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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题材而言，中国小说学会2022年度好小说榜单中的十部中篇小说
可谓丰富多元，既有对历史之幽深的观照，亦有对现实之丰饶的书写，既
有对改革等宏大主题的艺术处理，亦有对人性情感等精神内面的勘探呈
现。但作为一门关于“人学”的艺术，这些作品无一例外都通过对“具体的
人”的观照来呈现作者的理解和思考，以对人的书写来照亮人物以及人物
所处之现实、历史的隐秘之地，实现了米兰·昆德拉所说的对于“未知的存
在”的发现。

“历史”作为一个特殊的“容器”，历来为小说家所青睐。借助“历史”来
展现历史之繁复或人物之多面是常见的叙事模式，但“历史”往往又不是
纯然时间化和封闭性的，而是具有与现实对话或者隐喻的能量。中篇小说
榜之首的迟子建《白釉黑花罐与碑桥》即是这样一部寓历史与现实于一体
的佳作。作品通过巧妙的历史与现实的对话结构展开叙事。故事的主体为
宋徽宗在“靖康之变”后幽居北地的一段历史，借助于“我”月夜漂流不幸
落水后的特殊状态，在似幻似醒中抵达了历史深处，想象与构建了宋徽宗
的一段生活史，展现了一个历史人物的精神内面。与此同时，现实之中

“我”的种种困境与历史人物形成了呼应，共同凸显了人性的温暖与光华。
与迟子建站在此岸遥想历史人物不同，王蒙《从前的初恋》、王安忆

《五湖四海》与孙频《棣棠之约》观照的是更为近距离的当代历史。《从前的
初恋》讲述上世纪50年代青年人的爱情故事。小说着力表现了一代人的爱
情观、人生观和价值信仰，主人公刘夏成为特定时代青年的一个典型代
表。尤为值得一提的是，该作品与其代表作《组织部来了个青年人》形成了
巧妙的呼应，将其被压抑着的爱情叙事充分展开，敞开了一代人的情感世
界。两部作品互为镜像、互相照耀，是一部兼具当代性与历史性意义的重
要文本。

王安忆的《五湖四海》是一部书写改革开放发展史的作品，通过一个
家族的发展史映射出改革开放几十年的宏阔历程，重构并审视了个体与
时代的复杂关系。主人公张建设是一个伴随着改革开放一路同行的典型
人物，在他由水上而至陆地、由乡村而入城市，到终至成为富甲一方的成功者的过程中，与
改革开放之后历次政策调整恰到好处的合拍是其成功的密码。张建设的生命史生动诠释了
改革开放这一宏大主题和社会变革如何落地，如何行动，如何春风化雨、催生万物的历史过
程，这一人物也因此具有了特殊历史内涵的象征性，成为具有典型性的新人物形象。同样在
改革开放所开启的历史征途之中，孙频《棣棠之约》关注的是一代知识分子的精神变迁，《棣
棠之约》以文人知识分子为人物主体，书写他们在几十年间命运的颠沛流离和精神的坚守，
主人公戴南行是一代知识分子的精神化身。

相比悬置于时间之中的“历史”，“现实”具有更加可感的切身性，这种切身性一方面由
作家的直接体验而升华成经验，提供了叙述的便利，但同时也因为经验本身的局限性而对
叙述形成了制约，更加考验作家进行艺术处理的能力。中篇小说榜单中有两部作品近距离
观照当下现实，分别是杨少衡的《王不见王》和秦北的《中关村东路》。前者书写了当下官场
生态的复杂性，这种复杂性一方面指向围绕权力展开的政治斗争，一方面指向干部自身在
权力结构中干事创业的复杂性和难度，比较真实而深入地呈现了当下干部的生活和工作状
态。后者是较为少见的科技创业题材，讲述了科技领域的创业者如何顶住压力，在被外国公
司几乎形成垄断的科技领域开创本土品牌的故事，作品洋溢着一种昂扬的创业精神和自尊
品格，是当下小说创作中较为少见的一类作品。

