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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本周之星”入选作品依然
散发出强烈的现实主义意味，多数作者
倾向于将个体经验与时代、集体记忆紧
密融合，关注时代、现实与生活，尤其是
重焕那些被忽略、被漠视、被遗忘的群
体、记忆、民俗的光彩，关注普通人日渐
消匿的生命轨迹以及他们在纷扰世界里
的精神走向，在“习焉不察”和“微不足
道”中敏锐感知，发掘新意，在对现实的
解读中更新文学实践，建构文学审美。

散文篇目里，写景抒情类的散文在
优美之余也有哲思深度。《旷野三章》于
萧肃冷寂的旷野发现缄默不语的生机，
成就旷达雄浑的生命之美。《耳朵里总
养着几只鸟》兼具诗性与哲思。《写给南
浔的组章》移步异景、以景入情，南浔的
过往历史与南浔的水景一起流动不息，
而作者的所思所感也随之一起波动，与
北方乡土的凝重、苦难不同，这篇散文
呈现出的是人在画中、乘舟赴星河的江
南风情。

同时我也注意到，有更多作者将目
光投向山乡旧貌与家族往事，注重于民
俗、时节、农忙、乡野中建构自然审美，
通过对当下现实与过往经验相对照的

文学实践，重焕精神回溯的力量。《大
寒：一朵梅丈量到春天的距离》《冬事杂
忆》都是书写记忆中的“冬”，于时序节
气、自然物候、乡村风俗的经验和想象
中，融入对当下人和事的体察，记录时
光流转、时代变迁中内心留存美好的希
望和期待。《火灰里的童年》的烟火气和
怀旧气更加浓郁，在秩序井然的现实生
活中，热腾腾、闹哄哄的童年更有趣味，
富有生机。《墙根下的缩影》中，由对祖
父的追忆写到童年生活情态、故乡风土
人情、村庄过往风貌的日常记忆，完成
对当下乡村生态的思考。《北方的庄稼》
不仅呈现深具中国传统意味的农事乡
俗、婚丧嫁娶、物候天气里的人情世故，
更写出了它们在时代情势下的传承和
变化。《圪塔院记忆》将时代变迁与对故
乡的回望互相重叠，日常生活的更迭与
亲人的悲欢沉浮，交织出生命经验和情
感本源，让我们深切感受到朴素生活里
生长出的生命力量。

总体来说，散文类的作品普遍具有
真挚的审美意趣。作者们乐于回忆或记
录生命体验和认知，并结合时代进行对
照，在追忆往昔中辩证思考，将看似简
单的个体经验通过文学书写转化为整
体性精神记忆，使文学表达的意蕴更加
丰富。

小说类作品中，作者们更多地选择
立足于现实主义创作实践，从现实生活
出发，尽力摆脱经验的拘囿，在有限的
篇幅里承载更多现实观察和思考，在语
言表达和叙述结构等方面更加成熟，也

进行了一些新的尝试；有意识地将人置
于时代洪流和现实场景中，外在是现实
生活的逻辑，内在则是复杂丰盈的经历
和感知，而且更注重通过生活细节和内
心情感塑造人物形象，增强人物性格的
延展性和鲜活的生命力，从而使文本更
具有撼动人心的力量。小说《水渍》通过
一片“水渍”引发的装修纠纷，勾连起王
芳的童年记忆、家庭生活和工作，集合
三种矛盾，尽显当下都市中年女性所面
临的琐细繁杂的现实困境，扑面而来的
外界烦扰与波动流转的内心情绪产生
强烈冲击。小说的亮点不仅对女性面临
的“一地鸡毛”的现实难题进行了再现
描摹，作者更有意将这种现实的冲击反
转为女性向生活冲锋的势能，完成对新
时代女性的独立、坚韧品格的新解读。
小说《盗戏》也是以女性视角入手，以

“戏”为内核，以汤知碧婚姻中意外出现
的插曲为切入点，看台上李秀英演完从
夫妻恩爱到离心反目的半本戏，台下的
汤知碧忍受委屈在内心走马半生，勇于
自证清白，完成了对情爱、婚姻从笃定
到坍塌，再到释然的历程。通过女性细
腻的内心剖白和敏感的情绪流转，抽丝
剥茧地展现女性在现代生活，尤其是两
性关系中面临的生活难题和情感困境，
在对照中书写女性人格的现代性转变。
当代社会语境中讨论女性独立，早已不
再局限于“每个女人都应该拥有一间自
己的房间和每年五百英镑的收入”，还
包括经济独立、精神独立与情感独立，
及其带来的自信坚定、处事不惊，有自

