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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快要过去了，这一年出现

了很多优秀小说，也有些引发话题的

文学事件。在人工智能即将发生革

命变化的时代，文学如何关注现实，

文学如何发挥心灵作用，似乎成了

所有作家的焦虑性问题。幸运的

是，2023 年的小说中，我看到了一些

直面现实与叩问历史的佳作，给予着

我力量。

毕飞宇的《欢迎来到人间》以其

对时代和社会、以及处于其中的个人

的生存问题的关注，向时代和社会发

声，无疑是文学界的一大收获。毕飞

宇细致描写了肾移植科的主刀傅睿，

对医患关系、夫妻关系、原生家庭、科

室关系等多角度描摹，表现这个时代

的人的生存困境与存在的痛苦。对

傅睿手术失败后的困惑、烦乱的状态

以及心理痼疾进行了精准刻画，可以

说，作者关心的是人类普遍存在的精

神之苦。

除了直面现实的作品，我还在许

多叩问历史的作品中看到作者对时

代问题的思考。贾平凹的《河山传》

以其对改革开放后多元化的中国的

刻绘，表达了对农民工与民营企业家

这两类人物的关注，记录了我们不得

不回答的时代问题。小说要写的不

仅是那个变革的时代的中国，也是变

革中的中国的现在。

颜歌的《平乐县志》也用了世情

小说笔调，也是以改革开放为大背景

的。不同的是，《平乐县志》是要把现

实记录成历史的写作，小说试图描述

改革开放后的“县城文化”的图景，而

当下的中国大地，仍然有许多像平乐

县这样的小县城，正慢慢消失。所谓

历史的志传，深层次的指向却是中国

现代化转型中隐存的痼疾。饶有意

味的是，甫跃辉的《广阔之地》中，县

城更多的是一种富有乡土气息的

“故乡”，而城市则更像一只张着巨

口吞噬一切的钢铁巨兽。看似不同

的叙述立场，实际都是在面对时代

的难题，即中国在现代化转型过程

中的问题。

历史究竟走向何处，轮回是否

又 要 重 演 ？ 迟 子 建《碾 压 甲 骨 的

车 轮》以 其 历 史 与 现 实 的 互 渗 给

了我许多启发。无论是辉煌的王

侯将相，抑或艰难存在的小人物，

都将在历史车轮中化为灰烬。迟

子建自述：“在历史和现实的双重

泥淖中，总会有一些人被迫沉陷，

也总会有不屈者在深渊中练硬翅

膀，拔地而起，搏击长空。”时代到

底要怎么变化，确实不是普通人所

能掌控的，只是这并非我们只能选

择顺从和遗忘的理由。我想强调

的是，在历史与现实的双向奔赴之

中，发现时 代 问 题 并 从 历 史 中 追

