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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观察新观察

2024年第1期文学期刊扫描：

在生活深处发现大千世界在生活深处发现大千世界
□与 尘

新的一年，文学刊物陆续“上新”，既有诸
多名家新作，也不乏文学新生力量的涌现，为
读者呈现新年伊始的“饕餮”文学盛宴。这些新
刊作品不仅以丰富的体裁探索、富有辨识度的
叙事文体、新奇的美学实验探索当代小说的可
能性，也从历史地理的维度勾连当下现实，以
隽永深邃的散文文字呈现作家眼中的新时代
大好山河。

柳青佚作与王蒙“奇书”

《人民文学》在2024年首期头题发表柳青长
篇佚作《在旷野里》。这部小说是柳青创作于上
世纪50年代初的长篇未完成之作，小说围绕
1951年7月初渭河平原某县产生棉蚜虫害这一
核心情节展开，在虫害的治理过程中，县委书记
朱明山、县长梁斌、组织部部长、宣传部部长等
干部，在和人民群众交流沟通中各自展现自身
鲜明的性格、观念意识和态度，构成了一幅栩栩
如生的现实主义人物群像。评论家贺绍俊、李
建军等认为，《在旷野里》是《创业史》的前史，朱
明山与梁生宝处于同一精神谱系之中。小说蕴
含宝贵的问题意识和时代精神，将历史的重大
转型形象化在乡村日常中，为当下作家如何从
生活中攫取素材、寻找灵感进行创作提供了丰
富的启示和有效的借鉴，必将为作家深刻理解
柳青如何俯下身子沉到生活深处、融入百姓提
供新的启发。

王蒙的中篇新作《蔷薇蔷薇处处开》（《十
月》2024年第1期）是2024年小说中的一部“奇
书”。从1953年开始创作以来，王蒙创作历程已
逾70周年。新作《蔷薇蔷薇处处开》以1985年
访问欧洲的作家代表团中的作家为人物群像，对
昔日的诗人、小说家、剧作家等有妙语机锋的戏
谑，也有深刻的追忆与共情。王蒙以梦中梦的结
构、狂欢化的呓语串联起往事、故人、梦境、音乐
与诗，表达出对文学、生活与往昔的浓厚眷恋。

“作者有一点点小小不言的年纪了，急于将小说
写它个淋漓尽致，天地笑、神鬼哭、风涌水跳、36
般武艺、59种兵器、72种变化……”小说中主人公

“WM”忍不住如此自陈，强劲的文学创造力和
活泼的精神状态跃然纸上。作者穿梭于时光与

记忆、回忆与梦境、轶事与掌故之间，亦真亦幻，
亦史亦诗，以丰厚细密的信息含量、酣畅淋漓的
狂欢语言展现了80年代文学舞台上的众神镜
像。如同小说责编季亚娅所说，这是一部关于上
世纪80年代的回望之书、深情之书，一位革命
者、文艺组织者、艺术家、可爱的人的精神之书，
一部跨越两个世纪的当代文学与文化的私人笔
记本、记忆档案。

致敬普通人的现实主义写作

董立勃的长篇小说《尚青》（《收获》2024年
第1期）以动荡的边疆历史风云为画卷，在充满
民族和地域色彩的日常生活情致中，缓缓展现一
个关于爱与自由、复仇与救赎、责任与勇气的故
事。师范女大学生“尚青”因为恋人的意外而不
断卷入历史动荡之中，告密、阴谋、伤痛不断逼迫
她进行抉择，但在阴差阳错的反转中，她逐渐成
为一位边陲乡村的教育启蒙者、骑马打枪的侠
女、村民尊敬的“先生”。小说在时代、历史和人
性的深度探寻中，“立”住了这样一位女性乡村教
育者的形象。值得关注的是，新年首期《收获》还
刊发了钱幸《皮影》、王玉珏《瞳距》、小杜《婚姻日
志》三篇中篇小说，钟求是《生活节点》、黑孩《物
理反应》、于昊燕《载空者》三篇短篇小说，从悬疑
破案、家庭婚姻、性别身份的心理深度等切面对
人性和现实展开剖析。