己热爱的生活、擅长的领域等为代表的
新价值观。这些时代风貌下凸显的女性
蜕变，被作家们敏锐捕捉，同时也细腻
地展现出女性身上所蕴藏的对抗世界
和改变逆境的力量。

《高楼湾》和《拘魂枕》是两篇书写
北方乡村的小说，从不同的视角展现当
下乡村生态，探究农村年轻人的来处和
去处。《高楼湾》写北方乡村的热闹与凋
敝，写农村婚丧嫁娶的陋习和陈旧观
念，写乡村年轻人的务实能干，写生活
的重压与生死磨难，写乡村淳厚善良的
质地里滋养出的生命活力。《拘魂枕》则
通过农村迷信的传统技艺“拘魂”，展现
进城后被城市化的农村人如何面对乡
村的“黏性”。作者写了两代人因为城市
文明和乡村文明不同而产生的隔膜，写
城市的疏离和村庄里互相帮扶的温暖，
写现代化进程下城市与乡村生活的复
杂变化，探寻在城市和乡村巨大发展差
异下人们如何弥合情感的落差和缺损。

短篇小说受篇幅影响，要求在有限
的文本中截取典型情节，通过细节、对
话等塑造人物，尤其是准确聚焦精神世
界。架构好故事的同时，艺术技法的突
破和精神层面的深省，都是读者的阅读
期待，也是作者们努力的方向。

今年“本周之星”有不少令人惊喜
的作品，在文本的完整、新颖和深刻性
上都有所突破，体现时代、现实、情感的
丰富和复杂。当然，部分作品也存在一
些瑕疵，有待进一步改进。比如，细节处
理是否深入生活的肌理，情节枝蔓是否
冗余到需要修剪，铺陈是否有堆砌之
嫌，逻辑的通达能否禁得起推敲，下笔
前是否理清了要表达的思想内核，采用
的技巧是否能衬托起故事，而非相离相
悖……可以看到，作者们也在不断反
思、尝试和实践，相信他们会继续精进，
也期待更多好作品。

