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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汀《野火烧不尽》（中篇小说），《北
京文学》2023年第7期，责编张颐雯

小说写的是上世纪60年代，一批上海孩子被送往
内蒙古草原，其中的一个成长为地地道道的内蒙汉子，
经历了草原上的爱情和遗憾。多年以后，他的孩子走
出草原，辗转于都市、异国和草原之间，有过高光时刻，
也曾误入歧途，感情上也遭受过重创。小说临结尾，新
的一代出现，开始了他们更为不同的人生选择。作品
有非常开阔的时空感，从上世纪60年代一直写到当
下，空间也在不停地转换之中。小说从草原开始，又在
草原结束，但草原已经过巨变，草原上的人也换过了一
批又一批。那些在岁月里清洗过自己的人，那些自小
生活在异国的孩子们，那些在虚拟世界里如鱼得水的
后代们，可能将因为某些特殊契机回到草原，开始他们
新的生活，而草原也会拥有新的未来。

（推介人：黄德海）

蔡东《外面下雨了吗》（短篇小说），
《十月》2023年第4期，责编宗永平

小说的三个部分对应着打工妹宋芹三份不同的工
作，也对应着她为生计在城市里漂泊、流浪的过程中不
断“邂逅”的各种陌生人，每一个“邂逅”都折射出城市
生活坚硬的日常秩序中人的“失神”“隔膜”和躲躲闪
闪、若隐若现的“温情”。“外面下雨了吗”，是一句平淡
的搭讪或问询，也是城市生活里每时每刻都在发生的
场景：我们突然向一个陌生人缓慢、谨慎地伸出一只
手。这让我想起韩东的一首诗《生命常给我一握之
感》，在与陌生人具体可感的接触过程中，我们努力去
获得一种温暖又模糊的“感觉”，似乎借此重新拥有了
那个被齐格蒙特·鲍曼命名为“失去的天堂”的“共同
体”，那个所谓的“家”。但这是不可能的，每一个温暖
的邂逅、每一个一握之感都转瞬即逝，就像小说的结
尾，眼睛湿润的宋芹“收获”的不过是雨裹挟的那股真
实的凉意带来的身体的轻微战栗。

（推介人：何同彬）

王咸《人语驿边桥》（中篇小说），《江
南》2023年第3期，责编高亚鸣

小说写的是两位儿时伙伴相隔30年的一次见面，
往日情景在他们的交谈中缓缓浮现。那些难忘的人们
和他们的情感，那些有意的选择和无奈的放弃，那些在
时代的重大变化中被改变的人生轨迹，都在看起来波
澜不惊的叙述中显现出坚硬的内核，从而写出了人在
所历时代中被塑造出的样子。富有意味的是，小说中
虽含着深痛隐衷，却出之以淡然之笔，看起来说的是遥
远而记忆模糊的轻倩过往，仿佛岁月已经完美地包扎
了疼痛不止的伤口，却又不经意间让人看到凝结在心
理深层的狰狞伤疤。或许，叙述者也在为自己可能的
遗忘而担心，更在为自己的未能遗忘而忧心，因此，作
品开头和结尾的迷离惝恍，就既表现出浓浓的隐逸气
息，又于其中透出某种猛志常在的刚烈。

（推介人：黄德海）

宋小词《哦，紫苏》（中篇小说），《北京
文学》2023年第6期，责编张哲

这看上去是一个稍微有点俗套的故事，农村穷小
子与城市富家女的婚姻，家庭门第的悬殊，似乎构成了
婚姻关系的原罪。关于金钱的种种算计，婚姻中的屈
辱、压抑与怨恨，铸就了家庭关系中无解的局面。但小
说可贵的是，在残酷的现实生活中，让我们看到了特别
温情的一面。这里有意思的是紫苏这个意象。紫苏，
一方面是野草，是乡村无法抹去的胎记，隐喻着穷人们
命如蒿草的悲切；另一方面，紫苏也是一味中药，对于
身居城市的，理性的经济人是一种治愈。它让我们明

白，这世上金钱重不过肉身，肉身重不过情义。小说凸
显了这个世界中情义的可贵，读来令人特别感动。

（推介人：徐刚）

包倬《沉默》（中篇小说），《山花》
2023年第7期，责编李晁

包倬的《沉默》还是写他熟悉的阿尼卡山区和他
熟悉的部族故事，不过相比于他此前的作品，这个体
量不小的中篇，对于部族命运的思考要沉郁很多也开
阔很多。

小说的主人公阿隆索本来是一个品学兼优的好少
年，是父母眼中带领全家走出大山的希望，但是有一天
他突然变得沉默不语，拒绝与任何人沟通。好奇的弟
弟尝试走进哥哥的内心，同时也接过了原本由哥哥承
担的书写家谱的工作。小说中，家谱所记载的祖先在
阿尼卡筚路蓝缕的拓荒经历，还有阿德鲁、阿俄吉、阿
拉洛等先辈们不凡的事迹，叠印在现实的阿尼卡正遭
遇现代化的平均逻辑的阵痛之上，给少年们带来了巨
大的心理挑战。弟弟渐渐明白了哥哥沉默背后的倔
强，还有悲悯，而他的无言也胜于一切语言和啼笑地显
现了他从祖先那里继承而来的庄严的神性和人性。