对人性以及人的精神内面的书写是小说永恒的主题，而情感无疑是展露不同精神纹理
的绝佳场域。葛亮《浮图》、杨知寒《美味佳药》、周嘉宁《明日派对》与李司平《流淌火》均可归
入这一类型，但在切入和表现方式上又各有不同。《浮图》具有鲜明的地域色彩，讲述了人物
在福建、香港、英国等多地的游走，以及在多种文化中形成的价值观。小说叙事节制优雅，围
绕主人公连粤名的不同生活面向次第展开，既勾勒出一个小人物的生命史，也呈现了一代
南渡之人的精神史。《美味佳药》写几个年轻人的生活，他们因为成长中的不幸经历，而在精
神上处于颓唐状态。他们的偶然相遇除了相互之间获得心灵抚慰，也在精神上形成了向上
提振的效果，避免了继续向着深渊滑落。小说带着一种冷峻而压抑的色调，呈现了青年一代
精神世界的复杂性。《明日派对》饱含着青春的张扬与迷茫，在世纪末的情绪里，一群逸出社
会常规秩序的青年人聚在一起，在热爱与自由的旗帜之下，寻找人生的理想之地。作品写出
了一个群体的精神纹理。《流淌火》写青年人的精神创伤，尿床成为一个巧妙的隐喻，成为内
在创伤的一种外化形式，作品揭示了真正的救赎并非依附于某个个体或者某种情感，而是
在爱与奉献中才能获得。

综观中篇榜单，可以清晰地感受到当代作家对于现实、历史的深切注视与思考，展现出
积极的介入姿态，而在这一过程中，对于各类主题处理的不同方式又显现出作家们不同的
艺术风格，展现了当下小说写作的多样化和丰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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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潮涌下的情感律动
——评短篇小说上榜作品 □安殿荣

阅读登上中国小说学会“2022年度好小说”榜
单的五部长篇小说作品，我们便可感受到，新时代
的中国长篇小说，除了在长度、密度和难度上继续
发力，久久为功，还逐渐呈现出崭新的风貌。古人曾
云：“文以气为主”，但所谓“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
强而致”，更多的是指作家个人的气质；而由这五部
长篇小说作品所代表的2022年度中国长篇小说创
作，体现出的却是一个时代、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

“气象”，笔者斗胆将其概括为“游万仞冈峦，绘千里
江山”的新时代长篇小说“气度”，它已然成为继“长
度、密度、难度”之后的又一个创作维度。

精骛八极，心游万仞；思接千载，视通古今。贾
平凹的《秦岭记》以“笔记小说”而成“长篇”，凭芥子
之微容纳宇宙，借志怪杂俎气吞八荒，当是这一“气
度”最令人讶异也最令人折服的体现。《秦岭记》写
秦岭这座混沌而磅礴的山，自然以“山”为“骨”，其
间却又处处体现出“海风”“海风山骨”是贾平凹几
十年来为文的精髓，也是中华民族数千年来精神风
貌的象征。同时，他借助“笔记小说”这一古老的形
式描绘秦岭山间的万物生灵，将孕育在千沟万壑中
的轶事传奇一一记录，于拙厚、古朴、旷远的文字中
氤氲着境界开阔的汉唐气象。《秦岭记》中的若干故
事，以现代思维观之，殊不可解，难以把握，唯有回
归蕴含着中华民族思维方式“全息”的《山海经》、回
归那部同样“海风山骨”的神秘大书，重拾一个多世
纪以来在泰西文明冲击下已分崩离析、逐渐式微的
属于中国人的空间观与时间观，像书中最后一则里
的青年立水那样在以秦岭为缩影的天地间“仰观象
于玄表，俯察式于群形”，才能体会出贾平凹笔下那
些摇曳生姿的神怪故事的妙处，才能拂去“遮望眼”
的浮云迷雾而洞悉世界的本质。

位列本次榜单之首的《千里江山图》，无论是在
近年来的长篇小说创作领域还是在作者孙甘露本

人的创作生涯中，均堪称“别有根芽”。上世纪80年
代“先锋小说”的领军人物，写起惊心动魄的谍战故
事来居然也游刃有余，使人读之欲罢不能。难怪此

“图”甫一问世，世间无限丹青手，一片羞惭愧不如。
一部好的谍战题材作品，绝非仅凭惊险情节和英雄
主义强力之“功”所带来的感官刺激就能“立得住”