在这个专业、真诚且富有温度的平台

他们将生活中的一切酿成甘甜的文字
——中国作家网原创频道重点栏目“本周之星”年度评点印象

2019年12月，中国作家网原创频道新版

页面上线。原创作品内容的丰富性和形式

的新颖度进一步提升。为激发创作、鼓励原

创，网站不断推出一系列举措，力争为原创

作者打造更广阔的平台：新增推介优秀原创

作者的“本周之星”栏目，作品文本配发特邀

编辑撰写的点评，在网站、微信公众号和微

博同步推介；成功举办原创频道征文（小说）

大赛和原创频道征文（散文）大赛，发掘小说

与散文新声；与《天津文学》《诗选刊》《散文

选刊》《大江文艺》等多家文学期刊和《梵净

山》《秦都》等文学内刊陆续开展合作，定期

推介原创频道的优秀作品；编辑出版《灯盏：

中国作家网“文学之星”原创作品选》。目

前，中国作家网原创频道已有注册会员近10

万人，日均投稿量最高达五百余篇。

为总结以往工作经验，推进原创频道建

设，让其发挥更大影响力，10月20日，中国作

家网原创频道工作会在河北易县举行，中国

作家出版集团管委会副主任宋向伟出席会议

并致辞。中国作家网原创频道部分编辑，中国

作家网原创频道特邀编辑野水、刘云芳、卢

静、范墩子等参加会议。会议由中国作家网总

编辑王杨主持。大家认为，中国作家网原创频

道为基层作者提供了一个展示的舞台，不遗

余力牵线搭桥，拓展了文学生存空间，让写作

者能够充分参与到新时代文学创作的第一现

场，激发了基层的创作热情。随着用户数量日

益增长，原创频道发展也面临前所未有的挑

战。如何发挥互联网、新媒体特有的传播优

势，联合传统纸媒，形成一个立体多元的文学

矩阵，更好服务基层作者，想作者之所想，切

实帮助基层作者提高创作水平，成为原创频

道需要深入思考、积极应对的一个课题。同时

如何加强与作者的联系，增强互动，维护好作

者资源，提高原创作品特别是“本周之星”栏

目的作品质量，也是大家需要共同为之努力

的方向。

我们邀请了原创频道重点栏目“本周之

星”的三位点评人，总结他们眼中的年度评点

印象。

——“本周之星”栏目主持人 邓洁舲

散文是离生活极切近的一面镜子，
从体裁上讲，它具备记录生命轨迹、抒发
情感的优势，因而其创作者的基数庞大。
在中国作家网原创频道，作者们借文字
描绘自己在时代脉搏下的个体经验，或
是远去的记忆，或是故乡风物，或是人物
命运等，通过不同路径抵达精神深处。纵
观本年度原创频道发布的散文作品，基
本上呈现出当下文体创作的生态，既有
诗意婉约的短章，又有深入开阔的大散
文。从题材方面来看，更是百花齐放，呈
现出较为丰富的书写面貌。

以亲情为主题的作品一直占极大比
重，但同质化的问题始终存在，我们总是
期望作者能深入下去，寻找个性化的表
达，使文章不只抒发个人情感，实现自我
记录，还能展现出生活的多面、人性的复
杂。我们不时也会看到一些与众不同的
作品，它们像沙尘里的明珠，一出现就吸
引了编辑的眼睛。如鲁北明月的《清明
清明》，以清明时节回乡为主线，写出了
父亲、母亲、外公、小姨等人物跨度几十
年的命运，文字在现实与回忆间不断切
换，用细腻的笔触展现了隐藏在生活表
相之下的深情与遗憾。静河的《尘封的胡
同》同样写家族史，则以另一种方式切
入，同时融入个人的成长，回忆的气息绵
密、悠长，仿佛胡同里的那些人都是镶嵌
在作者生命中的琥珀。西贝侯的《疙瘩院
记忆》、萧忆的《旧事录》在书写家族故事
的同时，融入不同的地域风貌、民俗生活
场景，使文字更加宽厚、更具艺术质感。
马婷的《血脉》一文，家族中的一段隐秘
往事给“我”的成长带来种种疑惑、隐痛，
读来让人唏嘘；而作者也让我们看到，

“血脉”不仅包含老一辈渴望有男丁延续
香火的执念，也有相互之间的谅解、释
怀，以及“我”对妹妹的种种牵念，其中的
滋味难以言说。

王贺岭在《与大树为邻》中描述了从

事教育工作的历程，树的姿态与作者本
人的心理活动相互映照，又融入与父亲
的亲情互动，文字遂有了温暖、飞扬的气
质。同样以树作为“药引”的作品还有徐
春林的《我家房后有一棵樗树》，讲述了
奶奶一生的遭遇，以及村庄与人之间的
精神联结，既有现实层面的叙述，又有抽
象意义的发散。黄其海的《钢琴贴》从少
年时寻觅一支青竹做笛子写到自己的后
辈学钢琴，声音、乐器与生活之间的紧密
联系不乏动人之处，也侧面反映出人们
生活的变迁。

回望故乡、书写故土几乎是所有作
家的本能。徐琳的《腾讯地图上那个命名
徐家庄的地方》，通过现代通讯工具指认
故乡名称，用散文的方式为村庄立传。事
实上，每个人都在以不同的方式为自己
的故乡做着注解。正如艾华在《乡村鸟
窝》中写道，“鸟窝是乡村的一枚印章”

“我们也是村上的那些憨鸟，来来去去，
天南海北到处飞，却把村庄烙成印章，时
时记挂着那里曾经的窝。”红山飞雪的
《旷野三章》以破败的景象映衬乡野的无
限生机，笔法老道，颇有余味。北方创作
的《北方的庄稼》是一首农耕文明的赞
歌，写出了中国北方特有的风土人情。苏
万娥的《火灰里的童年》以儿童视角书写
儿时在故乡用火灰做各种吃食的趣事，
表现出乡野生活的勃勃生机。毕海林的
《墙根下的缩影》展现的生活景象，事实
上是老一代农民的时代缩影。

日常审稿中，游记的数量也较大，但
许多作品中并没有“我”，缺少思想情感

的介入，要么堆砌资料，要么像导游词，
要么就是流水账似的游览记录。其中庞
文辉的《写给南浔的组章》别具一格，温
润诗意的语言营造出文才涌动的阅读体
验。廖彩东的《轻墨杂弹围屋内外》则以
一个走访者的视角，书写围屋的现状和
历史，扎实深入，没有给人丝毫的隔阂
感。陆相华的《穿越呼伦贝尔》通过旅行
这条主线，让人不只看到富饶的江山美
景，也看到璀璨的历史尘烟，用轻松自然
的笔法带领读者进行一场富有文化气息
的远行。