（推介人：马兵）

袁远《寻人记》（中篇小说），《四川文
学》2023年第7期，责编刘勇

《寻人记》当然是一个关于寻人的故事，但小说并
没有循着寻找段轶的线索单线推进，故事中与主人公
相关的每一个人都在寻找他们生命中的某个人，或者
说是某种归宿。在小说中，“寻人”既是题眼，也是线
索，既是谜面，也是谜底。每个人最初的“寻人”缘于人
性深处的那些弱点，或是逃避责任的自私，或是逃避空
虚的寂寞，或是逃避亲人离去的伤痛，然而寻找安心之
所，用来安放我们的善意和共情，未尝不是生命的意义
所在。

（推介人：郭冰茹）

《生成》戴冰（中篇小说），《钟山》
2023年第4期，责编员淑红

ChatGPT及其背后人工智能技术驱动的语言处
理科技所带来的一系列话题好像正在落潮，但由其引
发的科技伦理、数字正义、算法偏见和法律规治却在不
断深入。当大多数人的好奇点都在ChatGPT是否可
以代替人类写作，戴冰的小说《生成》却提了一个新问
题，那就是在虚拟技术巨大的生成能力之下，人们的存
在之真该如何自证？小说中，叙事者联合几个艺术圈
的朋友一起，打算进行一场“欺骗式”的行为艺术，他们
宣称某书店的老板其实是被虚拟技术生成的虚拟人，
所有关于他的影像、照片之类的东西都是技术虚构的
产物，以此来测度人们对真实与虚拟的认知与接受。
在这场行为艺术开展的过程中，那个活在对亡女的眷
怀中不能自拔的老祈，用他坚执的情感给这场艺术开
辟出另一个指向。

《生成》所探讨的话题其实是科幻文学最常探讨的
主题之一，也许在科幻文学中，老祈对女儿的爱意大概
会依赖机器人的情感传递实现，但在这篇小说里，他还
是以自己作为父亲的执拗“生成”了女儿“不可能”的未
来，就像人工智能之父马文·明斯基说的那样：“情感是
另一种人类思维的方式。”

（推介人：马兵）

《寒假》马小淘（短篇小说），《芙蓉》
2023年第4期，责编杨晓澜

小说讲述的是一个特殊的寒假期间，家里前后聘
请的三个保姆的故事，这三个人其实都各有优点，但也

都存在着难以忍受的各种状况。小说本身很简单，最
后是要落实到一个非常朴素的认知，即人和人理解的
困难。所谓人无完人，自我和他者的相处，无论和谁在
一起都需要相互忍受。在这一点上，小说其实更像是
作者跟某个特定读者的一次“对话”，或是以小说的方
式开的一个玩笑，但小说有意思的是，依然呈现出马小
淘标志性的伶牙俐齿，令人印象深刻的仍然是小说语
言中蕴含的俏皮与幽默，有一种难得的阅读趣味。

（推介人：徐刚）

《雪中散场》张惠雯（短篇小说），《当
代》2023年第4期，责编徐晨亮

小说采用的是常见的儿童视角叙事，截取了一个
家庭颇具年代感的生活片段，叙事者“我”是一个八岁
的小女孩，作为父母委派的“监督员”，无意中参与到姐
姐和男朋友从暧昧、恋爱到走入婚姻的整个过程，并以
儿童的敏感心理完成了生命里第一次“刻骨的失去和
孤独”。意大利教育家蒙台梭利曾说：“儿童是每一个
人的温情和爱的感情汇聚的唯一焦点。”《雪中散场》正
是非常直接、简洁地利用了“我”这个焦点，以儿童的简
单、纯净凸显出成人世界里因漫不经心和麻木迟钝而
错失的那些“爱”：父母与子女的爱、姐妹之间的爱、情
侣之间的爱……“我”以一个儿童的纯真执拗地守护着
那些爱的记忆，但成人们在忘记这些爱的时候是冷酷
的、决绝的。小说通过细腻的、准确的家庭和情感生活
的细节，貌似谱写着一曲童真的挽歌，其实是以一个个
体和年代的微小切面，揭示着人性中根深蒂固对于爱
失去的忽视。

（推介人：何同彬）

《招摇过海》周于旸（短篇小说），《人
民文学》2023年第6期，责编梁豪

小说中的舅舅是一个身在大海心在陆地，想要逃
离命运安排却总被造化捉弄的人。说到“招摇过海”，
我们大概会不由自主地想到另外两个词，招摇过市和
漂洋过海。如果赋予这两个词以情感或情绪，招摇过
市有一种张扬，甚至是爱谁谁的不管不顾，而漂洋过
海则带着些许无奈或者悲壮。有意思的是，当周于旸
将这两个词合并成小说的篇名时，这篇小说也恰恰表
达出这两个词混合在一起的复杂情绪。它既是对现
实生活的逃离也是对理想世界的寻找，这在某种程度
上折射出现代人内心孤独、茫然也有些许不甘的生存
体验。