“传得开”“留得下”。沈从文读《史记》，曾感慨“事功
为可学，有情则难知”，而《千里江山图》呈现给读者
的，在“事功”之外，是孙甘露秉持着现实主义立场
对历史细节的竭力还原、秉持着理想主义立场对先
烈们坚定不移的革命信念的彰显，以及秉持着人性
主义立场对地下工作者们身为“普通人”的情感世
界的如实写照。在党组织受到国民党当局的严重破
坏、中央有关领导将从上海撤离转移到瑞金这一党
的历史上危急存亡的关头，以陈千里为代表的地下
党员们以家国天下和民族命运为己任，前赴后继献
身于打通秘密交通线的悲壮使命。在此过程中，忠
诚与背叛同在，阴谋与爱情共存，这些充满理想情
怀的青年人除了义无反顾地为了信仰而牺牲，还要
凭借智慧和勇气同打入组织内部的国民党特务展
开斗争。因此，《千里江山图》又是一次“有情”与“智
性”交织的写作。这种融汇“事功”“有情”与“智性”
的写作，澄明而有大气魄，只有凭借作者的一腔浩
然之气贯串始终，方能驾驭。

近些年来，我们读到了太多的脱贫攻坚和乡村
振兴题材的长篇小说，情节的疑似雷同和情感的异
常充沛难免会带来审美疲劳。就在这个时候，付秀
莹的《野望》出现了。从“小寒”起笔，至“冬至”终结，
全书二十四章按照二十四节气的顺序展开叙事，时
间（一年）、地点（一个村庄“芳村”）、主题（农村日常
生活）的“三一律”，以及《红楼梦》式的人物塑造手
法、世情小说启发下的情节安排，似乎处处凸显着
《野望》的“古典主义”气质；然而，在作者的精心安

排下，全书却又处处涌动着变动的激情：“时间”上
由传统的循环观念转为持续前行的“新时代”；“地
点”由闭塞的乡村扩展到整个华北平原乃至更阔大
的“世界”；更令人阅后难忘的是“主题”的跃
迁，在看似琐碎的日常生活之下，难掩时代巨变的
悸动，一代新人在田间地头、在锅灶之间、在村庄里
婚丧嫁娶的吹打乐声中渐渐蜕变。正如书名“野望”
所暗示的，这是华北平原充满了希望的田野，这是
孕育在田野之上的无尽希望。

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本次上榜的五部作
品，除了《野望》聚焦当下的生活，其他四部作品都
不约而同地将关注的目光投向或近或远的历史。这
也从一个侧面证明，当下的长篇小说创作，需要依
靠中国文化的重“史”传统、借助“文史互鉴”的经验
来注入悠长气韵。厚圃的《拖神》书写清末潮汕地区
的族群记忆，以现实与魔幻交织的艺术手法，彰显
充沛浓郁的开拓进取意志、同舟共济患难与共的平
民情感、至死不渝寻找“大同世界”和“乐土”的理想
主义情怀，以及面对殖民者的侵略时血荐轩辕的斗
争精神。小说既可以看作一部风格独特的潮汕平原

“创业史”，又以其绵密扎实的风俗风情描写建构起
一部潮汕文化的百科全书。叶弥的《不老》则将时间
设置于1978年10至11月之间的25天内，亦即十一
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夕。在重大变革即将到来的历史
背景下，孔燕妮这位亲身经历了新中国若干重大历
史事件的极富个性的女性，深切地体会到了涌动于
全社会的种种明浪暗潮。孔燕妮热爱但不耽于世俗
生活，大胆追求物质却又不沉溺其中，与一段时间以
来弥漫于长篇小说中的那种对庸常生活的麻木感相
比，她身上体现出一种名为“不老”的气质，正如小说
中他人对孔燕妮的评价，“你老了，可是你不服老，你
要证明自己不老”，“你有一副好心情，你是不老的小
星星”。“不老”的不只是孔燕妮，还有我们这个伟大
的民族和伟大的国家，岁月的沧桑有可能改变她的
容颜，却无法改变她“不老”的心态和气度；而且，越
是过尽千帆，这种年轻、进取之心会跃动得愈发有
力。《不老》复活了一个我们似曾相识、却又湮灭许
久的形象；她的问世，洋溢着时代前进的蓬勃朝气，
也为长篇小说创作领域吹来了一股清朗之气。