作为一位诸体兼擅的写作者，李修文推出了
长篇新作《猛虎下山》（《花城》2024年第1期）。

小说褪去了他以往那种绝美而凌厉的叙事风格，
带着一种世纪末的温柔弧光。在炼钢厂下岗工
人们庸常的生活背后，不变的是李修文那种山河
苍茫、热烈苍凉的精神底色。工人刘丰收，与妻
子林小莉及其情夫张红旗，面对后山流窜下来的
老虎在炼钢厂所搅动的风云，与虎斗，与人斗，与
扮演老虎的“人”斗，惹出一幕幕啼笑皆非的闹
剧。作者依然关注时代浪潮中的普通人，在荒诞
的故事之下，有对人性的发现，更有长久的凝视
和思索。

姚鄂梅的长篇小说《不会飞的海燕》（《当代
2024年第1期》）看起来是一个孙少平式的故
事，但其实主人公林海燕的成长经历更为贴近
当下时代里那一群未被文学书写所照亮的“小
镇做题家”。“不会飞的海燕”构成一种整体的隐
喻，“海燕”们不知道自己本应该自由翱翔天际
的双翅，除了“必须飞过大海”这个被社会、历史
和家庭所强加的目标之外，还有什么施展的空
间。所以林海燕并非“卷”，而是在并无主体性的
自律和勤奋中，承受着庞大而莫名的不自由。海
燕有着普通的家庭出身和普通的智商，青春期
除了读书外一无所有，随后按部就班地工作、结
婚。小说有着“新写实主义”式的零度书写，细密
而庸常，然而在故事的后半段，作者安排了银行
抢劫的戏剧性冲突，实验性地探讨了当“小镇做
题家”的人生越出轨道之外，会有怎样的可能。

与前面几篇带有怀旧色彩的现实主义题材
创作不同，潘军《与程婴书》（《天涯》2024年第
1期）是一部叙事探索意味浓厚、文笔优美流畅

的历史小说。小说对“赵氏孤儿”的发生史、演
变史和民间接受史进行颠覆和改写，从阴谋与
爱欲、血缘与亲情重新探讨“赵氏孤儿”流传千
年的家国仁义、道德的价值内核。作者虽以第
二人称行文，但却赋予对话者“我”极高的权重：

“我”既是小说叙事的操控者、故事的权威阐释
人，也是不受时空束缚的旁白者，以及调度历史
镜头的影像导演。潘军有多年影视工作经历，
小说一些关键场面夹杂了分镜头脚本的处理，
赋予小说浓厚的影像化视觉色彩。《与程婴书》
以清晰的思想内核、流畅的叙事和独特的美学
风格启示我们，文学如何在与视觉影像语言的
融合共生中丰富自身的信息含量与文学美感。

素人与跨界写作，激发文学更
多可能性

新的一年，诸多文学杂志或增设新的板块，
或开辟新的栏目，以火热的文学书写呈现新时代
的勃发气象。《当代》增设了诗歌版，《当代·诗歌》
逢双月出刊，将努力呈现当代中国诗歌的活力、
重力、实力、魅力。《中国作家》文学版新设“网络
文学精品连载”栏目，首期推出网络长篇小说《我
的黄河我的城》，探索传统文学期刊与网络文学的
融合发展，令人耳目一新。《湖南文学》在新的一年
迎来全面改版，推出“回眸”和“青年计划”两个专
栏，前者侧重对资深作家作品的回顾，后者侧重
青年作家的在场，以多样化的形式展现作家与现
实、历史的关系。

各大文学期刊致力于从青年创作中寻找新
的语言、叙事与美学风格。《北京文学》在首期“新
北京作家群”栏目中推出了青年作家常小琥的
《中间人》，小说借由女记者程蝶的深度追踪调
查，展示出人性困顿，具有非虚构影片般的真
实、粗粝与凌厉质感。同期“新人自荐”栏目还
推出了杜宇的短篇处女作《90后的女儿和60后
的父亲》，有自然丰沛的日常生活细节。伍华星
的《入刀山》（《上海文学》2024年第1期）是这位
青年作家继《凼凼转》之后再度以“粤语意识流”
的语言风格呈现的作品。在同期的批评家对谈
中，陈培浩、张怡微、李德南、刘欣玥等都以此小
说为样本，谈到方言写作的可能性和叙事探索