寻答案，是当下文学创作不可逃避

的责任。

癸卯夏七月，暂居怀柔山中，

时逢雨季，常见山风浩荡、众鸟

高飞，黑云压城，经日不散。待雨

收风住，碧空如洗时，登高望远，

可见怀柔水库波光粼粼，群山层

峦叠嶂，其上云卷云舒，变态万

千，莫辨涯涘，叫人胸怀大畅。每

日里做完额定工作，便去读书。

时作时辍，出入无定，然书中人

物和他们的生命遭际，却始终萦

绕于怀，偶有“消息”自长安来，

心神不宁之际，忽焉便生庄周梦

蝶之叹：不知物之为我，我之为

物。再读《星空与半棵树》，读《河

山传》和《北爱》，心绪皆是如此。

这三部作品，“广大”和“精

微”兼具，写的都是“我”与宏阔之

外部世界交互成就的状态。《星空

与半棵树》的主人公安北斗虽沉

沦下僚，却心忧天下，日常生活几

乎始终其乱如麻，他却于阳山冠仰

望星空中获致自我的超克之法。此

书若干段落所开之境可谓澄怀万

象，人身在天地之间，于仰观俯察

之中所能打开之精神世界，尽在其

中矣！此如《北爱》中的苗青，较少

闲情逸致，是个难得的实干派人

物，她怀揣经世济民的理想，以

“逆行者”的姿态进入新的工作岗

位，孰料遍地荆棘，进退皆难。然

她幸得高人指点，兼有坚忍不拔

之志，内外互证、体用双修，既得

外部事功的成就，亦有自我精神

的证成。读来令人感慨万端。

胸中若无“河山”，安北斗可

以与时俯仰，谋得些实际的利

益；苗青也可以和光同尘，不必

动辄得咎。家国情怀和责任意识

是他们不可撼动的精神力量所

系，亦是《河山传》的出发点和落

脚处。河是洗河，山为罗山，一部

《河山传》，叙述的核心，即是这

两人的故事。他们的起落、成败、

进退，初看或觉朴实，细思则知

其间内涵玄机。荣辱、得丧已足

以令人因之神伤；兴废、死生，诚

足以叫人为之长叹！天地不仁，

众生有情，演出了多少动人心魄

的生命故事。全书终结处，洗河

或不是了洗河，成了罗山；罗山

英灵未远，藉洗河得以重续。《河

山传》重在人事，却既见众生，亦

见天地。

星空广矣大矣，既高且远，观

之令人心折、神迷，然目光一当

返归大地，形而下的牵绊仍需面

对。故而即便星空所能含纳之境

足以提振人心，《星空与半棵树》

的笔墨居多则在写具体的用世

之道；苗青“一个人的计划”因事

关家国而让人敬佩不已，《北爱》

的重点却在详述她类如升级打

怪的艰难过程。或是出于同样

的心境，细述数个人物于大时

代中起废沉浮、离合悲欢的《河

山传》，后记却以如下一句作结：

“就在立夏的这个早晨，窗外大

树上众叶摇曳，极尽温柔，传来

鸟鸣，而我却想象了那个苏轼，

为了心绪，为了生计，在东坡上开

垦的一块地里的身影。”