游万仞冈峦 绘千里江山
——评长篇小说上榜作品 □宋 嵩

没有特别宏大的叙事，但却指向了人心更为幽微深邃的地方。这是我对
“2022年度好小说”短篇小说上榜作品的一个总体印象。这十篇佳构就像是用蛛
网缠绕而成的小小捕蝶网，以严密编织的短小篇幅，放大了主人公在当下的生
存境遇和内心活动，形形色色的人物在各种关系的牵扯中立体鲜活，扑面而来。

文学是现实的一种表现，也是时代的一种反映。婚恋关系是时代变革中的
前沿话题，从婚恋观的变化就可感知时代之变。潘向黎的《兰亭惠》中，儿子顾轻
舟抛弃了即将要成婚的外地女友，选择了相貌平平的富家女，这让顾新铭夫妇
对心仪的准儿媳心怀愧疚，决定以一次宴请将原本不体面的事情做个体面的收
场。有意思的是，在文本中，本地郎与外地媳妇之间的障碍不是来自父母，而是
出于他们自身。女友努力上进的样子让顾轻舟望而生畏，他更愿意舒舒服服地
度过下半生。小说结尾顾新铭夫妇一边回忆自己没有物质加持的纯粹爱情，一
边细数儿子找个上海本地姑娘的种种好处，默认了儿子的选择。作家敏锐地捕
捉到了当下部分年轻人的“躺平”心态，而埋伏在背后的复杂因由值得我们去
关注和思考。房伟的《月光下的黄羊》有两条感情线索：一条是作为游客的“我”
和安筠，恋爱多年，却始终无法步入婚姻；一条是作为向导的老韦，离婚后害怕
失去自由，不敢面对阿依仙的感情。在沙漠历险时，黄羊的出现引开了狼群，使

“我们”死里逃生，也促使“我们”正视自己的内心，懂得了放手和成全。朱婧的
《我的太太变成了鼠妇》用冷静的笔触，一点点揭开平静婚姻之下的残酷真相。
鼠妇更是一个残酷的比喻，丧失自我没有温度无法交出真心的婚姻，无异于坟
墓一座。

亲子关系也是作家高度关注的话题。金仁顺的《白色猛虎》将母子两代人的
爱情故事放置到同一个文本中，一段正在萌发中的爱情和一段失败的婚姻形成
比照。母亲冷眼观察儿子与上司的姐弟恋，眼见着儿子恋爱后与自己的关系越
来越疏远，内心从失落到悲伤再到绝望，难以抒发的忧伤情绪层层叠加，将一位
单身母亲的内心困境泼洒在耀目的阳光下。王威廉的《我们聊聊科比》是在父子
之间展开的故事。球星科比意外坠亡事件，使儿子开始正视死亡的话题。小说讲
述了升学和生存压力下个体的迷茫和惶恐。王啸峰的《通古斯记忆》将少年臆想
的情景与现实生活糅合在一起，以略显奇幻的方式引领读者进入了少年的世
界。父亲的离去是难以接受的事实，少年也因此陷入了自言自语、胡思乱想的病
态，以幻想的方式极力弥补缺失的父亲形象，并在一种“通灵”中完成了对父亲
的寻找。