的边界。陆源的《唐风五联》（《天涯》2024年第
1期）是关于唐代历史的五个章节片段。语言
古雅，近乎佶屈聱牙。陆源将自身具有浓烈油
画色彩感的语言推演到极致，辅之以古代生僻
典籍故事制造的强烈陌生化效果，探索了当代
小说在历史意识、语言特色方面的边界。《当代》
首期“发现”栏目推出青年作家穆萨的短篇小说
《洄游》，这是编辑从邮箱自由投稿中发现的作
品，展现了一位文学新人朝向远方启程的步
履。《作家》2024年全新推出“金短篇·名家推
荐”栏目，首期发表了董智婷的《一个关于马桶
的荒唐设计》、水溶的《抵达桃曲》、洪页的《她在
无眠的夜晚》三部新人新作，并配以文学名家推
荐。从新年首期所刊发的青年作家的阵容来看，
文学刊物致力于发掘充满潜力的素人写作者或
跨界写作者，在小说、散文、非虚构、诗歌等文体
中赋予青年更多的自由空间，新的一年，青年写
作值得期待。

在行走中重审人与自然、历史
的关系

“重走山河”可以被视为2024年各大文学期
刊的散文栏目的核心关键词。《人民文学》散文栏
目刊发了《谢冕散文三题》，学者谢冕回忆他与友
人在维也纳街头、剑桥大学流连的场景，还有与
日本友人北海琼华岛下“秘密见面”的历史现场，
以充沛的感情在回忆中丈量世界、重温往昔。同
期杨献平的《雪中的河西走廊》如标题所述，结合
历史、地理与自然风物，呈现了散文的智性之
美。《十月》推出鲍尔吉·原野的《万物凝视》和江
子的《鹤向孤山》，走向的是万千生灵合奏的自然
诗。《当代》推出新栏目“山河卷”，首期推出陆春
祥的《三沙九章》，以隽永的文字陪伴读者在跨越
时空距离的纸上行旅中“读懂中国”。《山花》的

“散文随笔”专栏新一年推出了陈应松的《神农架
杂记》，向读者展示了神农架这一神秘之地的自
然氛围和人文环境。

总之，向地域出发，以行走的姿态重新思考
人与自然的关系，重新探寻人文与历史的尺度，
是新一年散文可能呈现的内容倾向和美学风格。

（作者系青年评论家）

（上接第1版）
人民音乐出版社以两场新书分享会助力书香盛会，推出了“改革

开放以来中国钢琴作品选辑”、“中国音乐轻松学”系列图书等佳作。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钢琴作品选辑”共8册，选取了1979年后中国钢
琴音乐中的优秀原创作品，目前已出版5册。作曲家张朝在分享会上
表示，选辑中收录的诸多作品是钢琴创作中国化的集中体现，期待选
辑能够为世界音乐百花园提供中国经验，促进世界对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的理解和体悟。“中国音乐轻松学”系列图书是由中央音乐学院
及校外多位教授和演奏家领衔编写的中英双语音乐教材，旨在让中
外音乐爱好者、学习者规范掌握中国音乐演奏演唱的基本技巧和代
表性曲目，轻松愉快地学习和欣赏中国音乐。

文史学术焕发新采

文史学术作品在展现文化魅力、传承文化精髓方面发挥着积极作
用。本届图书订货会上，多家出版社推出文史类佳作，助力增进文化自
信自强。

中州古籍出版社近年来致力于中国古代小品文的整理出版，自
2012年起陆续出版了“闲雅小品”四辑20种、“唐宋小品”8种、“明清小
品”12种，打造了“半日闲”品牌。在由岳阳主持的“明清小品”新书发
布会上，苗怀明、陈才智与现场读者分享了古代小品文和古人的风雅生
活，既讲到晚明小品圣手张岱对生活的精致追求，又谈及白居易和苏轼
小品文中的风雅趣事。中州古籍出版社还举办了《玄奘全集》新书发布
会，魏道儒、李雪涛、韩欣、耿相新等专家学者与会，畅谈该书的出版意
义。《玄奘全集》共53册、约1900万字，近70名专业人员先后参与编辑
校对工作，系玄奘作品首次全面系统的点校整理。大家认为，作为河南
省重大出版工程《中原文库》首批出版的图书，《玄奘全集》具有很高的
学术价值和文献价值，对进一步推进传世文献系统性整理出版，展现中
华文明突出的创新性、包容性，促进“一带一路”文化交流，具有重要的现
实意义。