还是那个苏轼，固然漂泊无

归，难免风吹雨打，却是“一个自

幼从儒家学说里锻炼出来的人，

怎样都消灭不掉‘求为世用’的

抱负”，也“绝不放弃拯物济时的

责任”（李一冰语）。即便躬耕东

坡，仰赖天赐、衣食俱忧，却是心

超日月、胸藏万汇，千里河山收

眼底，万家灯火在心头。心绪既

然相通，若是同处一时，安北斗、

苗青或能与东坡在雪堂共饮一

杯也未可知。

杨辉：星空·河山

2023 年，不少资深作家推出新作，长篇

小说如格非《登春台》、毕飞宇《欢迎来到人

间》、陈彦《星空与半棵树》；剧本如莫言《鳄

鱼》；短篇小说如麦家在《花城》杂志开设“弹

棉花”专栏、邓一光《华强北往事》、李锐《火

镰》等。资深作家的新作为观察当代文学提

供了独特通道：一方面是资深作家写作的最

新进展；另一方面则是成熟作家如何寻找写

作新的换气、转场和新的生机。

《登春台》延续了格非与当代生活进行

游击战的写作策略。格非深知，当代生活世

界波谲云诡，不可能被一部作品一网打尽，

所以他以分体式、拼图式的方法，悄然营构

当代生活世界的总体和纵深。《登春台》四个

主要人物均是取自当代生活河流的水滴，他

们来自不同的流域和河段，他们互相交叉重

叠和映照；他们既有折射生活的典型性，也

有着反思生活的思辨性。尤其是通过周振遐

这一人物，格非再次深切地追问生命的意义

难题。这个行至晚景，豁达但仍不免于困惑

的老者形象，为中国当代小说的晚期风格提

供了新的范例。

《老宅》是麦家《花城》“弹棉花”专栏的

第一篇，于较小的空间中糅合多条命运线

索；于波澜不惊的日常生活中寄寓一波三折

的精神暗涌。小说结构机巧、语言筋道，并且

执着追问信仰在普通人精神生活中的位置。

这一议题在麦家“弹棉花”专栏中得到延续

和拓展，成为观察麦家小说的又一通道。

叙事文学之外，2023 年当代诗的写作，

在如何化合智性与抒情性、古典性与当代性

方面深入探索。

现代主义诗歌多重智性思辨，获得深度

而失之冷凝，智与情的辩证是自冯至、卞之

琳、穆旦等诗人就一直面对的难题。这一难

题也摆在张定浩面前，《山中》以智性和抒情

性的有机融合对此作出出色回答。《山中》让

读者意识到，诗的智性是妙悟和洞察，而不是

知识和逻辑；诗的抒情不仅关乎修辞的高妙

和情感的强度，更关乎一种把自己燃烧，并义

无反顾地投入爱的漩涡的真诚、激情和勇气。

诗集《慢鸟》体现了刘洁岷两种非常重

要的能力：一是看见事物的能力。诗的及物

性伴随着日常主义诗学的提倡而广为人知，

同时也被高提轻放，真正能让事物的纹理在

词语中纤毫毕现的诗人依然少之又少，刘洁

岷却无疑是其中之一。二是将古典性和当代

性创造性地融合的能力。《慢鸟》通过对大量

古典诗的重写，证明传统和古典性的激活，

必须通过极具当代性的创造方能抵达。

2023 年的中国文学出现了几件“大流

量”事件。近几年来，我们的文学界越来越重

视文 学 的 流 量 ，无 论 是 作 品 推 送 、新 书 发

布，还是文学活动与文学会议的广而告之，

都很追求阅读、点赞、转发和跟评的数量，

追求“10 万+”。很多作家与诗人都开设了视

频号，进驻抖音，有的还成了网红、成了流量

明星。而 2023 年的两个现象级事件——即

“今日头条”“江苏卫视”等联合制作的外景

纪实类读书节目“我在岛屿读书”和在茅盾

故里浙江乌镇举行的“2023 中国文学盛典·

茅盾文学奖之夜”，则将文学的“大流量”发

展推向了高潮，从而也形成了文学文化的标

志性界碑。

“我在岛屿读书”节目共有两季。第一季

十二集开播于 2022 年 11 月，收官于 2023 年 2

月；第二季十二集开播于 2023 年 6 月，收官

于 2023 年 8 月。制作的精良，特别是余华、苏

童、莫言、阿来、西川、欧阳江河等知名作家

与诗人的全情参与，使得节目广受欢迎。“第

一季”结束后，“今日头条”曾经在其微信公

众号上公布，“据统计，第一季在今日头条站

内累计播放量达 1.4 亿，相关话题累计阅读

量超 47 亿”，如此巨大的流量，令人震撼。而

“2023 中国文学盛典·茅盾文学奖之夜”，据

浙江省委宣传部的微信公众号“浙江宣传”