短篇小说家擅于钻探生活背后的真相，对人心人性进行深挖。徐则臣的《宋
骑鹅和他的女人》引发关于什么是好人的思考。生理上的缺陷和婚姻中的难言
之隐，使宋骑鹅和他的女人做出异于常人的选择，读罢却也让人生出理解之情。
评价一个人向来是件复杂的事，难以单纯地用好或是坏来定论，有时也要综合
考量身处的社会环境甚至是国际环境。东西的《飞来飞去》由一个普通的探亲
故事引发了关于道德的审判。故事发生在疫情之下和国际关系的微妙变动中，
从大洋彼岸飞回的儿子在亲友眼中渐渐退去滤镜，母亲为使儿子得到解脱偷
拔输氧管，使儿子被亲人误解，陷入谋害母亲的舆论风波。每个人都想占据道
德制高点去审判他人，也就有了偏狭恶意的揣测。“这边午后，那边凌晨”，是客
观存在的时差，也喻示着难以破除的误解和隔阂。周瑄璞的《公司有规定》讲述
的是与快递小哥之间发生的故事。作家选取了一个有些“黏”的快递小哥，由他
的不懂变通写到其他快递员的圆滑世故以及他们紧张的工作状态，将一个行业
的生存压力形容尽致。尽管快递员已成为人们生活中密不可分、不可或缺的重
要角色，但他们在用户眼中究竟是工具还是活生生的人？小说中的“我”在有意
接近和温暖那个快递小哥，但却始终保持着居高临下的姿态，还固执地把他的
名字苏小朋叫成苏小明，这个细节的设置可见作家的用心良苦，似在期待一种
平等的对话。

海勒根那的《呼伦贝尔牧歌》写一个因失足入狱的人，在他出狱后，如何在
亲人的关心下，在对美好往事的回忆中，憧憬着令人期待的爱情，重新燃起对生
活的热望，使他内心的忧伤悔恨，在草原明媚坦荡的调子下一点点融化。整篇小
说在两个男人的对话中展开，有如蒙古长调一般悠扬辽阔，又深沉宽广。“牛仔
帽”作为一个被蒙古族奶奶收养的汉族小孩，得到过最无私的爱，小说既写了民
族团结的故事，又用古老的民间传说书写草原上纯粹唯美、扎入大地的爱情，也
寥寥几笔就写出了乡村振兴中的苏木新貌。

作家们在故事的讲述中，展现了不同地域的风貌，赋予小说不同的气韵，也
使人感受到不同地域文化对人物的塑造。比如《兰亭惠》写出了上海的小资腔
调，将顾新铭这对夫妇既善良又精于算计，既要表达愧意又要保持体面的细密
心思展露无遗；《宋骑鹅和他的女人》氤氲着运河上的水汽，增加了主人公的神
秘色彩；《月光下的黄羊》进入了广袤热情的新疆大地，戈壁大漠中美的流逝，震
动和启发了处在情感困境中的人；《呼伦贝尔牧歌》展开的是一幅草原春景图，
写出了浩荡春风中草原上的勃勃生机……总体来看，这十篇小说塑造了血脉丰
盈的人物形象，触及了深刻的时代话题，对人心的深度开掘，也为读者审视自己
的生活提供了丰富的内心镜像。

2022年度，网络文学重数量更重质量、既要正能量也
要大流量的精品化叙事成为共识。国家导向引领创作风
潮，“90后”创作者成长为中坚力量，多元化创作选题、精细
化风格技巧得到网络作家普遍重视。网络文学行业向外寻
求突破、对内深化运营，聚焦精品化策略，内容垂类开发成
为常态。玄幻、言情、历史等传统题材推陈出新，现实题材
增长加速，科幻题材势头旺盛，“脑洞文”引领创作潮流。中
华优秀历史文化得以弘扬，创作生态不断优化，题材多元、
突出现实与科幻的整体创作格局正在形成。10部本年度完
结网络小说入选中国小说学会好小说上榜作品，一定程度
上折射出网络文学年度创作的基本风貌。

首先，基层写实与行业文成为年度现实题材创作主
流，基调健康、乐观向上，以小故事折射新时代，展现了人
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时代、奋斗、职场、婚姻
等成为年度现实题材创作关键词。卓牧闲的《老兵新警》
（起点中文网发表）是一部致敬人民卫士的厚重之作，在一
众现实题材网络小说中表现优异。男主角不想退役却脱
下军装，没想当警察竟穿上警服，想驻守边境却被调回老
家。从老兵到新警，青春绽放新华章，于基层的琐碎中显
艰辛，于写实的平凡中见伟大。另一部都市题材作品是竹
已的《折月亮》（晋江文学城发表），书写了佛系女主与冷颜
男主之间一场女追男的动心爱情。在这一题材惯有的青
春昂扬、愉悦甜蜜之外，小说融合新媒体主播、虚拟体验
馆、校园生活和万众创业等时尚元素，彰显了年度都市言
情文的现实特点。