昆曲人物访谈录《昆曲口述史》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立足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
抢救与发掘，通过对近150位昆曲相关人士的系统深入采访，展现了昆曲艺术的整体面貌
和发展历程，凸显了昆曲人对艺术的热爱、坚守与传承。全书共10卷、300余万字，是迄
今为止规模最大的昆曲口述作品，兼具史料价值和学术价值，读来饶有趣味。新书发布会
上，王安奎、刘祯、周育德、丛兆桓、王振义等戏曲学者和昆曲表演艺术家展开交流。大家
表示，口述历史具有更加鲜明生动的特点，该书出版对昆曲艺术传承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花10年时间整理、编纂和出版的《胡先骕全集》（全19卷），近期由江西人民出版社出
版。黎隆武、郝振省、汪维国、张辉、熊卫民等在该书分享会上表示，胡先骕是学贯中西、文
理兼通的大学者，打通了自然科学与哲学社会科学的边界。《胡先骕全集》汇集整理了胡先
骕现存的所有科学论著和人文著述，记录了他创建中国植物学的辉煌历史，彰显了他在时
代浪潮中的文化坚守，让读者有机会认识和了解其具有开拓性的研究成果。

考古学者许宏的新作《城的中国史》是一部关于中国古代城池、城邑、城郭的发展简
史，由河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全书共16章，配有130多幅图片，图文互读，深入浅出地解
读“早期中国”。杨早与许宏在发布会上谈到，作品对筑城史的考察跨越史前、原史、信史
时代，管窥中国古代文明的兴起与繁盛，梳理中国早期城市、国家和文明的发展轨迹，是一
本兼具独创性、可读性又不失专业性的历史通俗读物。

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的任双伟《永通万国：货币与历代兴衰》，梳理了中国历史上各个
时期的货币形态，生动叙述了货币发展、货币制度和货币政策对王朝兴衰的影响。杨君、
周卫荣、霍宏伟、何平等专家学者在交流时认为，该书从钱币的方孔谛观历史，角度新颖、
图文并茂，是一部解读货币文化的佳作。

时代孕育文学精神，文学引领时代风尚。佳作荟萃、亮点纷呈的2024北京图书订货
会，展现出新时代图书出版的崭新风貌，昭示着文学点亮生活的美好愿景与绚丽明天。

（统稿：刘鹏波，参与采写：王觅、李晓晨、行超、许婉霓、王曦月、许莹、教鹤然、
刘鹏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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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1月10日至13日，“太阳岛冰雪诗会”著
名诗人走进哈尔滨活动举行。舒婷、陈仲义、王山、梁
平、李琦、娜夜6位诗人来到冰城哈尔滨，以诗歌的方
式赞颂冰雪之美，营造浓厚的冰雪文化氛围。

在为期4天的活动中，6位诗人走进萧红故居、冰
雪大世界、太阳岛雪博会园区等文化建筑和地标建
筑，感受冰城诗意生活的魅力。活动期间还举办了

“诗意与城市文化建设”研讨会，冰城文学爱好者与
诗人近距离交流，畅谈创作灵感，分享心得体会。在
同期举办的马迭尔阳台音乐诗会和“当诗歌遇见冰
雪”音乐诗会上，音乐和诗歌的交融，让诗人们切身
感受到城市魅力，积蓄创作素材，将一景一物、一山
一水化成优美诗篇，展现冰城独特的冰雪之美。

此次活动由中国诗歌学会、哈尔滨市文联、哈尔
滨市教育局主办，哈尔滨日报社、哈尔滨广播电视
台、哈尔滨马迭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博发康安控股
集团承办。

“太阳岛冰雪诗会”
展示哈尔滨冰雪之美

本报讯 由电子工业出版社主办的“打造精
品力作 讲好中国故事”座谈会暨徐庆群《外国专
家的中国情缘》新书发布会日前在京举行。李君
如、夏吉宣、郭义强、郝振省、彭学明、龙安志、谢
平、哈莱、柯马凯等专家学者与会。

《外国专家的中国情缘》是徐庆群历时5年，
面对面采访16位外国专家的文章结集，讲述了近
10年来中国在教育科技进步、医疗卫生改善、推
动乡村振兴等方面的生动故事，展现了专家们在
中国工作生活的真切体验和感受，有助于世界更
好认识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读懂可信、可爱、

可敬的中国。
与会专家认为，该书从外国专家的角度出

发，讲述了他们以个人才智支持协助中国式现
代化建设的感人故事，体现了构建人类命运共
同体理念的现实意义。外国专家们虽然人生经
历各不相同，但都对中国满怀热爱，真正做到了

“我用一生爱中国”。讲好中国故事需要了解和
贴近外国读者的思维方式和阅读习惯，努力增
强作品的感染力和传播力。该书在此方面具有
示范性的作用。

（王曦月）

《外国专家的中国情缘》发布

本报讯（记者 王觅） 为深入学习宣传贯彻
习近平文化思想，交流研讨北京文化最新研究成
果，助力全国文化中心建设，“北京文化书系”研
讨会近日在京举行。北京市委宣传部分管日常工
作的副部长赵卫东出席并讲话。北京市委宣传部
副部长翟德罡主持会议。北京市委宣传部副部长
张际，北京出版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张爱军分
别介绍了书系的组织编纂和出版发行情况。