云，他们“精心准备，联动各大文艺平台，通

过互联网平台、广播电视、新闻出版等领域

多渠道多形式传播，努力把‘茅盾文学奖之

夜’办成一届‘隆重典雅、形态丰富、传播力

强的大型文学盛典’”，也是立足于“打造爆

款、引爆流量”、“让文学产生大流量”的

“探索”和“努力”。

很显然，作为流量社会所相应生

成的文化形态，我们的文学文化，尤其是其

中的媒介文化，已经开始转型和进入到“大流

量”发展的阶段。文学的流量文化对于写作的

平权、对于每一个文学写作者和读者的自由

发声、对于文学的破圈和产生更大的影响力，

无疑具有重要意义。但其所隐含的问题，比如

如何避免过度传播所造成的泡沫化和作家的

过度明星化，特别是如何保持我们在强大的

流量逻辑中的自主性和理性等，都不容忽视，

相信随着实践的展开和经验的总结，文学的

“大流量”一定会有更好的发展。

2023 年 给 过 我 们 很 多 希

望。希望就是一种可能性，我

们全部的努力就是为了提高实

现这种可能性的可能性。这一

年，应该是文学的大年，许多师

友都拿出了很有分量的作品，

他们中有前辈，也有很多年轻

人。我在这一年读了些年轻人

的作品，感觉“90 后”“00 后”正

在涌现，挺好的，我深深祝福他

们，希望他们都能有一个美好

的未来。

这一年春，我怀着收获的希

望在我的小院里种了六颗发芽

土豆，我时常浇水、施肥，土豆苗

长得非常好，可秋天的时候，我

却只收获了两颗不大的土豆，这

实在是太令我意外了。都说土

豆好种，我又尽了足够的注意义

务，以为自己必定会有一个好收

成的。这情形有点像股市，我以

为 1月 3日的上证指数 3070将会

是全年最低点，于是我在这一天

建了仓，就像种下一个土豆。时

间过得太快了，现在，过不了几

天就要跟这一年说再见了，上证

指 数 来 到 了 2900 左 右 。 没 关

系，事物大多数时候都在曲折中

前进，呈螺旋式上升，我想这两件

事都再正常不过了。继续拥抱希

望吧，在耕种的季节继续远离喧

嚣，不跟风，默默种好自己的土

豆，不让我这块书桌大小的土地

荒着。我会尽量弥补技术上的不

足，记得给疯长的土豆苗掐尖，那

么明年丰收的可能性便会比今年

大许多。

写作多么像种土豆。

阿摩司·奥兹在谈论那场“正

义对抗正义”的纷争时说：“我们需

要谈论现在与未来，也应该深入讨

论过去，但有个严格条件：我们始

终提醒自己不属于过去，而是属于

未来。”是的，所有的希望都不可能

在过去得到实现，让我们珍

惜当下，拥抱未来。

首先要说明的是，这份文学关键词是从

日记衍生出来的，是个人化的。前提是我和我

接触的文学。超出我的部分不在回顾范围，我

也没能力。其次，这可能只是对我个人有意义

的总结，是我的脚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脚

印，每个人只对自己的脚印负责。

最明显的感觉是繁忙，这是相对于前三

年疫情时期来讲的。2023年，很多被拖延下来

的事情，立即被提上了议事日程。譬如第七届

郁达夫小说奖的颁奖典礼，按照章程，颁奖典

礼时间为 2022 年 12 月 7日，那天是郁达夫先

生诞辰日。因为疫情，延迟到 2023 年 4 月 21

日。所以说，在很多时候，2023 年办的是上一

年的事，甚至是上两年和三年的事。繁忙不一

定繁荣，但是，繁荣总是以繁忙为基础。

2023 年是文学新人辈出的一年。话说回

来，任何一年，都可能是新人辈出的一年。我

要说的是，这一年，确实有很多新的作家站到了

台前。譬如：武茳虹、叶昕昀、三三、周于旸、薛超

伟、史玥琦，等等。他们能够冒头，除了本人的努

力和才华，当然少不了众多机构、杂志和出版社

的推动。这件事，《江南》杂志也做了力所能及的

推动。这种推动是必然的，也是偶然的。必然源

自认识，其次才有可能。认识比金子还宝贵。

《化蝶》是我2022年的作品。2023年7月，

浙江文艺出版社出了单行本。之所以拿《化

蝶》来说事，2023年，我几乎没有发表作品。收

成历年最差。关于《化蝶》，我只想在这里说一

句，那就是：即使写的是传统戏曲题材，也依

然难逃时代印记。时代对每个人的塑造，是覆

盖性的。生活如此，文学也如此。

“文学新浙派”是我们《江南》杂志提出来

的。2023年第5期，做了一个专辑，随后，在浙

江省作协指导下，开了一个发展研讨会。这个

研讨会，目的不只是打造一支文学浙军，更不

是为了确立浙江的文学地位。我们想通过这种

梳理，来确认浙江文学的面相。更主要的是，在

不断确认过程中，创造和发展浙江文学最优秀

的一面，共同构成一个中国文学的新面相。

可以想象，2023年是特殊的一年，特殊性

在于，是结束，更是开始。在这个过程中，蕴含

和产生无限可能。

哲
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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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