（推介人：郭冰茹）

《玉照》陈再见（中篇小说），《青年文
学》2023年第7期，责编耿鸿飞

小说写的是发生在南方一个只有十几万人口的小
县城里的故事。“玉照”是这座小城里唯一的一座公园，
在小城居民的日常生活中无形地发挥着“地标”的作
用。因为餐饮生意不景气，主人公“我”的一家从深圳
迁回故乡县城，妻子靠开美甲店维持生计，丈夫则终日
无所事事，只能借跑步和逛公园来打发时间。偶然有
一天，一家人在玉照公园里游玩的时候，“我”看到了公
园河面上的卡通脚踏船，恍惚中意识到二十年以前自
己是坐过这船的，与往事相关联的记忆也就慢慢复
活。那是关于初恋的记忆，也是“我”年轻时经历的一
个不大不小的伤痛。

在《玉照》中，作者也安排了若干巧合，凸显普通人
在命运面前的无奈和无力感。一个人的人生轨迹，往
往就是这样被命运以开玩笑的方式改变，谁也想不到
自己的无心之举会对未来产生什么影响，更想不到自
己的现状早已被若干年前的一个小小的事件所决定
了。阅读《玉照》这篇小说，应该能带给读者朋友们更
深刻的思考。

（推介人：宋嵩）

文学名刊优选中短篇（2023年第7-8期）
推介优秀文学作品，彰显丰厚文学魅

力，是中国作家网始终不变的职责与追
求。2023年，我们在总结梳理过往众多版
块、专题的基础上，尝试以一种更具有综合
性、专业性的方式来更直观地分享文学佳
作，传递以及交流中国作家网对优秀文学
作品的评价标准和理念，让优质的精神养
分抵达更多热爱文学的人。

“中国作家网文学好书”评选范围仅限
文学类作品，每两个月评选一次。贺绍俊、
张清华、徐则臣、霍俊明、陈涛、宋强、刘大
先、岳雯、张菁等深耕于文学现场的作家和
评论家、媒体人，组成好书推荐团，以全面
开放的视野、专业创新的眼光，发现能够涵
养、强健精神的优秀作品。我们从出版机
构和媒体中广泛征集参评图书，推荐团成
员在对参评图书认真阅读的基础上进行定
期的讨论，从而评选出这两个月内新出版
的10部优秀中外文学类图书。年终，将综
合历次推荐结果，呈现“中国作家网年度文
学好书”。

（按作品名首字拼音排序）

2023年第三期（5-6月）

骁骑校 《长乐里：盛世如我愿》

夏坚勇 《东京梦寻录》

莫言 《鳄鱼》

孙频 《海边魔术师》

杨怡芬 《海上繁花》

于坚 《漫游：于坚诗选（2011-2021）》

朱婧 《猫选中的人》

潘峰 《天地扬尘》

胡安焉 《我在北京送快递》

斯坦尼斯瓦夫·乌宾斯基

《抓住十二只喜鹊的尾巴》（毛蕊 译）

2023年第四期（7-8月）

克拉斯诺霍尔卡伊·拉斯洛
《反抗的忧郁》（余泽民 译）

黄永玉 《还有谁谁谁》

毕飞宇 《欢迎来到人间》

甫跃辉 《嚼铁屑》系列三部曲

王得后 《年轮》

特里·伊格尔顿 《文学批评的革命者》（唐建清 译）

张进步 《我，一个驾驶蝴蝶的人》

鲍尔吉·原野 《乌苏里密林奇遇》

李晁 《雾中河》

石一枫 《逍遥仙儿》

综合2023年1月至6月每期推荐的所有作品，经评审团再次
推选、评议并投票，中国作家网“优选中短篇”半年榜出炉，以下
为最终入选的十部作品（排名以作者姓氏拼音为序）。

2023中国作家网“优选中短篇”上半年榜单

邓一光《醒来已是正午》
《北京文学》2022年第12期
责编：张颐雯 特约编辑：蓦凡

黄咏梅《昙花现》
《钟山》2023年第1期
责编：李祥

莫言《小亲疙瘩》
《人民文学》2023年第6期
责编：刘汀

冉正万《洪边门——献给贵阳的第七封情书》
《山花》2023年第1期
责编：李晁

三三《长河》
《江南》2023年第2期
责编：高亚鸣

邵丽《九重葛》
《十月》2023年第2期
责编：季亚娅

肖江虹《九三年》
《天涯》2023年第1期
责编：林森

张天翼《雕像》
《北京文学》2023年第4期
责编：张哲

赵志明《在河之洲》
《长江文艺》2023年第4期
责编：吴佳燕

周婉京《黄金蛋糕》
《人民文学》2023年第4期
责编：刘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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