这几年，生态文学成为一个火热的
话题，网站也常见此类作品，如李相奎就
以长白山为自己的文字道场，在陆续发
布“山居笔记”之后，又以“99次探访生
命”为主题书写系列散文，花鸟鱼虫都是
他关注、描摹的对象，可见其对大地之上
美丽生命的尊重，就像他在《99次探访生
命（4）：白鹡鸰·金花虫》中所说：“对于
美，我俯首帖耳。”徐玉向的《野塘籍春
草》也以清雅的文字徐徐展开一幅乡村
生态图，那些植物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如
此亲切，令人怀念。王向力的《借山而居》
表现出一种快速、高效的生活秩序下，退
隐山村、亲近自然的生活方式。

还有一些作品，有着灵动精巧的修
辞和结构，读来别有一番意味。如欧阳杏
蓬的《大地之灯》采用散文诗的笔法描述
故乡大地上的人，以真切的体验为生命
中的一切隐喻。《耳朵里总养着几只鸟》
以一种轻灵的方式表现了嘈杂生活中的
抵抗与坚守。靳小倡的《大寒：一朵梅丈

量到春天的距离》通过季节，对乡村生活
进行了诗意的阐释。李汀的《如虫俯地》
分为三个篇章，记述了与虱子有关的记
忆、雪天里的流浪者以及一位飞奔的少
年，作者擅长从一个简单的情景荡开去，
浓墨重彩地剖析事物之间深层联系。

常可看到各种回忆类散文，其中不
少作品只展现某段记忆，要么流于泛泛，
要么虽然生动质朴，却少了可以深入开
掘的内涵。诚然，回忆是文学创作获取素
材的重要通道，另有“太阳底下无新事”
之说，但陷入单一的叙述，以纯粹忆旧的
方式单维度地表现过去的经历，往往显
得单薄，也会成为作家艺术拓展的瓶颈。
如果能与自我当下的生命状态、思考相
融合，作品将会更加立体、深邃。而从临
摹记忆到将记忆作为发酵剂，形成包含
个人情感、思想的精神图谱，或许正是一
个作者从自发写作到自觉写作的转变。

总之，盘点2023年原创频道的散文
作品，感觉每位作者都是生活深处的采
蜜人，将生活中的一切经历酝酿成文字。
我们作为“第一读者”，品尝着这蜜里的
甘甜。一年将尽，期望在未来的散文中看
到作者们更新的文体意识、更开阔的文
学眼界。

在生活深处采蜜
□刘云芳

（中国作家网原创频道“本周之星”栏目散文组点评人）

“比月光还轻的撞击声/携着一
抹春色/在渐渐厚重的曙光里飞扬”，
2023年1月13日，黑龙江诗人徐赋
以一组《月亮下的篝火》拉开了中国
作家网2023年度“本周之星”诗歌舞
台的帷幕。正如徐赋诗中所言，“何其
茂盛”——在2023年，“本周之星”选
用的诗歌作品在整体上呈现出一种

“茂盛”的态势，它们在竞相开放的同
时，也孕育着蓬勃生长的可能性。

在我点评过的诗作里，印象较深
的有原莽的《人间如此辽阔》和李日
清的《九月诗抄》。匿名的点评方式
显然与“知人论世”或“作家作品论”
绝缘；既无“捷径”可走，点评者便只
能将注意力集中在文本上，一个字、
一个词、一个句子地去抚摸、揣摩，
感受陌生人文字中的欢喜与悲伤。这
个时候，点评者既要大胆相信自身的
判断力，又必须小心翼翼地贴着文本
走，在阅读中积极地反观、调适自己
的认知。

比如，在读到《人间如此辽阔》
时，我意识到这是一组完成度比较高
的诗歌，已彰显出一种整体性的风格
特征。诗人的写作路径大致是以诗叩
问存在，直指永恒性和本质性的命
题，并且能避开说理之空，将文字尽
可能处理得深沉、充实，从而揭示诗
歌背后的某种普遍性、本质性。我猜
测作者应该有不短的诗龄，不可能是
新手。果不其然，本期栏目正式发布
后，我第一时间注意到作者的简介：