选择“与往事干杯”这个

说法，需要解释的东西很多。

对于很多文学人来说，这

个说法的源头应该是陈染的

同名小说。当然，在不同领域

的人那里，这个说法可能还另

有源头。现在我已经记不得陈

染这部作品发表在哪一年了，

但小说很著名，至少在上世纪

90年代中期，它与另一篇作品

《无处告别》共同刻画了文学时代一种

话语方式，甚至可以说构成了一种经

典语境。那时，林白正在“一个人的战

争”中奋勇厮杀生死未卜，而陈染似乎

不再耐烦那些对她来说毫无意义的事

情，面对一个无可名状的时代，她没有

哭喊着道一声矫情的珍重，只是举起酒

杯轻声说道“干杯，告别”。她果然是说

到做到，连做一个“文坛钉子户”的兴趣

都没有，然后就在“文坛”消失了。很多

很多年后回想起来这个举动，我都觉

得有点不可思议。就一个具有哲学意

味而又非常单纯的意义说，陈染是诚

实的，也同样是勇敢的。

重提这段往事，并无凭吊什么微

言大义的意思。只是在我的认知当

中，一个人敢于当众宣告一个决定，

然后心口如一地去做到，必定有着非

同寻常的过人之处，至于那原因或者

动机，其实是无从推测的，也没那么重

要。强行定义别人的动机，有很大的道

德风险甚至智力风险。

每个人每个领域，都有自己深不

可测的往事。那过往无论痛苦还是欢

笑，通常都是血肉相关难以割舍的。

所以古人那些“谢本师”的故事，要么

被视为可耻的背叛，要么被视为具有

弥天大勇。鲁迅先生说，中国罕有“敢

于抚着叛徒尸体痛哭的人”，大体上

是出于对一种忠于内心的生存勇气

的体谅与嘉奖。我不确定自己是从什

么时候开始对当下很多虚构文学作

品失去了原来的那种热情与尊重，但

我知道这件事情在我的身体和灵魂

内部开始很久了。我感受到某种力量

的逐渐隐退和流逝，也包括兴致与判

断力。对此我感到恐慌。我曾试图把

这种恐慌归咎于某篇具体作品在我

阅读经历中引发的糟糕的感觉，但我

面对自己的内心时却发现，事情远不

是我想得那么简单。

写作《北纬四十度》，在这个意义

上说是我的自救性努力。我遁入历史

领域，把自己从材料到问题都伪装起来，

但我终究还是难掩文学的狐狸尾巴，我

希望以自己的方式过一种体面的文学生

活。很多年前，王晓明先生通过研究发现

鲁迅执意走上的一条路径，那上面布满

荆棘。他把这个研究命名为《刺丛里的求

索》，形容为“姑且走走”。我从这个研究

心得中获得了某种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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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言宏：文学产生了“大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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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 1 月 14日，94岁

的徐怀中先生过世，十个月

后的 11月 4日，77岁的周涛

老师突发心梗离世。

两位军事文学巨擘

的离去，让许多读者为

之久久感伤，也令曾承

蒙徐先生指点和周老师

教 诲 多 年 的 我 哀 痛 不

已。徐先生和周老师都

既是军人，又是作家。

他们最让我敬佩的是，

无论年过几旬，他们始

终注重磨砺思想，意图

保持鲜活有力的冲锋姿态，

以最赤诚、果敢的意志来推

动创作上的求新求变。这

种“新”与“变”并不是为了

哗众取宠，而是他们自觉

地承担起“承上启下”的责

任，调动智慧与勇气，以留

下像那些曾让他们仰视和

珍爱的，至真、至诚、至信、

至美的作品，这是给过往历史和从

历史中走来的人的一份郑重交代，也

是力求能够为年轻的军事文学作者

扩宽精神视域的一份担当。

在一篇纪念徐先生的文章里我

由衷写道：“如果说我们当下的读者

对于军事文学有了更为新鲜的认

识，青年作者对于创作的方法、内容

和精神气质有了更为多元的选择，

都正是得益于像徐先生这样的前辈

作家在以‘蚯蚓松土’的劲头去写作

争取而来的。”徐先生和周老师在各

自所处的历史时期，都用敏锐的洞

察、过人的技艺和极具穿透力的思

考，大大丰富了军事文学的思想内

涵和美学意蕴。通过心血凝结而成

的字句，为军人这一崇高职业赢得

了社会更多人的了解和敬爱。

心里有件很遗憾的事，当时徐

先生为我的小说集撰写“跋”后，

曾说希望能去新疆走一走，当时

总以为来日方长，先等徐先生养

好身体，可如今新疆之行已永无

成行的可能。徐先生曾讲，他

每到一地工作或采风，比如西

藏和云南等地，都会对那里的

部队、官兵和民风民俗进行细

致了解。周老师也曾多次前往

战斗一线和边防一线采访，无

论那时他们已经在文学上取得

过何等瞩目的成就、身担何种

要职，一旦得知有文学的种子要破

土的地方，他们都毫不犹豫地克服

艰险，抵达最前方，身体力行地做到

心到、眼到、脚到、手到。

徐先生和周老师走后，我读到

多篇怀念和纪念他们的文章，文章

里多有谈到他们对文学爱好者尤其

是青年后辈的悉心指导与鼓励提

携。徐先生曾于上世纪80年代创办

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发掘并培养

了一批成就斐然的文学大家；周老师

曾任新疆军区文艺创作室主任，亦垂

身示范，栽培了一批书写边疆的优

秀作者。作为从军艺文学系毕业，在

创作室工作近十年的我来讲，在青年

时受到的文学教育，无不得益于徐先

生和周老师无私的“丹心热血沃新

花”。作为后辈，我在此深深地缅怀

他们。

陈培浩：深海续航与新的抒情

艾玛艾玛：：希望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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