其次，2022年度玄幻题材铸牢传统根基，突出创作特
征，在世界观架构中重视创意出新，风格技巧更为精细化，
提升了传统玄幻题材的创作质量和艺术品质。青鸾峰上
的《一剑独尊》（纵横中文网发表），描写本是世子的青城少
年，奈何遭到暗算，丹田破碎修道无望众叛亲离，但他毫不
退缩。少年以剑为丹田，开启神奇的全新修行之路，在创
意出新中引领了流量潮流。老鹰吃小鸡的《星门：时光之
主》（起点中文网发表）讲述古文明人族后人为追逐真相，
从银月出发，打开星门得见新世界，寻觅传说中人王的脚

步，为人类新生而战，以绵密节奏与叙事技巧光大了传统玄幻文的恢宏斗
志与热血传奇。

此外，年度历史题材网络小说将架空、穿越手法融进历史发展的逻辑，
彰显唯物史观，在丰富翔实的细节中拓展了题材的宽度与广度，为历史题
材赋予了当代价值。堵上西楼的《公子凶猛》（中文在线发表）以架空手法
讲述穿越到地主家的主角的“另类”人生——不想混吃等死，随意做了些事
不料影响巨大。在上至朝庭延至异邦的无数诱惑中，主角却只想当个守住
田园梦想的地主。故事开脑洞、吸眼球，充满新奇幽默。另一部历史题材
作品是龙渊的《大明第一狂士》（掌阅小说网发表）在穿越而来的县丞之子
侦破各种历史奇案的过程中，代入大明万历年间的真实历史事件和人物事
迹，真实与虚构交织，险象与悬疑不断，以缜密的构思与严正的史观为历史
题材网络小说树立了样板。

最后，2022年度科幻文表现抢眼，新人辈出，“脑洞文”风行，成为网络
文学主要创作类型之一。《从红月开始》《黎明之剑》《我们生活在南京》《月
球之子》等作品表现突出，各具特色。黑山老鬼的《从红月开始》（起点中文
网发表）以男主角的身世之谜串起一桩桩神秘事件。在女主角带领下，超
能力团队执行任务，抓捕一个个精神怪物，将悬疑与幻想融为一体，小切口
大事件与小人物大英雄融汇交织，突出了故事的独特性和差异性。另一部
悬疑幻想作品是童童的《月球之子》（掌阅小说网发表）从月球表面发生的
一起离奇谋杀案入手，直面硬科幻真实推演，展现新一代月球出生的年轻
人与传统社会的矛盾与冲突，悬疑为表思辨为里，于宏观视野中描绘微观
世界，实验性地探讨了人类文明的出路。

远瞳的《黎明之剑》（创世中文网发表）讲述主角闯入异世界，化身王国
公爵，见证人类文明崛起，在多元宇宙异域文明里，展现生死存亡中的勇敢
与拼搏。世界观设定广阔，思想厚重，情节丰富多彩，风格幽默轻松，在众
多“传统”科幻文中具有代表性。天瑞说符的《我们生活在南京》（起点中文
网发表）构思奇巧，讲述2019年南京市的一名高三男生，和他通过无线电联
系上的2040年的本地女生，面对末日天灾一起求生的故事。作品描绘了现
代繁花似锦以及未来杳无人烟，书写主角在绝望中孕育的希望，传递出温暖
向上的人类对未来的信念，在“末日文”科幻题材中具有典型意义。

当前，网络文学作品总量超过3200万部，高质量发展成为新时代网络
作家的共同追求。年度优秀作品“乱花渐欲迷人眼”，层出不穷、数不胜
数。新生代网络作家勇于探索艺术手法，反套路、类型融合成为创作新范
式。笔者列举以上10部作品，试图以极小示例得以管中窥豹、披沙拣金，
对年度网络文学创作的整体风貌做一浮光掠影式扫描。而我们有理由相
信，更多更好的网络文学作品就在那里，等待评说。

