遭到严峻的挑战，失败感逐
渐成为弥漫军营的情绪氛围，也带来了个人精神
危机和国家安全危机的双重表征，西元的小说较
为深刻地表现了这一心路历程及其转变过程。
新时代的军旅新人形象当有新时代的特征，他们
首先是日常生活中的英雄，比如《枯叶的海》中的
王大心等人，日复一日的搬运水泥，锻造了他们
的粗粝而坚韧的内心。在西元那里，他并没有一
味从宏大叙事重建的角度展开新时代军人形象
的塑造，而首先是从日常生活入手，这使得他的
小说走出了一条文学新人塑造的崭新之路。

对于今天的文学写作来说，文学新人的塑造
似乎已成为一个难题和悖论，我们一方面批评越

来越多的青年形象沦落为“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一方面却又在持续不断地拥抱文学写作中的微
小叙事，这一难题的出现当然与宏大叙事的瓦解
密不可分，但如果仅仅归咎于此，则又是对问题
症结的回避。聚焦日常生活的微小叙事同样也
可以塑造具有时代精神的文学新人形象，西元的
创作已经很好地证明了这点。此外，我们还应注
意到，全球化的今天并不是一个只需关心日常生
活喜怒哀乐的“小时代”，社会阶层的日益分化和
全球性议题的不断凸显，越发使得能有效凝聚广
泛共识的宏大叙事的提出与重建这一命题显得
重要而重大：时代在呼唤更多具有时代精神的新
人形象出现。因此可以说，能不能写出具有新的
时代精神的文学新人，既是当前乃至未来文学的
重要使命，也是对处于民族伟大复兴和全球危机
共存的中国作家的重要考验。从近些年的文学
创作来看，我们有理由充满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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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 勇

从从““失败青年失败青年””到到““文学新人文学新人””有多远有多远？？
□徐 勇

本报讯 8月12日至18日，在以“我爱读书，我爱生
活”为主题的2020上海书展中，人民文学出版社携多种
新书与广大读者见面。

2020年是“哈利·波特”引进中国20周年。20年前，
《哈利·波特与魔法石》《哈利·波特与密室》《哈利·波特与
阿兹卡班囚徒》的简体中文版首次与中国读者见面，这三
部神奇的小说立刻风靡了校园。在这次书展系列活动中，

“哈利·波特”系列图书责编王瑞琴以自己的亲历、亲感与
亲证为读者讲述了20年间所经历的努力与收获、惊喜与
感动，带领读者重走一本翻译图书的诞生与发展之路。

“哈利·波特”系列译者马爱农就如何将涉及众多咒语与
魔法生物的外文作品翻译得贴切、生动、易懂，与读者分
享了她的思考与求证。马博结合自己的读书感想分享了
从中国第一代哈迷成为“哈利·波特”系列图书编辑的成
长体验。据介绍，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哈利·波特》
学院纪念版将于今年上市，共推出格兰芬多、斯莱特林、
赫奇帕奇和拉文克劳四个学院版本。此外，J.K.罗琳新作
《伊卡狛格》中文版预计年底出版。

作为一名故宫文化的研究者，祝勇坦言，书写故宫是
一件极其困难的事情，因为这座建筑过于宏大。在新书
《故宫六百年》中，他采用以空间带时间的写作手法，以大
气磅礴的构思和轻盈灵动的文字，建构了一座王朝政治
意义上的紫禁城，也展示了一座集园林、字画、藏书和工
艺品之精华于一体的文化意义上的紫禁城。在8月15日
举行的新书首发式上，祝勇说：“紫禁城的宏大，不仅使营
造变得不可思议，连表达都是困难的。这让我的心底生起
一种言说的冲动，每次都铩羽而归。它太大了，它的故事
一千零一夜也讲不完。……我的讲述还没有开始就已经
结束。在紫禁城面前，话语是那么无力。”

《白云无事常来往：丰子恺画语》是目前市面上惟一一本丰
子恺彩色漫画集。8月16日，丰子恺外孙宋雪君、杨子耘和外孙
女杨朝婴做客上海书展，与广大读者分享他们眼中的外祖父丰
子恺以及该书背后的故事。据介绍，该书收入212幅原版丰子恺
彩色画作，分为稚子儿童、民间都市、古诗新画、护生护心四个部
分：“稚子儿童”以丰子恺所观察到的孩童为表现对象，展现出童
真与童趣；“民间都市”表现了种种需要反思的社会现象，在当今
社会仍有极其深刻的意义；“古诗新画”中以简单又优美的线条，
表现古诗的独特风韵；“护生护心”中描绘了人与动物、自然的关
系，以劝诫人们护生戒杀。