“北京文化书系”由北京市委宣传部组织，北
京市委党史研究室、北京市社科联、北京市社科
院等单位承编，北京出版集团北京出版社出版，
于2023年4月发布。书系由“古都文化”“红色
文化”“京味文化”“创新文化”四套丛书组成，历
时5年时间编纂，最终成书47册，总计1275万
余字。

与会者认为，编纂出版书系是北京市委关于
推进首都全国文化中心建设、深入挖掘北京文化
内涵的重大部署。要更好发挥书系在展现城市文
化魅力、提高人文素养等方面的重要作用，推动
书系数字化、高质量转化传播。要努力推出更多
赓续中华文脉、弘扬北京文化的重大文化精品，
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

会上，丛书主编代表李忠杰、阎崇年、刘铁
梁，作者代表刘祯及读者代表刘澍作交流发言。
大家表示，参与书系编纂工作，深感意义重大、
责任重大。今后将进一步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
文化思想，从历史与现实的辩证统一中，不断挖
掘北京文化的丰富内涵与时代价值，推出更多
文化成果，为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作出
应有贡献。

“北京文化书系”研讨会在京举行

本报讯 近日，由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主办的
2023年度好报告文学评议会在京举行。与会者
围绕相关作家、评论家和部分重点文学报刊负责
同志推荐的作品，结合2023年报告文学创作发
展情况，经过认真讨论，以投票方式遴选出12部
作品，包括《奔跑的中国草》《仰望星空：共和国功
勋孙家栋》《彩瓷帆影》《石榴花开》《太阳是一颗
种子：寻找遗失的可可托海》《望洋惊叹》《将军和
他的树》7部长篇作品和《现金哪儿去了？》《谁在
月夜哭泣》《守望山川》《一生只做一件事》《回家》
5部中短篇作品。

与会者表示，2023年，广大报告文学作家砥

砺共进、奋发有为，不断在日新月异的时代实践
和人民丰富生动的生活创造中提炼创作主题，深
入生活，反映现实，表达人民心声。此次受到推
介的作品，无论是在对表现题材的拓展上，还是
在对艺术独特性的追求上，均有可喜进展，为满
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增强人民精神力量作出了
应有贡献。这些作品在主题开掘、人物塑造、结
构谋篇及语言风格锻造等方面各有亮点，与
2023年度我国报告文学创作整体所体现出的关
注时代发展、聚焦重大现实课题的强烈责任感、
使命感相契合，继承和发扬了现实题材创作优良
传统，为未来的报告文学创作积累了更多经验。

中国报告文学学会评出
2023年度好报告文学

本报讯 近日，由中国作协社联部主
办、海南省作协承办的“百名作家进百校”及
文学志愿服务进三沙活动举行。作家黄亚
洲、汤汤、程韬光走进大、中、小学讲授文学
公开课，深入海南建设和民生一线采访，感
受自贸港发展的喜人变化。

黄亚洲来到海南师范大学，以“从文学
看党史”为主题开展讲座，通过具体作品阐
述伟大建党精神，让同学们了解历史、了解
文学，感悟红色基因，汲取精神力量。在海口
市秀峰实验学校，汤汤为师生们带来“捕捉
灵感和运用想象——让作文像植物生长”专
题讲座。她表示，故事灵感都来自平凡生活，
写作者应当用敏感的心灵和眼睛去捕捉灵
感和素材。程韬光走进海口市第一中学高中
部，为大家讲授唐诗精神的当代意义。他说，
唐诗给予后来的仁人志士为国为民的力量，
这些大地的诗篇是我们心灵的活水之源。

活动期间，3位作家还与海南省作协主
席梅国云等一起来到三沙市，参加了“做人
民的学生：中国作家听渔民讲三沙故事”座
谈会，与三沙市当地居民进行座谈。作为活
动的一部分，汤汤还在祖国最南端的学
校——永兴学校为师生们讲授了一堂生动的
文学公开课。

在三沙开展志愿服务活动期间，作家服
务队还前往西沙海洋博物馆、海水淡化厂、西沙将军林
等地采访，切身感受三沙近年来基础设施建设、民生改
善、生态环境保护和融合发展的丰硕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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