2022年小小说的十篇上榜作品，有的用新的小小说文体理念和艺术方法，创造了许多新
形态的文本，抒写了新时代的新山乡巨变，深刻地探索着人性的深层内涵和普通人的美德与
品性；也有的采用现实主义写实手法来精彩讲述中国故事，把传统小小说中特有的欧·亨利式
的意外结局法、跨界隐喻的象征法和意识流心理呈现法用得圆熟巧妙，与写实题材的文学叙
事精准合缝，展现了小小说创作独特的魅力。

蔡楠的《18岁的李响》是历史人物穿越进现实生活中，熊仪婕的《书中人》是书本人物走入
了现实人物的精神世界里。前者塑造的历史人物是党史和军史里的英雄。李响实际上是故事
讲述人“我”的爷爷，他从遥远的抗战烽火中走来，竟然想跟着“我”要到延安南泥湾去做科技
投资。用虚幻和写实相结合的穿越手法来写党史故事，显示了作家不断创新小小说文本的初
心和努力。后者讲述了一个文学作品中的男主角与现实生活中的女主角“她”如影随形、相伴
一生的超现实故事。这个瑰丽浪漫、想象奇特的超现实写意故事，用新颖的文本形态，奇幻的
写作手法，给读者带来一种新的文学体验。

袁炳发的《无痕》抓住人物有特征的动作和语言，用对比和突转的小小说手法，含蓄地写
活了我们生活中那种外表和内心、假象与本质构成反差的类型人物。安谅的《你是一棵吉祥
草》写一个企业高管在退休前后情感变化的日常生活，机智地设计了故事的核心细节是吉师
傅种的吉祥草，将这样一种不起眼的小草比喻为故事主角吉师傅，使日常生活的故事和人物
形成艺术升华。扎西才让的《苏奴的飞行》是写人的情绪、情感在某种特定环境里发生突变的
心理型小小说。作品没有直观的动作性和戏剧性很强的情节，只用抒情的诗化语言叙述了苏
奴的情感变化。

10篇上榜作品创造的小小说人物和以往相比，更是采用了独特反常的故事情节和体现时
代精神的人物性格的“暗示性描写法”，创造了一批新时代的小小说新人。

陈毓《玉兰探照》写农村外来工进入城市后，从生活情调到内心意识所发生的蜕变。新进
城的农民外来工也有着自己的审美意识和工匠精神，这就从人的内在精神的角度写出了农民
工的新生活、新工作和新情趣。瓦四的《我是通信员》用小小说的写实方法来写党史和军史里
的英雄人物。一个抗战英雄在脑梗失忆后，唯一能记起的就是年少时参加抗战当通信员的经
历。围绕着这个记忆被唤醒的核心情节，抓住人物的几个特征性很强的动作和神态来讲述，创
造了一个抗日英雄晚年的传奇。莫小谈的《72层砖的墙》书写了农村脱贫攻坚的决战中，需要
建设和谐氛围里的法治社会，需要协调因各种利益而起的纠纷，提高人的素养以适应山乡巨
变的新时代。那个出场不多的村长调解乡村矛盾的工作艺术，再现了乡村新人的精神内质，这
也是用另一种形式来书写的新山乡巨变的小小说。

上榜小小说的精短文本中，还有创建了多层多义、具有深刻的体现社会主义主流价值观
的主题，不仅让小小说的故事情节有突变和意外，而且小小说的创意形成也有突变和意外。曾
颖的《泥蛋糕》的结尾，出现了两个意想不到的补叙，让人联想到缺失了父母之爱的乡村留守
儿童，将来究竟怎样成长才能走出大山？新时代的中国小小说创作要攀登新的文学高峰，需要
努力提高小小说的创意质量，需要创新小小说的写作方法和文本形态。韩东的《见过鲁迅的
人》人物形象生动鲜活，作品创意丰富深刻。作家用小小说悲喜剧交织的叙述方式和幽默语
态，讲述了上个世纪一个老年知识分子的特有个性和命运。中国小小说作为新时代的一种文
学创意艺术，正随着时代变迁和文学转型发挥越来越强大的“文艺轻骑兵”的审美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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