漫画家白茶携新书《就喜欢你看不惯我又干不掉我的样子
5》与读者们见面。这是“喜干”系列的第5部作品，在活动中，白
茶说：“出第一本书的时候，我觉得只要简单讲一些和猫相处时
共性的内容，引起大家共鸣，大家觉得好玩就可以了。后来随着
新角色越来越多，我希望它们有一个完整的世界观，有鲜明的性
格特征。如果角色够丰满，就会发生很多的故事。”新书中的各个
角色之间更增加了默契，而且在搞笑的情节中通过自己“喵生”

“汪生”的故事，为读者传达了一些生活哲理。让生活在容易感到
孤独的现代都市中的人们，在享受自己的“吾皇”和“巴扎黑”带
来的陪伴和乐趣时，更懂得自己身上多了一份责任。

（行 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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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8月16日，由中华文学基金
会、平安公益基金会主办的“平安村教·暑
期在线夏令营”名家情景直播课在中国作
家网、网易直播、中国平安官方抖音号同步
上线。本期线上夏令营直播课堂上，作家马
伯庸带领青少年云游陕西历史博物馆，借
由这里丰富的馆藏，并以文学名著《西游
记》为线索切入，带领大家“重走”玄奘的取
经之路，探索历史上真实的玄奘形象。

玄奘法师29岁孤身前往印度学习佛
法，在外漂泊17年之久，直至46岁方才取得
真经归来。马伯庸的讲述令网友纷纷留言感
慨取经之路的艰难坎坷，尤其在百里大漠，

“上无飞鸟，下无走兽，四顾茫茫，人马俱
绝”。有网友说：“唐玄奘的一生就是修行的
一生，人生就像取经一样。”面对生活的突发
状况，如何冷静理智地应对是每个人的人生
必修课，玄奘取经的故事正是一种真实而生
动的诠释。马伯庸着重介绍了玄奘翻译佛经
所制定的十道流程。玄奘法师所处的时代几
乎没有任何可供借鉴的翻译工具，翻译流程
之繁复和难度之大可想而知。网友惊呼“翻
译太难了，很多佛家故事文字尤其晦涩难
懂，并非简单的语言转换”。

直播尾声，当57岁的玄奘返回故乡洛
阳，亲人都已逝去。面对荒凉坟冢，玄奘流露

出对世俗情感的牵绊，哀恸万分，遂奏请为
父母扫墓修坟。这一点历史的细节在马伯庸
看来格外鲜活。玄奘的举止表面上看似乎有
违佛家礼法，但这份赤诚和孝德却不失为人
性本真的自然流露，还原了一个有血有肉的
高僧形象，一个小故事传达出人生的真谛。
作家马伯庸的分享为展现大唐的恢弘气象
和蓬勃风貌提供了一个生动的视角，如网友
所言：“玄奘的思想与精神，如今已是中国、
亚洲乃至世界人民的共同财富。”不忘初心，
迎难而上，争做有志少年，追求无止之境。
在后疫情时代，这正是此次直播课希望传递
给更多人的思考和力量。 （马媛慧）

马伯庸主讲“平安村教·暑期在线夏令营”名家直播课

本报讯（记者 王觅） 8月20日，由山
东省委宣传部、西藏自治区党委宣传部主
办，山东省电影局、电影频道节目中心、《中
国电影报》社、日喀则市委宣传部、聊城市
委宣传部、山东电影制片厂有限公司承办
的电影《回西藏》剧本研讨会在京举行。山
东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山东省电影局局长
程守田，西藏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副部长普
布出席。影片导演陈国星，影片制片人、山
东电影制片厂厂长沈武钢，影片策划杨国
莹分享了创作初衷与拍摄计划。张宏、秦
振贵、尹鸿、饶曙光、明振江、皇甫宜川、唐
科、高群书等专家与会展开研讨。

电影《回西藏》的故事聚焦于曾在西藏
工作过三年的“党员领导干部的楷模”、“改
革先锋”孔繁森。为更好地铭记英雄、将孔
繁森精神传承发扬，同时向建党100周年
献礼，2018年11月，日喀则市委宣传部专
门与曾在1995年合作拍摄过电影《孔繁
森》并取得良好反响的山东电影制片厂取
得联系，协商后决定再次携手，共同打造献
礼影片《回西藏》，由青年编剧董丹蕊担任
编剧，《孔繁森》导演陈国星执导。此后，主
创团队冒着严寒和大雪赴日喀则等地进行
前期采访，先后进藏三次，取得了大量第一
手资料，随后开始剧本创作。

与会者认为，《回西藏》剧本在聚焦先
进人物英雄事迹的主题立意下实现了艺术
创新，贡献了“汉、藏双男主”的人物关系架
构，并围绕该架构设计情节和矛盾冲突，给
人耳目一新的感觉。在两位主人公思想、
文化、心灵、情感相融合的过程中，实现了