“14岁开始发表诗作，早年在《诗刊》
等数十家报刊发表过作品。”相比《人
间如此辽阔》中感性与哲理的结合带
来的阅读趣味，《九月诗抄》带给我另
一种难得的阅读体验。这是一组与劳
动有关的诗歌。劳动在诗里占了相当
大的比重，构成了组诗的母题。作为
人类重要的生产生存方式，“劳动”这
一题材在当代汉语新诗里其实不算
显眼。从这个角度来看，《九月诗抄》
这一类诗的出现有着不可忽视的意
义：它在一个经验普遍“悬空”、人类
不断远离大地的时代，用“在场”的书
写，呈现并探讨人与劳动、人与自然、
人与自身的关系，重新激发我们对

“诗与劳作”的思考。难得的是，作者
有十分灵敏的诗意感知力，能够从日
常生活和具体事物中提炼出属于诗
的那部分东西。他常常有诗意的独到
发现，笔墨从容节制，书写姿态有难
得一见的放松感。本期内容正式发布
后，我也注意到李日清的简介，他是
中国煤矿作协会员，其工作经历应该
与煤矿有直接的关系。这份介绍从侧
面佐证了我的阅读判断：在诗人笔
下，劳动是一种及物的、充满血肉的
存在；它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是
从诗人的个体经验中涌流出来的。

可以说，“本周之星”像一个小小
的诗歌数据库，每次都能为我们带来
不一样的感悟和启示。结合作者群体
的构成，更不难理解这些诗歌的丰富
繁茂。其实，阅读这些诗歌时，我还有
一个非常直观的体会，那就是一次次
地惊讶于庞大的基数：中国的诗歌群
体之广、人数之多或许远远超出我们

的想象；在海边、在高原、在塞外，人
们通过各种方式，如阅读或写作，与
诗歌发生着这样或那样的联系。基数
之庞大，意味着写作热情之高，意味
着新诗整体质量的提升——这种提
升既是时间的也是空间的。在时间维
度上，它证明了新诗传承的有效性：
一些诗学观念，比如叙事，经过数代
人的实验，在今天已经成为共识，成
为广大诗人能熟练运用的基本技巧；
在空间维度上，它又佐证了新诗传播
的有效性：互联网加速了新诗的传
播，如今，天南地北的人们可以通过
共时的知识分享，更大程度地实现新
诗的资源共享。一个生活在东北的诗
人很有可能在遥远的西南边陲找到
他的诗歌知音，而一个小镇诗人与另
一个大城市的诗人，可能在尚未照面
之际，就率先指认了同一套文学观
念，在写作志趣上遥相击掌。

当然，“本周之星”的诗歌，也存
在一些普遍性的不足。对此，我最大
的感受是语言复杂性不够。在本栏目
中，常见浅白、明快的语言，罕见曲
折、纵深的语言。究其原因，这既与作
者的语言掌控力有关，又与作者的感
受力有关。一是一部分作者尚不具备
纯熟、高超的语言掌控力，能使用的
语言资源有限，下笔时找不到更合适
的表达；二是作者对所写事物的“专
情”程度不够，凝视得不够深，观察得
不够细致。其实很多时候，诗歌的神
韵正是从细微中来，处理好细节，才
能更好地把握整体。对此，我的建议
还是希望大家能尽可能地打开审美
的大门，进行更广泛同时也更持续而
深入的阅读；多观察、多对比、多思
考，虽然勤奋练笔很重要，但重复无
效的练笔是不必的，或可等待新发现
降临时，再写下一首诗。如果，你的新
发现暂时没有到来，那就把精力交给
阅读和积累。

据栏目主持人邓洁舲介绍，“本
周之星”的评选以作品质量为主。这
已然说明，虽然一部分入选诗歌还存
在这样那样的瑕疵，但都已经是优中
选优；更重要的是，它们在茂盛的绽放
中，还蕴藏着继续生长的可能性，正如
本年度入选诗人森森所说，“它们伸到
哪里/哪里就会，枝繁叶茂”（森森组诗
《向日葵》之《火山榕》）——而这正是
汉语新诗的希望所在。

新诗从来就不是躲进小楼成一
统的文字游戏，它始终与时代有着密
切的关系，与中华民族的文明构建更
是不可分割。新诗的传播、新诗观念
的检验、新诗经典的诞生，都应该放
在具体的实践中，而非空谈与围观。
可喜的是，中国作家网原创频道的

“本周之星”栏目，恰好是这样一个专
业、真诚且富有温度的实践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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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磨现实的光彩
□谭 杰

（中国作家网原创频道“本周之星”栏目小说/散文组点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