“解决好党群关系、解决好民族关系”这一
主题的挖掘与升华，体现出援藏干部的责
任与担当、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与使命。
剧本人物鲜明立体、平凡真实，为在大银幕
上刻画出具有民族性、时代感的英雄人物
形象打下了坚实的文本基础。

据介绍，影片预计于2020年10月下旬
开机，在西藏日喀则、林芝、拉萨等地取景
拍摄，2021年7月全国上映。

本报讯（记者 王觅） 为深入挖
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价值，中
国青年报社、共青团中央网络影视中
心将联合绍兴汉宁影视文化传播有限
公司、宁波汉影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共
同出品40集大型历史正剧《天地人
心·王阳明》。8月23日，该剧在京举
行启动仪式暨首次新闻发布会，介绍
了筹拍的相关情况。

《天地人心·王阳明》讲述了明朝
杰出思想家、政治家、军事家王阳明为
立德、立功、立言而探索奋斗的一生。
他虽一生命途多舛，但依然对真理追
求不变，并提出“心即理”“知行合一”

“致良知”的心学之道，体现了人民至
上、生命至上的家国情怀。该剧将通
过戏剧化、艺术化的形式，深入浅出地
阐述心学哲理，用生动的故事展现王
阳明对心学的实践与传授。

中国青年报社党委书记张坤，绍
兴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丁如兴，四川
省作协主席阿来，余姚市社科联副主
席黄士杰，该剧总导演李伟等在会上
先后致辞。他们表示，王阳明留下了极为丰
富的思想文化遗产，至今仍具有穿越时空的
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他的成长成才对于新
时代青少年同样有积极教育启迪意义。希望
将这部历史思想正剧打造为重塑国人精神、
建立文化自信的通俗正本，以及向全世界展
示中国文化光明与灿烂的实际范例。

据介绍，在该剧前期创作过程中，中国青
年报社影视部曾多次带领主创人员赴浙江、
江西、贵州等王阳明生前行走和生活过的地
方采访、采风和编创，与当地进行深度对接和
沟通。该剧将于2021年6月开拍。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湖南省怀化市
作家协会原主席杨容方同志，因病医治
无效，于2020年8月19日在长沙逝世，
享年85岁。

杨容方，笔名杨刚，中共党员。
1973年开始发表作品。1988年加入中
国作家协会。著有小说《灯伢儿》《柳叶
刀》《姊妹瓶奇谜》等，曾获湖南省文艺创
作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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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容方同志逝世本报讯 近日，由北京文化艺术基金和北京联合大学
主办的“京绣传承人才培养”项目，第一阶段理论课程以网
络授课的形式圆满结束。

据介绍，“京绣传承人才培养”项目本阶段课程邀请知
名教授和业界专家进行线上讲授，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
苑利、中国艺术研究院工艺美术研究所所长孙健君、清华大
学美术学院教授李薇分别讲授《传承的密码》《刺绣与女红
文化》《传统文化在服装设计中的传承、创新与设计方法》等
课程。全新的网络互动授课模式让师生们体会到了一种别
样的精彩。参与此项目的学生表示，他们会将学到的知识
进行实践，把京绣、剧装等元素运用到设计中，创作出更具
有创新性与时尚感的京绣作品。 （欣 闻）

专家研讨电影剧本《回西藏》

“京绣传承人才培养”
项目精彩呈现 本报讯 8月 21日，国内首

部残疾人公益运动、青春励志电影
《听风王者》启动仪式在京举行。该
片围绕残疾人体育运动展开，讲述
了主人公冷冬云在老教练传帮带
下挑选队员组建球队的故事，以人
物群像式的叙事手段刻画了3位
盲人足球运动员的生活经历，展现
了残疾人运动员不怕困难、顽强拼
搏、敢于胜利的优良传统。

电影《听风王者》由中国残疾
人福利基金会、中国残疾人事业新
闻宣传促进会支持，北京妙舞炫竹
文化艺术传媒有限公司、深圳新趋

势文创传媒有限公司、上海念达影
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内蒙古阿拉
善盟党委宣传部联合出品。上海念
达影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创始人、
《听风王者》项目发起人卜玉强表
示，组建于2006年的中国盲人男
子足球国家队堪称当之无愧的“亚
洲王者”，该片就是要用电影的艺
术形式讲述这支“特种部队”的传
奇故事。

据悉，《听风王者》邀请了张晞
临、牛莉、姜馨田等演员参演，将于
今年10月中旬开机，东京奥运会
前上映。 （范 得）

残疾人题材电影《听风王者》启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